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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退休后回乡做农夫 

 

我们的汽车从长沙一路北

行，个把小时后就进了岳阳县

境。此行，是要去拜访一位“隐

居”于西冲村的老人。 汽车

里，电台正播报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的消息。安南说他希望退

位后能够去一家农场当农民。

看尽了天下风云的安南，或许

只是随便说说，我们要拜访的

这位老人，却真的是解甲归田。

他便是毛致用，全国政协原副

主席，今年已 77 岁高龄。 

 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章彦武先生，特意为我们带路。西冲村这个乡间村落，他已不知来过了

多少次。在一棵枫树下，汽车停稳，毛致用的家到了。 毛致用快步迎过来，笑呵呵地伸出双手。

身后，是他的老伴易银秋女士，同样也是笑脸相迎。  

“乡下有三好，空气好、水好、蔬菜好” 

  曾有不少人好奇地问毛致用：“为什么要回乡下养老？”他的回答是：“乡下有‘三

好’——空气好、水好、蔬菜好。”不少问者半信半疑，他也不多解释。一个七旬老人执意要

回家，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2003 年 3 月中旬，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待全国“两会”一结束，就直奔西冲村。

此前，他自己花钱在老家盖了三间瓦房，虽然简陋，但住得舒坦踏实；虽然不如城里方便，但

内心安宁；更何况还有“三好”，还能落叶归根！  

  不过，毛致用身边的人当时有些担心。毕竟乡下清苦，生活寂寞，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

反差太大。他的老伴易银秋告诉我们：“刚回乡那阵子，他们时不时地找个由头来西冲转一转，

名为看望，实为暗察，看看老头子是否真的铁了心。”  

  毛致用明白亲朋好友的心思。他没说多余的话，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自己钟爱的

事：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后，先到鸡舍喂鸡，再到菜地里劳动，之后洗个热水澡，然后吃早餐；

上午看看文件、书报，中午打个盹，下午再下地干活，顺手扯几把青草喂鱼；晚上 7 点看新闻

联播，之后用热水泡脚，上床睡觉。  

  这就是毛致用的“日程表”。3年多来，除非天有雨雪，他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起初，村

里的年轻人看他干农活有些吃力，都争着要帮忙。但他谢绝了：“回家来就是务农的，要自己

动手。”“我还要做个新农村的示范户呢！”如今，他的菜园、鱼塘、猪栏、鸡舍，都像模像

样。我们在实地转悠了一圈，感觉虽不一定够得上“示范”水平，但一点儿也不比邻居家的差。  

  “我种的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我养的鸡和鱼，不用任何添加饲料；我家的井水，也比

城里的自来水好喝。”老头儿说的全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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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老面子”扶贫助困 

  毛致用回到故里后，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沼气是个宝，再穷也得搞。”  

  当年，西冲村发展沼气缓慢，老人非常着急，竟派人来督办，硬是让有条件的村民都建起

了沼气池。  

  过去，毛致用是只动嘴，而回到故里后，他圆了多年的梦想，自己掏钱动手盖了一间大猪

栏，挖了一口沼气池。老人说：“有了沼气，农民就不砍树了，连茅草都不割了，生态也就好

了。”果不其然。记者放眼望去，西冲一带如今青山绿水，平缓起伏的山丘蜿蜒交错，层叠有

序的梯田从山脚一直盘绕到山腰。  

  由于西冲村人多田少，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刚回家那

年的腊月二十四，毛致用将村里 60 多个 70 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家里吃年饭，共祝新春。他说，

如今，西冲村生态这么好，没有理由不出几位百岁寿星。  

  毛致用订阅《人民日报》，上面常刊登各地建设生态文明村的事儿。他也动了这方面的心

思，便与村干部们商议：“生态好了，文明也得跟进。建生态文明村，咱们有这个条件和基础。”

西冲村底子本来就好，村民人均年收入早就过了 4000 元。这些年，村集体收入也很可观。他建

议村里每年拿出一点钱，给村里的小学老师生活补助；对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奖一两千块；

