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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
的材料，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中共
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敢想敢干的产物；也是习仲
勋带领“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
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
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
（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
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
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
作。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
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
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
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
邓小平同志汇报。

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
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5600万人民的
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
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
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担任中
南组召集人。

4月 5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
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
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
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

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
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
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
道路”。

4月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
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
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
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说：“不仅
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
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
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
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4月8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
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
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
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
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
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
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
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
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

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
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
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
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
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
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
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
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
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账
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
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
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
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
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
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
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
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
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
地区、省和全国的因地制宜能够衔
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
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
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
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
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
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

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
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
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
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还是怕讲缺
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些形式
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

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
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勋还特别提出权力过于集
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
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
权力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

“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他
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
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
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
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
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
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
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
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
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
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
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
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
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
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
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
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
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
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
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
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
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
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
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
家也有利。”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
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
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
勋讲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
家’”的话，真是石破天惊，反映了广
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急迫而
强烈的愿望。

习仲勋的发言内容实在，分量
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
高度重视。

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
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汇报各
组讨论情况，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
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首先汇报了
广东的情况，谈到体制机构、环境污
染、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旅游
事业等问题，并汇报了“去年已与香
港接洽151项，签约1亿500万美元，
今年一季度4000多万美元”的情况。

他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
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
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
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
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
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
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
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
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

“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
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
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又一
次讲道：“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
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中央领导同
志很重视”他的提议。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
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
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
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
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
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
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
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

“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
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
收入搞到 1000至 2000元，起
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27

连连 载载

名人轶事

林则徐与水利建设

夏 吟

林则徐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
名的爱国英雄，同时还是一位颇多
建树的水利专家。

清道光五年（1825 年）夏天，河
南高家偃地段黄河决口，当时林则
徐 正 在 老 家 福 州 丁 母 忧（为 母 守
孝。按规定朝廷没有大事，这期间
不能随便召请）。清廷为尽快把决
口堵住，破例将林则徐急忙召回，驰
赴河南督修堵口工程，数月工竣，林
又回籍继续丁忧。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林则徐从广州抗英前线
被撤职，五月遣戌新疆伊犁。七月，
河南开封黄河决口。道光帝不得已
又把遣戌途中的林则徐召赴河南襄
办 河 工 ，第 二 年 工 竣 后 仍 充 军 伊
犁。可见，当时林则徐已是颇负盛
名的治水专家了。

林则徐从道光二年任江南淮海
道员时，就兼管水利。道光五年，负
责督修黄河决口。道光十一年（1831
年）担任河东河道总督，专管河南、山
东一带黄河、运河事宜。此间，他认
真负责，成绩卓著，多次受道光帝表
扬，说他是难得的人才，“知人难，得
人尤难……朕有厚望焉”。道光帝夸
奖林则徐说，“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
未有如此认真者。”

在林则徐担任几十年的地方官
吏期间，经他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
计有江苏的浏河、白茆河、七埔河、
宝山海塘、徒阳运河、桃源、江都等
处的河道闸坝；还有福州的小西湖；
两湖江汉堤防等。1839 年在他主倡
禁烟的紧张形势下，他还上书建议
开发北京地区的水利事业，写了《畿
辅水利议》。在发配新疆的日子里，
他也是致力于开发水利，垦田万亩，
使“新疆水利大兴”。他还大力推广
结构巧妙的特殊灌溉系统“坎儿井”
（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
代三大工程）。使之由原来的 30 多
条发展到 1000 多条，长达 3000 多公
里。大大提高了新疆地区的灌溉水
平和效益。

他明确提出“水利是农田之本”
的思想，他说：“赋出于田，田资于
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
又说：“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
一分利赖。”他很重视总结治水经
验，在治黄上提出“除弊节帑，工固
澜安”的主张。他身体力行总结在
治黄工程上的抛石、打坝、镶埽等多
种抗洪技术措施，制定出一整套关
于治水工程的管理、验收规章制度，
亲自起草工程养护管理告示，把已
建工程列入国家的法令保护，违者
予以重惩。这些主张至今仍有借鉴
意义。

