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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记忆年度记忆

变变 迁迁我与改革开放我与改革开放

□本报记者 许廷合

2005 年，是“十五”计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一年。

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浪潮里，
这一年，许昌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
的决心更加鲜明地展现于世：一批具
有相当市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产业
集群纷纷崛起，一幅宜居宜业的现代
城市精彩画卷徐徐展开，而群众一张
张受惠于此的笑脸，成为这一年丰硕
改革成果的最好注解。

强龙头，市区经济加快发展

一座城市的发展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2005 年 7 月 25 日，市委四届五次
全会胜利召开，重点研究了如何加快
市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并出台了《关于
加快市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全
市近 5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吹响了
加快市区经济发展的“冲锋号”。

加快市区经济发展，正逢其时：从
城区面积看，经过多年努力，许昌市区
建成区面积达到 50.8 平方公里，市区
人口达到 51.4 万人，已跨入中等城市
行列；从发展要求看，相较于县域经济
的迅猛势头，市区发展有所逊色，提高
市区首位度已刻不容缓。

时任市委书记刘春良在该次会议
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国内地区间
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演变为城市
综合实力尤其是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的
竞争。许昌要在中原城市群中有立足

之地，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心城市的
发展状况和辐射带动能力。

战鼓已经擂响，步伐愈发铿锵。这
一年，在思想认识层面，“市区一盘棋”成
为当时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在顶层设
计层面，科学编制的许昌市城市总体规
划（2005年—2020年）、市区联动的发展
机制，凝聚起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在
产业发展层面，我市一手抓工业强市，
一手抓“三产”活市，“四区一城两基地”
乘势而上。“四区”，即许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城区、河南省（魏都）民营科技园区
和尚集工业聚集区；“一城”，即许继高科
技电气城；“两基地”，即烟草工业基地、
发制品工业基地。市区经济的规模和总
量迅速扩张……

借着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的东风，
经营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市区的发
展日新月异。2017 年年底，根据许昌市
统计公报，许昌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达到 114.27 平方公里，建成区人口达
到 100.6 万人。根据国家城市规模划分
标准，许昌正式进入国家大城市行列。

今年 5 月 26 日，“2018 中国城市大
会”发布了中国城市品牌(地级市)综合
分值前 100 名城市榜单，许昌排名第
52 位。城市品牌，已成为许昌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走在前列的强大竞争力。

挑大梁，工业战线捷报频传

2005 年 6 月 29 日，一则消息让许
昌人倍加振奋：以许继集团为龙头的
国家(许昌)电力电子系统产业园成功
跻身国家级园区行列，成为我国首次

确定的 31 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中
的一员。

这张“国”字号名片，恰恰是这一
年全市工业战线取得辉煌成果的缩
影。作为行业龙头，许继集团这一年续
写着它的辉煌：2005 年 5 月，许继集团
签订了我国第一个以“中方为主”的贵
广二回直流工程成套控制保护设备以
及极Ⅰ换流阀的供货合同，开了直流
输电重大装备国产化的先河。

同年 6 月，在三峡工程设备招标
中，许继集团击败势在必得的西门子、
ABB 等国际巨头，一举成为三峡右岸
所有大型机组保护及其附属设备的唯
一供应厂家，打破了国内大型发电机、
变压器保护及自动化项目长期被国外
厂商垄断的局面。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这一年的 4 月，许昌卷烟总厂与南
阳卷烟厂成功重组。同年 8 月 2 日，首
届“河南财智榜”揭晓，许昌卷烟总厂
当选为“最受尊敬企业”。时任市长毛
万春在看到《许昌日报》报道的这一消
息后欣然命笔，对许昌卷烟总厂获此
殊荣给予充分肯定：“请宋厂长代我向
全体班子成员、干部职工表示祝贺！”

2005年 5月 28日，河南省（魏都）民
营科技园区顺利揭牌，成为我省首批命
名的民营科技园区。该园区的成立，不
仅成为魏都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
许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支撑点。

同样在这一年，许昌远东传动轴
有限公司的产品首次走出国门，标志
着该公司开始走向世界。该公司董事

长刘延生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将许昌
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打造成国际一流
的企业……

工业兴则城市兴，工业旺则百业
旺。站在今天回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引擎”，工业战线在这一年以骄人
的成绩厚植着许昌的发展优势。沿着
荣光一路走来，时至今日，我市的工业
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工
业名副其实成为许昌一张亮闪闪的

“金名片”。

唱主角，发展成果亮点纷呈

改革潮起潮涌，体现在许昌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

这一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让
全市共产党员历经思想灵魂的洗礼：
沐浴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融
融春风，自 1 月以来，许昌各级党组织
按照中央、省委的部署，突出“务求实
效、群众满意、促进发展”的要求，精心
组织，扎实工作，使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许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
和组织保证。

