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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5 版）
2009 年 8 月， 傅学俭约上湖南省

残疾人联合会原理事长陈代祥， 一起
调研农村贫困残疾人住房问题。 两位
七旬老人不顾酷暑，20 多天时间，走访
全省 14 个市州 26 个县市 37 个乡镇
67 个村， 访问 109 户残疾人无房和危
房户 ， 撰写了 3000 余字的调研报告
《俯首倾听社会底层的 “无声危机”》。
省委领导作出重要批示， 将此事纳入
扶贫攻坚计划，得到优先解决。

10 多年过去了， 傅老还记得八旬
盲人唐老太一家开怀大笑的模样。 唐
老太是辰溪县花塘坪村的村民， 她的
儿子、女儿和女婿都是残疾人，家庭困
窘，幸亏当地残联帮他们建了新房。 走
访中，唐老太紧握傅老的双手，感激涕
零 ：“感谢政府 ， 让我们过上了好日
子。 ”

“调研证实，凡是当地领导干部认
识有高度、感情有深度、工作有力度的
地方，危房改造工程就搞得好，残疾人
得到的实惠就比较多。 ”傅学俭说。

傅老总是随身携带笔和本子,走到
哪，记到哪。 2000 年夏天 ,他抽调参加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三农”调
研组调研。 他利用休息时间对山东省
的农业做了调研 ,一个月下来，写下调
研报告《学习“三农”的大课堂》,获得时
任山东和湖南多位省领导批示推广。

2016 年 10 月，傅学俭在石门县白
云镇竹坝桥村调研近一个月后发现 ，
当地新农村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 ，首
要问题是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 为此，他
撰写了近 1 万字的调研报告 《当前新
农村党建等问题的教研与建议》。 报告
呈送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阅后 ，得
到回复 :“内容丰富，原汁原味，对解决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很有参考价
值。 ”

“如何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体谅基
层，帮助基层提高认识并化解矛盾，解
决实际困难， 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
前的一大重要课题。 ”傅老直言，人心
就是力量。 每得罪一个群众，就等于在
群众这道铜墙铁壁上增加一条危险的
裂痕。

3 年前，傅学俭还奔走在为农民工
讨薪的路上，写下 3 万字的备忘录，呼
吁共建公平正义的建筑市场， 依法整
治滥用建筑资质高挂靠、 签订违法合
同等社会乱象， 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农
资等问题。 他的坚持不懈，最终助力农
民工依法讨回 3000 万元工资和工程
款。

傅学俭的法治口头禅是：“法律的
生命在于执行， 法治的权威在执行中
提升。 否则，法律便是豆腐。 ”

用行动让建言破题见效
傅老说，2009 年 3 月 16 日， 是他

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 “我的忧党意
识，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赞扬，是我这
辈子最大的幸事。 ”傅老回忆称，当天，
时任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刚参加完全
国两会回湘，转交其一份红头文件。

原来，当年 2 月，傅学俭给中央呈
交了一份调研报告 《关于实施人大制
度监督的四点具体设想》。 报告中，他
梳理了 20 多年的调研成果，对执政党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主体形式提出了
深刻地思考和建议。 报告获得多位中
央领导的批示，并形成文件交办。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是傅老
的座右铭。 这位正厅级退休干部，一生
视人民如亲人、视事业如生命，视腐败
如敌人。

几十年来， 他都在用行动让这些
建言破题见效。

“用弘扬廉洁文化来滋养正气。 ”
这是傅老毕生坚守的 “廉洁梦 ”，其认
为 ， 公仆的人生追求 ， 不是 “一斤
（金 ）”，而是 “一两 ”———即一身正气 ，
两袖清风。

