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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县市长关注的问题
２００７年县市长最关注什么？９月，安徽省委

组织部、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县

域经济发展研讨班”，《决策》杂志面向参加研讨

活动的５５位县市长发放调查问卷。这是继２００６
年初开展“县市长最关注的话题”调查之后，《决

策》对县市长群体进行的又一次跟踪调查。

统计结果显示，建设用地紧张问题依然没

有缓解，“地根紧缩”以 ６５％的高关注度继续位
列榜首；２００７年，招商引资工作首次进入“最关
注的三大问题”，以 ６３％的关注度位居第二；
“解放思想”话题的关注度则由上年度调查中

的第二位降至今年第三位。

用地紧张：关注度６５％
用地紧张问题一直被称为江浙等沿海发

达地区“成长的烦恼”，如今也成为中部欠发达

地区经济发展中越不过去的“坎”。一些县市长

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当地已经出现了建设项目

等土地或因无土地留不住引资项目的现象。

年均３００亩左右的建设用地指标，对于很
多县域来说都是杯水车薪。据安徽省政协提交

的一份议案显示，在处于安徽县域经济第一方

阵的无为县，该县的高沟工业园区新上和扩建

项目的企业实际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若

开工建设，就是未批先建，属违反土地法的行为；

若不开工建设，则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同时，一

批急需征地投资的企业无法投资，园区发展受

到遏制。建设用地紧张问题，不仅仅在县域经济

强县表现得比较突出，一些投资增速比较快的

地区，也深深感到用地之困。２００６年度，安徽全
省县域经济投资增速超过 ５０％的县域就有 ２９
个，濉溪、枞阳、东至等 ６个县的增速超过了一
倍，这些县的建设用地饥渴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地根”问题之所以成为 ２００７年县市长
们最关注的话题，是源于 ２００６年一系列“土
地新政”的传导效应。去年以来，国家又出台

了一揽子土地调控措施：７月，国家土地总督
察及办公室成立，并向地方派驻九大土地管

理局，将土地审批利用全部纳入监管；７月底，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８月 １日，国土资源部制定的《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归法》和《协议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正式实施；９月 ５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

知》下发，标志着国家将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

度落到了实处。

对于主政一方经济发展的县市长们来说，

“地根”紧缩是个老话题，但是每一年触动“用

地之痛”这根敏感神经的原因却不尽相同。随

着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用地冲动下的“擦边

球”行为一直是地方和中央博弈的主要表现形

式。在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监察制度之前，“以

租代征”、“先建后批”一度使得沿海发达地区

获得了一定的腾挪空间，对于中部欠发达地区

来说，这种“擦边球”较之于前几年已经没有运

作的余地。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日，国土部开展土地
执法百日行动，是土地总督察办公室成立以后

第一次“亮剑”，此次剑锋恰恰直指地方政府的

“以租代征”行为，时隔一年，２００７年 ９月 １７
日，国土资源部再一次启动“百日行动”，“以租

代征”仍然是２００７年土地执法的重点。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县市长们之所以

将 “用地紧张”问题视为 ２００７年最关注的问
题，原因在于去年下半年以来，“以租代征”等

被基层视为“灵活”的做法会带来更大的政治

风险，与前些年相比，如今地方上已经难以突

破“政策红线”。

招商引资：关注度６３％
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

难点在哪里？接受问卷调查的县市长普遍认为

是投入不足。

郎溪县副县长许道静分析说：“解决县域建

设投入主要途径包括招商引资、银行贷款、上级

政府项目支持，县级财政投入以及民间资本投

入。在欠发达地区，财政投入和民间资本基本上

是空白，上级政府支持也寥寥无几，银行贷款更

是难上加难，解决投入问题只有招商引资这华

山一条路。”因此，在许多县市，招商引资工作成

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招商工作也以

６３％的关注度，成为此次调查中县市长们“在工
作中最关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之一。

谈起招商引资工作，很多县市长认为，传

统的招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２００７
年年初，安徽省阜南县向县直、乡镇和垂直管理

部门层层下达刚性指标“逼官招商”的做法经媒

体曝光后，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宣告运

动式招商走向了末路，这一新闻事件有力地促

进了地方政府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招商之变”

也成为２００７年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在回答“您如何看待新阶段招商引资的变

化”这一问题时，县市长们认为最大的变化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招商队伍专业化，改变了

