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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两周年抒怀
史文清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两周年抒怀
史文清

仲夏的赣南，风过阡陌，稻浪翻滚，又是一个饱满而丰足的季节。
此时，我像辛苦劳作的耕者，放眼挺拔壮实、精神飞扬的庄稼，憧憬着

丰收的喜悦。回眸这两年的挥汗如雨，一种别样的感动涌上心头。
时间本无意义，杳然而去、了无踪迹，而一旦被赋予内涵，便立刻丰满

灵动起来，有了段落与章节、有了故事与灵魂。我说的“这两年”即如此，
因了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出台实
施，这两年被赋予“赣南崛起新纪元”的特殊历史含义，两年里的每一天都
留下赣南人奋力前行的深深足迹，而于我，则是一段充满质感的永恒记忆。

我感慨于这片土地的苍瘠。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生长于关外白山黑水的我，有幸
结缘这块神奇与荣耀的红土圣
地。带着朝圣般的虔诚，我无数
次轻启扉页，用心品读红色中华
滥觞于此的历史厚重；怀着感恩
的赤诚，我无数次甩开步伐，用
心触摸着城市与乡野间透着的
淳朴与执着。

2010年金秋的赣州，橘红橙
黄、丹桂飘香。但我无心于眼前的
美景，稍稍安顿，便开始了摸底考
察之旅。我一直拒绝“按图索骥”
式被动调研，总是按自己的“路线
图”走。因为我想，光鲜之处，去与
不去，都在那里，那些穷乡僻壤之
地更需要关注的目光。

常常在黎明时分，我轻车简
从，离开睡眼朦胧的都市，穿行
阡陌、走村进户，召开座谈会、恳
谈会等等，时常忙到午夜时分。
十几天下来，我走遍了全市 18
个县（市、区）。奔波辛劳并不算
什么，但在行走中看到的贫困总

使我愁眉难舒，心情沉重。
宁都县固厚乡楂源村东排

小组有 47 户人家，平均寿命只
有 43.5 岁。全村只有一口水井，
人畜共饮不说，周边都是牛栏猪
圈，屎尿横流，井水严重污染。

宁都县大沽乡南林小学教
室低矮破烂，100多名寄宿生，分
男女挤在两间教室；没有床架，
孩子们就地打通铺；学校没有厕
所，尿桶就放在寝室角落……

“一脚高一脚低，一身汗两
腿泥”，“出门三步羊肠道，百里
千斤靠肩挑”，“天雨一包脓，天
晴一块铜”……如果不是亲身经
历，我根本无法相信，这就是赣
南乡村的道路！蜿蜒、促狭、曲
折，一如这里人们的生活。

住着危旧土坯房，盖着黑乎
乎破棉絮……真的不曾想到，新
中国成立已经 60 多年、改革开
放 30多年了，赣南，我心怀敬意
的大美土地，民生问题还如此突
出！我深切体味着赣南老区的
贫与苦，深刻感受着赣南老区
人民的盼与需！

触目惊心的窘困让我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我常常想，那些危旧土坯房，应该是当年那些奔

波于途的革命者难得的庇护所吧？七八十年前，正是
这些正值“壮年”的土房子，敞开温暖的大门，为成长
着的理想遮风避雨。如今，房子“老去”，我们该怎样为
被秋风所破的“茅屋”带来些许暖意？近300万人居住
的土坯房，从此成为我寝食难安的痛！

我常常想，那一支支松明火，曾为传播思想的布
道者照亮行程。甚至，将近 80 年前，那场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长途跋涉，也是在它的光亮中，从于都河迈
出第一步，才有了日后的一方坦荡天地、一片盛世光
明。那位亘古伟人，当年就站在于都河浮桥桥头，看到

“浮桥两边红军人山人海，无数的火把宛如千万条火

龙在蜿蜒行进，而成千上万的苏区男女老表，则从四
面八方拥到渡口来送别红军出发，有的送茶水，有的
送草鞋、布鞋、斗笠、雨伞，有的帮助挑担子，有的往战
士怀里塞吃的东西……”他的心在颤抖。在这片火光
面前，他眼噙泪水，用浓重的湘音承诺：“要给苏区送
上小太阳，给点松火、点马灯的赣南苏区人民送去光
明。”斯人长辞，声音犹在。这片土地大都已用上了电
灯，但不少山村摇曳的松明火把，依旧在风中柔弱地
闪烁。此情此景，让我辗转反侧、思绪重重。