他一直充当志愿者和义工。 2003
年 9 月， 傅学俭率先在全国投入传播
廉洁文化和反腐倡廉建设活动， 组建
全国首家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 创办
廉政期刊《清风》杂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
腐败斗争， 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傅老回忆，2012 年 10 月 , 中国领
导科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年会， 其受
邀参会。 会上他短短 20 分钟的精彩发
言,赢得 15 次掌声。 几个月后，傅学俭
组织多方力量， 在韶山市召开了十八
大制度反腐展望研讨会， 专家齐聚湖
南，共同展望“十八大制度反腐”，就如
何让官员“不用贪、不想贪、不能贪、不
敢贪”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真切感受到，当初我向党提出的
反腐倡廉建言实现了。 ”傅学俭备感欣
慰。

调研要注重从细节折射看本质
用傅老自己的话说， 他把人生价

值“磨”进了群众的急难愁盼中。 而在
外人看来， 他早已把善行植入灵魂深
处。

“为老百姓解难，是在人生价值的
天平上增加一份‘天良 ’，让我的晚年

生活特别幸福。 ”傅老乐呵呵地说。
“我与傅老相识 30 多年了 ，他实

事求是的态度，对党和人民的感情，让
我钦佩不已。 ”省残联原调研员禹坤吾
向记者透露，2014 年，傅老在外省奔波
讲廉政课，突发脑梗致残。 即便如此，
傅老仍坚持义务授课， 并把数十万元
课酬扶助特困残疾人。

2015 年 10 月 13 日， 傅学俭过了
一个特别的 80 岁生日。 当天，他向联
合国致信提出 5 点和平建议。 2015 年
12 月 8 日， 联合国回信 , 向傅老深表
“两个问侯”和 “四个感谢 ”，并分享了
他的和平建议。

正是这些鼓励，推动他不断前行。
2018 年国庆， 傅学俭又回到家乡

石门县白云镇竹坝桥村， 用一个月时
间开展调研走访。

“调研过程中，我十分注重从细节
折射看本质。 我回乡特意买了水果、花
生、糖果等招待客人，乡亲们却都不爱
吃，还乐呵呵告诉我‘农民的口袋收入
变成卡上收入 ，日子过好了，怕得 ‘富
贵病’（糖尿病），这叫一饱百不思。 ”傅
学俭坚信， 乡村振兴战略是最终解决
“三农”问题的法宝。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这让傅老很是振奋：“在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2003 年 9 月，傅学俭退休了，却比
退休前更忙了。 他忙着调研，忙着汇编
几十年来的调研成果。 2022 年 11 月，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其编著的 《真
言向党》一书。 湖南省军区原副政委黄
祖示将军为该书作序时指出，“真言向
党”是“民心向党”的必然。

“4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从《盛世诤言》到
《真言向党》， 就是这一改变的文化缩
影， 正像一滴水， 折射出了太阳的光
辉。 ”黄祖示将军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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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初心
执着坚守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何金燕

时隔两年 ， 第 2 次采访傅
老。 眼前这位年近九旬老者的夕
阳生活，依旧是关心党和国家的
大事。

我用两个月时间，熟读了傅
老的 《盛世诤言 》和 《真言向党 》
两本著作。 纸短情长，句句有民
意，字字见世情。

这位现年 89 岁的老党员奔
走 40 年，写下 30 万字的调研报
告。 他这一辈子，都在用脚步丈
量民情，用行动温暖民心。 他的
调研 “心经 ”，深深触动着我 ，也
定能启发更多行走在调研路上
的党员干部吧。

3 月份那次采访结束时 ，我
试图从靠椅上扶起傅老，他对我
连连摆手，缓缓起身，昂起头来，
向前挪步，仿若不屈的战士。 我
们相约， 每年都要见上一面，年
年都能听他讲述为民造福的新
故事。

近日，我耳畔总想起傅老掷
地有声的拐杖声响， 充满力量。
正因为有无数傅老这样的湖湘
力量 ， 才汇聚起璀璨的法治星
河。 作为一名政法记者，我的心
因此柔软着，悸动着，也鼓舞着。

句句有民意
字字见世情

傅学俭第一次
戴上自己的“光荣在
党 50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