


韩正卿日记·民乐卷
韩正卿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插页 字数 千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3721-8 定价： 元

责任编辑： 牟克杰
封面设计： 杨永兴

韩正卿日记. 民乐卷 /韩正卿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
版社，2008.12
ISBN 978-7-226-03721-8

Ⅰ.韩… Ⅱ.韩… Ⅲ.韩正卿 日记 Ⅳ.K827=7

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 C I P ）

CIP ( 2008)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 第186033号

-

-



民乐寄语

民乐八年的日记， 是自己这段历史的记述。 在它即将出版
的时候， 最想说的是以下几句话：

感 受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民乐的干部、 群众忠厚诚实， 吃
苦耐劳， 德品优良， 豁达通情， 始终如一跟共产党走， 坚定
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我八年来的全力支持、 爱护、 谅解， 我
永志难忘， 深表衷心的感谢！

决 心

为了彻底改变民乐的面貌， 下定了要干好就当 “铁蛋”、 干
不好赶快 “滚蛋”、 干死了不怕 “完蛋” 的决心， 以 “三蛋” 精
神为动力， 义无反顾干了八年。

经 验

心底无私天地宽。 无私者无畏。 以 “办了好事准备挨整” 的
姿态， 面对 “千夫指”。 记住老先人韩愈在 《原毁》 一文中的
话： “事休而谤兴， 德高而毁来。” 不怕抹黑， 不怕诬陷， 不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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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怕流言， 行止决于己， 毁誉听于人。 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

声 明

日记内容完全是原汁原味的， 所有记载的情形都是当时实
际的反映， 没有加油添醋或因风吹火。 拿现在的眼光看， 肯
定有许多不窝耶 （合适） 的地方， 文责自负， 万望海涵！

祝 愿

民乐人民爱党爱国， 和谐兴家， 心想事成， 福禄寿喜， 芝
麻开花节节高， 日子越过越美好。 高举红旗奔小康， 改革开
放永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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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 听老人们讲， 祖上于元末

明初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至宕昌县韩院这个地

方， 至今已有好几百年的光阴了。 我的祖太爷是前清贡

生； 太爷是当地著名的中医师； 爷爷是有名的竹篾匠， 铁石

木瓦活都会干； 父亲是光绪年代生人， 老念书人， 当过

私塾师傅， 对周易颇有研究。 我辈姐弟共五人， 如今在

世的只有我和我的老妹子了。

父亲从不赏识洋学堂， 所以在我虚岁五岁时， 便送我

到邻村私塾念书 。 师傅是我的亲舅爷 ， 对我特别 “关

照”， 几年下来， 将 《三字经》 《百家姓》 《弟子规》 《四

字经》 《五言杂志》 《七言杂志》 《增广贤文》 《幼学琼林》

《修身》 《四书》 《千字文》 《千家诗》 都读遍了。 还读了

《桃花源记》 《五柳先生传》 《阿房宫赋》 《兰亭序》 等古

文。 1946 年才上高级完小， 1949 年 5 月毕业。 1949 年 9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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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月参加革命工作， 2004年 5月离休。

由于自己学历不高， 所以把写日记作为自我鞭策的方

法， 参加工作后就爱写写日记。 1952 年开始天天写， 但

很不系统。 1955 年调到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之后到现在

一直在记。 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怕抄家， 把 1955 年

至 1962 年 8 年的日记烧掉了 （零星的记事本尚存）， 怕

的是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日记之中记述了不少 “阴暗

面” （诸如饥饿、 大炼钢铁和 “亩产 14万斤洋芋” 等）， 一旦

查抄出来那可不得了！ 其实， 我家并没有被抄， 现在想

起来真有点后悔。

事实上， 我的日记中所记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事情， 所

以仍然坚持天天记。 就在我 2001 年 12 月 30 日突发严重

的心梗时 （两支心血管堵塞百分之百， 一支堵塞百分之

九十六）， 在上手术台之前， 给大儿子韩奎 （卫东） 交待

了我的归宿之地； 给二儿子韩晓 （向东） 交待了要他在

我病重时代我把日记写好， 这足以说明对写日记到了着

迷的程度。

在各位领导的亲切关怀下，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

子女亲朋的周密照料下， 终于把我这个已给华林山殡仪

馆打了招呼要火化的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又活了下

来。 病愈后， 虽然感觉体力大不如前， 但对写日记还是

从不懈怠， 天天作业， 大体算来至少有 2000多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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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之后， 住在老家， 花两三年时间把日记中的诗词

