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覃正彦覃正彦，，从从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初起任年代初起任
湖南石门县委书记湖南石门县委书记（（原是分管农业的原是分管农业的
县委书记县委书记，，19651965年任第一书记年任第一书记），），7070年年
代任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代任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
8080年代任湖南桃源县委书记年代任湖南桃源县委书记。。不论不论
在哪里任书记在哪里任书记，，他都坚持在农业战线他都坚持在农业战线
搞包产到户和生产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和生产责任制，，并都取得并都取得
了成功了成功，，赢得了群众拥护赢得了群众拥护，，也给国家作也给国家作
出了贡献出了贡献。。19831983 年他升任常德地区年他升任常德地区
纪委书记纪委书记，，19851985年当选为湖南省纪委年当选为湖南省纪委
委员委员，，19901990年任常德市委特约顾问年任常德市委特约顾问，，
19921992年退休年退休。。这里这里，，我们谈谈他在我们谈谈他在2020
世纪世纪6060年代年代、、7070年代年代、、8080年代年代，，不屈不不屈不
挠挠、、坚持不懈地搞包产到户和生产责坚持不懈地搞包产到户和生产责
任制的故事任制的故事。。

公开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公开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

2020世纪世纪5050年代后期开始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由于在
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大搞大搞““一大二一大二
公公”“”“一平二调一平二调”“”“一手高指标一手高指标，，一手右一手右
倾帽倾帽””，，导致严重的导致严重的““五风五风””错误错误（（即浮即浮
夸风夸风、、强迫命令风强迫命令风、、““共产共产””风风、、生产瞎生产瞎
指挥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农业和造成农业和
畜牧业大减产畜牧业大减产，，再加上粮食高征购再加上粮食高征购，，造造
成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成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特别是农特别是农
民更苦民更苦，，吃不饱饭吃不饱饭，，许多地方农民吃野许多地方农民吃野
菜菜，，吃树皮吃树皮，，甚至吃观音土甚至吃观音土，，饿死了不饿死了不
少人少人。。

19611961年年，，覃正彦带领石门有关部覃正彦带领石门有关部
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
研究研究。。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他们发他们发
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
垦的荒地上种玉米垦的荒地上种玉米、、红薯红薯、、黄豆等黄豆等，，结结
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 1010%%，，
却收获了占全队却收获了占全队 3030%%以上的粮食以上的粮食，，群群
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难关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难关。。

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的一个在城关公社红土坡大队的一个
生产队调查生产队调查，，晚上开座谈会时晚上开座谈会时，，有个有个
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你们都你们都
怕说怕说，，我来说我来说，，说错了我坐牢说错了我坐牢，，坐牢还坐牢还
有饭吃有饭吃。。农业生产这样搞下去只有农业生产这样搞下去只有
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按我们社员要求就是要按我们社员要求就是要
搞包产到户搞包产到户。。””他一下说出包产到户他一下说出包产到户
有十大好处有十大好处：：多产粮食社员能吃饱多产粮食社员能吃饱
饭饭，，生产队长不用天天喊工催工生产队长不用天天喊工催工，，生生
产有责任心产有责任心，，不偷工减料不偷工减料，，生产质量生产质量
有保证有保证，，勤快人更加勤快勤快人更加勤快，，懒人也不懒人也不
偷懒偷懒，，狡猾人搞不成狡猾工狡猾人搞不成狡猾工，，社员不社员不
为评记工分吵架了为评记工分吵架了，，国家征购任务也国家征购任务也
可以完成可以完成。。王传江发言后王传江发言后，，其他人都其他人都
抢着发言抢着发言，，都要求搞包产到户都要求搞包产到户，，七嘴七嘴
八舌又补充了五大好处八舌又补充了五大好处，，这样包产到这样包产到
户就有了十五大好处户就有了十五大好处。。

当时当时，，覃正彦内心是主张搞包产覃正彦内心是主张搞包产
到户的到户的，，但又害怕但又害怕，，因为这是个禁区因为这是个禁区，，
搞不好要受批评搞不好要受批评，，甚至受处分甚至受处分。。19621962
年年33月月，，他在全县三级干部他在全县三级干部（（大队支部大队支部
书记书记、、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区干部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大会上作报
告告，，讲到农业生产时讲到农业生产时，，原原本本地讲了原原本本地讲了
包产到户的十五大好处包产到户的十五大好处，，但同时也讲但同时也讲
了包产到户有七大坏处了包产到户有七大坏处（（主要是怕产主要是怕产
生资本主义生资本主义），），并提出西北山区可以搞并提出西北山区可以搞
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这样这样，，全县有全县有
不少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不少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有的变相有的变相
搞了包产到户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等多种形包产到组等多种形
式式。。凡是搞了责任制的都增产增收凡是搞了责任制的都增产增收，，
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干部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征国家征
购任务也完成了购任务也完成了。。但他却为此挨了不但他却为此挨了不
少批少批，，特别是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中有人
把这当成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把这当成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
罪状罪状。。