这一年，一批熠熠生辉的典型，汇
聚起许昌在改革征程中的榜样力量：
襄城县湛北乡贫困学生张尚昀一边修
习学业、一边打工为母亲治病的故事
感动大江南北。时任省委书记徐光春
专门批示，号召全社会向这位“当代孝
子”学习。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温
振杰的普通交警被许昌人深深铭记。
他以短暂的一生谱写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光辉篇章，成为全市学习的
榜样。

这一年，一条建成通车的高速公
路，更加凸显了许昌交通区位的独特
优势：11 月 19 日，我省第一条全部由
社会资金建设的高速公路项目——兰
许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不仅标志
着兰南高速公路在河南境内全线贯
通，而且对于进一步改善许昌投资环
境，推动许昌、开封经济发展乃至中原
城市群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一年，一份弥足珍贵的殊荣，开
启了许昌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新的篇
章：在全省报纸综合质量评比活动中，

《许昌日报》以绝对优势获得全省报界
最高荣誉——“十佳报纸”称号，标志
着许昌日报社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高
度。是时，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欣然为
本报题词表示祝贺，市委对许昌日报
社进行了通报表彰。如今，“中国品牌
媒体百强——地市党报品牌影响力十
强”“传媒中国融合创新十大品牌影响
力地市党报”“中国城市党报最具品牌
活力媒体”等称号，更是见证着这份党
报与许昌共脉动、共成长的发展足迹。

……
回望这一年，累累硕果再次印证

着一个硬道理——只要坚定改革的航
向，顺应人民的期待，发展就一定能获
得最磅礴的动力。

市区经济挂上“高速挡”
工业发展赢得“满堂彩”2005年：

许昌记忆

■1 月 8 日至 10 日，全国旅游工
作会议召开，许昌市正式获得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标牌。

■3 月 29 日，毛主席视察襄城纪
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 4 月 8 日，许昌卷烟总厂与南
阳卷烟厂重组仪式举行。

■5 月 19 日，全市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小康杯竞赛活动表彰动员大会
召开。

■5 月 28 日，河南省（魏都）民营
科技园区揭牌仪式举行。

■6 月 23 日，全国地震安全农居
试点工程现场会在许昌召开。

■7 月 10 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和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共同举办
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研讨会在许
昌召开。

■9 月 2 日至 5 日，世界许氏宗亲
寻根谒祖暨世界许氏文化研究大会
在许昌召开。

■10 月 9 日，第八届中国映山红
民间戏剧节在禹州市影剧院开幕。

■11月 16日，许昌市电子政务内
网启动。

■11月 19日，河南省第一条民建
民营兰许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国家记忆

■1 月 5 日至 6 日，中央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从 2005 年 1 月开始，中共中
央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活动，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分
三批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集中教育。

■2 月 24 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
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
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在垄断行
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这些长期
以来非公有制企业难以进入的领域，
非公有制企业被国家允许进入。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闭幕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反分
裂国家法》。

■4 月 27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

■4 月 29 日，胡锦涛与中国国民
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会谈，这是 60
年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正
式会谈。

■6 月 6 日至 7 日，全国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
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 7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
公告》发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
求 为 基 础 、参 考 一 篮 子 货 币 进 行 调
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
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10 月 8 日至 11 日，中共十六届
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
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一 个 五 年 规 划 的 建
议》。

■ 10 月 12 日至 17 日，我国自主
研制的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
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发展载人航
天技术、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活
动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胜利。

■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讲述人：林同春
记录：本报记者 冯子建

从旧社会的乡下孩子成长为领导干
部，从魏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位上退
休，是我儿时做梦也想不到的。取得今天
的成就，是党组织多年培养和个人不懈奋
斗的结果，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国
家的好政策，赋予我人生出彩的良机。

1946 年，时局动荡，山河破碎。我出
生在许昌县灵井公社一个贫苦家庭，食不
果腹，衣不蔽体，过的是吃糠咽菜的艰苦
生活。我 3 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我家
分到了田地、牲畜，慢慢地，生活好起来。

“文革”开始那一年，我考上了许昌高
中。在学校，我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多次
被评为优秀学生。1969 年，我高中毕业，
回到家乡当了民办教师，并于当年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到平舞工程
许昌县民兵团工作，数年之后，又到许昌
县长村张公社的一个村庄驻队。

1978 年，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政通人
和，百业俱兴。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许
昌地委公开选拔一批领导干部，我由于工
作业绩突出，被组织选派到许昌县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又到襄城县工作，
担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县委
工作期间，无论是陪同领导调研，还是起
草相关文件，我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
力把工作干出彩。有时候赶上县里召开

“两会”，我和同志们一起加班，精心修改
文稿，曾经连续几天不回家。那段日子虽
然艰苦，但我得到了磨炼，受益颇多。后
来，我到平顶山市叶县工作，担任县委副
书记，之后，又相继担任平顶山广播电视
大学党委书记、魏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
职务。

