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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7日晚上10时许，一
个极其平常的日子，一名普通的村干部
悄然离世。

他叫陈德领，安徽萧县大屯镇关庄
村支部书记，当得知书记突然离世的消
息，全村像天塌一样，陷入撕心裂肺的
巨大悲痛中。出殡当天，千人空村，为
他送行。宿州市市委书记更是要求全
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陈德领同志的
精神。

一名最基层的农村干部，为何会得
到这么多人的关注？

在陈德领去世3个月后，记者走进
关庄村。倾听了一名共产党员、村干部
殚精竭虑为人民的感人故事，体悟到一
名基层党员干部忠实践行对党、对人民
的庄严承诺。

记者 张崴 文/图

陈书记的妻子拿着他生前用的布包

萧县大屯镇关庄村支书陈德领因病去世，村民集体为他送行

为建美好乡村，一腔热血写春秋

3月7日，陈德领身体突然

恶化，无法行走，不得已坐上轮椅

拖着导流管吊水。而在当天下

午，镇土管所负责人要与他商谈

土地复垦项目。家里所有人包括

村里干部都劝他，等身体好些再

工作。可是，陈德领拒绝了，“就

是让人推着轮椅，我也要到现场

去。”无奈，大伙只有依着他。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

然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就在

谈完工作不到4个小时后，当天

晚上9时许，长期积劳成疾的陈

德领因肝肿瘤、糖尿病等多种疾

病并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生

命的时钟永远定格在59岁。

消息传来，整个关庄村笼

罩在悲痛中，村民当夜自发地

来到陈德领的家里，默默地为

他守灵；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

群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送葬队

伍，依依不舍地送别这位一心

为民、鞠躬尽瘁的好书记……

2008年，关庄行政村整合，

也是陈德领正式上任的年份。

整合后的行政村辖10个自然村，

共5700多口人，方圆七、八里。

自上任后，陈德领很少待

在办公室，每天一大早他便背上

包，骑着车，一走就是一整天。

据当时与他共事的任村长介绍，

这个书记每天都不上班，到处溜

达，肯定是“镀镀金”，然后等县

里提拔。然而，这个观点很快被

陈书记的行动所推翻。

原来，陈书记当时出门“溜

达”不是闲玩，而是工作，他利用

半个月的时间，走遍了10个自

然村，摸透了全庄困难家庭。每

走一户，他都认真地用笔记下。

翻阅老陈的工作日志，记

者惊呆了，从早晨5点到晚上11

点乃至12点，他的工作安排得

满满当当。在他日记中曾写道：

建设这个村子有点困难，既然来

了，就要踏踏实实地干。

邵美容家住陈屯村，是名残疾老人，双

腿全瘫，只能坐轮椅。据老人回忆，第一眼

见陈书记时，她正坐在床上啃着几乎就要

发霉的馒头，陈书记进屋没一会便走出了

房门。“当时以为他看到我这个老太婆不想

搭理，谁知道，没过一会，陈书记端来了一

碗热腾腾的面条。”邵美容说。

自打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陈书记又

来到老人家，询问老人要不要办理低保和

残疾证。可是，农村老人哪知道怎么办理，

连字都不识。

为此，陈德领自己花钱租了一辆面包

车，带上全村7名残疾人来到县城，为他们

办理残疾证。由于要鉴定伤残等级，邵美

容无法上楼，陈德领一把将老人背起，爬上

4楼。

同他们一起办理证件的李传富说，他

和老伴都是残疾人，当时办理证件需要交

100块钱。他没带够，陈书记自己又掏腰

包为他们办事。等回到村里，他们还钱时，

陈书记死活都不要，他说，“你们比我艰难，

钱留着买点好吃的吧。”