19661966年年1111月月，，当时地委社教工作当时地委社教工作
队的负责人跟覃正彦谈话队的负责人跟覃正彦谈话，，说说：：““老覃老覃，，
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鼓吹包产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鼓吹包产
到户有十五大好处到户有十五大好处，，全省没有全省没有，，全国也全国也
可能没有可能没有。。””

19671967 年年 1010 月月，，由军代表支持的由军代表支持的
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造反组织印发了覃正彦的““罪状布罪状布
告告””，，布告上布告上““覃正彦覃正彦””三个字还用红三个字还用红
笔打了笔打了““××””。。布告上罗列的十大布告上罗列的十大““罪罪
状状””之一就是说他之一就是说他““全面复辟资本主全面复辟资本主
义义，，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大肆鼓吹包产到户有十五大好
处处，，致使全县许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致使全县许多生产队搞了包产到
户和包产到组户和包产到组，，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
主义经济主义经济””。。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
名名，，他在他在““文革文革””中遭受了六七年的残中遭受了六七年的残
酷斗争和折磨酷斗争和折磨。。

一不怕戴帽子一不怕戴帽子，，二不怕打棍子二不怕打棍子

恢复工作后的恢复工作后的 19731973年年 11月月，，覃正覃正
彦被贬到国营西洞庭农场彦被贬到国营西洞庭农场，，任中共国任中共国
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营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
任任、、场长场长。。西洞庭农场属于西洞庭农场属于““文化大革文化大革
命命””的重灾区的重灾区，，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由由
赢利变成了严重亏损赢利变成了严重亏损，，干部职工生产干部职工生产
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当时当时，，
他认为自己主政一个县的工作都搞得他认为自己主政一个县的工作都搞得
好好，，对办好这个小小农场对办好这个小小农场（（只有一个公只有一个公
社的人口社的人口，，一个区的面积一个区的面积））充满自信充满自信。。
随后随后，，他和办公室的冉祖武他和办公室的冉祖武，，到三分场到三分场
三队进行调查研究三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个队的干发现这个队的干
部职工居住条件非常简陋部职工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情绪低落情绪低落，，
劳均亏损劳均亏损 500500多元多元；；第二天到一分场第二天到一分场
八队调查八队调查，，也是劳均亏损近也是劳均亏损近 600600 元元。。
走遍全场走遍全场，，亏损的现象普遍存在亏损的现象普遍存在。。究究
其原因其原因，，除了除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造成的破
坏外坏外，，主要是农场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主要是农场管理体制严重阻碍
了生产力的发展了生产力的发展。。11..44万名男女劳力万名男女劳力，，
100100多个独立生产单位多个独立生产单位，，由总场统一由总场统一
核算核算，，按等级发工资按等级发工资，，职工平均工资不职工平均工资不
到到 2020元元，，男女同工不同酬男女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干多干少
一个样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多劳不能多
得得，，正如干部职工反映的是正如干部职工反映的是““坐大船划坐大船划
懒桨懒桨””。。通过全面调查通过全面调查，，他下决心要改他下决心要改
革农场经营管理体制革农场经营管理体制，，改总场一级核改总场一级核
算为三级核算算为三级核算((总场总场、、分场分场、、生产队生产队))四四
级管理级管理((加上作业组加上作业组))，，超产奖励到职工超产奖励到职工
个人个人；；超产部分总场得小头超产部分总场得小头，，分场分场、、生生
产队和职工个人得大头产队和职工个人得大头，，一般是二八一般是二八
开的比例开的比例。。他在一分场八队他在一分场八队，，办经营办经营
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制定农场体制改制定农场体制改
革八条革八条，，印发到全场基层单位印发到全场基层单位，，召开干召开干
部职工大会部职工大会，，宣讲农场体制改革的必宣讲农场体制改革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要性和重要性。。他用通俗形象的语言他用通俗形象的语言
说说：：““小小农场小小农场，，看起来好似一叶轻舟看起来好似一叶轻舟，，
划起来犹如万吨巨轮划起来犹如万吨巨轮，，为什么划不动为什么划不动
呢呢？？正如干部和职工反映的正如干部和职工反映的，，主要是主要是