知味

荷包肉
于文浩

荷包肉是客家名菜，又名荷
包胙或米沫肉，是客家人待客的
席间主菜之一，散席客人回家之
时，主人总要让他们捎上一些菜
肴回家，谓之“回篮菜”。而荷包
肉是作回篮菜的最佳选择，一是
因它可久留，即使客人山路迢
迢，归途遥遥，即使是天气炎热，
两天之内荷包肉也不会变味；二
是因它比起其他菜肴来，更显得
贵 重 ，又 浑 然 一 体 ，不 拖 泥 带
水。作回篮菜的荷包肉，事先须
将荷叶晾干备用，用前又要用水
泡软，以防荷叶易破损。

荷包肉的制作是非常讲究
的，主料取自农家饲养的土猪，
选中三层肥四层瘦的五花肉，将
红的糯米、白的粳米、莲子、花生
仁、大豆磨成粗粉，酱油、糖、精
盐、甜酒、胡椒粉、花生油、味精
和肉汤等作香料。用荷叶垫笼
底，大块肉蘸上香料，加上米粉
放在叶上蒸。先是大火猛蒸，又
用荷叶一叶包一块肉，连同米
粉，重新回笼再蒸，此时用文火，
久蒸之后，肉块入口即化，并带
有荷叶的清香、猪肉的浓香、糯
米的幽香，还有几味佐料的烈

香，吃之油而不腻，香盈唇舌之
间，久久而不消散。

相 传 清 朝 乾 隆 年 间 ，江 西
大余出了个状元戴衢亨，他不
仅博学多才，还宽厚待人。有
一天，他宴请邻里老人，吃完饭
后，又送每人一件礼物。这件
礼物就是用荷叶包着切好的猪
肉，因为是状元赠送的东西，老
人们不好分拆开，就将肉连同
荷叶放进木甑蒸熟。打开木甑
盖，荷叶的清香和肉香便阵阵
飘来，夹起蒸烂的猪肉一吃，味
道极佳。因此，人们便称它为

“状元菜”。此后，这道菜逐渐
在 当 时 称 为 南 安 府 所 属 的 南
康、大余、上犹、崇义四个县流
传开来。而且，据说，在宴席上
开启荷包肉也是有讲究的，一
般要由酒席上的一位年长者和
一位年轻人两人配合，才能打
开，俗称“开苞”。

荷叶，客家人认为，荷谐音
合、和，合欢花、合家欢，和美、和
谐、祥和，因此他们用荷叶做包
装制作菜肴来待客，来送亲友，
这荷包肉确实凝结了客家人的
深情厚谊。

新书架

《还能在一起多久》
张 宁

本书由唐七公子、浅白色、王臣
领衔撰写，青衫落拓、自由极光、云
狐不喜等畅销书作者共同执笔。九
名作者，九个温馨的共处与任性的
离别，九篇写给亲人的最深沉的爱
与愧疚：无论还能在一起多久，现
在，请允许我们说一声，谢谢，对不
起……

这是一本由同龄人撰写，写给
同龄人的亲情故事，泪点与笑点并
存，温馨与离别碰撞，直抵人内心深
处。

文字表述了对亲人的最深沉的
爱与愧疚：在我们印象中，亲人仿佛
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们身边，他们
仿佛永远会坚守在自己身后。但等
我们长大成人后，真正能和亲人在
一起的时间到底还有多久？

郑州地理

地铁1号线站名的来历

王瑞明 郭增磊

农业南路站
农业南路位于郑东新区以东，北起熊

儿河，南到安平路，全长 4500 米，宽 60 米。
是农业东路往南的延伸。

历史上的农业路一带，从东到西除了
农田外，其余多为沙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
荒凉之地。1953 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
始，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开始了对省直机
关所在地“行政区”的大规模建设，最早修
建的农业路是东起郑花路（今花园路），西
至南阳路，全长 3570 米，宽只有 9 米的一
段，因位于城区北部农村，河南地处中原是
个农业大省，城市规划中要在此建一批与
农业有关的科研机构、高等农业院校等。
1956 年经国家建委批准正式命名为农业
路。

随着郑州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
2005 年 10 月，为配合郑东新区突飞猛进的
建设，农业路向东，又向南延伸段命名叫农
业南路。是地铁 1号线的一个停靠站。

