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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
——记“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

曹前发

2005 年，中纪委接到举报信，内
容是检举揭发李宏塔利用担任安徽省民
政厅厅长职务之便，倚仗祖父李大钊、
父亲李葆华的名望，涉嫌贪污、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中纪委极为重视，派出调查组直接进行
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调
查人员并未发现举报信中列举的情况，
反而发现：李宏塔非但不是贪官，而是一
个跟他祖父和父亲一样的清官、好官。调
查人员回到北京进行了汇报，组织指示
要将李宏塔作为典型进行宣传，还在
2005 年 7 月 3 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
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题为《在李
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长篇通讯。

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工作时，单位要
分给他一套大房子，但当看到年轻职工
急需婚房，他坚持用自己的一套大房换
了 3 套小户型，分给单位的 3 个年轻
人。“需要房子的职工那么多，还是先
解决他们的困难吧。我觉得我的生活条
件已经很好了。”李宏塔说。

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
长时，曾经主持分房工作 10 年，分房
超过 200 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
房。一家人在一套 50 多平方米的旧房
子里，一住就是 16 年。他的家里装修
简陋，也没有什么家具，更没有现代
化的电气设备。8 平方米的过道既是
客厅又是餐厅，放着一张老式的大方
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屋里最时髦
的，就是一张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福
利发的三人木沙发，一半放衣服，一
半放书籍。1989 年和 1994 年，李宏塔
曾经两次直接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
和分房工作。无论凭哪一条，他都有

充分理由和有利条件分到一套房，至少
可以调换一套面积大一点的房子。但
是，李宏塔因为直接负责分房，掌握了很
多同志住房困难的情况：有的三代挤在一
起，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
有的身体不好或者快要退休了。因此，李
宏塔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了。
分房名单上他总是“榜上无名”，有人提醒
他别错过分房的“末班车”，他幽默地回
应道：“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李宏塔怕“末班车”挤，却不怕住得挤。
李宏塔住房不讲究，吃、穿、行也同

样不讲究。他不抽烟，也不喝酒，除了少
数重要公务时刻，李宏塔天天骑自行车上
下班，一骑就是十几年，以至于合肥多个
路口的交警、摊贩都认得这位高个子。后
来当了领导之后，单位想安排车辆接送
他，他却每次都谢绝了，说还是骑自行车
方便。有人提醒他：你不坐车，别的领导
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
不影响别人坐车。”一天，厅里一位同志
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
不骑车呀？”他满脸无奈地说：“车子放在
楼下被偷走了。”李宏塔的爱人介绍，他
骑坏过4辆自行车，穿坏过5件雨衣、7
双胶鞋。不过，李宏塔也算不上一个十分

“顽固”的人，也是懂得“与时俱进”
的，因为年龄的增大，他在2003年将自
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装备更新换代了，但

不忘初心、热诚为民的情怀却始终没有改
变。李宏塔不管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
车，依然是体察百姓生活状态，让自己更
贴近人民群众。

虽然家里一向节俭，但却没有多少积
蓄，在他退休的时候，家里的存折没有超
过一万块钱。李宏塔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省民政厅机关里的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

“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
名字都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总是以
捐赠的数额大小分先后的。在基层调研遇
到困难群众，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
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
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或者来找
他的残疾人还没吃饭，下雨了来找他的下
岗工人没带伞……李宏塔总是自掏腰包酌
情接济，次数多了，数量可就不少了。

李宏塔还有一个“大方”的时候，他
每次看到福利彩票店时，都会自己掏钱让
工作人员帮忙买上几注，每个月下来也有
小几百元开销。不仅自己买，他还“忽
悠”大家一起买，说：“买彩票是爱的奉
献，万一中奖了那也是爱的回报。”然而
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李宏塔从不兑奖，这
位“老民政”只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为国家福利事业多作点贡献。

李宏塔曾说自己时常会想起祖父李大
钊救济穷人的事情：“对我来说，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一封举报信“揭发”出的“典型”

李宏塔，男，汉族，1949年 5月生，1978年 4月
入党，河北乐亭人，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
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宏塔在民政系统工作 18 年，视孤寡老人为父
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每年至

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
风的传承人，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治家，
秉持了“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的不变
信念。

2021年6月，李宏塔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宏
塔的父亲李葆华，是中共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特殊的家庭身世，并未给
李宏塔带来特殊的照顾。

