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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行，爱一行，干

一行，精一行。五华县政协

委员、五华县益农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文希，是房地

产界建筑界的佼佼者，企业

做得好，还乐善好施。这个

出生于 70 年代的房地产企

业家，极具创新精神和艰苦

奋斗精神，他创业、创造、创

新推动着五华经济和行业发

展；作为一名企业家，李文希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尽自己

所能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和

关心的人，积聚正能量。作

为一名政协委员，他自觉肩

负起委员的责任，不忘政协

委员初心，履职尽责，积极建

言献策，为社会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信息来源/五华县政协文史委

图 文/五华政报记者 丁文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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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存：一面斗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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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高瘦帅气、笑容爽朗的青年叫
李文希，平日喜欢身着一件白色衬衫配
一条笔挺的西裤，举止言谈彬彬有礼，
自然流露出一种对职业的专注。李文
希是个安静而风趣的人，有很多自己的
想法，说话时总是略带思考，似乎不想
你对他产生任何误解。

2000年，李文希从汕头大学毕业后
就到顺德松下电器厂工作，这是自己的
第一份工作，他倍感珍惜，遵规守纪，勤
勤恳恳，由于工作突出，他从一名普工
技术员被提拔为副主管，正当他准备大
展身手的时刻，家里却发生了一些变
故，一向硬朗的老父亲因生病突发脑中
风卧床不起……

由于家人的忙碌，李文希早早学会
了独立与担当。益农发展有限公司凝聚
了父亲二十多年的心血，像是父亲的另一
个孩子。父亲在它的身上倾注得太多了，
这一点哪怕父亲从不挂嘴边，李文希却看
在眼里。所以他毅然辞去顺德的工作，回
到老家，陪伴、服侍父亲并接手父亲的通
信工程、房地产、公路工程等业务。

“我并非以接班人的角色加入公

司。我希望可以用自己年轻的力量和
优势，使公司得到更好地发展。”李文希
接手父亲的房地产企业时说，并自称是

“创二代”。
受父亲从事房地产建筑行业的影

响，李文希从小就对建筑感兴趣，但对行
业新手来说，李文希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他化压力为动力，照料父亲之余，李文希
一有空就会去父亲的工地上看看、学习。
在那段时间里，李文希没有寻求父亲的帮
助，从设计看图纸、采购材料到施工管理
完全靠自己慢慢摸索、研究，在圈内找资
源、与各类人士打交道，起早摸黑、挑灯夜
战是当时李文希生活的主旋律，李文希饱
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考验。

在李文希看来，之所以能坚持，除了
对房地产建筑行业本身心怀热情以外，更
主要的是那些来自父亲艰苦奋斗创业精
神的鼓舞，帮助他度过了考验。经过一段
时间的项目运作，李文希积淀了一定的经
验也收获了不少朋友。

面对公司庞杂的事务管理和秩序统
筹，李文希注重人力资源的整合与管控，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依靠技术、科学管

理；李文希还说要想赢得市场，公司就要
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

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李文希的公司总
能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
业道德，诚实守信，时刻接受政府和社会公
众的监督，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建最好的房，做最真诚的人。李文
希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工程，他严
格要求，保证质量；对合作伙伴，他以诚相
待；对员工，他关爱有加，从未出现过拖欠
员工工资等劳务纠纷或其他工程问题。

多少钱做多少事，不盲目扩张，不好
高骛远。正是靠着脚踏实地，求真务实，
李文希公司业务发展如日中天。2018年，
先后中标平远县2700多万市政工程项目、
梅州市国土局档案馆900多万等县、市的
工程项目承包。公司在李文希的精心管
理下，生意越做越大。经过近10年来的发
展，在2020年纳税超过100万，连续13年
被县评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企
业信用等级通过AAA认证，并通过GB/
T19001- 2016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GB/
T24001-2016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
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016年底，李文希光荣当选为五华
县第十届政协委员，自当选政协委员以
来，他时刻提醒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
要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把责任使命扛
在肩上，当好调研员、评议员、监督员，紧
紧围绕全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文化发
展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提高履职能
力，李文希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政治协商的制
度、理论；学习国家各行业法律、法规，
结合实际，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他珍
惜每一次建言献策的机会。他经常深
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
反映社情民意，提出合理化建议。

