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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深圳蛇口微波山下立着的这句著名口
号，让人想起改革先锋袁庚。

袁庚，1917 年 4 月 23 日出生，广
东宝安人。1938 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9 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
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江两岸
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曾任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
员、联络处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1949年后，
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

1978年，袁庚担任招商局常务副
董事长，随后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
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打造“中
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

“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
僻壤，淡水只有两口井，经济发展硬件、
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招商局集团有
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回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牢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
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勇于担当的作为，炸响改革开放
的“开山炮”。

1979 年 8 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
程蛇口港开工。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
锅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
干劲大增，工程进度迅速推进。工资
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做法，渐渐
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普遍采用的重要激
励机制。

正是在袁庚的大力推动下，蛇口
在短短数年间启动了从打破“大锅饭”
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
人才招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4 年，国庆 35 周年庆典活动
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标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亮相天安
门广场。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表示，
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

什么”，当听到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之后，有了创业的
激情。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回忆，如
果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
国首推的改革举措，当年的深圳断然
不会产生招行、平安、华为、万科等一
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
企业。

在梁宪看来，这些企业之所以成
功，“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
现代企业制度。”

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揭开深
圳经济特区建设序幕。

40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
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
大都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 1980
年的 2.7亿元增至 2020年的 2.77万亿
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在盘点了全球超过 4000 个经济
特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用“若干成
功典范中最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

晚年的袁庚，常常请司机带着他
在蛇口港区、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沿
路看下去，带着欣喜和满足。

2016 年 1 月 31 日，袁庚因病逝
世，享年99岁。2018年，袁庚荣获“改
革先锋”称号；2019 年，荣获“最美奋
斗者”荣誉称号。

新华社深圳6月5日电

袁 庚 ：改 革 精 神 照 后 人

正在浙江巡演的婺剧现代戏《义
乌高华》受到观众热捧。剧中主人公
的原型谢高华曾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义
乌县委书记，他坚持群众需求就是第
一导向，冒着丢官的风险，打破条条框
框，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绿灯”，
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
场。他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谢高华，1931 年出生，浙江衢州
人。1982 年 5 月至 1984 年 12 月期间
任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
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
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

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
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

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仍把这些
路边摊市场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
义道路”进行打击。

1982 年 6 月的一天，在县城摆摊
经常被有关部门“围堵”的农妇冯爱
倩，在县机关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责
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地摊。当
时，谢高华到任义乌才一个多月，冯爱
倩的话让他深受触动。

谢高华开始对义乌群众摆地摊等
经商情况进行调研，又带队到温州考
察，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
的精神原则，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
摊市场松绑。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为市场松
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不少干部
怕担责任，顾虑重重。对此，谢高华在
一次县机关大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
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82 年 9 月 5 日，义乌县委作出
决定，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商品市
场。一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
摊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

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又
发出“四个允许”通告：允许农民经商，
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
渠道竞争，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

1984年，谢高华结合义乌实际首
创“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带领全县干部勇敢坚持、积极作为、精
心培育，从而催生了这一全球最大的
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
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谢高华曾坦言：“当时，只想着对

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框，我
们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他开创的良好营商环境，是义乌
成功的一大秘诀。”谢高华曾经的同
事、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守
春说，谢高华眼里只有工作，工作特点
就是吃透上头精神实质，潜心研究当
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干出
地方特色。“他用白天80%以上的时间
跑基层，用每晚近 5 个小时的时间在
办公室吸收消化各种信息，笔记本上
都是五颜六色的备注。”

“谢高华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作为开创义乌市场的功臣，他在义乌
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也未
持有任何义乌企业的股票。”杨守春回
忆说。

《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一书的作
者之一何建农说，“要致富，到义乌”成
了当时各地供销人员的口头禅。谢高
华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激励着
后来义乌历届班子接力探索、赓续奋
斗，成就了今天的义乌市场。

1995年，谢高华在衢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富裕起来的
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他，从 1995 年
起，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众
多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
出口处，举着横幅、手摇拨浪鼓欢迎谢
书记“回家”，以此表达感激之情。

“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生于斯
长于斯情系金衢”。2019 年 10 月 23
日，谢高华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
世，享年 88 岁。灵堂现场，这副挽联
概括了谢高华的一生。

新华社杭州6月5日电

谢 高 华 ：顺 民 意 开 放 义 乌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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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像。袁庚荣获“改革先锋”
“最美奋斗者”称号。 新华社发 谢高华像。谢高华荣获“改革先