以前人人动员、人人考核的传统方式；二是产

业链招商的良好效果开始凸现；三是有些地方

开始有意识地尝试中介招商，发挥商会作用进

行以商引商，这三大变化的关注度分别为

４５．７％、２４．４％、１２．７％。
繁昌县副县长张文宝认为，招商引资工作不

仅仅要创新招商方式，还要拓宽招商领域。在强

化工业主导产业招商的同时，大力推进招商引资

向一产、三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拓展，促

进三大产业招商联动发展。他说：“县域经济不是

县内经济，更不是封闭经济，而是开放型经济，要

以存量吸引增量，以市场吸引项目，要把外面的

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吸引进来。”

招商引资工作尽管是解决投入问题的“华

山一条路”，但是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

问题，全民创业也至关重要。许道静分析说：

“创业要投入，要资本，说到底需要一个宽松的

融资环境。但是这方面，县里解决不了、市里解

决不了，还要靠省一级拿出解决办法。如今，大

银行服务大企业、大城市的理念必须改变，不

仅要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银行属地服务也

要有硬措施制约。”

为加快县域开发区建设，缓解中小企业和

民营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等问题，安徽省财政去

年拿出１００多亿元资金，扶持县域开发区建设、
支持县域建立担保机构。这些资金在支持县域

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县市长

们指出，目前县一级除了城市信用联社之外，各

家商业银行与政府担保机构都没有联系，县域

经济如果让联社唱“独角戏”就无法发展，提高商

业银行对政府担保机构的认同度迫在眉睫。

“难上加难”，是受访县市长们对于融资问

题的基本判断，因此这一问题也以２４．６％的关注
度，位于２００７年县市长最关注话题的第四位。

解放思想：关注度６０．８％
本次问卷调查有两个问题涉及到 “解放思

想”，一是“您在工作中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二是 “安徽 １０多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全国百强
县”。解放思想以６０．８％的关注度位列最关注话

题第三位；而在回答后一个问题时，４８份有效问
卷中有３７份回答，安徽县域经济之所以没有一
个全国百强，就是因为思想观念不够解放。

安徽与发达地区相比观念不够解放，到底

体现在何处？县市长们在赴江苏江阴考察后感

触颇多。望江县副县长张怡分析说：“考察回来

后发现，发达地区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多

少新、奇、特的路子，他们做的也是欠发达地区

正在做的，例如优化环境、招商引资。关键是人

家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能够最大限度

地将国家宏观政策与省里的具体政策结合起

来，形成合力。”另一位副县长明确指出，前几

年发达地区毫不迟疑超常规推进园区建设，形

成星火燎原之势。而安徽在抢抓机遇方面总是

“慢半拍”，每逢政策调整，收得比人家快，卡得

比人家死，放得比人家慢。

对于解放思想话题，安徽各级官员感受

相同。安徽省政协主持的一份县域工业发展

调研报告认为，各地在贯彻政策时比较机

械，国家每次宏观调控，“刀刀都砍到”，一次

也没有幸免。如果再不能增强灵活性，不能

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县域经济的发展

步伐仍然不会太快，安徽和发达地区的差距

将进一步拉大。

“走出去、请进来”，县市长们都有过多次外

出考察的经历。在回答“您如何看待向发达省份

学习考察的效果”时，８９％的县市长认为“作用很
大，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学到了新方法”。但是也

有官员提醒，欠发达地区外出考察学习一定要走

出“看了心动、听着激动，回来不行动”的误区。

对于“百强热”也需要冷思考，一位副县长

在接受问卷调查时指出，即使安徽有一两个县

冲进全国百强，也不能代表安徽就实现了全面

小康，他认为对于安徽县域经济的“百强梦”无

需过度渲染。 据《决策》

“东方维纳斯”用脚书写靓丽人生
核心提示

她今年 ４４岁，在 ２岁时因车祸失去双臂，
接着先后进行了 ８次截肢手术，受尽了难以想
象的痛苦。可她没有向命运屈服，苦练用嘴和

脚写字、做家务，她的硬笔书法、毛笔书法让很

多人望尘莫及，被吸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在全国首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她获得两块

