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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住过26任县委书记

如果用一支摄像机架在湖南新邵县上空62年，在回
放时会发现这里有一片房子，当年还算气派，可是最近
很多年，周围的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这里却只有几十
棵桂花树还在长高。

这就是新邵的县委大院，迄今仍有24家单位在此办
公，包括县委书记。

同样的情况也能在湖南石门看到。这个总共不到18
亩地的大院，自从上世纪50年代盖起一栋二层砖木办公
楼后，已经见证了 25 任县委书记来了又去，如今第 26
任仍在这里办公，没有搬走的打算。

“我什么也没有改，就加了个窗帘，因为必须加上
去，对面是一个厕所”，第 26 任县委书记董岚“淡定”
地说。

像这样决定坚守的县委大院，在全国还有不少。同
样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河北灵寿县委大院，虽然外表
经过了粉刷，但“墙体是用青砖垒砌的，房顶用木头椽
支撑，用芦苇席和黄泥遮盖”。

灵寿县县委书记宋存汉说，虽然这里已经被列为D
级危房，但“只要安全，县委会一直在这里办公”。

河南卢氏县的县委大院里，土坯房墙壁已经斑驳不
堪，粉刷上的红色外皮也难以掩盖。在这个低矮的平房
群中，还是用着老旧的木窗户，门口拉个门帘，与几十
年前差别不大。院里摆了很大的一个宣传栏，上面写了
一句古训：“公生明，廉生威”。

如果普通老百姓想来找卢氏县县委书记，门口的保
安会告诉他，进去第三排房子，往东边一拐，第 3个门
就是书记的。平时，老百姓想进来很容易。

同样打开门让百姓进来的还有湖南衡东县委大院，
从1970年建成至今，这里除了是县委办公地点外，还是
当地百姓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每天晚上，前来散步的群
众络绎不绝。即使这个县已经同当初大不一样，已经到
处都有公园和广场，县委大院还是不关起大门，反而整
修了道路，装了路灯，方便散步群众。

“不能把一个党政机关变成一个衙门”，衡东县县委
书记程少平的想法很简单。

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人在
不同的条件下办公，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办公条件跟
当地生活条件差不多，那么就可以随时想到发展水平还
不高，老百姓还过着苦日子。反之，在一个豪华的办公
室中，很难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

“我们住到这里要想到老前辈创业时候的那种艰
难，激发我们的斗志”，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廖义智
如是说。

最好的楼房是学校

卢氏县委大院几座房子2008年被龙卷风吹倒的树砸
了；临澧县委大院里能遇到蛇，木楼板也被白蚁侵蚀，
只好换上水泥地板；衡东县县委书记程少平的宿舍，晚
上老鼠在房顶上跑来跑去；龙山县委大院里，二楼所有
房间都只是木板相隔，只需敲墙隔壁同事就能过来，电
话费都省了……

这些破旧的县委大院，通常代表的都不是当地县城
里的状况。正如卢氏县县委书记王战方所说，县里的办
公条件低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有利于跟群众沟通。

在这些县城里，总有一些比县委大院漂亮的新楼，
而它们大都是学校。

“不管走到哪里，最好的房子是学校。”云南嵩明县
教育局局长蔡华说。在这个财政并不充裕的县，对于教
育的投资却一点都不含糊。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
室，连进去 3 个人都转不过身，却投入大笔财政收入，

在农村建设标准化学校。即使最偏远的农村学校，其条
件也不差于城里。

在网上，有人晒出了嵩明县委大院和嵩阳一中的新
大楼对比图，引来网友一阵惊叹。前者几十年未动；后
者投资超过 1亿元，教学楼、运动场馆、宿舍等都建得
非常气派。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嵩明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目前仍住在这个老院子里。因为当地处于地震
带，为了安全起见，有计划搬入附近一个高中腾出来的
老校区，但绝不会新建。

灵寿县也将钱投进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
去年投资8000多万元建成了灵寿县第二初级中学，一个
有着 6 栋漂亮教学楼的学校，计划专门用于 5 个山区乡
镇的初中生教育。