我常常想，当年，生活在这块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土
地上，该是何等幸福！在革命者的描述中，一扇通向美好
未来的大门訇然洞开，木讷的表情顿时变得生动，懵懂
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澈：孩子们坐在明亮的教室、病人享
受良好的医疗、大家住进宽敞明亮的砖房……正是奔

着这种理想，他们由茫然而清醒、由懦弱而勇毅，不仅
甘舍家业，甚至面对死亡，也会从容如归，让人感佩。
今天的生活已远远胜于当年的描述，但是，在赣南，仍
有近20万户收看不到电视；有2万多个自然村不通公
路；全市 10 多万革命烈士、“两红”人员、在乡老复员
军人及其遗属遗孀，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有 9 万多人
没有享受到国家抚恤补助待遇；由于战争创伤，众多
家庭残缺不全，贫、病、残、障、老、弱……

内心涌动着从未有过的沉重，眼前总是晃动着摇
摇欲坠的墙垣、米浆般浑浊的井水、残破教室里一双
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被日子压得过早佝偻的身影……
我知道，地方财政收入才 100 多亿元，仅农村危旧
土坯房改造一项就要投入 400 多亿元。温暖的梦
想，从哪里垒筑第一块基石？

行走赣南，我愈加感佩这里人民的忠贞大义。
只讲付出，不求回报，赣南人民的大义和血性令

人动容。走进一些农家，生活的困窘令人窒息。但是
主人很少流露出颓丧和失望。这些客家汉子、客家表
嫂，依旧那么好客、忠义，绝口不提艰难。只是在一再
追问之下，才吞吞吐吐地从牙缝里挤出自己的请求。
沧桑的脸上早已一片赤红，仿佛做了件有失颜面的
事。每每这时，我的心里就不由得一阵刺痛。

瑞金市黄柏乡 96 岁的失散红军杨世勇，日子虽
清苦，但从不抱怨。他总是那句话：“我的心愿呢，就
是保佑共产党好，保佑共产党万万年！”瑞金市大柏
地乡小岭村樟坑小组，83岁的烈士家属钟同炳住在3
间土坯房里，外墙、内墙都用木头打着桩撑。屋子的
残破令人怜悯，而门上挂着的“光荣烈属”牌匾，以及
两旁刷写的标语“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又让
人肃然起敬。

在赣南老区，当年留下的这种标语随处可见，字

迹虽已模糊，但一笔一画深深烙下了这里的人民对
党的深沉热爱与无限忠诚。他们铭记党恩，跟着党一
定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从未动摇。就像当年，党领
导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给了他们土地与尊
严，他们从此打心眼里相信，党不会忘记他们，相信
日子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从当年高呼“死到阴间不
反水，保佑共产党万万年”的血性江善忠，到今天身
居贫困而忠贞不渝的普通老表，这份大义忠诚，历经
近一个世纪的浸润，已融入这块土地上人民的血液。

信念不改、忠心赤胆，这就是赣南人民！
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作为，驱赶贫

困、回馈斯民，继续为这种可贵的精神品
格培土筑基？对此，我深感重任在肩。

生长穷苦之家，我对贫穷有切肤之
痛，在感情上，与困难群众天然相通，面对
老表的困窘，我时时忍不住心酸落泪，下
定决心，必须做点什么。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任职赣州不足一
个月，我就恳请启动苏区振兴规划。为了
把情况摸得更准，同时夯实群众根基、重
塑干部形象，这年 12 月，市委组织 2 万多
名干部下基层，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
服务”。“三送干部”用灵活生动的方式，用
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深入浅出宣

传政策，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解实情，解
决难题，从住房、饮水、就医，到就学、低
保、抚恤，就像当年苏区干部一样，“什么
事情都想到了”。“三送”的直接成果是，党
群干群关系、干部形象迅速改善。“三送”
工作收获的另一成果，是在广泛深入调查
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市情的认识，作出了

“欠发达、后发展”的基本判断。形成了《赣
南苏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如
实、详尽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本地实情，
并期待国家扶持。

事非经过不知难！赣南要争取国家扶
持，必须改变多年的“对外口径”，正视落
后现实。落后非一天两天形成，也不能归
结为个体的责任，然而，一旦真实呈现，就
有了讲问题、揭盖子的嫌疑。有人觉得，如