部分集成五册 《岁月行吟》， 于 2001 年 5 月出版， 赠予

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部分干部群众。 本来想写日记就

到此为止了， 有几位同志热情劝我把所有日记交给省档

案馆设专柜保存， 很受启发鼓舞， 于是 “重操旧业”， 生

命不息， 日记不止！ 后来当我和孩子们商量以什么形式

（我主张捐赠） 交出时， 孩子们都说， 他们从头到尾阅读

之后再作处理。 当了 16 年兵、 以上尉副营职军官转业到

地方某单位 （不到两年即告破产） 已下岗多年的长子韩

奎挺身而出， 说自己现在反正无业可从， 闲坐不如捻麻

线， 表示无论花多少时间、 吃多大苦头， 要把这千万言

的日记全部打印出来， 得以完整保存。

仔细一想， 孩子的打算很好。 全部日记， 反映了几十

年来风云历史的片段。 因为所有日记记述了从我担任中

共甘肃省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到公社、 县

委、 地委书记， 到省引大入秦工程指挥 （1987 年 3 月后

虽但任了中共甘肃省委常委、 省政协副主席， 实际工作

都在生产建设第一线） 亲自经历的实实在在的各种千变

万化的事情。 今天付梓出版， 一是想给我工作过的地方

留下一段历史资料， 二是或许对在基层工作且有兴趣的

年轻人提供点有参考或借鉴价值的东西。

我是在心脏血管中安放了六个支架的七十多岁的闲老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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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汉， 真乃风前之烛、 瓦上之霜也， 说不定哪天熄灯！ 老

伴露菊 （傅映兰）， 我病重期间在老家居住， 孩子们不敢

通报。 病愈以来， 天天侍候得挺好， 整合日记她的功劳

不小。 然而， 我是活一天高兴一天， 争取有生之年把所

有日记都整合成功， 万一完不成， 就托付后代们了！

200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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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卷·Ⅰ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

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2年 8月 9日 （壬子七月初一）

星期三 多云

今天上午， 正在武都旧城山县委党校参加三干会议， 时任中共

武都县委书记、 县武装部政委的傅月瑞同志叫我到他的住处， 见面

就说： “韩正卿同志， 省上昨天电话通知， 要调你去民乐当县委书

记， 停会就给你开个欢送会吧！” 立即在他住室的地板上， 摆起矮脚

炕桌， 端来四菜一汤， 县委办公室主任陪餐。 一顿午餐， 武都县的

领导干干散散地把我欢送利然了。 为作纪念， 顺口编曰：

一九七二金秋天， 北峪河谷旧城山。

县上正开三干会， 月瑞同志把话传：

省上通知要调你， 前往民乐挑重担。

四菜一汤把行饯， 握手告别莫多言。

县上关系一刀断， 弦外之音任你弹。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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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1972年 8月 10日 （壬子七月初二）

星期四 晴有云

昨天， 在武都旧城山， 傅月瑞同志与我告别时言道： “回去准

备准备， 红头文件一来你就走！” 于是， 马上骑自行车回东江公社。

放下车子， 身不由己地走上东江河堤， 沿堤而下来到百亩橘园， 再

从王石坝爬上仲家坪盘山水渠渠尾， 又走到渠首。 坐在雷疙瘩山腰

的盘山渠首， 东江全貌尽收眼底： 七道梁千亩玉米如林莽， 1200 亩
水稻风摆浪， 800 亩王石坝秋田郁郁葱葱， 百亩橘园果实累累， 河

堤和水渠上的林带犹如两条绿色的长龙， 村村都在树荫中……看着

想着， 想着看着……在东江公社 8 年的日日夜夜， 又在头脑里仿佛

演了一幕幕电影。 直到天黑， 才回到我的家里———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的黄土岗上的大爷庙。