考上名牌大学的，重奖一两万。村民们一合计，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关心下一代有了着落，如何照顾好老人的事却有些棘手。  

  只比毛致用小 1 岁的毛万清，患了急性肠炎，家里没人照顾。毛致用得知后，立即打电话

到镇里，请求他们派车将这位老人送进医院。事后他想，不能老是凭自己的面子办这类事儿，

得为老人们做点事情。他找镇干部唠叨这事儿，镇里也很热心，表示除了办好敬老院，解决困

难户、五保户孤寡老人养老问题外，还可以每年挤出些钱，表彰尊老爱幼的典型。  

  现在，毛致用自己每年也拿出一两万元，资助村里的老人。但他说：“这只是表示个心意，

农民养老这个大问题，关键要靠政府投入。”七老八十的人，大都喜欢看戏。这事好办，花钱

不多。他自费请湖南省花鼓戏团、岳阳花鼓戏团来村里演了几场，不仅老人们高兴，年轻人也

喜欢。  

兼职村官，找钱办事 

  毛致用长期主政两个农业大省，曾就“三农”问题撰写专著，提出过不少富有创见的建议

和意见。如今，他仍在关注并思考这个问题。  

  他回故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保护村里的两棵古树；与村民商议的第一件事，是保护生

态环境。他说：“农村的这事那事，首先要办好两件事，即生态和道路。生态要从沼气入手，

有了沼气，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就成了现实；路修好了，不仅方便了出行，生产生活资料的运

进、农副产品的运出也都方便了。”  

  但办这些事是要花钱的。毛致用又说：“村集体还是要有点收入，有了钱，村干部就好当

了。困难户、五保户都可以照顾，干部工资也有了着落。过去办集体经济的老办法行不通。现

在看来，村集体经济要搞承包制，落实到人，就会越办越好。”  

  毛致用认为，农村的基本问题是要“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说，“比较普遍和突出的问题是没钱办

事。”他早些年下决心帮村里办养猪场，现在村集体把猪场交给外地老板经营，每年可收租金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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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当地乡村干部常来向毛致用讨教。他推托不了，便于今

年 4 月 3 日，给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

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的自主权；二是让农民得到

实实在在的利益，要讲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  

  同时，他认为，搞好农村建设，一要有一个懂政治、善经营、会奉献的带头人；二要有一

个富有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班子；三要有一个因地制宜、科学有效的发展思路；四要有

一股团结奋发的创业精神；五要有一套强有力的扶持政策。他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得到重视。镇

里的干部回应说：“就照您说的努力去做。”  

  为让故乡百姓尽快过上小康日子，毛致用不但献计献策，还亲力亲为。去年，他不仅亲自

参与西冲村国土整理项目的规划设计，还到现场监督施工。镇里引进两个企业项目，被征用山

地的村民有想法，跑到他那里反映情况。他了解实情后，耐心做工作，最终两个厂办起来了，

不仅解决了 300 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使村民有了不菲的收入分红。  

乡居治好心脏病 

  毛致用每年都会去做一次例行身体检查，其血压、血脂、血糖等各项指标之好，让我们年

轻一辈都有些眼红。  

  他说：“过去在位时，心脏有点毛病，大夫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的缘故。现在身体很好，

心脏病消失了，挑个百把斤都不成问题。”他说这番话时，声音洪亮，一脸自豪。  

  直到现在，他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少于 3 个小时，种的菜、养的鸡和鱼，自己吃不了，就

送给别人。  

  有人劝他别种那么多菜、养那么多鸡，这样太辛苦。他说：“人老了，关键是要有点事做。

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越想越糊涂，越想越难受，身体好不了。”  

  除了劳动，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很特别。小时候穷，他自己打草鞋穿；参加工作后，没法