金牌，被评为优秀运动员。人们称她为“生活的

强者”、“神州女神”、“东方维纳斯”、“断臂天

使”、“自强典范”。

灾难突降 两岁失去双臂

幼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辈子最美好的时

光，可对安阳市女孩薛玉霜来说却是那样的残

酷；手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可薛玉

霜在两岁时就失去了双手。

薛玉霜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对

她十分疼爱，在她两岁多那年的一天下午，爸

爸带她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坐在小推车上的黑

白照片，可就是这张照片成为她惟一能看到自

己长着双手的样子，成为她美好的回忆。过去

姊妹多，养孩子像放羊一样，小孩子也没人管。

因为她家住在铁路边，拍完照片的第二天早

晨，薛玉霜在邻居姐姐的带领下爬上铁路玩

耍，突然一辆火车飞驰而来，她被吓得摔倒在

铁路旁，一双小手紧紧地抓住铁轨，刹那间，扒

在铁轨上的一双小手被轧掉，血肉模糊，她疼

得昏了过去。

父母抱起她就往医院跑，经过抢救，保住

了生命，但双手从此离开了她。有人劝她妈妈

将她扔掉，妈妈说什么也舍不得，她毕竟是自

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可命运之神并没停止对她无情地捉弄，伤

口一直溃烂不能愈合。在随后的 ６年中，不得
不进行 ８次截肢手术，直到完全愈合时，右胳
膊截到了肩膀，左胳膊截肢到肘部。

人失去了手就像鸟失去了翅膀。随着年龄

一天天长大，薛玉霜懂事了，看到小朋友玩耍

踢毽子、跳绳她特别羡慕，只能待在一旁哭泣。

有小朋友好奇地问她：“我们都有手，你为什么

没有啊？”她回答：“我的手到姥姥家去了。”说

完就跑回家扑倒在妈妈怀里问：“妈妈，别人都

有两只手，为什么我一只也没有？我也要手，我

也要手……”妈妈无言以对，只有把她紧紧地

抱在怀里伤心的哭泣。

一次次要手没有结果，薛玉霜明白了再要

也无济于事。于是，年幼的她开始有意识地用

双脚和嘴代替手的动作，用嘴咬住碗挪到残臂

上吃饭，最终加入到小朋友的游戏当中。

真是祸不单行，在她 ７岁时，最疼爱她的
爸爸中煤毒去世。抚养姊妹６个的担子落在了
她妈妈身上。看到妈妈上班、忙家务的辛苦，薛

玉霜背着妈妈练习干家务，她用一小段残臂练

习收拾房间，用脚指头夹住扫帚练习扫地，练

习提水，用脚洗衣服。当妈妈发现她冬天洗衣

服脚冻裂时，热泪盈眶地把她搂在怀里说：“妈

妈就是累死，也不忍心看着你这样干活啊！”

渴望学习 母亲下跪求师

一般情况下，六七岁就应该上学了，可薛

玉霜 ９岁还没有入学，原因就是她没有双手。
她望着妹妹和小伙伴们背着书本去上学，她不

止一次地哭着祈求妈妈让她去上学。妈妈温柔

的安慰说：“孩子，你没手咋写字啊，咱不上学，

妈妈养活你……”

妈妈的安慰并没有消除她对上学的渴望，

她三番五次的要求，妈妈不得不带着她去附近

找学校。当学校负责人看到她没有双手，都拒

绝了。可她还是不依不饶，妈妈再次带她到附

近的学校求情，学校校长说：“不是我们不要

她，她没有手，不能写字，怎么上学？”