锋”“最美奋斗者”称号。 新华社发

原晋中地区乡镇局正处
级调研员马余龙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6 月 6 日 逝 世 ，享 年

93 岁。
马余龙同志1946年2月参

加工作，1947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中共晋中市委老干部局
2021年6月7日

马余龙同志逝世

2021年，全国妇联将开展第七次全国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最美家庭表彰工作。按
照全国妇联办公厅《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办法》（妇厅字〔2021〕19 号）、

《全国妇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最美家庭寻找
推荐工作的通知》（妇厅字〔2021〕22号）和山西省妇女
联合会办公室《关于推荐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
集体候选单位、先进个人候选人的通知》（晋妇办

〔2021〕15号）、《关于做好2021年全国最美家庭寻找推
荐工作的通知》（晋妇办〔2021〕9号）文件精神，经层层
推荐、综合评审，现将拟推荐全国表彰的先进名单公
示如下：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2个）

晋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太谷区人民法院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2名）

榆次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魏荣华
寿阳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苏 静

全国最美家庭（2户）

灵石县翠峰街104号 马秋梅家庭
寿阳县锦都佳苑 朱爱君家庭

公示时间：2021年6月7日至2021年6月11日（五
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晋中市妇联
反映公示对象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及践行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
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来信地址：晋中市榆次区顺城街 85 号市政府南
区二号楼市妇联335室

邮编：030600
联系电话：0354—2636216
电子邮箱：Jzfl321@163.com

晋中市妇联拟推荐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及最美家庭的公示

今年，《平凡的世界》马来文版首
次出版发行。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品出版30余年，加印超过200次，销量
超过2000万册，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
出版。它深刻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为外国读者开启一扇了解中国城乡社
会的窗户。

在延安大学文汇山，有一座小小
的墓园。《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就
安葬于此。在他塑像身后的墙上，“像
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几个大
字熠熠生辉。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 年出生
于陕北清涧县一户贫苦农家。父母供
不起他上学，便把年幼的他过继给延
川县的伯父为子。

那时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贫穷
与饥饿是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读高
小时，大伯家能给路遥最好的粮食就
是菜糠团子。上初中时，乡亲们从救
命的粮食里分出一升半碗，让他带去
学校吃……

贫苦生活锤炼了路遥的精神品
格。他曾写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

土地一样贫瘠的
父老乡亲们，已
经交给了我负重
的耐力和殉难的
品格——因而我
又觉得自己在精
神上是富有的。”

陕北这片土
地以及土地上的
人民也成为他一
生书写的主题。

1973年路遥
进入延安大学中
文系学习。他全
身心投入文学的
海洋，与他的“文
学教父”柳青“相

遇”。此后，一直如柳青一样在现实主
义文学创作中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
潮滚滚而来。写作者们在魔幻现实主
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创作中奋勇探
索。凭借小说《人生》声名大振的路
遥，却在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1975年
至 1985 年间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性
小说。

“一般作者创作长篇，大体想明白
故事框架后，就可能鸣锣开张了。但
路遥却非常谨慎，他扎实而认真地做
了近三年的准备工作。”陕西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路遥传》作者梁向阳说。

路遥先给自己列了近百部中外长
篇小说的书目，并认真读完其中的十
之八九。为了准确把握历史进程，他
翻阅了1975年到1985年间的《人民日
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
和《榆林报》合订本，手指磨得生疼就
用手掌继续翻。

1985年秋，路遥来到铜川矿务局
陈家山煤矿，开始了第一部分创作。

在 1986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完成时，路遥自信满满的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在各种文学创作思潮冲击下，
被认为“过于陈旧”。

“面对接连的退稿通知，路遥依然
清醒而坚定。”梁向阳说，他认为，生活
和题材决定了创作手法，用其他手法
写《平凡的世界》是不负责任的，“这部
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
给广大读者看的”。

好在，书中那群经历苦难的人
们积极向上的精神打动了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文艺之声编辑叶咏梅。在她的
努力下，《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
翅膀飞到全国亿万听众的耳畔，引
发巨大的反响。据统计，当年的直
接听众达三亿之多，读者来信达两
千多封。

1991 年 3 月，《平凡的世界》获第
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在致辞中说：

“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
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
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
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6 年高强度的创作，诞生这部百
万余字的文学巨作，拖垮了路遥的身
体。1992 年 11 月 17 日，路遥在西安
因病逝世。1995 年 11 月 17 日，他逝
世三周年后，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
大学文汇山上。