2008 年 ，我 从 工 作 岗 位 上 退 了 下
来。退休之后，我积极发挥余热，参加了
许昌市老干部城市管理督导团，并担任四
分团团长一职，带领老同志们继续为许昌
市城市建设贡献力量。参加许昌市老干

部城市管理督导团以来，我和大家一起骑
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察看市容市貌、老旧
小区改造、社区建设、河湖水系管护等方
面的情况，倾听百姓心声，找出问题症结，
精心撰写了《关于河湖水系管护情况的调
查报告》《关于建安社区做好平安社区建
设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等内容翔实的调
查报告，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参
考依据。

四分团成员都是年迈体弱的老人，平
均年龄 72 岁，最大的年龄为 82 岁，很多人
还患有关节炎、高血压等疾病，然而，大家
积极克服种种困难，放弃含饴弄孙的天伦
之乐，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投入到城
市管理督导工作中，任劳任怨，默默奉献。

桑榆虽晚，夕阳正红。几十年来，时
空转换，无论地位、职务如何变化，我始终
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努力工作，尽
职尽责，为社会作贡献。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今后，我会继续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四分团的同志们发
挥余热，主动作为，深入调研，努力为许昌
市的城市管理工作添砖加瓦。

老骥伏枥志弥坚 城管督导谢党恩

□本报记者 孔刚领

“这是镰刀，割麦用的；这是木杈，打场用的；这个木耧是耩地
用的……改革开放初期我还用这些农具干活儿，现在它们都进博
物馆了!”11 月 21 日，许昌学院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来了不少参观
者，建安区陈曹乡 62 岁的农民李绍堂带着孙子在博物馆里驻足观
看，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农具让老李无限感慨。

许昌学院的一群大学生围着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听他讲述
农具的历史变迁。

“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种地全要靠人、牲口，以及
犁、耙等农具，每天干完活儿我都累得腰酸背疼。到了收麦时节，
生产队的全部劳力都出动，所有的麦子都用镰刀割，然后摊场打
麦。收麦、晒粮需要前前后后一个月，每天从五更到黄昏，把人累
得够呛!”老李说，“等收完麦，就要抢种，六七个人拉一张耧，一天
也耩不了几亩地，累呀！”

老李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 10 年里，农村种地机
械化程度提高了，有的农户买了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等，到了
麦收时节，农民就可以租用这些机械，省劲儿多了。

“近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政府出台了惠农政策，购买农
机有补贴，大家都争着置办农机具，村里种地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拖拉机、喷药机、秸秆压捆机、免耕播种机、大型收割机应有尽有，
随用随租。”老李说。“这几年到了收麦时节，大家提着粮袋子站在
地头儿就行了，收割机开过来，一会儿工夫干干净净的麦子就装
进袋子了，三五天时间麦子就收完了。”老李笑着说，“俺儿子前年
买了一台收割机，到处跑着给人家收麦，能挣不少钱。去年听儿
子说，收割机装上了卫星定位系统，叫什么‘滴滴农机’，政府部门
科学调度，不误工时。另外，收割机在哪里出现故障，都会有人知
道，也会有人去帮你进行维修，没啥后顾之忧，你说这多好啊!”

“我们那里这几年搞土地流转，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大型农业
机械派上用场，农民种地更轻松了。年轻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农
民种地可以这么省劲儿。到了管理时更省心，以前是背着喷雾器
打药，现在‘一喷三防’用上无人机，一天作业面积几百亩，你说方
便不方便？”老李乐呵呵地说。

“老伯，遇到天旱怎么办？”在场的一位大学生禁不住问道。
“嗨，这个更省心，俺陈曹乡建了几十万亩高效农业示范园

区，喷灌设施齐全，拿着卡一刷，就可以轻轻松松浇地，你说潇洒
不潇洒！”老李风趣地说，“眼前这些农具‘失业’了，我这个老农民
也快‘失业’了！”

市农机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三秋”，我市农机部门组织
10 万台（套）农机具投入生产，玉米机收率提高到 92%，大豆机收
率提高到 98%，小麦机播率稳定在 99%，秸秆还田率巩固在 95%，
农机成为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许昌学院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汪庆华说：“传统农
耕文明发生嬗变，从黄牛耕地到机械化耕田，从镰刀收割到收
割机跨区作业，管理信息化，用上无人机……改革开放让我国
农业机械化得以实现。农业机械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解放
了大量劳动力，而且为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业机械化

种田更轻松

2005年 10月 9日，第八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在禹州市影剧院开幕，这是河南省首次承办全国性的民间戏剧赛事。中
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是全国性的民间戏剧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这届戏剧节，不仅展示了禹州农民的精神风貌，还大大提
升了许昌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图为首场演出的大型现代花鼓戏《村官是个堂客们》。 本报记者 朱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