‘‘坐大船划懒桨坐大船划懒桨’’，，责任不在干部职工责任不在干部职工，，
而是农场管理体制造成的而是农场管理体制造成的，，所以要改所以要改
革管理体制革管理体制，，大家齐心协力划快桨大家齐心协力划快桨，，使使
农场经济腾飞农场经济腾飞。。””在经营方针上在经营方针上，，他提他提
出出：：““农场本姓农农场本姓农，，屁股坐在农业上屁股坐在农业上，，两两
眼盯在工业上眼盯在工业上。。””他之所以说他之所以说““屁股坐屁股坐
在农业上在农业上””，，是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是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
经济经济，，农场每年要上缴征购粮农场每年要上缴征购粮12001200万万
斤斤，，统购皮棉统购皮棉 18001800担担，，出口肥猪出口肥猪 40004000
头头，，还有外销内销鱼还有外销内销鱼8080多万斤多万斤。。为什为什
么说要么说要““两眼盯在工业上两眼盯在工业上””呢呢？？他认为他认为
农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农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做到以才能做到以
工补农工补农，，农农、、工工、、商一体化商一体化，，才能扭亏为才能扭亏为
盈盈，，使农场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农场的经济快速发展。。

19731973年年，，农场工农业都有很大发农场工农业都有很大发
展展，，实现了扭亏为盈实现了扭亏为盈。。19741974年年，，““四人四人
帮帮””打着打着““批林批孔批林批孔””的旗号的旗号，，批资本主批资本主
义复辟义复辟。。农场的造反派到处搞串联活农场的造反派到处搞串联活
动动，，拼凑上千人拼凑上千人，，组成七个造反队组成七个造反队，，到到
总场造反总场造反，，要揪农场的要揪农场的““孔老二孔老二””，，揪制揪制

定经营管理定经营管理““黑八条黑八条””的的““黑后台黑后台””。。二二
分场有个副队长写了一张批判覃正彦分场有个副队长写了一张批判覃正彦
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其内容是其内容是：：““可怜可怜真可可怜可怜真可
怜怜！！可怜一九七三年可怜一九七三年，，自从来了公社自从来了公社
佬佬（（指覃正彦指覃正彦），），就把责任制来搞就把责任制来搞，，资本资本
主义复辟了主义复辟了，，我们要保卫毛主席的革我们要保卫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命路线，，农场职工要线不要钱……农场职工要线不要钱……””

在造反派气焰嚣张的情况下在造反派气焰嚣张的情况下，，一一
名农场党委常委提出名农场党委常委提出，，农场制定的管农场制定的管
理八条是否暂停执行理八条是否暂停执行？？覃正彦召开覃正彦召开
农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农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理直气壮地理直气壮地
表明态度表明态度：：““农场制定的管理八条农场制定的管理八条，，不不
是是‘‘黑八条黑八条’’是红八条是红八条，，我也不是我也不是‘‘黑黑
后台后台’’，，是是‘‘红红’’是是‘‘黑黑’’要由广大职工要由广大职工
评说评说。。””并坚定地说并坚定地说：：““我是洞庭湖的我是洞庭湖的
麻雀麻雀，，经过大风大浪经过大风大浪，，吓大了胆吓大了胆，，我我

‘‘贼心不死贼心不死’’，，管理八条要全面执行管理八条要全面执行。。””
这次会议后这次会议后，，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思想，，顶住了顶住了““批批
林批孔林批孔””的歪风邪气的歪风邪气，，农场制定的管理农场制定的管理
八条不但顺利执行八条不但顺利执行，，还更加完善还更加完善。。
19751975年年，，覃正彦在四分场十队推行油覃正彦在四分场十队推行油
菜包产到户超产归己的责任制菜包产到户超产归己的责任制；；19761976
年年，，他在三分场八队办试点他在三分场八队办试点，，搞了包产搞了包产
到作业组到作业组、、分解到劳分解到劳、、超产全奖的责任超产全奖的责任
制制，，效果都很好效果都很好。。农场连年增产增收农场连年增产增收，，
到到 19791979年农场五级年农场五级((总场总场、、分场分场、、生产生产
大队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队、、作业组作业组))以及工副业以及工副业
单位单位，，共计赢利共计赢利 10001000多万元多万元，，上缴税上缴税
金金 800800万元万元，，奖给职工奖金奖给职工奖金 200200万元万元。。
当时当时，，方案上报地区农办请示地委领方案上报地区农办请示地委领
导导，，地委领导认为数额太大不批地委领导认为数额太大不批，，报到报到
省农垦局和省农办也不批省农垦局和省农办也不批，，最后发电最后发电
报给农垦部报给农垦部，，农垦部回电按所订合同农垦部回电按所订合同
办办。。接到回电后接到回电后，，全场干部职工都非全场干部职工都非
常高兴常高兴，，农场党委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农场党委召开干部职工大会
当场兑现奖金当场兑现奖金，，有的户得奖金上千元有的户得奖金上千元，，
广大职工笑逐颜开广大职工笑逐颜开，，大大调动了干部大大调动了干部
和职工的积极性和职工的积极性。。

