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蒲怀瑛同志 

刘文秀 

 

蒲怀瑛同志因病于 2016 年 3 月 12 日逝世，转眼间离

开我们一年多了，每每想起与他共同工作十多年的经历，

一桩桩、一件件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蒲怀瑛同志 1931 年 11 月出生在原良乡县北窖村一个

农民家中，少年时期他就志向远大，思想活跃，追求进步

思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蒲怀瑛的家中多位亲属参加

了八路军，这对他的影响和触动极大，初中刚毕业，他就

加入了儿童团、担任了儿童团长，站岗放哨查路条，参加

抗日剧团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由于他的出色表现，

1946 年 2 月他不满 15 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

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新中国建国前后，

他先后在学校、区政府、银行、宣传部、人大常委会等多

个岗位工作，但工作时间最长的还是组织部门，有 16 年之

久，我也是这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从事组织工作的。十余年

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也使我更加了解他的人品、他的追求、他的工作作风和为

人处事准则。 

勤奋学习，理论政策水平高 

蒲怀瑛同志虽然学历不高，只是战争年代的初中毕业，



但他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政策水平却很高，大家背后都尊称

他为“蒲秀才”，有什么工作和政策方面的难题请教他，都

能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与他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早晨、

晚上，只要有空余的时间，他就抓紧学习，书籍、报纸、

杂志，各级下发的文件，他都认真学习、特别是上级下发

的文件不仅要学懂，还要吃透精神，把握原则要求，对于

一些要点他就用笔划下留存起来，定期组织大家共同学习。

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我有几次休息日到他家中找他，

都没有找到，他爱人对我说：“你去单位找吧，肯定在”。

结果到单位一找，果然正在办公室里学习，他说：“休息时

间，单位没人打扰，学习效果好”。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

他这个习惯，休息日有什么急事都到单位办公室找他。 

党性原则强，忠诚党的事业 

作为多年主管组织工作的领导，蒲怀瑛同志坚持党性

原则、严守组织纪律是人所共知的。在用人上，只讲组织

原则，不讲私人情感和好恶。他跟我说：“干部使用对房山

事业发展影响很大，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有才无

德的干部对事业的破坏性更加，干起坏事来给党的事业造

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有德无才，老好人，办不成事，

同样会影响事业的发展。所以对这两种干部都要慎用。”他

不仅这么说，更是严格这么做的，每次干部调整前，都要

派出考察组，深入到被调整干部的单位认真考察，既听单



位领导的评价，又征求群众的意见，全面了解该干部的各

种情况。对考察不深不细的，他就要求再次成立考察组二

次考察，直到客观公正地掌握被考察干部的全面情况为止。

他坚持原则使很多人不理解，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有一

次一位领导干部找到蒲怀瑛同志，请求把某位干部调到该

领导所在的单位。蒲怀瑛同志全面了解请调干部的情况后，

认为这位干部是业务干部，与所调单位业务相悖，不适合

调动，就给否了。为此，那位领导还找到蒲怀瑛同志大吵

了一顿。 

1987 年，燕房合并，两撤一建，身为房山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他的任务繁重、责任重大，新建区涉及数十个

机构设置、数百名干部的调整。他亲自带考察组逐单位进

行座谈，对有信访件的干部重点考察，按照组织原则和考

察结果，并结合房山实际提出了调整方案，方案坚持“五

湖四海”的原则，在保持两地干部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大

胆提拔使用优秀年轻干部，使全区二级班子结构明显优化，

得到了市、区领导和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特别是新安置

使用的干部大家都很服气。新机构设置、大批干部妥善安

置，人尽其才，保证了“两撤一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圆

满完成。对于有争议的干部的调整使用他非常慎重，“两撤

一建”期间燕山有一位干部信访件较多，他就亲自带队考

察，亲自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了解到这位干部确实存在不



少问题，在研究这位干部的使用时，他把调查结果及使用

意见如实向常委会进行了汇报，得到了常委们的肯定。在

组织部工作，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始终坚持组织

原则，从不封官许愿。 

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他也始终坚持原则，违反政策

的事坚决不准，一顶到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为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了“对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返乡务

农干部恢复待遇”的政策，组织部门负责政策的落实工作。

当时，有一位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又当过蒲怀瑛上级的老

领导，找到蒲怀瑛，要求给自己的爱人落实政策。蒲怀瑛

同志了解到老领导的爱人是自己主动辞职，不符合落实政

策的范围，就耐心细致地给老领导讲解政策规定，表示不

能办。老领导大发雷霆，闹得不欢而散。之后，这位老领

导又多次找，反复找，还请上级领导给蒲怀英打招呼。对

此，他一概顶住，不符合政策的坚决不批。事后，蒲怀瑛

对部里的干部说：“不要怕闹，不要怕得罪人，政策就是政

策，不能拿来做人情，更不能做交易，你们要始终牢记”。 

严于律己，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蒲怀瑛同志一生清廉，公是公，私是私，分的非常清楚，

公家的便宜一分不占，直到离休后都严守自己的底线。上

世纪七十年代干部下乡调研吃饭，按规定每人每餐要交 5

角钱、半斤粮票。对此，他严格遵守，有时乡村干部想，



领导好不容易下来一次，吃顿饭还要交费，有点不近人情

了，就坚决不收。僵持一会后，蒲怀瑛同志知道没办法，

就不再多说。回来后，他把自己和司机的饭费交给部里的

干部，让下乡顺路时把饭费交了。在吃饭标准上，他也严

格遵守规定，有时基层干部给多上几个菜，他马上阻拦。

他说：“一日三餐能吃饱就行了，不能浪费，农民种地面朝

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不容易。” 

