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春城往南约二十公里处，有山曰“仰
山”，山间茂林修竹之中，有古寺云“栖隐禅
寺”。而在禅寺咫尺之遥，几座草堂赫然入
目。草堂前，一群鸡鹅从容啄食迈步，五株并
排笔柏屹立；草堂中，柴门、泥墙、茅草顶，尽显
泥土院落的久远与古朴。

这几座藏于山岭中的草堂即宜春遐迩闻
名的郑谷草堂，始建于2019年，不到半年即竣
工。草堂共辟三堂：讲堂、书堂与屋堂，分别供
讲学、吟读及栖居之用。草堂建成后，曾举办
过两届具有全国影响的诗词夏令营活动，吸引
过国内大批青少年参加，迄今已成弘扬、传播
宜春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

郑谷草堂前身为郑谷读书堂，这里，曾留
下晚唐著名诗人郑谷千年前读书吟咏的足迹。

拨开历史的烟尘，在唐诗的国度里，郑谷
的身影款款而出。

“北有杜甫，南有郑谷”，曾有诗家如此评
价郑谷。将郑谷比肩于诗圣，此说虽不免有些
夸张，却也道出郑谷在灿若星河的唐代诗人中
的地位与影响。

追踪郑谷的身世与经历，让人不得不对这
位公元 851年出生于袁州的唐末著名诗人肃
然起敬。

据记载，郑谷少年早慧，七岁能诗，“自骑
竹之年则有赋咏”，被同朝大诗人司空图誉为

“当为一代风骚主”。然而，郑谷的科考之路并
不顺畅，传说他曾经苦考十次，四十岁方中进
士。他由地方任职开始，历任京兆鄠县尉、右
拾遗等职，后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人称“郑都
官”。天祐元年（904），权臣朱全忠逼迫唐哀帝
迁居洛阳，并焚烧长安宫殿。郑谷预感大唐王
朝气数将尽，在宜春籍和尚虚中的“点醒”下，
他“独守义命之戒，而不牵于名利之域”，毅然
弃官，归隐故乡。他先在宜春化成岩下筑房，
后又寓居仰山书屋，七年后卒于北岩别墅，被
安葬于城北七里的江北岭。

郑谷仕途之路没有像其他文人官员那样
跌宕起伏，其成名主要在于卓尔不凡的诗才。
他是晚唐屈指可数名扬九州的诗家泰斗之一。

郑谷早期作诗，师承白居易、杜甫等名家，
后诗风多变，自成一家。他一生存诗甚丰，不
下于千篇，其中325首收入《全唐诗》。郑谷的
传世名作亦不少，如其诗集《云台编》中的《莲
叶》《菊》《迁客》《东蜀春晚》《淮上与友人别》等
诸篇。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那首以写景咏物
见长、读来清新脱俗的《鹧鸪》诗：“暖戏烟芜锦
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
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
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这
首浅吟低唱风格的诗作让郑谷获得了“郑鹧
鸪”的雅名。

郑谷赋诗，态度极为严谨，有故事为证：僧
齐己携诗来谒，谷读至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
数枝开”句，乃曰“数枝非早也，末若一枝佳”。
齐己不觉拜倒曰“我一字师也”。由此，郑谷

“一字师”的美誉成了文苑千古佳话。
身处晚唐飘摇风雨之中的郑谷没经历太

多人世坎坷，有人说，这位当朝“第一才子”经
历了大唐最后的一抹辉煌。他为人谦和、敦
实，既能与许棠、任涛、温宪、张乔、李昌符等

“芳林十哲”唱答往返，又能上达天听，陪伴唐
僖宗登临山峰，且朝谒之暇，君臣同寓云阳道
舍。

也许，唯其人品高格，不事攀附，郑谷坊间
的口碑一向不错。他归隐故乡的读书草堂，访
客不绝，甚至一度成为士子们的景仰之地，连
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名扬古今的文人墨客
也频频驻足瞻仰；他几近倾塌湮没的墓冢，也
在北宋时期，被袁州太守祖无择主持修缮……

