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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器，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2000 年，浦江县黄宅镇境内发现上山遗址，出土了约 1 万

年前的炭化稻米、柱洞，还有彩陶。
考古学家将这些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瓷片一点

点拼复起来，透过上面神秘的纹饰图案，遐想万年前先人的
生活。

了解一个人，就像拼复陶器。
近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浦江县委原常委、宣

传部原部长徐利民同志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
徐利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又为什么怀念他？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试着透过同事、群众、亲友的一

段段记忆，还原一个完整、立体、鲜活的徐利民。

同事眼中的他——
认定了一件事，再难也要干

走进上山遗址博物馆，迎面是一堵墙，墙上挂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徐部长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上。”浦江县委宣传部办公
室主任方黎晨说，自己跟着徐利民接待过一批又一批来上山
的客人。官员、学者、媒体记者⋯⋯几乎每一次，徐利民都会
带大家在这堵墙前合影。以前，大家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仪式
感，如今回想，他们说，这应该更是他对自己不断奋斗的提醒
和激励。

浦江文化孕育了徐利民的文人气质。他对传统、对文化
总是情有独钟，身上有种义无反顾的理想主义。“徐部长认定
了一件事，就会迎难而上，全情投入，不计个人得失。”方黎
晨说。

这一点在推动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上体现得尤其淋漓尽
致，他在申遗事业上的“同事”们也记忆犹新。

2019 年 5 月，徐利民就任浦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也接过了
推动上山文化工作的担子。那时正是上山的“平淡期”，相关研
究宣传不温不火，虽然在推进，但始终出不了圈。

同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良渚申遗成功，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自此有据可查。

有人联想起上山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它是中国一万
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但即使在业内，“申遗”一词也只是
被小范围、低频率地使用。上山文化主要发现者、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偶尔说出“上山申遗”，还有点
羞羞答答。

面临困境时，人会本能地产生畏难情绪。谁都知道申遗
难，但蒋乐平从未在徐利民脸上看到过退意。两人见完第一
面，徐利民就对上山文化工作后续发展有了初步规划。他在笔
记本里写：“前方路漫漫，关键要启航。”

徐利民的上山申遗之路就这样开始了。他奔走讨教，最
终确定下一张跨越 15 年的“上山申遗与建设路线图”：2020
年，成立上山文化遗址联盟；2021 年，申报“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2022 年，上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2025 年，申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6 年至 2035 年，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

蒋乐平说，徐利民是在上山文化“转折期”起到关键作用的
人物之一。他擎着“上山申遗”这面旗帜，和大家一步一个脚
印，走向那个远大的目标。

“一个举重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 50 公斤的杠铃，经过
训练，最后可以举起250公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
的这句话下，徐利民特意划线，并折角做了记号。

他也是这么践行的。在关于上山的事上，他殚精竭虑，唯
恐漏掉一个细节。

今年5月，我国科研团队公布在上山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的
最新成果，揭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一
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
中具有重要地位。

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致谢部分，徐利民的
名字赫然在列。论文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至今折服于他的实干精神。

2021年 10月，吕厚远便拜托徐利民协调采集一批用于科
研的水稻样本。那天20时27分留言，21时10分就有了回音：

“你的要求马上办。”
一个月后，吕厚远收到了一个几十公斤重的邮件包裹，里

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不同品种的完整水稻茎、叶、穗、谷样品，
每一个样品都有详细的标签。

吕厚远向徐利民表达感谢，他回复：“应该的。”
吕厚远时常想起这轻描淡写的三个字：“看他朋友圈里的

信息千头万绪，该有多少‘应该的’在同时进行啊！是什么让他
夜以继日地这样工作呢？”

应当是对延续文化根脉的使命感。徐利民不只一次说过，
做好了上山这件事，他此生无憾。于是，上山面临的千难万难，
在他手上拆解成一件件“应该的”琐事。

熟悉的朋友私下总结徐利民身上的优秀品质：有担当，有
情怀，有能力。

“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也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国萍说，与徐利民共事这三
年，做成了太多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筹备“上山遗址发现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徐利民带队
进京拜访当时已88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历经几番
波折，同行的人打起了退堂鼓，唯有徐利民还在坚持。最终，他
们在小区凉亭和老先生见上了一面。正是这一面，为上山文化
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严文明评价，“上山创造了两个世
界第一——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

让袁隆平给上山题词，不少人都觉得“异想天开”。出发
拜访袁老前，徐利民提出将上山文化的精髓浓缩在几页纸的
简易图册上，特别将稻米和石磨盘放大，又特意请非遗传承人
赶制了上山特色的稻穗绗缝被。当晚一行人与袁老相谈甚
欢，拜访时间从约定的 15 分钟延长到 40 多分钟。至今，袁隆
平题词的“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仍是上山文化最有影响力的
宣传词。