妈妈不忍心看到女儿哀求的眼神，满含热

泪跪倒在校长和老师面前。他们被这母爱打动

了，勉强答应留下她和妹妹坐在一起，但只能

作为旁听生，这薛玉霜已经十分满足了，她破

涕为笑，高高兴兴回家准备书包。

虽然她学会做家务活，可她从来没有锻炼

写字，当同学们做作业时，她只能傻坐着。此

时，她心里特别难受，爬在课桌上流泪：好不容

易让上学了，不会写字，这可咋办呀？

自强自立 苦练嘴脚写字

一天上课，她看到同桌的妹妹牙咬着笔杆

思考问题，这大大启发了她：我用牙咬住笔杆

兴许能写字。

放学回家，她先用牙咬筷子蘸稀饭练习，可

咬的时候长了就恶心，

但她依然坚持练习。当

真正在本子上写字时，

口水顺着铅笔流在本子

上，根本就写不成字。同

时，头和上身都随铅笔

晃动，不一会儿就头晕

恶心，一不留神铅笔就

会戳破喉咙，满嘴是血，

别人用 １０分钟就写完
的字，她需要半小时，她

不得不锻炼提高速度。

仅仅会写字不行，

上初中还要使用圆轨、

三角板做作业。她至今

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使用

圆轨的情况：老师布置

的作业题除了让写出题

的步骤，还让用圆轨画

图。老师只让她写出步

骤，不必画图。但她想，

同学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要做到。她想了想，

就用舌头指挥圆轨，经过多次练习，圆轨把舌

头磨出了血，可作业也完成了。老师看到她的

作业，被感动得流出了泪花。老师哽咽着对全

班学生说：“同学们，这次作业做得最好的是薛

玉霜同学，大家课后看看她用舌头画的图形

吧！她能做得那么好，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

做作业呢？”此后，有了薛玉霜这个榜样，班里

学习成绩直线上升。薛玉霜也年年被评为“三

好学生”。

小姑娘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在安阳市不胫

而走，各个学校纷纷请她去演讲，从小学三年

级她 １１岁开始，她就在老师的带领下不断地
奔走在安阳市各个学校。

歧视嘲笑 使她更加好强

为什么很多残疾人的性格都十分要强？薛

玉霜的经历给出了答案，因为自己残疾，心理

本来就有障碍，如果正常人歧视或嘲笑他们，

他们就不得不使自己更加好强，不然就没有活

下去的勇气。

刚开始上学时，薛玉霜总害怕别人看到自

己没有胳膊，走路沿墙根低头急速走，以至于

一次撞上电线杆，碰得头晕眼花。学校的厕所

也不敢去，跑到校外一个楼上的厕所解手，尽

管如此，还是逃避不了异样的目光。在厕所里，

两个陌生小女孩好奇地看她穿裤子，这目光像

利剑刺痛了她的心。她急急忙忙跑出厕所，但

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头和脸多处受伤。从此一

直到高中毕业，她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就是为

了在外面不上厕所。

一次课间操时，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同学们都跑回教室。她在跑时滑倒嘴啃地，她

费了很大劲刚从地上爬起来，又被一个看热闹

的小孩推入泥中，那小孩笑着看她怎么爬起

来。她满含热泪艰难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回

到教室。坐在教室里，她一边诅咒那小孩子，一

边吞咽自己没有手的痛苦。

她多么渴望自己也有一双手呀！手成了她

最崇拜的东西。她不停地画手，大手、小手、胖

手、瘦手、美手……一幅一幅地画，一摞一摞地

画，可每一幅都不属于自己，只是一个梦想。于

是，她将这些“手”付之一炬，望着燃烧的火苗，

她流出了热泪。

１９８４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在回家路上，
突然下起了大雨，两个打伞的年轻人与她擦肩

而过时，鄙视地看她一眼说：“要是像她这样，

下雨也不能打伞，还不如死了呢。”这强烈地刺

激了她，回家后，她吃了很多安眠药，因为母亲

发现及时，抢救了她。重获生命的她，思虑再

三，决心向吴运铎和保尔学习，坚强地活下去，

为了关心过她的人，为了疼爱她的母亲。

渐渐长大的她，更加体会到妈妈的辛苦，

她要分担妈妈的担子。她背着妈妈用脚趾练习

穿针引线，缝衣做被缀扣子。脚毕竟不是手，练

习中一次次将针扎入肉里，每次练习下来，鲜

血直流，瘸着走路。妈妈发现后，泪流满面地

说：“霜，我的好闺女，你就别再折磨自己了，家

务活有我和你姐姐呢。”

她坚强地回答：“妈妈，我不能一辈子靠别

人伺候，靠别人养活啊！我虽然是残疾，但我不

想当残疾，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呀！”

毅力惊人 获得全国大奖

１９８２年薛玉霜高中毕业后，渴望参加工
作，自己养活自己。不久，安阳市有关部门安排

她到办事处担任文书工作。

上班的第一天，办事处书记让她当场表演写

字，看后决定让她当秘书。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无

论是写通知、开票据、抄写文件，她都把字写得工

工整整、漂漂亮亮，让别人知道她不比健全人差。

因为工作出色，她“无臂文书”的美名很快传开。

春节到了，听说她字写得很好的邻居们拿

着红纸让她写春联，从来没写过毛笔字的她被

难为住了。但她想：“邻居们找我，是对我的信

任，是看得起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于是，她

临阵磨枪，找来旧报纸用嘴夹住毛笔、用脚趾

夹住毛笔打草稿，对每个字进行认真琢磨、修

改后，再正式写在红纸上，给邻居交了差。

春节后，她买来字帖临摹，冷了就在家跑几

圈。有时候，发现写字的纸挪不动，仔细一看是压

纸的残肢冻得裂口出了血，把纸粘住了。因为头

的不停晃动，练习使她经常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把她妈妈吓得手足无措。就这样，她一发不可收，

