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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来，就是把那个“不公开”的“我”字亮出来，就是把自己心底里的私世界亮出来，把矛盾的东西亮出来解剖。在上级面
前敢亮，在下级面前敢亮，在群众面前也敢亮。 ——— 摘自朱彦夫日记
-

面貌改变 村民未来有了新愿景
晨报淄博9月22日讯 几

十年前，朱彦夫带领乡亲们改变
了张家泉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蹚出了一条路。
现如今，在全新的村党支部领导
下，村民们没有丢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依然在果
园里忙碌着，在发展乡村旅游的
路上奔波着，他们对未来有了新
的愿景。

在9月21日的采访中，张家
泉村委会主任刘文合告诉记者，
近期，张家泉村与临近的涌泉村

联合成立了红泉党支部，朱彦夫
的儿子朱向峰接过了他父亲的
接力棒，将担任红泉党支部
书记。

“朱老给我们树立了一个
标杆，一个很难超越的标杆。
他一心为民，吃苦耐劳，以常人
难以想象的毅力带领村民走上
了致富路。作为后来人的我们
不能给他丢脸，必须朝着这个
标杆去努力。”刘文合坦言，在
张家泉的工作让他感到肩上的
担子很重，如今朱向峰回到村

里工作，他俩将成为搭档，他们
必须把朱老的精神传承下去，
把朱老一心为村民谋福利的事
业继续做下去。

虽然人住在县城，但朱彦
夫的心思还在张家泉。每次到
县城办事，刘文合都会去朱彦
夫的家中看望老人，报告一下
村里的情况。今年苹果的产量
咋样？村里的困难户过得好些
了吗？又有哪家的孩子考上重
点大学了？一说起村里的事
情，朱彦夫就会变得特别有精

神。分别时，他还经常塞给刘
文合一张纸条，纸条上经常是
他从新闻上听来的好政策、别
的村致富的好经验。

朱彦夫的年龄越来越大，他
的字迹刘文合越来越难看懂了。
但每次拿到纸条，刘文合都会仔
细问清楚上面的内容，并把这些
内容带回村里，说给大家听。他
觉得纸条虽小，朱彦夫对村民们
的牵挂却是沉甸甸的。

在朱彦夫当年带领村民治
水、蓄水的小河边，一处崭新的

朱彦夫教育基地接待中心，正在
由图纸慢慢变成实物。一盘传
播朱彦夫精神、发挥自然资源优
势致富的乡村振兴大棋正在布
局。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不但是
了解朱彦夫事迹、学习朱彦夫精
神的“心灵加油站”，还将是一处
能爬爬山、玩玩水、采摘水果、住
住民宿的好去处。

“我们过去种粮食，现在种
果树，将来还要搞乡村旅游，好
日子还在后头呢。”采访中一名
村民的话让人印象深刻。

“忠孝 厚德 和善 诚信 勤俭”，这是朱彦夫的十字家风。9月22日上午，市民在朱彦夫
事迹展览馆参观“优良家风”部分。

朱彦夫精神带给老乡的收获
晨报淄博9月22日讯 从

小就听过朱彦夫的故事，45岁的
沂源市民王庆平（音）一直觉得
自己对朱彦夫的事迹很了解。
如今第一次来到朱彦夫事迹展
览馆参观，他还是被震撼了。

9月22日上午，在位于沂源
县西里镇张家泉村的朱彦夫事
迹展览馆外，记者遇到了王庆
平。刚刚参观完展览的他，心绪
久久难以平复。“过去都是听别
人说朱彦夫的故事，今天第一次

来看展览，还有当年他们修梯
田、挖大口井的地方，太震撼
了！”

“在当年那种条件下，能干
出这些工程来，真是很难想象这
需要多大的毅力。”王庆平说，他

是做建筑工程工作的，对于工程
方面的数字特别敏感，当年朱彦
夫带领村民开山采石、修梯田、
棚沟造地，即便在今天有了先进
设备的情况下都是很大的工程，
在当年那种条件下，如果没有那

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是绝对做不
到的。

王庆平觉得朱彦夫精神带
给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 认
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
决心能让人克服一切困难。

本版文/图 张亚军 任灵芝 王兵 韩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