同样对徐利民的热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历史所名誉所长陈同滨，她曾主持申报过杭州西湖文化
景观、元上都遗址、丝绸之路、良渚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本以
为良渚会是收山之作，但了解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群对中华
民族的整个文明标识体系来说，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特别具
有申报世界遗产的潜力。”她告诉记者，两人在一周内一口气跑

完 18 个上山文化遗址点，并相约要使上山文化的价值更多地
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认同，让世界看到中国对人类农业起源的
贡献。

申遗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徐利民数次进京奔走，推动上山文化一年内实
现“三级跳”，先后在浙江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展
出，获得央媒、外媒的关注报道，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考古
文化IP。

可这些还远远不够。徐利民总是在想，怎样让上山再红
一些？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成为网红景点，离不开他的巧思。”金
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副总编辑李艳说，徐利民策划推出全国首个
万年上山稻田博物馆，占地仅 2 亩，却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个各年代种植推广的水稻品种。他又请来水稻育种专家，在
田野间为浦江中小学生开课，“田间流动的、活的博物馆，是最
好的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不知不觉中，上山申遗的队伍壮大了起来。上山文化，也

成为向世界展示万年中华的一张“金名片”。上山文化遗址群
更是如期完成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申报。

大家说，如愿进入预备名录的那一天，他们还会从上山
遗址出发，一路跑到相邻的义乌。正如 3 年前 7 月的一天，徐
利民带着他们一道做的那样——去那条以陈望道命名的望
道大道，振臂高呼：“万年上山，百年望道，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

群众眼中的他——
名利民，心利民，实也利民

浦江县虞宅乡，一汪碧潭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绿意葱茏的
山谷间。这里是深清源水库，滋养着上万村民。

虞宅乡新光村村民叶红伟没事就会到这里转转。伫立水
库前，他总会想起徐利民。

19年前，虞宅乡村民喝水要看天。尽管乡里通过“甘泉工
程”给各村修建了蓄水池，但水池蓄水量小。碰上干旱天气，村
民只能三五户凑钱，用一根水管通到山坳去接水；或是上山
挑水。

2006 年，徐利民到任虞宅乡不久，就召开大会，提出想修
建一个供全乡村庄用水的水库。

这是过去乡里从没做过的事，大家觉得这个干部“很大
胆”。当时，虞宅乡原农办主任张海平也有迟疑，但徐利民的一
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既然到了一个地方，应该为当地
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
去做。”

受感于这颗“利民心”，张海平跟着徐利民一趟趟往山里
跑。张海平说，为了修建水库，徐利民带队前前后后跑了 100
多趟，有时一天就要进山三回。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天，徐
利民头顶草帽，晒得黝黑。

当人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徐利民后来抓“五水共治”、
应对上山文化各类难题时的得心应手，早在他做乡镇干部时
就有迹可循。面对复杂的情况，徐利民善于抽丝剥茧，捋出
头绪。

好措施、好办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这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在虞宅乡工作时，徐利民就变
着法子把干部“推”到群众中去。

徐利民提议干部向所驻村发放“联民服务卡”，卡上公布
移动电话号码，更要做到 24 小时“找得到、叫得应”；工作时则
要填写农民民生单、团队分析单、民事调处单、工作进展单、发
展建议单，涵盖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面。

有的年轻干部私下找徐利民反映：到了村民家门口，进不
去、坐不下、谈不拢。徐利民手把手地教：“村民也许不一定非
要你解决问题，只要你与他们多聊聊，他们就感到亲切。”

徐利民常常在村民家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聊到饭
点，村民留他吃饭，他就添副碗筷吃顿便饭，从不要求特殊
对待。

不久之后，“一卡五单”驻村工作法在全县推广，成为当地
干部察民情、听民意的法宝。

虞宅乡很多村民都认识这个没架子的乡领导。再后来，徐
书记成了徐部长，可他还是记挂着虞宅乡的那些事。

在虞宅乡前明村原党支部书记邱源枢心里，徐利民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

老邱有两个儿子身患残疾，家庭生活困难。任职虞宅乡
时，徐利民就经常去他家走访。2022年，已是宣传部部长的徐
利民到村里参加活动，结束后，特意来看了老邱一趟。

“我当时还在外面干活，接完电话赶回家，他就坐在门口的
破凳子上。”老邱说，徐利民就像一个来串门的老友，两人拉了
一个多小时家常，徐利民才起身离开。

没想到 10 分钟后，他去而又返，还塞给老邱一个 1000 元
的红包。“这年头还有几个人随身带现金？他是特意为我取了
送来的。”每次想到这，老邱都会哽咽。

“泥土干部”徐利民感染了许多人，就连阳春白雪的艺术家
们也不例外。

时任浦江县文联党组书记方汶说，浦江县文联的上山文
化、工业强县、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小县大城五大文艺专班，就
是在徐利民手上办起来的，“他和我们说，接住地气、增加底气、
灌注生气的文艺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2022 年盛夏，浦江县黄宅镇葡萄专业村横山村迎来一场
葡萄画展，100幅由浦江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周金土创作的葡
萄写意画精品之作，惊艳亮相。