对于县委大院条件差，在占地2927平方公里的湖南
绥宁县，县委书记唐渊看得很开：“县委大院是我办公

的地方，2927平方公里就是一个大院子，是县委、县政
府工作的大院子，也是绥宁人的大家园。”

有比盖房子更重要的事

人非圣贤，都想要更好的条件。在这些有着破旧大
院的县里，关于是否要建新的大院，一直都有广泛的讨
论。甚至不少地方都把钱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建。

说起迟迟不新盖县委大楼的原因，许多地方都表
示，有着比盖房子更重要的事。而这些事，大都集中在
了教育与民生上。

在灵寿县，2008年筹集来建综合办公大楼的1300万
元，最终解决了全县262所农村中小学校的2.3万名学生
取暖问题；在临澧县，六七十年代筹备的资金，被用来
解决了澧南 53 万亩农田的灌溉，八九十年代筹备的资
金，被用在了办乡镇企业上；在蓝山县，大院搬迁的计
划被雪灾、医改、村村通工程等“更重要的事儿”一次
次比了下去；在岳阳县，原计划的 3000万元建设资金，
被投入建成了一个大的饮水工程。

新邵县县委书记伍备战用“压制欲望”来形容不搬
迁县委大院。对于这些住在老房子里的县委、县政府而
言，不少都面临着贫困县的现状，“家底”不厚，在这
里的许多官员们看来，不建新大院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我舒服了，老百姓舒服吗？”王战方的这一问，道
出了这个坚决不盖新办公楼的县委书记心声。

去年，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
馆所。董岚表示，即使没有这条禁令，石门县委也不会
盖新的办公楼。她说，任何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有着
那么多贫困人口的县，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戴焰军认为，经过这么多年
的发展，各地都有改善工作环境
的经济基础，但跟很多地方在不
断地建造更加豪华的办公楼不
同，这些坚守老房子的人将精力
放在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更
值得赞叹。

“说实话，每一届县委政
府，搞一座综合大楼，搞不起来
完全是不可能的，搞得起来完全
是可以的。”临澧县原县委副书
记王宏忠已经在这个大院里工
作、居住了近 60 年，而如今的
县委书记和县委常委，还和他当
年一样，洗漱要外出打水，上厕
所要下楼。

朴素作风推动当地发展

事实上，不是没有人怀疑这些县委坚守老房子的做
法，在网上，有人称他们是“做秀”，更多的网友则是
被这种精神感动。而在王战方看来，住在旧房子里，

“既不高尚，也不窝囊”，是发展的阶段使然。
从那些住在旧大院里的县委来看，这些地方的朴素

不只有利于干部保持本色，也会影响当地的作风与形
象。

在董岚看来，县委大院可以陈旧些，但必须干净整
洁，不能像个不修边幅的人。河南卢氏的县委大院也整
修得干净整洁，当地县委办主任刘佰洋的说法颇具代表
性，艰苦朴素不是“破破烂烂”，而是“精精神神”。

这些地方朴素的作风，甚至还为他们带来了招商引
资的更多机会。

“外地的投资商，从县委大院就能看出来一个地方
官员的工作态度，如果官员们都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办公
条件，那人家当然会怀疑你没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
上。”戴焰军如是表示。

“当然有些人也很疑虑，这个地方是不是太封闭
了”。原湖南蓝山县县委书记魏湘江表示，“虽然我们长
的这张脸不好看，但是我们的心是好的，是真诚的，这
样的东西还是会最终打动人、打动客商的。”这个县的
招商引资成绩突出，被总结为“蓝山现象”。

在网上，人们纷纷为这些老房子里的县委县政府点
赞。网友“相遇如风”说，“没有高大台阶、没有电子
监控，没有武警守门，或许这样更能找到一种历史厚重
感和现实归属感，重拾起那份党和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
与真情。”网友“water0502”则发问：“这些看似‘寒
碜’的最美大院，究竟‘寒碜’了谁？”

没盖新县委大院的湖南岳阳县，建成了51公里的一
级公路，让1290多个渔民住进了渔民新村，成为了湖南
省的教育大县。艰苦创业也终究收到了成效，同样是在
这 30 年间，这里的财政收入从全省倒数变成了全市前
三。