针对这两年农村建房实际状况，
群众的建房刚性需求、建房习俗等与
国家政策规定的现实冲突，李文希认
为不宜一味堵还要注重疏导，才能真
正化解问题。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新
农村建设的要求，他建议政府出面统
筹规划出一小部分土地供村民建房，
统一外观设计，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李文希还说，这些会牵

涉到比较多的部门联动，所以土地规
划还需要政府统一调规。

在乡村振兴发展“两美”行动过程
中碰到有村民不理解、不了解这个政
策的时候，李文希都会主动协助相关
单位，积极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他
积极参与政协组织的视察调研活动，
先后到龙狮殿抽水蓄能电站、垃圾中
转站、茶叶产业园等建设项目调研。

扶贫济困，彰显赤子情怀。李文希
在做大做强自身企业的同时，不忘回馈
社会，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近年
来，他先后捐款1万元扶持大沙村完善
水利交通建设；捐款4.3万元，改造老家
祖屋；每逢春节、端午、重阳等传统节
日，他还经常组织公司人员上门慰问孤
寡老人、困难群众、留守儿童等，前前后
后，共为公益事业捐款多达60万元，受
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履职中显担当履职中显担当●●拼搏中显价值拼搏中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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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存（1897-1966），字永鑫，号斛
咸，五华县梅林镇优河村人。1924年广
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他奉命在东征
军张民达师担任战地政治宣传负责人。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奉党组织派遣，回到
五华工作，任中共五华特支委员。古大
存是早期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五华创
建了乡、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是粤东地区继彭湃之后的卓越农运先
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的创建者
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广
东军史和党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
一。古大存一生坦荡、激昂，被毛泽东誉
称为“带刺的玫瑰花”和“一面斗争的旗
帜”。

1928年春，古大存在五华、揭阳、丰
顺三县交界的八乡山区，开辟新根据地，
开展武装斗争。后任东江红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中共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等
职。1930年5月，古大存被选为东江苏
维埃政府副委员长，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一军军长。1931年，他当选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1934年
底，东江苏区只剩下大南山一块立足
地。这时古大存调任东江特委常委、政
治保卫局局长。1935年，撤出八乡山，辗

转到大埔山区秘密活动，保存革命种
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广东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1939年，古大存作为

“七大”代表率领南方代表团赴延安，参
加了整风运动，因他敢于联系实际，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被毛泽东誉称为“带刺
的红玫瑰”。1943年任中共中央党校一
部主任。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被选

为候补中央委员。后奉命转战东北，先
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党校校长，中共
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中共
中央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
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
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常委、副书记、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

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七大”“八大”候补
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
职。1957年后，古大存被蒙冤“地方主义
反党集团头子”，身心健康备受摧残，
1966年病逝。1983年2月，党中央给予
平反昭雪。

古大存自 1924年始踏上革命征途
后，义无反顾带动全家参加革命斗争。
大存的前妻徐妙娇、哥哥古柳春、弟弟古
永钵、胞侄古公卓、古柏贤、古诹贤、古梧
贤、古树贤、古鼓贤，侄媳廖莲香，侄孙古
福群，以及11岁的儿子古关贤，都先后在
农会、农军、红军医院等分别担任不同的
革命工作，忠心耿耿，坚持斗争，出生入
死，公而忘私。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家庭
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摧残，财产被抢
空，房屋被焚毁，家属亲人先后被杀害12
人，其中10人评为革命烈士，2人为受害
群众，另有1人失踪。此外还有侄儿古价
贤、侄媳彭二妹均被敌人杀害，新中国成
立后评为受害群众。还有侄媳温七妹在
敌人劫家时失踪，他的六哥古柳春任红
十一军后方医院院长，侄儿古公卓曾任
后方医院医官，均因积劳成疾，早年去
世。古大存一家人为革命流血牺牲，贡
献巨大，被誉为“一门忠烈”。