浦江“中国书画之乡”的优势，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中国
巨峰葡萄之乡”的优势联系起来。这一创举带来了极大的反
响，徐利民也连连为文艺工作者点赞：“这样的促销方式很新
鲜！”

徐利民遇事爱琢磨，脑子里总有些“灵光一闪”的念头。提
起他，梨农李清标心服口服。

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浦江农产品线下销售受滞。一场乡
村振兴直播节上，徐利民走进直播间化身主播，为农民朋友在
线吆喝带货。

徐利民教李清标如何寻找镜头感，还帮着逐字逐句想好
卖货的广告词。短短 5 天时间，直播间观看量超 1600 万人
次，销售总额破 100 万元，光李清标家的梨膏糖就卖出了 4 万
余元。

从那以后，李清标走上了主播之路：“现在，我还带动身边
的农户一起开展线上卖货。这都是受徐部长的影响。”

念着徐利民好的又何止李清标一人。
浦阳街道西站社区地处城郊接合部，面积大、老小区多，卫

生差、停车混乱，是浦江启动文明创建后的老大难区域。2022
年，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徐利民主动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与西站
社区结对。

“要不是徐部长身体力行带头干，我们社区哪有今天。”70
岁的西站社区居民高柏平还记得见到徐利民的那天，他穿了一
件黑色夹克衫，脚下是一双布鞋，就像邻家兄弟。

第一次来社区，徐利民花了整整 4 个小时，走遍了社区下
属8个片区，手机里拍下的问题照片能翻上好几屏。

之后的每周六上午，高柏平都能在社区看到徐利民，雷打
不动——一把垃圾钳、一只垃圾袋、一件红马甲，和社区志愿者
一样，他成为了社区创建的一分子。

社区干部几次上门都解决不了的养殖鸡鸭问题，徐利民一
出马就搞定了。“徐部长说的都是大白话，他劝那些居民，你养
我也养，社区不成了养鸡场？不能让‘一地鸡毛’毁了‘美好家
园’啊。”高柏平回忆。

不过半年的时间，西站社区面貌一新，还拿到了最快进步
奖。徐利民提出的很多创建做法，如今还在沿用。

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关键在于一个“暖”字。
浦江县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何泽民是一名 90

后。徐利民上任宣传部部长时，何泽民是部里最年轻的
干部。

“徐部长的服务意识很强。”何泽民说起徐利民一手主抓的
“民情暖哨”网络平台，“刚开始这个惠民工程叫‘民情哨’，徐部
长加了个‘暖’字，他说既要办实事，又要暖人心。”

如今运行的平台，不少修改意见是徐利民亲自测试后
提出的。从违章停车、垃圾堆放到井盖破损、村庄拆迁，不
同类型的群众诉求汇聚到“民情暖哨”平台，又迅速分流到
职能部门。

平台上线 3 年多，共收到民情诉求 3 万余条，总体处理完

成率达99%，大部分问题都能在24小时内解决。
“用不用心，老百姓是能感受得到的。”徐利民说过的这句

话，何泽民常常想起。如今，看到平台上的一个个好评，他愈发
理解了这句话。

亲友眼中的他——
一颗善良、勇敢、甘于奉献的螺丝钉

亲朋好友都说，徐利民是个地道的浦江人，淳朴、热情、厚
道，文气与硬气相辅相成。

他好像生来就是做宣传人的。杨钦飙是徐利民将近三十
年的老友，两人正是结缘于文字。1996年，杨钦飙在中国工商
银行浦江县支行任秘书，由于工作需要，常去浦江县委报道组，
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

在杨钦飙的记忆中，二十来岁的徐利民圆脸大嗓门，身上
有种文质彬彬又一丝不苟的劲头。同样热爱写作、钻研新闻的
两个年轻人，常常互换作品、反复推敲。“他最喜欢的还是求真
务实的新闻报道，笔下的事件真实、人物传神、评述深刻。”杨钦
飙说。

年岁增长，人到中年，难免心境更迭，显得沧桑，可徐利民
总是充满干劲的样子。时光在他身上留下的好像只有阅历与
成熟，从未改变那颗造福家乡的赤子之心。

2021 年 3 月 10 日，徐利民发来《奋力赶超 干在今朝》
系列述评。已经离开浦江的杨钦飙清楚，这组直指浦江发
展症结的报道倾注了老友太多心血，于是他撰写系列述评
读后感《浦江之发展，我辈不是旁观者》。像二十多年前一
样，二人又“推敲”起来——这一次远不只是文字，更是为家
乡出谋划策。