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次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次
大变革大变革，，当时中央是不允许的当时中央是不允许的，，还有来还有来
自各方面的阻力自各方面的阻力，，特别是来自省特别是来自省、、地农地农
垦部门的压力垦部门的压力。。19761976年年，，湖南省农垦湖南省农垦
局局长陪同湖北省农垦局局长到西洞局局长陪同湖北省农垦局局长到西洞
庭农场参观庭农场参观，，覃正彦和农场党委常委覃正彦和农场党委常委、、
副场长王和安向客人汇报副场长王和安向客人汇报。。当汇报到当汇报到
有的生产队包产到组联产到劳时有的生产队包产到组联产到劳时，，湖湖
南省农垦局局长当即批评说南省农垦局局长当即批评说：：““老覃老覃，，
国营农场不能这样搞国营农场不能这样搞，，不是公社不是公社，，这是这是
搞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湖北省那名局长接着湖北省那名局长接着
说说：：““我们省两个农场想搞联产承包我们省两个农场想搞联产承包，，
是我一棒子打回去了是我一棒子打回去了。。””覃正彦和王和覃正彦和王和
安当即申明安当即申明：：““我们一不怕戴帽子我们一不怕戴帽子，，二二
不怕打棍子不怕打棍子，，我们不是搞资本主义我们不是搞资本主义，，是是
克服平均主义克服平均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结果结果，，
这次汇报不欢而散这次汇报不欢而散。。

农民的呼声农民的呼声、、农民的要求我是了农民的要求我是了
解的解的，，农民的疾苦我是同情的农民的疾苦我是同情的

19801980年年1212月月，，湖南常德地委通知湖南常德地委通知
覃正彦调桃源县任县委书记覃正彦调桃源县任县委书记。。19811981
年年 11月月，，他带着农场联产承包到户的他带着农场联产承包到户的
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材料到桃源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材料到桃源
上任上任。。到桃源不久到桃源不久，，覃正彦参加了县覃正彦参加了县
委召开的区乡党委书记会议委召开的区乡党委书记会议。。在这在这
次会议上次会议上，，中日农业合作试验站的领中日农业合作试验站的领
导杨达志和县委领导围绕农业生产导杨达志和县委领导围绕农业生产
责任制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责任制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县委领县委领
导按照省委和地委的要求导按照省委和地委的要求，，坚持以生坚持以生
产队为单位核算产队为单位核算，，包工到组包工到组，，按劳分按劳分
配配。。杨达志则建议搞包产到户杨达志则建议搞包产到户。。覃覃
正彦的内心思想是主张包产到户正彦的内心思想是主张包产到户的的，，
但到桃源只有几天但到桃源只有几天，，不了解农村情况不了解农村情况，，
不好明确表态不好明确表态。。

会议结束后会议结束后，，覃正彦就下到农村覃正彦就下到农村，，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调查研究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调查研究。。菖菖
蒲乡蒲乡党委书记刘清池向他汇报了包党委书记刘清池向他汇报了包
产到户的情况产到户的情况。。刘用试探的口气说刘用试探的口气说：：

““我们有些生产队要求包产到户我们有些生产队要求包产到户，，有有
的已经搞了的已经搞了，，乡党委要他们改过来乡党委要他们改过来，，
生产队长和社员思想不通生产队长和社员思想不通，，现在正在现在正在
做工作做工作。。””覃正彦立即表态覃正彦立即表态，，不要硬不要硬
扭扭，，可以让他们试验可以让他们试验。。他还到菖蒲生他还到菖蒲生
产队了解该队包产到户的情况产队了解该队包产到户的情况，，发现发现
这个队对包产到户的具体问题处理这个队对包产到户的具体问题处理
得很好得很好，，对劳动力少的贫困户和五保对劳动力少的贫困户和五保
户都分别进行了照顾户都分别进行了照顾，，社员满意社员满意。。他他
很赞赏该队的做法很赞赏该队的做法，，鼓励他们履行合鼓励他们履行合
同同，，争取今年大丰收争取今年大丰收。。刘见他支持搞刘见他支持搞
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解除了思想顾虑解除了思想顾虑，，向他谈向他谈
了真实情况了真实情况：：全乡大部分队搞了包产全乡大部分队搞了包产
到户到户，，但没有向县委汇报但没有向县委汇报。。覃正彦则覃正彦则
明确地告诉刘明确地告诉刘：：你放下包袱你放下包袱，，轻装上轻装上
阵阵，，大胆搞下去大胆搞下去。。

