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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新华社西安 1 月 6 日电（记者 刘
书云 姜辰蓉）《平凡的世界》，这部完
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小说，以现实
主义的笔触刻画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
10 年间的巨大变化和普通奋斗者的
形象。

小说的创作者路遥，原名王卫国，
1949 年 12 月 1 日出生在陕西省榆林
市清涧县王家堡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
中。7 岁时，他被过继给大伯，从此随
大伯居住在百里外的延安市延川县郭
家沟村。

“当时人们的生活都很艰苦，路遥
的养父母都是老实、贫苦的农民，在当
年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咬牙凑
齐学费，送路遥上了学。”陕西省延川

县路遥故居负责人刘江涛说。
从最初的创作，到中篇小说《人

生》，再到史诗般的长篇巨著《平凡的
世界》，路遥一生的创作，都深深扎根
陕北，从大地汲取营养，又把自己奉献
给黄土地。

路遥的好友、中国作协会员曹谷
溪说：“路遥酷爱生他养他的这片土
地，爱得如痴如狂。路遥曾说‘我这辈
子是离不开这块地方了，每看到干涸
的土地上冒出一个草芽，开出一朵鲜
花，我都能激动得泪流满面’。”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路遥
传》作 者 梁 向 阳 说 ：“1983 年 ，在《人
生》紧锣密鼓地筹拍电影之际，他又在
筹划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坛正处于
创作思想的转型期。“但路遥认为，中
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远没有达到应有的
高度，作家应该记录中国现实的历史
进程。他说‘我要背对文坛，面向大
众’。这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梁
向阳说。

创作一部描摹现实的“编年史”作
品，准备工作极其繁重。为了创作，路
遥阅读了大量书籍。为了追求真实，
他专程到煤矿体验生活，并多次跟工
人一起下矿井。

1991 年 3 月，《平凡的世界》获中
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在获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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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度的工作，拖垮了路遥的身
体。1992 年 11 月 17 日，路遥在长期
与病魔抗争后，在西安离世。

路遥：

为人民而歌

新华社深圳 1 月 5 日电（记者 赵
瑞 希）“ 时 间 就 是 金 钱 ，效 率 就 是 生
命。”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
索创立者袁庚喊出的这十二个字口
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
雷”。

在袁庚 99 岁的人生里程中，他曾
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
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但让他为国人所
知的，是 1979 年起，他在深圳创办蛇
口工业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探
索，打造了“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
形”。

从打破大锅饭——运泥车“每超
一车奖励 4 分钱”开始，袁庚领导下的
蛇口在短短数年间，拉开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风云大幕。他主导的改革，引
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姓资姓社”的争
论，最终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
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
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
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中，蛇口创
造了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分配体
制改革、住房商品化、建立社会保障体
系等 24 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
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
态。他关于管理的许多实践经验及理
念沿用至今：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

“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主张干部
应该能上能下……

20 世 纪 80 年 代 ，在 袁 庚 的 推 动
下，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新中国第
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如今，两
家 企 业 都 已 经 成 长 为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改革开放以来，袁庚带着一股“杀

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推动蛇口工
业区成为“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
传 统 经 济 体 制 进 行 改 革 的 宝 贵 试
管”。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
深圳特区横空出世。

1993 年 3 月，袁庚从招商局常务

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留下一句“往前
走，莫回头”。

如今，袁庚已故，但他留下的改革
精神，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改革
者前行。

袁庚：

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记者 王昆)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6 日表示，科技部将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体制灵
活、市场敏感度高等特点，推动高校和
科研院所成果在民营企业转移转化，加
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鼓励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
展始终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内容。”王
志刚在当天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产学
研合作创新大会上说，科技部将加快构
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优化
创新创业生态，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
争的创新环境和市场环境。

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工具，采取前期资
金投入、后期补助等方式，对民营企业竞
争前技术研发给予扶持，鼓励有能力的
民营企业探索前沿无人区。完善科技金
融体系，强化对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创业
成长阶段的资金支持，缓解高成长性企
业可能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科技部还将加大民营企业创
新人才培养力度，畅通从高校、科研院
所到民营高科技企业的人才流动机制，
让优秀科技人才在民营企业能够留得
住。研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人才
培养的政策措施，鼓励更多的科技人员
带着科技成果到市场上创业，培育更多
新的技术集群和产业增长点。