乡梓之地迎归客，游子千载延盛誉。千百
年来，宜春故乡之人对郑谷一向尊崇有加，将
他与袁京、韩愈、李德裕、卢肇、易重同置于“袁
州六先生”之列。人们在宜春著名的昌黎书院
东墙画其像，供人观瞻，还在城内开辟“鹧鸪
路”，建造“鹧鸪亭”，以示纪念。而书声隽永，
宜春最能彰显郑谷遗风的，恐怕莫过于己亥之
年，禅院附近草堂的大手笔重修了。

青山一片终须静，禅林深处听“鹧鸪”。柴
扉轻扣，泥墙如昨，那草堂之中仿佛有熟悉的
书声穿越时空，再次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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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河上映初心南溪河上映初心
——甘祖昌调查研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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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仲夏的莲花

县 ，望 不 尽 的 万 亩 荷 田 若 群 英 荟 萃 ，争 奇 斗 艳 ，把 大

地 渲 染 得 婀 娜 多 姿 、绚 丽 芬 芳 。 在 莲 花 县 坊 楼 镇 沿

背村——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家乡，灼灼荷花掩映下，一

拨又一拨的游客与学员走进“没有围墙”的江西甘祖昌

干部学院，聆听“将军农民”甘于奉献、一心为公的动人

事迹，特别是甘祖昌深入田间地头、深入人民群众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的故事，深深触

动着每一个人。

问计于群众，躬身于实践
南溪河的清流中，蕴含着甘祖昌调查
研究的宝贵精神财富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地处湘赣边界