覃正彦和县委领导通过广泛交换覃正彦和县委领导通过广泛交换
意见意见，，基本上统一了搞包产到户的思基本上统一了搞包产到户的思
想想。。在召开区乡党委书记会议时在召开区乡党委书记会议时，，由由
于地委强调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于地委强调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实
行包工到组行包工到组，，统一分配的生产责任制统一分配的生产责任制，，
县长在作报告时县长在作报告时，，同意生产队核算和同意生产队核算和
包产到户两种责任制形式都可以搞包产到户两种责任制形式都可以搞。。
最后最后，，覃正彦作了简短的表态覃正彦作了简短的表态。。他说他说：：

““县长的报告县长的报告，，我一言以蔽之我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就是要
搞包产到户搞包产到户。。””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批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批
评覃正彦只听中日农业试验站某些人评覃正彦只听中日农业试验站某些人
的话的话，，跟着他们走跟着他们走，，其实这是他自己的其实这是他自己的
意见意见。。地委常委地委常委、、常务副专员找他谈常务副专员找他谈
话话，，要他对包产到户只搞试点要他对包产到户只搞试点，，不要全不要全
县推开县推开。。他说他说，，现在已是春耕大忙现在已是春耕大忙，，改改
不过来了不过来了，，再翻盘会影响生产再翻盘会影响生产，，请地委请地委
放心放心，，不会出大问题的不会出大问题的。。湖南省委书湖南省委书
记毛致用和省农办史主任到桃源检查记毛致用和省农办史主任到桃源检查
工作工作，，他和县委副书记方平向省领导他和县委副书记方平向省领导
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湖南省农办史湖南省农办史
主任当即批评这样搞会造成两极分主任当即批评这样搞会造成两极分
化化，，他们争论起来他们争论起来。。毛致用说毛致用说：：““已经已经
搞了就试试看吧搞了就试试看吧！！””覃正彦深知省委和覃正彦深知省委和
地委领导的苦衷地委领导的苦衷，，因为因为 19801980年年《《中共中共
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草案))》》和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试行草
案案))》》((即即““新六十条新六十条””))中有两个不许中有两个不许：：不不
许包产到户许包产到户，，不许单干不许单干。。同时也有来同时也有来
自基层干部和社会上少数人的指责自基层干部和社会上少数人的指责，，
说什么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一夜回到解
放前放前”“”“耕牛农具都没得耕牛农具都没得，，大田就要分大田就要分
几节几节””等等。。

覃正彦在解释几十年坚持不懈地覃正彦在解释几十年坚持不懈地
搞包产到户的动力时说搞包产到户的动力时说：：并不是我有并不是我有
什么高明之处什么高明之处，，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
民的家庭民的家庭，，从一个贫苦农民成长为一从一个贫苦农民成长为一
名基层领导干部名基层领导干部，，长期主管农业长期主管农业，，农民农民
的呼声的呼声、、农民的要求我是了解的农民的要求我是了解的，，农民农民
的疾苦我是同情的的疾苦我是同情的。。人民公社搞人民公社搞““一一
大二公大二公””，，吃大锅饭吃大锅饭，，使农民吃尽了苦使农民吃尽了苦
头头，，包产到户使农民尝到了甜头包产到户使农民尝到了甜头，，正反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清醒了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清醒了，，今后今后
再也不能干那种违反群众意愿和实际再也不能干那种违反群众意愿和实际
的蠢事了的蠢事了。。

后来后来，，中央连发文件中央连发文件，，各级报刊也各级报刊也
不断发社论和文章不断发社论和文章，，高度评价农业包高度评价农业包
产到户是农村的一次革命产到户是农村的一次革命，，对改革开对改革开
放起到了带头作用放起到了带头作用。。中央一再申明全中央一再申明全
国实行包产到户国实行包产到户3030年不变年不变，，农民有了农民有了
自主权自主权，，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变化。。从理论到实践都表明从理论到实践都表明，，覃正彦覃正彦
几十年走的路是对的几十年走的路是对的。。

沧海横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方显英雄本色。。覃正彦覃正彦
的正气的正气、、勇气勇气、、睿智和坚强睿智和坚强，，令人敬佩令人敬佩。。

（（据据《《党史博览党史博览》》万经章著万经章著））

覃正彦：一个30年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

[文旅周刊·史海]
责编：李春晓 审读：陈 艳

15 2022年11月7日
星期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