实反映问题与矛盾不合适。有人提出，新
中国成立 60多年了、改革开放也 30余年，
赣南还是老样子，是自我打脸，是否定历
史。甚至有的说这是要钱不要脸、丢了江
西人的脸。对此，我能理解，也有心理准
备。我也有过矛盾和踌躇，并且暗自思忖
过：熟视无睹或许是一种选择，既轻松自
在，又能规避风险，安稳当“太平官”。然
而，想到近 10 万烈士遗孀、后代不仅没有
解决温饱，未得到应有抚恤，就特别难
受。我想，他们是最应该得到帮扶的群
体，否则，英烈何以瞑目？造福一方又
何从谈起？为了这块有过无数荣光、又
遭受太多苦难的土地，个人得失，微不
足道！思前虑后，我心已决然，即使冒
风险，也要说真话！

赣南是幸运的。
80 多年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赣

南，进行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探
索。今天，这里又成为革命老区致富的“样
本”，进行着另一场伟大的探索。两种探
索，内容不同、背景不同、对象不同，却在
时空的转换和变迁中，凸显出一样的深
意以及历史的某种必然逻辑。

对赣南的关注，依旧从回归历史开始。
2011年2月，通过中央媒体反映，赣

南老区红军遗属生活状况引起高层关
注。习近平同志立即作出批示，民政部

专门派调查组。很快，专项资金下拨，
用于解决红军遗属生活困难和土坯房改
造。

2011年6月，一场大型主题展览在北
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场“发扬革
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中央苏区革
命传统主题展览”，进行了15天，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那段发生在赣南的
红色历史，以全新的视角，在全新的场
景下得到呈现，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
次展览，是对赣南特殊历史地位和独特
历史贡献的重新认识，是对赣南的一次

“再发现”。

2011年11月，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
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座谈
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不仅高度评价了这段
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且从中央层面首次提
出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
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为主要内容的“苏区精神”。它的提出，
不仅是对历史的肯定，更为重要的是，
它前承“井冈山精神”，后启“长征精
神”，成为我们党“精神链条”中极为重
要的一环，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赣南，终于回归应有的历史地位。

对历史的温情回顾，是为了对现实更为深
切的关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同志在 《赣南
苏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上作出重要
批示，指出：“赣南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主体，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
牲。由于种种原因，赣南苏区目前经济发展依
然落后，人民生活依然比较困难。如何进一步
帮助和支持赣南苏区发展，使这里与全国同步
进入小康，使苏区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
活，应当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字里行间，
充满着对赣南苏区历史的充分肯定，饱含着对
赣南人民的赤诚大爱。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
继作出批示，每一次批示，都凝聚着党和国家
对这片土地的殷殷关注、拳拳关爱。

2012年初，春天如期而至，振兴赣南的希
望在萌动中破芽。

3月 31日，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制定工作启动
会召开，中央层面正式“把脉”赣南苏区振兴
发展。

4 月 10 日，国家 42 个部委 149 人组成联合
调研组，奔赴赣南实地考察。调研组兵分十
路，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走街串巷、进村入
户，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足迹遍及赣南18个
县 （市、区） 的山山水水。

在瑞金市泽覃乡光辉村半山园小组，烈属
后代杨小琴哭诉自己患上了尿毒症，实在无法
支付昂贵的医疗费，全家近乎绝望。面对哭
诉，调研组组长、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
同志的眼睛湿润，当即捐款，在场的同志纷纷

解囊，鼓励她勇敢地活下去。杨小琴泪浸双
眼、感激至深……

来到宁都县黄陂镇大桥小学，调研组成员
亲眼目睹孩子们在租用的民房里上课。90多平
方米的空间，77名学生挤在一起。如此艰苦的
办学条件让调研组的同志唏嘘不已。

“送郎当红军，阿哥莫挂心……”在瑞金
市叶坪乡洋溪村，90多岁的杨荣秀老人，又唱
起了往日的歌谣。歌声中，老人仿佛回到了15
岁参加红军时的峥嵘岁月。杜鹰轻轻走上前，
郑重地为她戴上一顶红军帽。

……
赣南人民像当年迎接红军一样，迎接来自

首都的亲人。他们以客家人最纯朴、最热烈的
方式，表达不尽感激与热诚期盼。在瑞金，
调研组离开时，74 岁的钟星发老人拿出自己
精心绣制、压在箱底多年的鞋垫，硬塞在杜
鹰怀里……