岁月匆匆流逝，中国在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而这
些破旧的县委大院，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为政者的良心与
责任。

（综合本报、新华社、各省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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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舍”为何让人看着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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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临澧，县委大院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都是几栋破旧的红砖瓦片房；

在河北灵寿，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县委大院，淹没在城里漂亮的学校、宽

阔的广场和高大的楼房中间，依旧是红瓦白墙的低矮平房；

在河南卢氏，服役近60年的土坯房，仍然是是该县县委领导和各部门的“蜗

居”，最高的房子只有两层半；

……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在中国，县级行政单位是地方政权的基础。而中

国有多少县，就至少有同等数量的县委大院。在这些县委大院中，有不少是破旧的

矮房子，有些甚至从新中国成立时起沿用至今。尽管县委大院不太“体面”，但这

些县也没把住上好房子太当回事，而是将搞好群众生活视作最大的“体面”。

许多人形容
华堂美宅，常常说这里

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等，投
之以艳羡的目光，但是，有一种

老旧的寒舍，却赢得了民众的敬意，
那就是被纷纷点赞的最美县委大院。

这些大院，与精美的装潢、名家的设
计毫不沾边，无一不是朴实无华，有的修修

补补一用就是几十载，可偏偏就是这些陋室，
却风头正劲，胜过了一些地方精心打造的大楼、

广场。
陋室为何打败了豪宅？
那是因为政府形象的好坏，从来就不等同于办

公楼的豪华程度，关键要看政府是否有正确的政绩
观，能否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发展经济、保障
民生，是否将百姓利益放在首位。

社会发展到现在，如果当地人民早已脱贫致
富，各项经济指标稳步上升，老百姓都能切实感受
社会进步的成果，在此前提下，秉承经济实用的原
则，又经过正当程序的核准，适当改善办公环境
可能也不会引来多少争议。可现在的问题是，一
些地方连经济都没发展好，学校、医院等公共

服务设施还没更新换代，却抢着把有限的资
金财力拿去盖豪华办公楼，甚至出现一些

贫困县跟风攀比，修建与其经济地位和
实力不相称的豪华办公楼的现象。这

样的办公楼盖得越豪华，就越有
可能是奢侈性消费，存在挤占

民 生 工 程 投 入 的 可 能
性。尤其是机关

的办公费用都是
来自于纳税人，“有钱先
紧着老百姓”的执政理念本就
是应当的，一旦把大量的钱花在了
政府的豪华面子工程上，怎么会不让
人戳脊梁骨呢？

正是在灵寿等那些有着简朴县委大院
的县里，人们不难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在民生问题上很大方。一次次为修县委大
院筹措的钱，都被花在了学生取暖设施建设、农
田灌溉、村村通工程等“更重要的事”上。这样
的“挤占”，是令百姓舒服叫好的“挤占”。这样
的花钱观和面子观，是最顺应民心也是最有含金量
的。

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简朴的县
委大院，门面不豪华的同时，门槛同样也很低——百
姓想找县委书记很容易。在简朴环境里办公的“父母
官们”，比之在豪华舒适的高档环境里办公，更能体
会到民生的不易和发展的压力，更不易滋生“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主义作风。到这样的县
委大院办事，老百姓更会觉得熟悉亲切，办事安心
放心。而这样的朴实品格，如果成为一种坚守并
得到推广，密切干群关系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去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
说，“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便民利民的场
所搞得好一点，我看着心里舒服。如果
是‘官衙’搞得堂皇富丽，我看着不
舒服。”

“最美县委大院”的坚
守让民众看着舒坦。

灵寿县委大院一处裂缝的墙体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灵寿县委大院一处裂缝的墙体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新邵县发改局下属的五个股的10名工作人员在两
间打通的办公室内办公 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茶陵县委大院的办公楼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华社记者 白 禹摄

灵寿县委组织部 6 名工作人员蜗居在约 15 平方米的
办公室内办公。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灵寿县委组织部 6 名工作人员蜗居在约 15 平方米的
办公室内办公。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灵寿县委一间办公室的屋顶还没来得及修缮。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灵寿县委一间办公室的屋顶还没来得及修缮。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