20世纪60年代，李宏塔因为父亲工作调动，
来到了安徽读书，之后，在安徽生活、工作了几
十年。1978年4月，李宏塔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从团委转岗出去工
作，在组织上征求意见时，他毅然选择了民政工
作，理由是：“我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
民政工作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我喜
欢直接与困难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
事最合我意。”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
苦。”这是李宏塔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李宏塔
心中还装着一本账，记录着安徽全省有多少优抚
对象、退役士兵、离退休干部、红军失散人员、
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对象、流浪乞讨救助
对象……可以说，这本账几乎涵盖了全省所有弱
势群体，这也就是民政工作难做的所在。

2000年前后，安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规
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此前，农村有“三提五
统”，承担了部分五保户的供养经费。改革后，

“三提五统”取消了。李宏塔担心，会不会因为
经费缺口而影响了五保户生活？为了能把真实情
况反映上去，也为了给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参考，
李宏塔专门组织了对全省五保户的大走访。当
时，有的同志心存顾虑，担心这个大走访会不会
给税费改革造成阻力。但李宏塔始终确信，为困
难群众讲话、办事，又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一定
要深入下去摸实情。最后，基于这次大走访的翔
实材料以及李宏塔的据理力争，五保户基本生活
保障经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民政救灾期间，是李宏塔最忙的时候。1998
年，民政部提倡开展制定救灾预案工作，时任安徽
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针对历年安徽水灾频繁
的状况，率先提出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李宏

塔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市地跑，狠抓落实。
也正因为如此，当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时，安徽因
为有备而战，能够沉着应对，受灾群众也得到妥善
安置，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2003年夏天，淮河发生水患，李宏塔带着民政厅
有关人员来到安徽省颍上县建颍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
岗村察看灾情。那时已经有了救灾帐篷，还搭了简陋的
庵棚，可一些受灾群众依旧露天睡在淮河大坝上。李宏
塔走进帐篷，顿感热浪滚滚，暑气灼人。他叫工作人员
用温度计测量，帐篷里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他和
工作人员随即建议当地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对受
灾群众进行二次安置。几天后，当地就动员党政机关腾
出办公室，妥善安置了数万名受灾群众。

有一天中午，随行的驾驶员陈荣友看着李宏
塔太疲惫了，劝他到车上睡一会儿，李宏塔却看
看表说：“不行，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去看看
受灾群众都吃的什么。”他们赶到颍上县王岗镇
金岗村，走进了一个庵棚，看到一个老大娘正在
做饭。李宏塔走过去揭开锅盖，一股热气夹带着
霉味扑面而来。他拿起筷子从锅里夹起几颗米粒
放进嘴里，嚼了嚼，品了品味儿，又从锅里夹了
几颗米让身边救灾办主任薛昆明尝，薛昆明尝过
后肯定地说：“霉了，米霉了。”李宏塔问老大娘
是什么时候领的救济粮，老大娘说才领回来两
天。李宏塔从米袋里抓起一把米走到门口阳光下
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叫老大娘用塑料袋装了大
约半斤，接过来放进公文包里。

之后，是彻底的清查……

“我们多一点辛苦，
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提及祖父李大钊，李宏塔说，祖父去世时自己
还没出生，对祖父的印象多是从书籍、影视作品和
父亲讲的故事中获得。

李大钊是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
人。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满怀信
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曾说过：“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
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
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
作奴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任北大
图书馆主任，还担任北大教授，月薪高达120元，再
加上他还在北京其他大学任教，并撰写大量文章，
有不菲的稿费。以李大钊的收入水平，他和家人完
全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但是他生活非常简朴，把大
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每月从工资中拿出 80元
作为党的经费。他还慷慨助人，接济贫苦青年，当
时，许多北大学生在困境中都得到过李大钊慷慨援
助。以至于在北大领工资时，他经常领出一把欠
条。校长蔡元培不得不专门吩咐，发薪水时预先扣
下一部分直接交与他的夫人赵纫兰，以免他家断
炊。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残忍杀
害。据当时《晨报》等报道，其遗产竟然只有一元
钱，“身后极为萧条”“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
烂”，其子女亦“服饰朴实”。

在李大钊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子女们都养成了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大儿子李葆华曾任中共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顾委委员等高
级领导职务。他继承了父亲清廉朴素的家风，一生
勤俭，两袖清风。其家中极其简朴，老旧的三合板
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
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
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却说：“住惯了，年
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李大钊的孙辈后人继续延续着这种清正朴实的
家风。在父亲李葆华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
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
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
了。”李宏塔回忆，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
良好家风，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们也知道
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李宏塔记得自己少不更事时，有一次有人送了
几袋在当时算是稀罕东西的葡萄干到家里来，李宏
塔就拆开一包吃了起来。父亲李葆华回家之后发现
了，当即批评了李宏塔，还教育道：因为做了一点
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随
后，李葆华就把葡萄干退回，被李宏塔吃了的那一
包也折价退款。李葆华离休后，李宏塔到北京开会
时顺便去看望他。李葆华却说，开会就要好好开
会，把会议精神领会好，回去抓紧贯彻，不要动不
动就往家里跑。

