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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谈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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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某些年纪大而犯了错受

到处罚的官员是“晚节不保”。这种情

况当然不少。有些官员，前期兢兢业

业，安分守己，但到了退居二线甚至退

休以后，却心态大变，一改以往的作风，

走向了另一面。这些人伸手之后，自然

还被“捉”了，否则，人们也不知道他们

的晚节没保住。

2023 年 10 月 7 日《中国纪检监察

报》7版便刊发了这么一个案例。湖南

湘西州政府办公室原二级调研员龙银

珍，临近退休疯狂敛财，最终落了个身

陷囹圄的下场。龙银珍家境贫寒，是典

型的“农家女”出身，用她自己的话说，

小时候“能吃上一碗大米饭就很开心幸

福了”。20岁那年，龙银珍正和父母在

田里插秧，村支书通知她到乡政府参加

招聘干部面试，从此改变命运，从基层

干部一步步干到了市直单位正处级“一

把手”。龙银珍回忆：“刚开始时，无论

在哪个岗位上工作我都不敢懈怠。”然而，快退休时，她开

始惶恐不安，想着“退休之后如何才能生活无忧，富足享

受”，于是，贪念油然而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她意外地兼

任了湘西州“智慧湘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于是，利

用管项目的机会，龙银珍大肆敛财，成立“影子公司”，甚

至幻想着变身“上市公司老总”，过上奢靡享乐的晚年生

活。可惜，这些最终成了一场噩梦。2023年3月，龙银珍

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真是晚景不

堪了。

需要说明的是，与公权力有关的所谓“晚节不保”者，

他们在早期定然是有“节”的。那些从参加工作开始便琢

磨着如何利用岗位条件实现私利最大化的人，是没资格

说“晚节不保”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无“节”可言。这种人

堕入深渊，是一种必然。他们的落网，只会让人们拍手称

快，一点也不值得同情。而“晚节不保”者，就有所区别

了。看在他们前期努力工作的份上，人们往往对其结局

表示遗憾。从龙银珍的案情来看，她的初心倒没什么大

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出在后期。所以，她基本可以算

得上一个没保住晚节的干部。

为什么那些干部年富力强时能抵制各种诱惑，战胜

各种挑战，到了一定年纪，“船到码头车到站”时反而改变

立场，放弃原则，在不当利益面前败下阵来？这是很值得

公职人员警醒的现象。

晚节不保者，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干扰，以及年龄老

化、职务调整等现实问题的影响，导致“三观”发生了重大

改变，于是随波逐流，放任自我，渐失节操。说到底，还是

定力不足、修炼不到家所致。就如龙银珍，一想到现实问

题，很快成了一个疯狂逐利之人，可见先前的防线筑得并

不牢固。

在大量的案例面前，公职人员不能做围观者，而应由

人及己，通过那些晚节不保者的下场，不断吸取相关教

训，让自己认识到守住晚节的重要与不易，避免重蹈覆

辙。

这些教训，应当让我们时时心存戒惧，认识到人在职

场，“危机”无处不在。权力也许让人感到美妙，但权力同

时是有风险的。与权力结缘的诱惑五花八门，无孔不

入。一个人手中有权时，很容易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

由此迷失自我，放纵欲望。这个时候，尤其要注意保持清

醒的头脑，让自己在权力带来的喧嚣与炽热中冷静下

来。要经常算算“眼前账”与“长远账”，想清楚“利害关

系”，对权力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不敢越雷池一步。

保持晚节，要常温“初心”，不变颜色。一个人工作数

十年，如果较早走上领导岗位，掌握权力的时间便比较

长。很多干部，刚参加工作时满腔热情，胸怀天下，想的

是做一个受人欢迎的好官。但是，随着地位的提升，权力

的扩大，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岔了。常常问一问初心，想

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归宿，就能

防止自己步入歧途，始终行走在正道上。须知对掌握公

权力的人来说，唯有行正道才是安全的。

一个人要想节操不变，就得把自我修炼当作一辈子

的事。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万事开个好头不

难，难的是坚持到最后。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招不慎前功

尽弃的现象历来不少见。规避这种情况，需要自己无论

何时何地何境，都不可放松自我要求。要把学习当作终

身的事，尤其是常常惦记着纪法“紧箍咒”，时时清扫心

灵。要把信念当作关键的事，山崩地裂不为所动，坚决不

让杂音入耳。要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保持定力，对各色诱

惑无动于衷。如此这般内外兼修，炼就“金刚不坏之躯”，

才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临近退休或者进入暮年，越

要慎终如始，珍惜以往的名节，不在底线面前让步，不在

品性上面降标，不给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老肖对公家的事（指村里的事）像

着了魔一样，随叫随到。”说起丈夫肖福

春，管冬香既自豪又无奈。

2017年冬，寒信村前任支部书记退

休，段屋乡党委委任肖福春接任。上任

前，肖福春向组织提出请求：“我能力有

限，只能临时担任，等到有合适的继任

者，我随时让贤。”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肖福春更忙

了。他除了要打理村里大小事务，还要

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好传统文化。“上头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完一天的工

