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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年年忙忙““大大家家””，，不不知知自自家家地地在在哪哪
孙修枢：一生廉洁，村里房子他家最破

上任先大搞水利工程
近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崔

寨镇孙大村村委会，刚进村委
会，办公室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映入眼帘，他就是孙大村的村书
记孙修枢。“我今年75岁了，任书
记43年了。”孙修枢笑道，1957年
自己师范毕业从事教师工作5年
后，1962年又回到村里工作。

“我刚回来时，孙大村1000
多口人，心又不齐。”孙修枢说，
20多个家族派姓矛盾重重，花钱
靠贷款，吃饭靠救济，买磷肥还
要找公社主任签字贷款。而当时

本村的3000余亩田地因水利跟
不上，庄稼一年只能收一季，“村
民只能靠地瓜干充饥度日”。

1971年，孙修枢开始担任书
记一职，先是带领村民大搞水利
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每天
睁开眼就下地，天黑以后才回家。”
村民杨先生说，孙书记一年到头天
天如此。孙书记每天谈论的话题都
是如何使村子壮大、富有。

“水利设施完善后，仅能满足
村民吃饱，要再进步还需发展其他
产业。”孙修枢说，加之当时属于集

体经济，自己逐渐组建了济阳县第
一个木工组和运输队，为村里增加
收入。随后，村里又建起砖窑厂、预
制厂、面粉厂、养猪场。

慢慢地，孙大村成了远近几
十个村里办企业最多的，村民生
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我们村
实现了四个不出村。”杨先生说，
农用物资由综合商店购货供应，
建材由预制厂供给，面粉由面粉
厂负责兑换。生猪繁育、屠宰不
出村，由养猪厂提供优质猪仔，
屠宰厂负责加工销售。

自家田地在哪都不知道
孙修枢担任村书记43年来，

孙大村由远近闻名的破烂村变
为富裕村。“我的一生都奉献给
了孙大村，对家庭却感到很愧
疚。”孙修枢说，43年来，自己每
天得忙活10小时以上，只有吃饭
和睡觉才回家，家中一切事务均
由妻子照料。

1978年之前，村子属于集体
经济，农活由大家一起干。后来，
村里又实行家庭联产承保责任
制，孙修枢家有10余亩农田，“这
些都由我媳妇干，我都不知道地

在哪儿。”孙修枢说，那时小儿子
年龄较小没人照看，只能放在地
瓜沟里。

“最忙的时候就是收获的季
节了。”村民王女士说，早些时候
田地不能实现机械化，完全靠人
力。孙书记的媳妇张女士则领着
三个孩子每天起早贪黑下地干
活，有时邻居忙完后也会过来帮
忙。“没过几年，小张脸上的皱纹
就很多了”。

孙修枢小儿子称，如今村子
变得富裕了，父亲仍然天天按点

上班，“早晨6点多出门，中午11
点半回家吃饭，下午2点又出去，
直到晚上9点半才回来。”有时自
己觉得父亲完全没必要天天按
时上下班，也可以出门旅游，见
识外面的风景。

“我必须每天都得在办公
室，尤其是晚上。”孙修枢说，孙
大村大部分年轻人白天去济南
打零工，只有夜晚才回家。“他们
起户口、分户口等事都需要我来
写介绍信。自己下班了，就会耽
误村民第二天办理事情。”

“村里就我家房子最破”
孙大村几十年每一个工程

的实施都离不开资金，而这些巨
款一直由该村的文书保管，从未
经过孙修枢之手。“按说每笔钱
都由书记保管，为了保证清廉，
我一分钱都不管。”孙修枢说，但
每笔钱的花销自己都很清楚。

“现在村里就我家的房子最破”。
孙修枢称，自己每年的工资

加补贴也不少，家里还有10余亩
地。加之儿子经营一家生产门
市，收入完全能满足全家人的开
销。

“我爸爸平时也不抽烟，偶

尔喝点酒。”儿子孙先生说，父亲
身体也特别健康，虽然现已75
岁，也不花眼，耳朵也不聋，“只
有前年血压高点，挂过一次吊
瓶。”

孙修枢表示，做人要懂得满
足，“这一辈子过好吃饱就行”。

43年前，崔寨镇孙大村是济阳县两大“落后村”之一，如
今却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样的改变离不开任职43年的书
记孙修枢，他忙集体忙得都不知道自家田地在哪。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李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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