农业南路站，站内的装修文化主题墙
为民俗文化图饰。

黄河南路站
黄河南路位于郑东新区以东，北起熊

儿河，南到安平路，全长 3500 米，宽 60 米。
是黄河东路往南的延伸。

黄河路最初叫纬六路。省会从开封迁
郑时，按照城市规划，选址在东北部沙荒地
上，庄稼地里开始建设行政区，于是这一区
域诞生了很多大小小的道路，黄河路就是
其中之一。1955 年，根据市建委上报的郑
州市规范总图，郑州北临河南最大的河流
——黄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黄河哺
育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创造了
灿烂的古代文化。黄河又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古往今来，郑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
与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治理黄
河的最高管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就
设在郑州办公。为突出这一特点，显示时
代风貌，故将位于黄河南岸的纬六路调整
更名为黄河路，并由国家建委 1956 年正式
批准命名为黄河路。

随着郑州城市框架的拉大，郑东新区
迅速崛起，黄河路自 2002 年 7 月向东延伸
到郑东新区，名叫黄河东路。现今，又向南
延伸叫黄河南路。是地铁 1 号线的一个停
靠站。

黄河南路站，站内的装修文化主题墙
为窑变奇景图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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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长天（国画） 冷 爽

晋商遗韵（国画） 王志英

散文

停一会儿，让心跟上来
付秀宏

一
时光的手工是极出色的，

单单人生姿态就有很多种。树
啊草啊更不用说了，树有年轮，
草叶也有青葱与枯黄。一般很
少有人感叹时间，只懂得消费
时光。但我还是坚持说时间是
一个魔术师，每个人都是它的
道具，舍不得自己当道具，也要
舍得，时间从来不管你的穷富
或者地位高低。我边吃边自嘲
地说，我是从乡下滚爬出来的，
命贱。

当 一 轮 又 一 轮 的 光 阴 开
始，我回头一看，时间飞快。我
想，能不能暂停脚步，停一停，
看看人生，看看风景呢？时间
像细针，我们像被拖曳的线，几
弯几转。有时，生命旺盛地生
长，我们不觉；等到闲下来时，
清梦才在苏醒中。好在前方的
生活对着我笑，我也望着前方
笑，时光的小溪里翻动着美妙
的小碎波。

我柔软的心，是在那一刻
变得丰富而又有内涵的吧。人
生还有这样的片刻顿悟，还有
这样的心灵悸动，这该是一种
美好的休憩吧！

有位名人说过，生命是用
来挥霍的；但我也要说，时光也
是来悄悄领受的。如果……如
果，就在此时，让你停下手中的
活儿，从办公桌走到窗户旁，伏
在阳台上往下看。你有闲情和
耐心吗？

花儿要停下来欣赏，同样
人要停下来才能倾心。记得纪
伯伦有一句话，大家不妨来细
细地咀嚼：我的心告诫我，教我
注视那被模样、颜色和皮肤遮
住的美，细细观察那被人们当
作普通甚至丑陋的东西，慢慢
看出它的美好来。

二
“那儿，几间平房，坐西朝

东，原先是某家单位做仓库用
的。房很旧了，屋顶有几处破
败得很，像一件破棉袄，露出里
面 的 絮 。‘ 絮 ’是 褐 色 的 木 片
子，下雨的天，我总担心它会不
会漏雨。

“ 房 子 周 围 长 了 五 棵 紫
薇。花开时节，我留意过，一树
花白，两树花红，两树花紫。把
几间平房，衬得水粉水粉的。
常有一只野鹦鹉，在花树间跳
来跳去，变换着嗓音唱歌。

“房前，码着一堆的砖，不
知做什么用的。砖堆上，很少
有空落落的时候，上面或晒着
鞋，或晾着衣物什么的。最常
见的，是两双绒拖鞋，一双蓝，
一双红，它们相偎在砖堆上，孵
太阳。像夫，与妇。

“也真的是一对夫妇住着，
男的是一家公司的门卫，女的
是 街 道 清 洁 工 。 他 们 早 出 晚
归，从未与我照过面，但我听见
过他们的说话声，在夜晚，喁喁
的，像虫鸣。我从夜晚的阳台
上望下去，望见屋子里的灯光，
和在灯光里走动的两个人影。
世界美好得让人心里长出水草
来。