至今难忘，4月 16日调研情况通报会。亲
历赣南乡村的调研组成员，感情饱满、情绪激
动，两位司长竟然哭着完成了汇报。没有一种
责任、没有一种大爱，又怎会有这种酣畅淋漓
的情感！杜鹰用“4个特殊”，概括了全体成员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地位
特殊、贡献特殊、困难特殊、需要特殊支持！

闻此言，在座的无不动容，许多人哽咽落
泪。作为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我的内心充满深
深的感激，但感激不仅于此。从谋划的第一天
开始，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就得到省委省政府
的鼎力支持、省直各厅局的倾情相助。正是举
全省之力，一个个难点节点得以破解，最终玉
成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岁月的线条往往是稀疏的，很多过程
不可避免被省略，惟有深入到时间的褶皱
里，才能感知其中的细节与生动。

2012 年 6 月 28 日，这一天，《若干意
见》正式出台；这一天，将永载赣州史册！

从中央领导同志首次批示算起，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的制定，不足半年；
从北京启动会算起，只有 89 天。今天，我
们常常感叹于这种速度。然而，速度后面
的艰辛与付出，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
味。每每忆起，我总不由自主想起王安石
的那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难”，仅仅透过为争取政策所形成的 300
万字文稿，或许就能窥见其中一二。

当得知 《若干意见》 出台并付诸实施
时，内心里确实涌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幸
福感。不只是我，900多万赣南老表以及为
此奔波操劳的同志，都是如此。《若干意
见》 出台的那一天，赣南真的像过大年一
样。是夜，章江两岸、广场上空，鞭炮不
绝、烟花飞舞，百姓狂欢、大地飞歌。

是啊，蛰伏太久的愿望一旦释放，有
时会幻化出多少夺人心魄的异彩。

这种异彩，也深深吸引了外界的目光。
最近，云集赣南的中央几十家媒体，

都用“想不到”来表达他们在赣南的亲
历。想不到一个地区的振兴发展能如此牵
动中央的目光，想不到赣南人民对党的感
情如此深厚，想不到……作为一名亲历
者，我想说的是，中央对赣南的扶持，不
仅是民生和经济思维，更有政治考量。《若
干意见》专为赣南“量身定做”，不仅内容

充实、易操作，而且“瞻前顾后”、接地
气。45 条，几乎每一条都埋下了伏笔，都
能演绎成一部鸿篇巨著。仔细阅读 《若干
意见》，你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高频词，像 9
个“试点”、5个“试行”、4个“探索”、6
个“试验区”“示范区”、13 个“重要基
地”、30 个“重大项目”，20 个“优惠”、

“补贴”和133个“支持”、“扶持”。这些看
似寻常的词语，此时被赋予丰富的内涵，
变成了美妙绝伦的符号，正是这一个个符
号，构筑着赣南老区的梦想！有人问我，
在国家量身定做的扶持政策中，对什么最
感兴趣？我说，是 《若干意见》 关于赣南
的“五个定位”，它使赣州的未来有了方
向。有方向，才不会迷途；有方向，才会
有念想。因此，《若干意见》 的出台实施，
于当下赣州，及其历史和未来，都具有里
程碑意义；于赣州人民，及其子孙后代，
都难以穷尽其深厚的福祉和深远的影响。

而赣南人民对党的深情，既是传统的
承续，也是现实发展成果使然。当老表得
知 《若干意见》 与他们的衣食住行是如此
贴近，当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与
他们“结伴同行”，谁不会有一种发自肺腑
的感动与感激？

不是吗？在赣南城乡，在兴国、瑞金、于
都……在老红军、烈士家属、光荣院、敬老院
以及普通群众的家里，与崭新的房子、簇新
的家具相映，是老表们发自心底的微笑，是
张贴在厅堂墙上的深情表达。这令人不由想
起过往院墙上，那些同样洋溢深情的标语。
或许，在赣南老表心里，这种最朴素的方式，
才能最直白地表达他们内心炽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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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欲有诗味，酝酿才能芬芳。
时间无疑是最伟大的“酝酿师”，妙手之间，