省上调我去挑重担， 本该高高兴兴， 但不知为何， 深感很不自

在， 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总觉着东江就是我最终落脚之地， 这大概

就是深深留恋东江的真情实感吧！

夜深人静， 思绪万千， 抒发几句， 以求自安①。

东江工作整八年， 白天黑夜不曾闲。

适逢文化大革命， 城乡处处都造反。

革命对象是贫困， 抓革命来促生产。

人人就地闹革命， 征山战水理当然。

村村都把面貌变， 一轮红日照山川。

① “文革” 期间， 东江公社只出了 13 位 “造反派”。 响应抓革命、 促生产
的口号下， 东江干部群众都把穷山恶水作为革命对象， 8 年之中， 夜以继日地战
天斗地， 筑河堤， 修水利， 治山填沟， 平田整地， 从原来只有 18 亩水地， 一下
变成为 3200 多亩水地， 基本上改变了生产条件。 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与省上还
拍了 《红日照东江》 和 《战天斗地绘新图》 的纪录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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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卷·Ⅰ

毛主席语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

可粗心大意。

1972年 8月 11日 （壬子七月初三）

星期五 多云

将我调走的消息， 全公社各大队党支部书记都已得知。 为避免

大家来家看望或硬要请我去坐坐， 大早起来即出门。 今日上午， 差

不多在东江水村背后山嘴的盘山渠边坐了两个钟头， 看着滚滚的白

龙江和千亩稻田、 千余亩修成的梯田， 思绪万千！

毛主席语录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72年 8月 12日 （壬子七月初四）

星期六 晴间多云

凌晨准备出门， 突然， 王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中华来家， 开门

见山对我说： “王石坝的地是平好了， 可洪水沟排水的洞子还没弄

好， 你还得操操心。” 还说社员对你还有意见要提， 今晚非请你去一

趟不可。 只好去， 但坚决拒绝他们招待， 但还是煮了一锅洋芋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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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毛主席语录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

这一点， 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1972年 8月 13日 （壬子七月初五）

星期日 晴有云

这个王中华开了个头， 其他大队都照办。 盛情难却只好每晚到

一个大队。 也好， 算给大家道个别吧。

今晚， 到赵家坪。 党支部书记赵清泉、 老队长赵有贵等在麦场

草房门前摆了一长条桌， 煮了一锅雷疙瘩山地里产的新洋芋和嫩玉

米招待。 大家说了许多好听的话， 以表欢送之情。

毛主席语录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1972年 8月 14日 （壬子七月初六）

星期一 晴间多云

今日在家收拾零碎东西。

晚上， 到上郭家村老支部书记郭生荣同志家里。 来东江后， 曾

多次到他家吃过他老伴做的杂面浆水疙瘩。

他找来村上的八位老者， 有郭临江、 郭有才等。 外号叫程咬金

的郭临江笑着对我说： “我老早就看着韩书记印堂发光， 该到升迁

的时候了！” 接着， 大家都说了不少赞扬我的话。 唯有郭生荣同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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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卷·Ⅰ

头不语。 看来， 他心情十分矛盾， 又想我应该走， 又不希望我离开

东江。

毛主席语录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2年 8月 15日 （壬子七月初七）

星期二 多云

一家开了头， 家家难拒绝。 今早， 老实巴交、 重实干、 不多言

的东江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三斤来到家， 非常认真地说： 由于你把

原来我们一个大队浇灌的瓦渣沟溪水引到各队使用， 贫下中农很有

意见， 要求当面给你提意见。 没办法， 只好随他而去。

十几位老者和队干部都坐在小凳上等着我。 刚坐下， 他们便你

争我抢地 “提意见”， 说来说去， 都是赞扬的话， 都说他们队得益最

大， 叫我去是为了表达心意。 说着说着， 摆上七碟子八碗子， 还有

烧酒。 毫无办法， 只好就范。 第二天给大队会计送去 6 元钱、 5 斤
粮票， 又被李三斤退给我的家属。 后来， 让王景雪同志代买 10 把作
务韭菜的铲刀送给大队菜园作罢。

支部书记李三斤， 严肃认真来邀请。

声言大家有意见， 要我到会仔细听。

男女老农十几位， 眼神流露挽留情。

你到东江苦吃尽， 清茶一杯要送行。

十把韭刀作纪念， 大家过上好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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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毛主席语录