穿草鞋了，就改穿布鞋，皮鞋只是在出席重要活动时才穿一下。一双皮鞋，他竟然穿了几十年，

还舍不得扔。  

  他不吸烟，基本不沾酒。睡觉要睡睡硬板床，坐凳要坐硬板凳。许多人羡慕他身体好，常

向他请教长寿秘诀。他说：“没有什么秘诀呵，要说有，热水泡脚，胜过补药。但再好的健康

处方，如不能严格坚持，全是白搭。”  

“做人做事，都不能小心眼” 

  3 年多来，毛致用很少离开家门。“西冲好啊，我哪儿也不去了。”  

  退休以后，不少地方请他去看一看，他一概回绝。湖南各地每年都要办不少节会，大都想

请他出山，说要是有这么个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台上坐着，不仅有面子，更有福气。但他总是

推托，偶尔在外露个面，也实非己愿，只是碍于情面。  

  “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毛致用说，“做人做事，不能小心眼，那样于事业无补，也有

损身体健康。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在进退去留这个问题上，尤其不能小心眼。”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毛致用从湖南去江西，做了 11 年的省委书记和人大主任。吴官正当

年任省长。“我们配合得很好。哥俩好就是团结搞得好，没有小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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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致用从政 50 多年的经验之谈。他还说：“一个人的进步，除了自己的努力，也需要

别人的帮助。”直到现在，毛致用还感激一个人。此人叫李惠林，当时是在毛致用家乡主持土

改工作的乡党委书记。李惠林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那是 1951 年，毛致用 21 岁。他毕竟念完了高小，算是有点文化，李惠林便找他去做秘书。

“当时我不愿去，他就找了另一个人，但那人文化程度不高，干不下去，只得再次把我要了去。

为此，他还在我们家住了 3天。就这样，我到乡里当了秘书。”  

  不久，毛致用就从乡里调到区公所，任财粮干事。因家里是下中农，成份好，一年后，他

就转了正，入了党，并调到岳阳地委组织部当上了组织干事，不久又被安排到岳阳县担任副书

记。1973 年，43 岁的他成了湖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李惠林后来从湘潭地区总工会主席位置上退了休，如今身体仍然不错。这些年，毛致用每

年都要去湘潭看望他老人家。  

“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 

  50 年的陈酿，是美酒；50 年的金婚，是美满。毛致用与老伴易银秋 1948 年结婚，至今已

58 个春秋。  

  回故里后，老朋友黄永玉送来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老头，躺在一张竹椅上，悠闲得意地

摇着扇子；不远处，一个老婆婆正端着盆子，往地面撒谷子喂鸡。画的右上方题有：“小屋三

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致用仁弟如今有此境界矣。”  

  惟妙惟肖的画面，风趣幽默的语言，活脱脱道出了他们幸福的晚年生活。毛致用把黄永玉

的画挂在堂屋的墙壁上。在角色转换、环境改变后，生活如此怡然自得，这让所有去过西冲的

人打心眼里羡慕。  

  退出领导岗位的他，对社会公益事业仍十分热心。今年春天，他与一批老同志相约义务植

树。毛致用一连栽下 5 棵茶花树，培土、浇水、踩实、固蔸，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夏天，湘

南遭受“碧利斯”强台风袭击，灾害损失严重。在家收看电视的毛致用，第一个给赈灾募捐义

演晚会打进电话，捐赠了 2000 元。  

  尽管常掏钱救济他人，可老两口的生活却十分节俭。衣服坏了，补了再穿；饭菜剩了，留

着再吃。他对儿女的要求也始终很严格。长子毛叙保，即便已是湖南省商务厅厅长，也不敢破

了老头子的规矩。  

  天色已晚，该道别了，毛致用再一次伸出温暖的双手，笑呵呵地道再见。此时，一抹斜阳

穿过白云，映照着清澈的蓝天，他的面容与身影，与那棵百年古枫树一道，定格在我们的镜头

里。 

来源：http://news.qq.com/a/20061128/0017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