作，半夜里，肖福春还要为第二天给游

客当好讲解员精心准备。

两年后，肖建久从肖福春手里接过

了村支部书记的接力棒。在段屋乡党

委的提议下，寒信村成立了一支讲解员

队伍，由肖福春负责管理。为了带好这

支队伍，肖福春不辞辛劳。为了讲好一

个故事，他曾在炎炎烈日下一站就是好

几个小时。

2023年红博会期间，为了给前来寒

信旅游的游客做好讲解，正在地里

干活的肖福春时常顾不上换服

装，卷起裤腿就开始讲解。

当听到红军长征强渡大

渡河肖汗尧与战友们

一道舍身忘死、冲锋一

线时，游客们都为此动

容，进而夸赞他是“很

接地气的讲解员”。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当记者问及接下

来的打算时，肖福春

说：“寒信村有着深厚

的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

底蕴，我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

传承上，带领更多的村民加入进

来，走好传播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

长征路。”

肖福春在给村民讲述寒信村的“前世今生”。

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记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村民肖福春

□记者刘庆元 通讯员宋嘉华 江石香 文/图

他是一名普通村民，也是

一名共产党员。凭着对党、

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他以一

颗质朴的心，在讲好红色故

事的同时，积极传播优秀的

传统文化。他就是于都县段

屋乡寒信村村民肖福春，人

们亲切地称他为“老肖”。新

年伊始，记者来到寒信村对

肖福春进行了现场采访，面

对面感受他对红色文化与传

统文化的深情。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前夕，红一军团在铜

锣湾 6 天的时间里，除了休

整、补员、军训外，还帮村民修

路、打井、修葺房屋，赢得了老

百姓的爱戴。村民则倾其所

有支援红军，建立了深厚的军

民情……”见到肖福春时，他

正在给寒信村的讲解员上课。

寒信村党支部书记肖建

久告诉记者，今年 57 岁的肖

福春从小爱听长辈们讲红

色故事，经常跑到离寒信近

10 公里的围上村，听那里的

老人讲述红一军团长征前

夕在铜锣湾与老表结下的

鱼水深情。

为了把红色故事讲好，肖

福春把笔和纸揣在口袋里，每

次听到村民讲述红色故事，哪

怕是零零星星的只言片语，都

要认真记录下来，然后用心整

理，对着镜子反复试讲。久而

久之，《一口革命井》《彭老总来

寒信了》《打草鞋支援红军》等

众多红色故事由他讲来尤为生

动。后来，肖福春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自此他讲述红色

故事、挖掘红色资源的劲头更

足了。

2021年，强渡大渡河十八

勇士之一的肖汗尧被认定是

银坑人时，肖福春异常激动：

“从小就听老人说肖汗尧的祖

先是我们寒信人，村里人经常

会讲他当红军的故事。他被

认定为十八勇士，是我们大家

的荣耀。”

为了把肖汗尧的故事讲

深 讲 透 ，他 多 次 翻 过 寒 信

峡，沿着梅江河畔，往返徒

步 30 余公里，前往肖汗尧的

故里——银坑镇汾坑村，走

访肖汗尧 4 个年逾七十的侄

子，对肖汗尧的英雄故事进

行抢救性挖掘。人们劝他不

要太拼了，他却说：“中央红

军长征到现在快 90 周年了，

能讲述这些红色过往的人都

已渐渐老去，再不行动就晚

了。”尽管困难重重，肖福春

依然坚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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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信村是千年古村。除了讲好红

色故事，肖福春还常常到祠堂里听老人

讲寒信的传说、听客家古文。他才十多

岁时，就能把《寒信的由来》《将军山的

传说》《卖花记》《卖水记》等民间传说和

客家古文娓娓道来。

1987年，肖福春高中毕业后，与其

他对沿海充满憧憬与梦想的年轻人一

道背上行囊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在外务工的日子里，肖福春依然像

学生时代一样，逢人就讲寒信的故事。

时间一长，工友们都戏称他为故事大

王。2002年，为了把寒信的红色故事与

传说讲给更多人听，在父亲的劝说下，在

外奔波了十多年的肖福春回到了家乡。

“老肖讲的传说故事很精彩，我们

都很喜欢听。”说起肖福春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与执着，村民们个个竖起大拇指

连连称赞。回到村里后，肖福春除了在

周边做零工，空闲之余便走村串户，把

寒信的红色故事和传统文化一一记录

下来，讲给前来寒信观光的游客听：“长

辈们说我们寒信村是因西汉名将韩信

而得名。传说当年韩信被吕后诛杀后，

萧何心生愧疚，当即吩咐手下将韩信的

头颅掉了包，一路南奔，翻越了千山万

水在风景秀丽的梅江河畔下葬……”

寒信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先后被

列入全国“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国家级

“非遗旅游小镇”；2023年4月荣获第一

届全国古村古镇保护利用优秀案例。

肖福春说，身为寒信人，不仅要讲好寒

信的红色故事，还有责任让寒信古村落

的历史文脉传承延续。因此，肖福春访

遍了乡贤和老人，脚步遍布每一个角

落，努力挖掘寒信悠久的历史文化。可

收获片言只语、甚至毫无收获也是常有

的事，但他依然劲头不减，乐此不疲。

恋上寒信峡

走好长征路C

B

肖福春在走访乡民，收集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