五华县周江蓝坑村 93 岁高龄的
郑荣寿老同志，是中共党员，于 1948
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抗美
援朝，荣立三等功两次，获朝鲜共和
国勋章两枚。转业后曾任周江、长布
镇卫生院院长，先后获省卫生系统先
进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21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县创卫
办邓瑜文主任、周江镇政府刘翠玉镇长一
行走访慰问了抗美援朝老兵郑荣寿，同时
为他送去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诚挚问
候。在郑荣寿家中，他们与郑老促膝长
谈，郑老更是重温了抗美援朝和参与五
华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事迹和光辉岁月。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0年 10月，为打击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屡屡进犯我国境内的嚣张气
焰，中国作出抉择，毅然决然出兵援助朝
鲜，22岁的郑荣寿同志作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一员，随同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
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三年
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生涯。战争中，他

受了两次重伤，均被担架抬回军营。最
后一次，还在担架上的郑荣寿同志火线
入党，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非常
珍惜党组织授予的党员称号，英勇作战，
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贡献自己所有的力
量。郑老说，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中

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
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
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自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参与抗美援朝，他感到光荣而自豪。

爱卫运动 贡献卓著
郑老转业后返回家乡工作，1957年

至1959年先后在周江、长布镇任卫生院
院长并创办了三间卫生院，坚守医疗战
线三十多年。期间他带领周江、长布镇
广大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大搞爱国卫生
运动，成功创建先进卫生院、省先进卫生
镇，并作为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
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前往北京领奖。

郑老说，印象最深的是1966至1967
年脑膜炎大流行时期，身为周江镇卫生

院院长的他，从脑膜炎疾病一出现就敏
锐地看出问题所在，积极向周江公社党
委政府建言献策，利用公社大礼堂建立
临时病房，率先采用隔离措施，集中医治
病人。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除“四
害”、清理容器积水，重点场所消毒等爱
卫工作，仅用三天时间就控制了流行病
蔓延。他的做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充
分肯定，并迅速在全县推广。接着，郑老
毛遂自荐到脑膜炎比较严重的中兴公社
开展防控工作，与广大医务工作者一道，
有效遏制了脑膜炎流行病的肆虐。

任劳任怨 大公无私
郑老入伍以来，工作积极肯干，生活

作风良好，党群关系密切。在基层一线工
作三十多年间，他忠于卫生事业，在艰苦

卓绝的环境下，任劳任怨、不求回报，一心
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周江、
长布的山山水水，到每个乡村卫生站开展
业务指导，有力地提高乡村卫生站的医治
水平。在长布公社工作期间，为测试药
效，他甚至做出以身试药不幸昏迷的举
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始终坚守底
线，不攀比、不勾心斗角、不贪图享受，经
济困难时全家经常就青菜、咸菜下饭。工
作期间，全家人寄宿在卫生院，把卫生院
当作自己的家，辛劳三十多年到离休时还
没有盖上房子，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在
他的影响下，他的六个儿女均秉承了良好
的家风家教，个个都能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应有作
用。对此，郑老颇感自豪。

不忘桑梓 发挥余热
郑老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经常了解

家乡的发展情况，积极为家乡的建设出谋
献策。同时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带头捐
款造桥、修路、修建学校，支持家乡基础
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为家乡繁荣
富强添砖加瓦。 （县创卫办 胡艳娇）

【文艺·文学】

木棉花

■作者/凌霄

一心为公 情系桑梓
———记五华县周江镇蓝坑村老兵郑荣寿—记五华县周江镇蓝坑村老兵郑荣寿

五华县政协委员、五华县益农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文希：展企业家风采 抒政协人情怀

木棉花树下悄悄走过
总会情不自禁想起
——有一座英雄的丰碑
矗立在那个开满木棉花的院子
对面
我曾经与它毗邻而居
屹立的身躯总是占据我的视线

我曾经在那个院落里
与你相遇 春寒料峭
依然如火如荼的盛开
难怪大家都说，你是英雄花
在这一片平凡的土地上
为何总是这么热烈奔放地盛开
毫无保留，无怨无悔

清明时节雨纷纷
从木棉树下轻轻走过
敬意依然油然而生
那绽放的花朵
多像他们年轻的脸庞
——人民的英雄！
他们有的留下了芳名
有的只埋葬在荒野默默无闻
光荣榜里从来没有名字

飘落的朵朵残花
像天空陨落的星辰
被清明细雨无声濡湿
那是人民怀念的泪水
那是我的思念，海角天涯
看到你我又想起了一句赞词
木棉树就是英雄树
铁杆繁花风雨难摧
轻轻拾起一朵落花
留作永恒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