斗转星移，人们对《平凡的世界》
的喜爱、对路遥的敬意历久弥新。根
据《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广播剧、话剧、
电视剧成为现象级作品，讲述路遥一
生的书籍、话剧、纪录片、秦腔剧也广
受欢迎。

“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展现出
年轻人的拼搏奋进和勇于担当，这是
渴望登上时代舞台的奋斗者共同的心
声。因此它能跨越时空，给予人们精
神力量。”评论家肖云儒说。

新华社西安6月6日电

路遥：用文学给予奋斗者精神力量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路遥荣获“改革先锋”“最美
奋斗者”称号。 新华社发

领奖台上的许海峰。许海峰荣获
“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新华社发

举枪，瞄准，击发……
在 1984年夏天的洛杉矶，中国射

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奥运赛场上射落金
牌，至此，中国体育史竖起了一座重要
里程碑。已经走过近百年历程的现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迎来了中国人
登上冠军领奖台的时刻。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
在颁奖时对许海峰说：“今天是中国体
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
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

岁月如梭，这段珍贵的历史，被一
代代体育人反复传颂。

如今已经退休的许海峰，对近 40
年前的那次奥运会依然记忆犹新。他
当时以为，奥运冠军与其他世界比赛
的冠军区别并不大。那是他第三次出

国比赛，前两次的亚洲锦标赛和奥运
会测试赛，他都拿了冠军。“国旗也升
过了，国歌也奏过了，所以这种感觉也
比较熟悉。”

许海峰回忆，自己当时就是一头
“初生牛犊”“没见过老虎的厉害”，那
场比赛他是最后一个完赛的运动员，
当裁判告知他去领奖时，他才知道自
己拿了冠军。

“虽然我知道射击是第一天而且
是上午打的，是我们项目的第一块金
牌，但我并不知道它是我们整个国家
的第一块奥运金牌。”他说。

赛后，他逐渐感觉到这块金牌没
那么简单。洛杉矶华侨的轮番庆祝，
归国后的热烈欢迎，都让他受宠若
惊。他听媒体朋友说，刊载他夺冠消
息的报纸都卖空了，他顿时感觉“头皮
都麻了”。

这枚奥运金牌来之不易。当年，
国内的训练条件比较艰苦，许海峰接
受专业的射击训练时间也不长。对于
那段岁月，他说：“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改
革开放初期，比较穷，我来自安徽，那就
更穷了，当时整个省队只有两支进口
枪，谁去比赛谁才能用，子弹也是，进口
的子弹比较稀缺，每个人都有定量。”

省队的训练场冬天没有暖气，射
击项目又必须长时间把手露在外面，
因此许海峰得了冻疮。后来，他入选
国家队，带上粮票、伙食费和自己用的
枪，来到北京。北京虽然更冷，但训练
条件有所改善，冬天，训练场会有一个
很大的火炉保证场地温度，他才不再
受冻疮折磨。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许海峰，在训
练和比赛之余喜欢去逛超市，“那个时

候兜里就揣了30美元，也买不了什么东
西，看到发达国家的市场好，超市里面
东西多，路上车多。”许海峰回忆道。

成为奥运明星后，许海峰承受了
更大的压力，他在拿金牌后能不能继
续保持状态，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洛杉矶奥运会回来之后的全国
锦标赛是他射击生涯中压力最大的一
场比赛。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就重新投
入训练，踏踏实实练了几个月，最后比
奥运会成绩还多出两环。在那以后，许
海峰在射击圈里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

奥运会之后，许海峰又当了十年
运动员。退役后，他作为教练也屡有
亮眼成绩：1996年奥运冠军李对红和
2000 年奥运冠军陶璐娜都是他的弟
子，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作为射
击队总教练，率队一举拼下4枚金牌。

作为一名运动员，许海峰直言自
己是幸运的。“当运动员真好，国家给
你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你只需要打
出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国家还给你
荣誉和奖励，所以我一直对自己说必
须努力。”他说。

许海峰说，新一辈运动员最需要
传承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争光的精
神，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有用的，因为竞
技体育需要挑战极限，如果没有一股
精神支撑，很容易坚持不下去。现在
训练条件和科学训练的水平都比过去
好得多，所以现在的运动员要是再有
过去运动员身上的那股精神的话，出
成绩应该会很快。”

退休后的许海峰依然忙碌，他说，
他会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体
育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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