当组织部长，在有些干部眼里就是掌管着自己的升迁大

权，因此，总会遇上跑官要官，请客送礼的情况。对此，

蒲怀瑛同志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请客送礼的不仅遭拒，还

会换来一顿狠批，跑官要官的，此路不通。久而久之，这

些干部就不在蒲怀瑛身上走捷径了。 

勇于创新，工作认真 

蒲怀瑛数十年如一日，始终认真负责地为党工作，无论

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在多个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抓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技术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帮助

他们解决两地分居，子女就业和住房困难，他既坚持政策，

又热情关心，真心帮他们解决问题，使他们感受到了党的

关怀。抓基层组织整顿，党员登记和清理“三种人”工作，

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党支部班子软弱

涣散的问题，特别是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他更是常抓不懈，

每年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他亲自讲课，传授经验，



提出要求。通过培训提升了党支部书记的理论水平和抓基

层党建的能力。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党建需求，他亲自在

交道乡抓了“党员联系户”活动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

又在全区推广实行。这个经验得到了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

的重视，市委组织部在全市基层推广了“党员联系户”的

经验。 

  蒲怀瑛同志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任组织

部长期间，下属写的文字材料，他就像老师给学生批改作

业一样，一字一句进行修改，就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不放

过。有的调查报告空、缺少实例。他就要求干部重新调查，

定性的观点必须有实例佐证支持，否则还得重来。材料修

改完成后，他会把写作人员叫到办公室，亲自讲解，传授

经验，哪段为什么要改逐条讲明，并通过修改前后对比，

一点点教下属提高公文写作能力。正是由于他严肃认真的

态度，带出了组织部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大家在

写材料时，都能字迹清晰，工工整整，一时拿不准的字或

标点，要反复查证准确后，再抄写上。有人说，细节决定

成败，从这些细节上我们也看到了蒲怀瑛同志严细认真的

作风。 

关心同志，注重干部培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组织部

门干部的学历普遍不高，上级经常组织一些学习培训，有



些干部怕参加学习培训耽误了手头的工作，不愿意参加。

蒲怀瑛同志就对干部们说：“学习是做好工作的基础，特别

是改革开放时期，形势变化大，党和国家的新政策、新理

论不断出台，你不参加学习培训，新理论、新政策就不了

解，个人素质和能力也不能提升，不仅自己工作起来吃力，

更有可能影响到政策的贯彻执行。现在离开岗位参加学习

培训，看着是影响了一些工作，但学习培训回来，能力提

高了，工作会事半功倍”。之后，他在机关内部对工作进行

调整后，就强迫干部参加培训。慢慢地，大家有深刻体会

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了，每年的学习培训都愉快地参加。 

蒲怀瑛同志对年轻干部在生活上热情帮助，他知道，

组织部人员少，任务重，自己要求又高，许多同志经常加

班加点，挑灯夜战，肯定会引起爱人们的不满，如果处理

不好，还可能影响夫妻感情。所以，逢年过节，他就抽空

家访，给干部家属拜年，问家里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并讲干部在单位的成长经历，为了工作可能耽误了家里的

事，请家属们原谅和支持干部安心干事业。 

蒲怀瑛同志，不仅是一位慈祥的老师、长者，还是一

位严厉的领导，年轻干部如果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他是绝

对不会放过的，有一位组织干部在干部提拔使用上，对于

研究结果跑风漏气、屡教不改，他坚持把他调出了组织部

门。政治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帮助，促进了干部的健康成



长，组织部一大批干部在他的培养教育下，走上领导岗位，

为房山发展做出了贡献。 

遵守孝道，传承美德 

许多人都知道蒲怀瑛同志是个孝子，他在家族中排行

老八，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15 岁参加革命工作，东奔西

走，平时很少有时间在老人身边尽孝。所以，老母亲的赡

养费他一人承担，休息日，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他都抽时间回到老家看望老母亲，不仅给买吃穿，问寒问

暖、陪老人唠家常，还经常给母亲洗洗脚、捶捶腿，尽尽

孝心。老母亲 90 多岁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胯骨骨折。

他非常着急，多方求医为母亲救治，恐怕老人有了三长两

短留下终生遗憾，直到老人彻底康复他才放下悬着的一颗

心。在赡养孝敬老人的同时，老家的一位弟弟也是他始终

放不下的心病，弟弟因病一直未婚，生活拮据，他时常帮

衬一二。老母亲去世，对蒲怀瑛同志打击很大，一段时间

情绪很不好。家里怕他出事，让我劝劝他。在与他聊天中，

我才了解到他心中的苦，他说：“小时候，父母非常疼爱我，

有一口吃的，都要留给我。我少年参加革命工作，东奔西

走，很少有时间回到老人身边尽孝，我总感觉对二老有亏

欠，母亲走了，我的心也空空的，再也没有了尽孝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哽咽了。对我说：“对生身父母都不孝顺的人，

不能跟他交朋友。连父母都不孝顺，能有真心跟你交朋友



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蒲怀瑛同志在事业上是一位令人

尊敬的党员干部，在生活上，又是一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传承者，血脉里还流淌着“忠、孝”的传统情节。 

 

刘文秀：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