祖辈、父辈的以身作则，红色家风的熏陶传
承，让李宏塔的艰苦朴素显得那样自然、真实。李
宏塔经常以自撰的对联“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
旨为人民”自勉，他经常教育子女：“不能吃苦，
就不能成人。”并要求子女要把李大钊的良好家风
继续传承。

退休后，李宏塔也没闲下来，他加入中华慈善
总会，为改善中西部困难群众的生活继续奔走忙
碌。“服务群众是件幸福的事。”李宏塔说，“共产

党人要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其实我做的
事情，都只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分内之事。”“现在时
代不同了，每人的任务也不一样，但‘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铁肩担道
义，简单说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则可以
称作‘善作为’。在本职岗位上把工作做好，以求
真的态度求学，以求真的态度做事，就是‘敢担
当’‘善作为’。”

每个时代都会远去，但每个时代都是需要英雄
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他们就像一束光，让人无
声跟随。在深情的土地上，连点成片，生生不息。
今天，华夏大地欣欣向荣，山河新貌，换了人间。
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李宏塔感慨万千：“爷爷百
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

（本文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守初心，严家风，
革命家风代代传

进入民政系统工作后的李宏塔，每
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都蹲在乡镇基层。李
宏塔回忆，自己在民政部门工作时，父
亲已经调至北京。每次去北京，父子两
人很少聊家常。但父亲每次都问他最近
有没有去基层，是不是真正深入基层
了。李葆华不仅言传，也有身教。李葆
华在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经常
轻车简从，下乡下厂。有一次，为了考
察粮食供应配额，李葆华借了一个粮
本，自己独自到一家基层粮店去买粮。
营业员给了李葆华3斤大米和7斤红薯
干，他问营业员：国家规定每人7斤大
米和3斤红薯干，为什么发到群众手中
就变样了？营业员一口咬定是上面规定
这么发的。李葆华还和营业员争执了起
来，结果粮店给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

公安人员把李葆华带走了。而后，粮食供
应配额的问题得到解决，省委第一书记李
葆华喜欢“微服私访”的故事也传开了。

深受父亲影响的李宏塔，工作实事求
是，从不搞形式主义，容不得一点花架
子。他每次下乡，都不打招呼，走进村、
敲开门，直接和群众坐在一起，到群众中
听心声。曾经有人问李宏塔：“老李，你
是怎么摸到村里的呢？”原来，农村里一
般都有不少狗，外人一进村，狗往往先叫
起来，村里人马上就知道了，想暗访很
难。李宏塔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每次都
先让车子开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停下，然后
瞅准机会，直接到最近的农户家中，讲明
情况，请他们来带路。这样，一来找人方
便，二来村里的狗因为熟人带路也不会乱
叫。然后他再步行进村入户了解情况。从

百姓家出来之后，李宏塔才去乡镇、县市
座谈。

李宏塔的“反向工作法”使得当地各
级民政部门向他汇报时，有一说一，丝毫
不敢“掺水”。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
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都是李宏塔经
常去的地方。因为调研深入，他先后在全
国两会上围绕“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
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等主题提交了多件提案。

李宏塔曾风趣地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
“层层陪同，只能看到那些精心打造的‘盆
景’，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李宏塔长
期分管机关扶贫工作。据身边的工作人员
反映，李宏塔带队调研，不仅行程满、节
奏快，而且喜欢“寻丑”“揭短”，哪里条
件差就往哪里去。当地的老百姓传颂着李
宏塔喜欢“微服私访”的故事。李宏塔和
父亲一样，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说：

“我怎么微服了？从不化装，我怎么私访
了？我不埋名、不隐姓，名正言顺，正大
光明。我下去不打招呼，那是怕麻烦人
家。我到哪去都熟门熟路，不需要领，不
需要陪。”

“不打招呼，到群众中听心声”

上
个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李
宏
塔
当
兵
时
留
下
的
军
装
照

上世纪 90 年代李宏塔 （右二） 在安徽省民政
厅工作期间，去怀远县荣军医院看望荣誉军人。

李宏塔在家中书房，背景是李大钊与夫人赵纫兰以及李大钊手书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复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