“某天，我突然发现砖堆上
空着，不见了蓝的拖鞋红的拖
鞋，砖堆一下子变得异常冷清
与寂寥。他们外出了？还是生
病了？我有些心神不宁。

“重‘见’他们，是在几天后
的午后。我在阳台上晾衣裳，
随意往楼下看了看，看到砖堆
上，赫然躺着一蓝一红两双绒
拖鞋，在太阳下，相偎着，仿佛
它 们 从 来 不 曾 离 开 过 。 那 一
刻，我的心里腾出欢喜来：感谢
天！他们还都好好地在着。”

不必追问引文中的“我”是
哪一个，不必猜度这些算不算

“ 风 景 ”，不 必 在 意“ 蓝 夫 ”与
“红妇”的寓意内涵；我轻轻地
问一问：你曾经停下来，这样去
注视过吗……你曾经停下来，
这样说过心情吗？

你或许会说：喂，那是发闲
呆吗？我不会说，你讲得一定
会错。可我会说——停下来，
静静看的样子，静静想的样子，
真的很迷人、很可爱、很有味
道。

高速运转是一种习惯，拼
命挣钱是一种习惯，尽情玩乐
是一种习惯；就是停下来看风
景，没有成为一种习惯。

也许，我们没有停下来的
理由。因为生活需要奔跑的激
情和韧性。但是，人生要学会
做减法，做减法就是暂时收一
收脚步。因为走得快不一定快
乐，跑得急不一定从容。

一块从山坡上滚下来的美
玉般的石头，是不会自己停下
来的。它只会继续滚动，滚向
坡道的终点。我们是有思想的
人，不要做石头。当石头拼了
老命滚动，加快滚动速度；最终
石头停止的时候，美玉般的形
体已经毁坏了，遍体鳞伤。

你，是不是就是那块美玉
般的石头呢？

三
人生是有惯性的，小心自

己 被 什 么 东 西 驱 使 不 停 地 滚
动，不能止步呀。

放慢脚步，是一种人生停
下后快速上升的聪慧，就像要
做得大买卖，先要学会慢慢吃
亏一样。暂时停下，让“心”跟
上来，才能获得走得更远的力
量。

什么事情，既要敢作敢为，

又要能够及时停下来，想想明
白，品品味道。这样，才赢得一
份淡定，不至于被什么心魔而
掌控着。这样的人生，才会享
受当下的美好，不至于在将来
被迫停下来时后悔，后悔没有
珍惜曾经的拥有。

“心”是要宁静的，身边的
一张张笑脸，满满地盛着心意
的甘露，你可否掬一捧又一捧
地 喝 下 ？ 曾 经 一 瞥 而 入 的 山
水风情，当再次驻足流连，你
是 否 会 发 现 新 美 、本 真 在 跳
动？你坐在父母亲的竹凳上，
说着、笑着，却似回到了童年，
慢声细语，你是否突然感觉非
常享受？

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静
静地想，细细地品，真真地感
受。让“心”跟上来，让那些本
不该被毁掉的东西，重新建立
起来。

呵呵，一个人得学会停下，
让心灵跳一会儿舞。当肢体行
走时，心灵跳舞的机会应该不
会太多，甚至很少。那么，就停
下来一会儿，又一会儿……眼
睛发现，心灵感受吧。

当脚步停下来，你就变成
了一道风景。

如果你还没有驻足，还在
马 不 停 蹄 地 去 追 逐 什 么 ，仰
慕 什 么 ，那 么 请 暂 时 停 下 你
的脚步。川端康成说：“凝视
着 壁 龛 里 摆 着 的 一 朵 插 花 ，
我 心 里 想 道 ：与 这 同 样 的 花
自 然 开 放 的 时 候 ，我 会 这 样
仔 细 凝 视 它 吗 ？”真 的 呀 ，心
灵宁静，是因为停下来了；心
吐 芬 芳 ，是 因 为 停 下 来 看 见
了一朵花。

停 一 停 ，让 心 跟 上 来 吧 。
就像露珠为一株小草而降落，
乖乖停在它的眼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