要联系群众， 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

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1972年 8月 16日 （壬子七月初八）

星期三 晴有云

1952 年调我到当时的中共武都地委组织部工作 （先任干事， 后

任省委组织部发文批的正科级秘书， 一直干到 1955 年六一国际儿童
节）。 这次， 从 1965 年初到如今， 前后在武都城和城郊又 8 年。 这

8 年虽然在地委、 县上都挂了领导职务， 却一直在公社工作， 所以

临别东江时， 地区和县上请我吃饭的只有三人： 他们是武都县农办

主任、 老朋友刘守业同志， 家庭人口多， 工资低， 生活困难， 买了

只鸡， 请我到他家里， 热情送行； 在地直机关工作的杨梓西、 戴树

举两位挚友， 买了两个罐头， 请我到他们单位的宿舍里表达了饯行

之情。 经过 “文革” 的 “洗礼”， 物资贫乏， 大家都很困难， 加上种

种原因， 人们往来很少。 因此， 对他们三位的感情久久难忘：

守业树举杨梓西， 两个罐头一只鸡。

老刘生活紧巴紧， 戴杨手头不宽余。

百感交集暗落泪， 妻子儿女都感激。

此情为何永难忘？ 皆因以此见真情。

情如东江长流水， 天老地荒永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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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卷·Ⅰ

毛主席语录

在一切工作中， 命令主义是错误的， 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

度， 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 害了急性病。

1972年 8月 17日 （壬子七月初九）

星期四 多云

天下事， 从来急；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细思想， 从 1964 年 11 月到东江公社至今天的 8 年里， 可以说

白天黑夜都没有闲着。 组织上之所以让我同时担任了中共武都地委

常委、 武都县委常委、 县革委副主任， 就是对我和东江人民一道改

变面貌的鼓励。

初到东江时， 全公社只有 18 亩水地。 记得 1953 年我在武都地
委组织部工作时， 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的苏星同志亲自抓点， 修筑

河堤、 与河争地。 河堤修成后， 大概是 1958 年的大洪水导致河堤毁
坏， 争出来的千亩稻田又变成了白龙江的河床。

经调查研究， 东江人民大多数想再筑河堤， 把千亩水地从 “白

龙” 口里夺回来。 于是和所有精壮劳力一块， 起鸡叫睡半夜， 不到

两年， 筑起近 2000米河堤， 争出 1200亩水地。

随即平整山坡地为梯田， 把 800 余亩泥石流冲积堆的王石坝治
理成石坝梯田， 安装几台小高抽。 这都与我是个急性子有关。

急着干事没有错， 但在有时候一 “急” 之下失口骂人就不对了。

以后， 要下定决心， 改掉爱骂人的毛病。 其不善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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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日记

毛主席语录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

见， 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1972年 8月 18日 （壬子七月初十）

星期五 多云

半山大队除了在王石坝橘园旁边新平整的石坝梯田给他们划分

了 20来亩之外， 山上没有 1 亩水浇地， 到现在仍然是面貌依旧， 大

多数人年年连肚子都吃不饱。 近几年， 大半回销粮都给了这个大队。

即将离开东江， 半山的情况一直使我内疚。 党支部书记李永春

是一位非常老实的复员军人， 他孩子多， 家庭生活也很困难， 但从

不叫苦， 真是一位老黄牛式的农村干部。

他也知道组织上要调我走， 别的大队都多次请我去他们那里坐

坐， 都以 “社员要给你提意见” 等为借口， 一定要我去告别。 可是

李永春没有张口， 他肯定是觉着他们大队里什么也没有， 而且要上

一座大山， 也就不好意思请我了。

今早， 一起床， 洗把脸， 独自去半山。 在盘山渠首的山嘴子上

又坐了好一阵， 东江的稻田、 梯田、 王石坝、 橘园尽入眼帘！ 回想

8年奋战， 思绪万千……

步行近两小时之后到半山村。 和几位村干部、 几位老者寒暄一

阵， 向大家表示歉意， 也讲了今后治理半山的想法。 他们的浆水杂

面疙瘩吃了两碗。

下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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