的莲花县，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缔

造的丰富红色资源，教育引导着新时代的广大党员干

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

坊楼镇沿背村，南溪河蜿蜒而过，“将军农民”甘祖昌在

这里问计于群众、躬身于实践的调查研究作风和为群

众服务的初心，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依然惠

及家乡和人民。

开国少将甘祖昌，是莲花县走出去的红军老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因在战争年代多

次负伤，身体不好，不愿给组织添麻烦的他经三次请

求，于 1957 年回到老家务农，带领乡亲开荒种地、建设

家乡。

“南溪河上游，原本有一座用木桩、石头、柴草筑成

的小水坝，叫永明潭陂。一遇洪水，小水坝就会被冲

垮，年年修陂年年倒，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周边农田

的灌溉也成了大问题。”甘祖昌的外甥、今年 78 岁的沿

背村老支书李昔林回想起当年的一幕，感慨不已。

“烂陂”成了当地群众的烦心事。怎么办？1965
年，经过深思熟虑，甘祖昌决定带领大家修建一座钢筋

混凝土的新水陂，根治这个“烂陂”，解决好群众关心的

现实问题。

在枯水期，提前谋划的甘祖昌抓住这一时间节点，

沿南溪河勘察河床，查看哪里更适合建陂。在勘察过

程中甘祖昌选定了一段石底的河床，既可以节约打实

河床地基的成本，又更加坚固耐用。

除了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甘祖昌还注重“问计于群众、问计于实践”。他向社

员们询问建陂意见，社员们看了之后向甘祖昌提出：

“石底倒是硬，就是地势低了点。”甘祖昌认真听取了社

员们的意见，第二天，他请来村里几个有经验的老农，

详细询问了南溪河的正常水位和汛期水位情况，确认

在这里建陂应该是可以的。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从县

水利局请来技术员，利用专业的仪器测量，结果选定的

建陂位置与先前的计划基本一致。

在解决好选址问题后，甘祖昌带着乡亲们自力更

生，因地制宜，动工建陂。

“根据实地勘察的情况及综合各方意见，甘祖昌决

定把新陂建在老陂下游两百米处，巧妙地利用弯弯曲

曲的石灰岩河床走向，在上面建了一座弯弯曲曲的混

凝土结构水陂，这样一来水陂底座坚实耐用，再也不担

心水流冲溃新陂。”今年 22 岁的蔡宇轩，是江西甘祖昌

干部学院的教学助理，每天要为好几批干部学院的学

员现场讲解甘祖昌建陂的故事。她说，每讲一次，对在

萍乡这片红土地成长的她来说，就加深了一次思想教

育。

在敲定建陂最终方案时，甘祖昌还处处想到群众

的利益。新陂原计划建一米多高，但若是春夏汛期涨

水，就有可能淹到沿背村。为了村民不遭受水患，又经

过和社员、技术员、生产队干部反复讨论研究，甘祖昌

决定将水陂高度降低 40厘米。

在建陂的过程中，年逾 60 岁的甘祖昌和社员们一

样裹起裤腿，下到水里，铆足了劲拼命干，带头搬石头、

抬钢筋、和水泥、砌砖头。在他的带领下，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就修好了这座既能灌溉又可蓄水发电的“快省

陂”。建成后的“快省陂”，灌溉农田 200 多亩，也为村办

电站、粮油加工等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直至今天仍在发

挥作用。

竹竹林深处林深处
听听““鹧鸪鹧鸪””

南溪河下游，有一座始建于清

乾 隆 年 间 的 七 孔 石 桥 ，原 名 五 福

桥。1966 年，由于年久失修，历经洪

水冲刷的石桥部分塌陷，以至于不

能通行机动车辆，严重影响群众的

生产生活，亟须重建。根据当时相

关部门送来的设计图纸，预算需要

10万元。

10 万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可不

是一个小数目！甘祖昌这位在革命

战争年代长期做后勤工作的军人，曾

以“铁算盘”著称，他相信通过精打细

算，可以把预算降下来。

“舅舅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为摸清石桥的实际情况，收集第

一手资料，他多次来到桥下实地勘察，

带领村民用木板加泥块，把桥的一个

拱洞拦起来，戽干水、掏尽泥，再用铁

锤、钢钎来分析桥墩的状况，大家依次

轮换，流水作业，就这样把所有的桥墩

全部勘察完毕。最后得出结论：6 个

桥墩中只有2个需要拆除重建，其余4
个桥墩都可以继续利用。”李昔林说，

当年他 21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跟着舅舅甘祖昌参与了勘察工作，当

年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

依据实地勘察的情况，甘祖昌提

出了一个既实用又能节省资金和劳

动力的修桥方案：拆除 2 个桥墩，新

建 1个桥墩，加固 4个桥墩，把原来的

7 孔桥改建成 6 孔桥，如此可以大大

节省建桥成本。相关部门复审后，同

意了这一建桥方案，建桥预算一下由

10万元降到3万元。

就这样，大桥建设工程如期施

工，甘祖昌起早摸黑，每天很早赶到

工地，与技术人员一起检查工程质

量 和 进 度 ，坚 持 精 打 细 算 ，勤 俭 节

约，一点一滴核定每笔开支，就连一

个水泥袋，一块旧模板，都要充分利

用，绝不糟蹋浪费。

寒来暑往，一年零三个月后，大

桥终于竣工。新修的大桥牢固、美

观。决算时，桥的造价更是让所有

人 惊 讶 ，修 这 座 桥 总 共 花 了 1.2 万

元，原计划 3 万元还剩 1.8 万元。甘

祖昌便提议把剩余的钱用于修建沿

河的其他桥梁，以保证附近乡村全

线畅通，方便群众出行。

今年 78 岁的刘虎林，是名赤脚

医生，当年经常给甘祖昌看病。他

告诉记者：“建桥的那些日子，甘祖

昌身体并不算好，但他克服伤病和

困难，在短短 3 年的时间里，带领咱

们群众又先后建起了甘家一座中型

桥和沿途各路段的十座小桥，前前

后后共修了十二座桥，老百姓打心

眼里感激他。”

无论是“快省陂”，还是一座桥

变十二座桥，都具体体现了甘祖昌

将军开展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方法

论、实践论，由此干出了经得起历史

检验、为老百姓所公认的好事。

“深入基层、求真务实、一切以

人民群众为出发点，是甘祖昌调查

研究作风的显著特点。他一贯坚持

群众路线的认识论，以老百姓的福

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问政于民、问

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了一切为了

人 民 ，紧 紧 依 靠 人 民 ，不 断 造 福 人

民。”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常务副

院长林俊江说，甘祖昌将军做工作

既注重实干苦干，更讲究科学巧干，

通过调查研究深刻认识和把握问题

全貌，找准突破口、抓住牛鼻子，通

过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工作。他还坚持实事求是的实

践论，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始终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