陈书记的突然离世，对于陈屯村的陈

广尚打击更大。陈广尚六岁那年，父母因

病去世，成为孤儿，自那时起，陈广尚的衣

食住行全部由陈书记照料。也是从那时

起，陈广尚一直管陈书记叫做“书记大爷”。

据陈广尚介绍，今年他已经20岁，在

淮北做厨师。记得小时候，父母去世后，家

里亲戚也是偶尔来家里看看他，而书记大

爷则是每天都来，经常领他回自己家住。

平时的学费、衣食住行，全由书记大爷一人

担负。“书记大爷就是我的亲生父亲。”陈广

尚说。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陈广尚渐渐成

长，在他15岁那年，陈广尚初中毕业，要外

出打工赚钱。而书记大爷却让他继续上学

或者当兵，可他不肯。无奈，书记只好带着

他来到合肥，帮他找到学厨艺的地方，学成

后，又帮其找到工作。

然而，就在陈广尚有了赚钱能力准备

回报书记大爷的时候，人却走了。得知消

息，陈广尚几个日夜未眠，守在坟前，痛哭

不已。

在陈德领的日记里写着：想要农村

富，就要先修路。据当地村民回忆，2008

年之前，全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每逢下

雨，村子交通就瘫痪，车子根本无法行驶。

2009年初，村里修建“村村通”工程，

该工程的资金由政府出资一部分，当地村

民出资一部分。而管村民要钱，可是得罪

人的事。

据陈德领的女儿介绍，为了这项工

程，父亲说自己家要起带头作用，要求5个

子女每人出2000块钱支持工程。

修路的日子，陈德领天天泡在工地

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浆。

有一天，陈德领突然在工地倒下，经查是糖

尿病和肝肿瘤。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后，他

又投入工作，每天自己给自己打胰岛素。

如今，“村村通”都已完成，以前的泥

泞道路全部变成了水泥路。

为官一任，就要造就一方。陈德领自

1976年入党，村干部当了40多年。担任村

支部书记以来，他深思谋划，先后多次随团

到外地参观，从自村条件着想，开拓创新，

招商引资，带领全村人走脱贫致富的道路。

村民陈力海告诉记者，当时，陈书记

找到他，与他协商种植辣椒种。可是，没有

资金、没有技术，陈力海第一次没有答应。

随后，陈书记又三番五次地找他称，资金已

经帮他贷好，技术也找了专家。“现在，我的

大棚辣椒种共有 100 多亩，亩均年收入

16000多元。”

除了辣椒种外，现在大棚西瓜100多

亩，建设了小麦高产示范区，正在规划实施

中的有100亩花木苗圃基地，100亩有机

青韭地基菜等，切实给当地村民带来财富。

脱掉落后帽子 争创小康村

清正廉洁“布包”书记
从不乱花公家钱

在村里，不少村民戏称陈德领有三

宝，日记、电车、土布包。也有不少人管他

叫“布包”书记。

记者在陈德领家见到了他的这三宝，

其中，日记本就有4本，每一本上都密密麻

麻记载了他这些年每天的日程。而那个布

包则是妻子用女儿的旧工作服做的。

布包分三个夹兜，一个大的装文件，村

民待办的证件、日记等，两个小的，一个放急

救药，一个放糖块、饼干，以备随时自救。

陈德领的同事告诉记者，书记常说：

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每次跟随他

到县城办事，即使天再晚都要回家。有时

来不及回家吃饭，就自己掏腰包请大伙吃

碗面条。

据陈德领妻子李爱丽回忆，有一天，

她回家发现，老陈在院子里摆了10几块砖

头，每块砖头上还标有符号。然后，他一块

一块地称重量。最后才知道，原来，老陈为

了建设新农村工程，特意跑了十多家窑厂，

为了挑一家价钱公道且质量好的窑厂，他

才故作此举。

100天的疗程
20天就做完

据李爱丽介绍，在1995年前后，他们

家开过织布厂、生物制药厂等。当时，在村

里算是首富了。每年都能赚上万块钱。“那

时候，村庄还未合并，老陈是我们小村支部

里的会计。”李爱丽说。

自2008年村子合并，他担任大村书

记后，家里的事就再也不怎么过问。厂子

也变卖给了别人。就连自家地里的农活也

都由妻子一人来承担。一些村子里的工

程，都是他拿自己家的钱先垫付。

李爱丽说，老陈的身体不好是从2003

年查出糖尿病开始。到2009年时，发现肝有

肿瘤。当年11月份，做了肝脏切除手术。这

个手术做完后不久，又检查出肺部囊肿。

陈德领的女儿在上海工作，当时，女

儿为他在上海一家医院找到了医生，可是，

治疗后老陈非要提前出院，整天吵着村里

的建设需要他。女儿告诉记者，其中有一

项伽马刀治疗，需要100天的疗程，他只用

了20天就做完。

帮助父亲
完成他还未完成的心愿

陈德领没日没夜地工作，累出一身病

症，开始全家人都感觉不值。李爱丽更是

因为老陈拼命地工作，跟他吵过不少架。

可是，老陈依然如此，把一生的心血献给了

党和人民。

在陈书记出殡那天，20多名在外打工

的村民得知情况后，日夜兼程都赶了回来，

送陈书记最后一程。

看着现在的关庄村一日比一日美，人

们一天比一天富裕，陈德领的妻子和孩子

都认识到了，他们这个伟大的丈夫和父亲

为何用生命来工作。

陈德领大女儿更是感触颇深，她告诉

记者，一定要把父亲生前未完成的心愿帮

他完成。包括给村里建设文化娱乐中心、

阅览室，还有几个美好乡村未建好的工程。

如今，陈德领的坟就在他家院子旁

边，每天都有不少慕名拜坟的村民。大女

儿更是站在父亲的坟前发誓，要让另一个

世界的父亲，看着自己接好他的班。

打着吊针
谈完工作后猝然长逝

上任半个月
跑遍10个自然村

背着残疾老人到县城办低保

“书记大爷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自己带头，为村里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