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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

在新县，听人唱起“许光之歌”，

或听人讲起许光的故事， 似乎是十
分平常的事儿。 因为这个名字已经
深深地刻进了老百姓的心里

,

成为大
别山一座永恒的丰碑。

为什么许光的形象像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那样，牢牢扎根在百姓心中？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每一个好
干部工作过的地方，都有过追问。 答
案，也极其相似，那就是：“一切为民
者，则民向往之。 ”当年意气风发的
共和国舰艇长放弃似锦前程， 替父
行孝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奶奶去世
后，三次拒绝走出大山的许光，从此
更是将自己的一生与家乡的父老血
脉相连。

他深入乡村排忧解难
,

他用一双
长满老茧的手为老乡耕种插秧，他
流着眼泪走出穷苦人家的院落。 暴
风骤雨的夜， 又是他挺在了抗洪抢
险的第一线……

削平人生的巨大落差，摘掉“高
干子弟”帽子的许光，很快与百姓打
成一片。 每年下乡支农，许光常常一
走就是一个多月， 与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作。 卷起裤腿插秧，老乡们都惊
讶于这位朴实的“农人”竟是将门之
后。 田间地头的实地调研中，嘘寒问
暖的深切关怀中， 许光深知民间疾
苦。 有一次，县里一些干部为推广两
季水稻，不切实际地要把作为肥料、

长势正旺的紫云英铲除。 得知此事，

许光主动站出来担责：“我们没有及
时了解情况，工作没做到位，以后保

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和许光一起共事的人都清楚他
的脾气，“嘴馋就不要跟我一起下去
了”。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奇缺，但淳
朴的乡亲为了表示对驻队干部的感
激之情， 经常会想方设法在他们的
餐桌上多加几个菜，有时是鸡蛋，有
时是豆腐。 许光清楚，这些鸡蛋和豆
腐都是一顿顿从百姓嘴里省下来
的，他怎能吃得下去？ 后来，每次下
乡， 他都会让同行的驻队干部谎称
自己是回民，告诉老百姓回民有“三
不”：不饮酒、不吸烟、不吃荤，甚至
豆腐都不能吃。

在妻子杨定春的记忆里， 许光
从来把单位和百姓的事看得比什么
都重要。 从不为家人亲友“开绿灯”

的许光， 却总是想方设法为老百姓
排忧解难。 一次，有个外地人到新县
买化肥，找到素不相识的许光。 许光
满口应允，来回奔波，亲自为他协调
了此事。 对方出于感激之情，买了些
时令水果作为答谢， 但倔强的许光
怎么也不肯收下：“帮忙买化肥是为
了不耽误生产， 收了水果就是不正
之风！ ”

念群众疾苦，谋群众利益。 为民
情怀，一言以蔽之，就是怀着真情干
实事。 在大女儿许道江的记忆里，许
光从未向位居高位的父亲要过照
顾、谋过私利，却对事关家乡建设、

百姓利益的事儿特别上心。 许世友
将军也从来不认为儿子“多事”，每
次都认真对待。 为了尽早解决新县
的“通电”和“通话”难题，许光不惜
四处奔波， 多次到地区和省里反映
情况，协调解决。 当老区人民听到来
自外界的声音时， 当明亮的灯光照

亮老区人民的新生活时， 许光又默
默地挽起裤管，奔向下一户农家。

退休后，许光仍然十分关注家乡
发展。 在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全国人大代表熊维政的
印象里， 一身军便装、 一双解放球
鞋、 手里总是掂着一把旧雨伞的许
光经常从公司门口经过， 或在院墙
边停下来歇歇脚， 跟普通的老人没
有任何不同。 但他却十分关心羚锐
的发展， 多次询问羚锐的生产经营
情况， 并提出利用家乡的优势资源
发展绿色医药产业等具有建设性的
建议，为羚锐发展献智出力。

上有奶奶、 母亲， 下有
4

个子
女，压在许光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但是一次探望五保户， 看到老人家
徒四壁， 许光当即拿出

20

元钱嘱咐
老人买糖、 买油。 今年

65

岁的朱慈
柱也曾是许光的资助对象。 朱慈柱
的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拉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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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幼孩子艰难生活， 是许光从
1957

年到
1966

年，在长达
9

年的时
间里， 每半年为他们寄去

50

元钱，

帮他们走出无着的生活。 多年来，生
活极其简朴的许光先后“挤”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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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关心资助红军后代，并为
9

名
老红军遗孀养老送终。 直至生命的
最后一刻， 许光心里惦记的还是他
一生挚爱的故里热土， 他把一生积
蓄的

20

万元， 全部捐献给了家乡的
慈善事业。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一个共
产党人， 不管走多远， 只要心系群
众， 就有了方向和力量。 生于大别
山、又归于大别山的许光，把一切为
民的情怀融入了血脉， 写在了群众
心中，刻在了大别山巅……

一切为民的情怀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许光先进事迹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时秀敏黄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