唯 实 ，真 正 把 情 况 摸 清 、把 问 题 找

准、把原因找到，不断推动问题的解

决。

依靠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将军

农民”甘祖昌带领群众改变了家乡

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贫困落后的

面貌。如今，在将军故里，革命薪火

代代相传，当地干部群众正用坚定

的行动，传承发扬着甘祖昌调查研

究的好作风。

2016 年以来，当地党委政府经

过反复研究讨论，从沿背村红色资

源丰富而独特的实际出发，决定在

村里创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干部学

院。然而，筹办初期，村里既没有宾

馆、食堂，也没有教学楼和办公楼，

没有专业教师。学员来了在哪里吃

住 ？ 在 哪 里 上 课 ？ 谁 来 教 ？ 教 什

么？如何吸引学员前来学习？教学

管理服务工作谁来做？一系列问题

接踵而来。

经过全面调查摸排，学院筹备

工作组发现由于村里青壮年大多外

出务工，很多村民新建的住宅有空

房，便逐户上门做思想动员工作，多

次召集镇村干部和村民开展动员大

会，了解村民关心的问题，并帮着房

主打扫卫生、清理房间、配备生活用

品，采取“村民自营+政府指导”的发

展模式，鼓励和引导当地群众办起

了民宿。开办红色培训民宿，既解

决了学员吃住问题，又带动了群众

增收致富，还为参训的党员干部在

基层一线收集调研民意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

2022 年，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

建立了直接联系民宿户制度，与驻

地沿背村民宿户结成对子，每月至

少开展一次走进民宿户联系工作，

解决民宿户现实困难，不断提升后

勤管理精细化水平。

沿背村紧扣学员的“吃、住、行”

和游客的“游、娱、购”做文章，经过

入户调查、召开座谈会，精准施策，

成立“红沿”专业合作社，引导村民

开办民宿；成立农民业余演出队，表

演采茶戏《并蒂莲花》；动员贫困户

组 建 客 运 车 队 ，服 务 学 员 、服 务 游

客；组建将军情土特产公司，统一收

购销售农户的土特产；大力发展果

木基地、特色种养等产业。依托江

西甘祖昌干部学院，探索出了“红色

培训+民宿+演艺+交通+购物+农

业”的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一系列创

新举措，使得沿背村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增收 800余万元，当地村民累计

增收 1600余万元。

如今，沿背村红色培训如火如

荼，村民笑逐颜开，来这里考察调研

的团队也越来越多。

95 后的甘迪是甘祖昌将军的曾

孙女，也是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的

教学助理、甘祖昌故居的红色讲解

员。曾祖父的故事一直影响着她，

她在心里暗暗鼓劲：一定要讲好曾

爷爷的故事。

一次，一群年龄较大的长辈来到

学院参观甘祖昌故居，他们对她说：

“小姑娘，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这

里聆听你的讲述，你要好好把甘祖昌

将军的故事传承下去！”

长辈们的一番话，让甘迪倍感

责任重大。她下定决心，要将革命

家庭的红色家风传承下去。“如今我

们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变化，环

境更加整洁，街道更加敞亮，大家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来我们这里的

游客和学员，都对我竖起大拇指夸

奖：‘你们的村庄真漂亮。’”甘迪说，

作为革命后代、新时代青年，又从事

着红色资源的教育教学工作，她将

发扬曾爷爷调查研究的精神风范，

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让红色血

脉不断赓续传承。

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
从一座桥到十二座桥背后的群众路线和科学巧干

薪火相传，接续而上
甘祖昌调查研究的好作风在将军故里得到赓续弘扬

南溪河上五福桥

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门前雕塑（前排左三为甘祖昌将军）

□□ 彭卫平彭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