写春联让她爱上书法，写春联架起了她走向书法

艺术的桥梁，她的书法让健全人望尘莫及！

１９８４年６月，为了参加河南省和全国伤残
人运动会，她经过酷暑天 １００多天的苦练，报
了 １５００米长跑和跳远两个项目。不但在河南
省伤残人运动会上取得了好成绩，而且在 １０
月的全国伤残人运动会上获得了两个金牌。

成绩辉煌 社会好评如潮

这些年来，薛玉霜一直痴迷在书法的海洋

里，她先后在北京故宫、深圳、广州举办了个人

书法展览。１９８６年被吸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当年获得中央农工

党青年书法大赛一等

奖；１９８８年，她３幅书法
作品被吉首大学收藏；

１９８９年被吸收为北京东
方书画研究社社员，同

时被吸收为河南省硬笔

书法学会会员；１９９０年
获得全国青年书法大赛

二等奖。要知道，她参加

的这些大赛都是和健全

人比高低的。

大书法家欧阳中石

看了她的作品后说：“你

的行草肯定有 １０年的
功底！不然你写不了这

么洒脱。”她回答只有两

个月的练习。欧阳中石

又说：“要么你爸爸是书

法家，要么你妈妈是书法家，不然你不会写得

这样好！”她诙谐地说：“我们一家人只有我的

学历高。”欧阳中石十分吃惊。

了解到薛玉霜的事迹后，中国的“保尔”吴

运铎给她题词道：“生活的强者。”她被文人墨

客誉为：“神州女神”、“东方维纳斯”、“断臂天

使”、“自强典范”。一位书法家给她题写藏头诗

道：“薛女身残志更坚，玉枝花香满人间，霜雪

虽寒梅花喜，心为人民是我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平民诗人王学忠专门

为她写诗道：“那瞬间的一摊血／确实是晴空里
的一声雷／一生流不尽的泪／是啊，一朵鲜丽的
花朵／来绽放，便枯萎／唉，不幸的命运／夺走了
你的双臂／却未能阻止／你血管里殷红的奔涌
的春水／四十三个春秋／数不尽的含泪流泪抹
泪／不！你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刚毅、坚韧／善
良、智慧／用你没有手臂的人生／书写了一条自
强不息的路／幸福和美……”

慈悲善心 资助４８名孤儿
薛玉霜感觉自己的名字有冷冰冰的意思，

曾经使用了薛玉双，可这个名字在安阳地方话

音里有又“缺一双”谐音，于是，她又使用原来

的名字。

其实，她的心并不冷淡，在她多年只有 ３００
元的收入的情况下，她省吃俭用资助了 ４８名
上不起学的孤儿，让他们重返校园。她说：“求

学是人生路上的第一步，错过第一步，以后的

人生将充满困难，我不求什么，当孩子们入学

后，无限深情地喊我一声薛妈妈时，当他们拿

着成绩单向我报喜时，我就非常满足！”

有人对她自己收入那么低还去资助别人

很不理解，她说：“孩子们渴望上学的心情我深

有感受，所以，我哪怕少吃一口饭，也要让这些

孩子们去上学。”

２００５年，她被共青团河南省委授予“希望
工程爱心人士”，２００６年，省希望工程领导小组
授予“希望工程支持者”和“河南省希望工程贡

献奖”等荣誉称号。

１９９６年以来，她还四处奔波解决了几
十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她最大的理想是

有朝一日能从事残疾人工作，专心致志为

残疾人服务。

她现在很想到安阳市残联工作，她说：“我

作为一名残疾人，深知残疾人生活和就业的艰

辛，很想尽自己所能，全心全意为残疾人做一

些事情，为残疾人奉献自己的余生！”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薛玉霜在写字

薛玉霜写的字

薛玉霜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