撒落芬芳无限。两年不长，但足以改变许多。
今天，行走在赣南大地，你会发现，赣南

化茧成蝶的巨变，正成为诠释《若干意见》最
生动的“读本”。

瑞金市叶坪乡华沙村华屋小组，无疑是
赣南“读本”中尤为典型的“个案”。这个赣南
有名的“烈士村”，上世纪 30年代初，村里 17
名壮实后生，参军前夕，相约在祠堂后种下
了17棵信念树。然而，硝烟散尽时，青松依旧
在，不见儿郎归。就是这么一个对革命做出
巨大贡献的光荣村庄，直到前几年，村里仍
然贫困不堪，尤其是大面积连片破旧土坯
房，不忍卒看。两年过去了，如今，村里家家
住新房、户户有产业，日子今非昔比。村民们
忘不了那些逝去的英魂，每年清明，都会相
约“信念树”下，寄托无尽的缅怀之情。

追缅逝者，是为了启迪生者；回溯历史，
方能不忘根本。

宁都县固厚镇东排村，一个脱胎换骨的
村庄。来到这里，最吸引人的是一座新建的
门楼，上书“感恩楼”。

是的，浓浓的感恩之情，在老表心中涌
动不息。下乡的干部感触最深。与过往的冷
脸冷语迥然不同，如今来到乡间农舍，老表
热情招呼、盛情挽留。客人婉谢后，人走远
了，还有村民从家里端出乡间美食，从后面
追赶上来，执意要你品尝……

饮水思源，才知道幸福的来路；感恩奋
进，幸福的行程方能绵延。《若干意见》就是
一部“幸福宝典”，轻轻展开，每一页都是关
于幸福的美好憧憬。

第十一届赣台会、央企入赣投资合作洽谈
会、“中国光彩事业赣州行”等系列大型活动，
使赣州以一种别样的姿态，拥抱外面的世界，
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国建材、中航集团、华润集

团、华能集团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
来赣州考察，抢滩登陆、投资兴业。去年，赣州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增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
资增幅全省第一；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全省第
二、财政总收入全省第二，财政总收入和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赣粤闽湘毗邻九市名列
第一位。两年前，赣州没有一个投资百亿元的
企业，现在，投资超过百亿元的企业已有6家。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
阶、八年大跨越”，待到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之
花烂漫时，该是一种怎样的芬香啊！它定然
是小康的，充满和谐、宜居、生态、幸福的味
道！每每念及于此，过往所有的焦虑、不安、
辛酸乃至痛楚，都显得如许渺小。

我愈加深刻感悟到，这两年的价值，它
连着过去、对接现在、沟通未来。

我深信，朝着已知的方向，赣南，定
然愈行愈远、愈行愈美。

（作者系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

生活常常因梦想而精彩。
说到梦想，脑海不由浮现赣县攸镇亲

历的一幕。苍茫的赣江之滨，一栋栋建设
中的新房，成为抢眼的风景。江畔，停靠
着一艘渔船。船上，女主人正淘米做饭。
提及这些房子，她的眼神变得异常清亮。
在这些房子中，有她家的一套。很快，家
人就可以离水上岸，像大多数人一样，过
上正常的岸居生活了。

这位心中有梦的船家，代表着一个特殊

群体。在崇义、上犹县陡水湖库区和赣县万
安库区，有许多这样的漂泊人家。仅上犹县
水岩乡，土坯房改造前，这样的“水上漂”就
还有 98 户 463 人。没有土地，于是置一叶扁
舟，船上搭一座“水上棚屋”，从此常年漂泊
江湖，以打鱼为生，年复一年，过着几乎与世
隔绝的生活……他们被外人称为“水上漂”。

“漂”在水上“讨”生活，个中艰辛常人难以想
象。“水上漂”这样描述自己的境况：“夏天蚊
虫叮咬闷热难耐，冬天四面透风寒冷刺骨，
碰上汛期或者山洪，生命都会有危险。”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危旧土坯房改造
工程的实施，“水上漂”渐成历史名词。两
年来，“水上漂”们告别烟波浩淼的江湖，
迁居到统一规划建设的安置小区。

在库区，还有一个和“水上漂”差不多的
群体，人们称之为“双渡”人家。顾名思义，就
是住在孤岛上、水库边，出行靠划船摆渡来
回的人家，“双渡”农户一直是特殊困难群
体。随着《若干意见》出台实施，今天，“双渡”
人家也像“水上漂”一样，行将退出赣南的
词典。

55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