徐利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也成了不少文字工作者的伯
乐。浦江本土作家张顺学积累了大量富含乡土气息的故事，前
前后后修改不下百次。徐利民多次找到他，鼓励他把这些故事
写下来并发表。

2021年，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张顺学的小说《童谣里的燕
子》，临门一脚，却在资金上遇到了难题。

眼看着倾注了 30 年心血的小说无法面世，张顺学心有不
甘。一筹莫展中，浦江县委宣传部出台了《浦江县促进文化产
业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这对张顺学而言不亚于雪中
送炭：“不只是我，对全县文艺工作者来说，这都是一剂强心
剂！”

农家出身的徐利民，重家庭、讲家教。哥哥徐树明觉得，弟
弟比自己更像哥哥。

读书时，徐利民总会在上学前帮奶奶把水缸里的水挑满。
农忙时，哥哥抽不出时间，徐利民便抢着把农活干完。工作后，
徐利民的行程越来越满，但每次出差前，总要和母亲多打一声
招呼。

这样珍视家人的徐利民，也有“狠心”的时候。徐树明记
得，他不止一次和家人强调：“不要以为我是官，就可以怎么样，
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

一个表哥在疫情防控期间违规打牌，被派出所叫去了。表
哥打电话给徐利民，希望“开后门”，被他一口拒绝。疙瘩就此
结下，两家断了往来。直到徐利民的“三七”祭拜时，徐树明才
又见到了那个表哥：“他和我说，他想通了，徐利民就是这样的
为人，不是他不肯帮，而是他身为领导干部，不能帮。”

工作上精明干练的徐利民，在面对最亲密的人时，才会露
出几分“傻气”。

嫁给徐利民，大家都觉得周卫红“吃亏了”。那是1997年，
徐利民还只是个从乡镇调到县委报道组的农村小伙，一穷二
白、土里土气，只有满腔真诚。

周卫红家里修建新房，徐利民二话不说主动帮忙。大多数
时候，他只是闷着头搬砖、刷墙，一天下来，多余的话也没有
几句。

但徐利民也有爱聊天的时候。家里老外婆一口外地方言，
讲话经常“鸡同鸭讲”，可他每次还是乐呵呵坐在小板凳上，和
老人家一聊就是半天。

有一天，徐利民出差回来，高兴地告诉周卫红：“我今天做
了一件好事。”原来，下高速的时候，他遇到了两个陌生人，听说
对方汽车没油、钱又不够，当场掏了 600 块钱。周卫红觉得又
好气又好笑：“怎么会有人被骗了都不知道的。”

徐利民翻出对方一定要自己存下的号码，周卫红抢过来
拨，果然是空号！徐利民这才回过味来，有些沮丧。可过了一
会儿他又开心起来：“万一呢？600块钱也不算多，万一他们不
是骗子，我不就帮到了两个需要帮助的人？”

周卫红明白，徐利民不傻，只是善良重感情，看到别人有困
难，总是忍不住要去帮一把。

一次对“中国好人”石丁丁的家属慰问后，他了解到石丁丁
的母亲经常耳鸣，听力受损。

回去的路上，徐利民打了七八个电话，终于联系到一位浙
大一院的专家。他反复感谢医生，又忍不住托付：“这是我很好
的亲人，麻烦您多费心。”

周卫红印象里，徐利民工作一直很忙，两人外出旅游的次
数屈指可数。他哄妻子：“等到退休就好啦，退休后，我们把所
有想去的地方都转个遍。”

有时，徐利民也会流露出对家人的愧疚，“陪得太少
了”。

徐利民女儿徐子涵初中开始就在外求学，两人一两周才
能见上一次。女儿不知道爸爸总在忙些什么，很长一段时间，
父女关系算得上“拧巴”。

少女锋芒初现，急于证明自己的独立，觉得对谁都好的爸
爸过于圆滑。直到徐子涵自己也踏入社会，才渐渐懂得他的处
世哲学——温和地和世界打交道，让身边的人都能感觉舒舒服
服的，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徐利民走后，徐子涵看到很多人来送别、来帮忙，用各种形
式表达对他的思念和敬意。这让她更加确信，爸爸从来都是真
心待人。

人们分享和徐利民的过往，徐子涵将这些故事拼凑起来，
重新认识了一遍爸爸：“我爸爸是一颗善良、勇敢、甘于奉献的
螺丝钉。”

都说人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是生理的，第二次是社会的，它
在一个人被遗忘时到来。徐子涵很欣慰，父亲没有走，他活在
人们心里。

他短暂的一生扎根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在他之后，
更多人主动接棒，延续他未竟的事业。

透过一段段记忆，再次走近徐利民——

我们身边的“时代楷模”
本报记者 蒋欣如 王璐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