科技部：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改革先锋风采

新华社济南 1 月 5 日电(记者 滕
军伟)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有一所
以烈士命名的中学——辛锐中学，
这里的学生学辛锐、唱辛锐、颂辛
锐,经常以多种形式缅怀这位抗日女
英雄。

辛锐原名辛树荷,1918 年生于山
东省章丘县(现济南市章丘区),出身
名门。10 岁那年,她跟随时任山东省
参议员的祖父辛铸九来到济南,定居
在大明湖畔，师从济南名画家黄固
源学画。

长城抗战打响之后,各界人士掀
起了救亡捐献活动。辛铸九在济南
民众教育馆为辛锐举办画展,将义卖
所得之款全部捐给了抗日将士和东
北的流亡同胞。

七 七 事 变 后,日 寇 直 驱 黄 河 北
岸,威逼济南。是年 8 月底,辛锐随父
亲辛葭舟离开济南,几经辗转,移居
滕县桑村镇。日寇占据滕县后,烧杀
奸淫,日甚一日。辛氏一家在有家难
归、救国无门的危难时刻,加入了八
路军。“参加八路军了,是革命战士
了。”辛锐经常这样告诫弟弟和妹
妹。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家人
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人不卸甲,
马不离鞍,居无常所,食无定时是常
有的事。

部队到达沂水县后,辛锐来到了
山东抗日军政干校第二期妇女队学
习。她严于律己,每天除了按时完成
学习任务外,休息时还挤时间作画。
不久,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 《大众日
报》 创刊，山东省妇联推荐辛锐参
加该报的筹建工作,“创刊号”报头
上的毛泽东木刻像就是出自她手。

1939 年,辛 锐 在 党 校 学 习 期 间,
认识了时任副校长的陈明。带着共
同的理想和信念,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第三天,辛锐回到了中共山东分
局筹建的姊妹剧团任团长。在剧团
工作期间,辛锐带头实干,亲自编写
剧本、担任导演、登台演出,剧团创
作的话剧 《雷雨》《血路》 等深受部
队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1941 年 11 月,侵 华 日 军 出 动 五
万 兵 力, 对 沂 蒙 山 区 进 行 “ 大 扫
荡”。辛锐当时已有身孕 5个月,与部
分人员隐蔽在大青山的大崮一带，
而陈明率 60 余名机关人员突破敌人
防线插入敌后。

11 月 30 日拂晓,中共山东分局
和 战 工 会 在 大 青 山 被 围,激 战 一 昼
夜 。 大 部 分 人 突 出 重 围,但 伤 亡 惨
重，其中率部突围北上的陈明等人
不幸遇难。辛锐两个膝盖骨受重伤,
被 一 位 老 大 娘 掩 护 起 来 。 经 过 休
养，辛锐的伤愈合了,但两腿已成残
废。她曾多次问身边的同志：“陈明
现在何处？怎么不来看我？”同志们
一直不忍心把真实情况告诉她。

12 月 17 日，一股撤退的日军包
围了辛锐的驻地。情况万分紧急，
必须马上转移。四名同志抬着辛锐
上了北山，刚出村，枪声大作，日
军围了上来。辛锐果断地命令同志
们放下她赶快突围。四名同志不忍
心这样做,仍然抬着她边打边冲。不
料辛锐一跃从担架上滚下来:“你们
快走,冲出一个是一个!”这时,敌人
已经围上来,狂叫着:“抓活的!抓活
的!”辛锐一连扔出两颗手榴弹,敌
人倒下数人。突然,一梭子弹飞来,
射中辛锐胸部。她强忍着剧痛,靠在
一块石头边,怒视敌人,待日军靠近
了, 她 用 力 拉 响 最 后 一 颗 手 榴 弹,

“轰”的一声巨响,年仅 23 岁的辛锐
与敌人同归于尽。

辛锐:舍身参加革命 巾帼不让须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