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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写仇和    我们写仇和，完全是历史责任的召唤。
    仇和，一个毫无疑问的热点人物，众多媒体和众多记者跟踪报道的对象。
笔者包永辉第一次采访仇和是在1997年，那时候仇和还算不上什么新闻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委书
记，但他与众不同的行政风格和人格魅力，触动了记者的职业神经。
我们有一种预感，觉得他迟早会有一天做出让新闻界震惊的事来。
终于，2004年2月，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为标
题，将他变成了中国政坛几乎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社会各界围绕仇和的争议至今未断，人们非议他的强权和作为，而更多的人则津津乐道于他的“铁腕
”行政。
褒奖者看到的是强权之下的高效率、高业绩，贬斥者则忧心于“铁腕”对人权乃至法治精神的伤害。
对仇和的争议形成了“仇和现象”，作为这一现象的旁观者，我们无法耐得住寂寞。
我们敢说，我们是中国新闻界最了解仇和的新闻记者，我们所写的关于仇和与宿迁的内参，就有10多
篇。
    我们所知道的仇和并非“媒体仇和”，人们在议论仇和的时候，对他忽略了很多。
比如说，忽略了他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忽略了他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从而忽略了他对转型中国
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
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他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
与权，他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他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
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他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
这些不事声张的实验，在外界可谓鲜为人知，而人们通过报道看到的，总是他那些被戏剧性地放大了
的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个细节。
“媒体仇和”的形象，我们从心里不能接受，于是决定写写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仇和，还仇和一个历
史的真实。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仇和荣获了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是获此殊荣者中唯一在任
的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唯一的省会城市书记。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希望能脱离一般媒体的趣味，从一个更为形而上的层次写写仇和在转型中国背
景下的实验。
    作为执政一方的领导者，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混
乱状态的重灾区，仇和是怎样使之在短时间内实现由乱到治的。
    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的领导者，一位处于江苏省经济洼地的领导者，当别的地方富得流油而本地却
穷得冒汗时，你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样营造后发优势，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
    如果你正想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而又为囊中羞涩犯愁时，那么你通过这本书也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样
破解这一难题，使基础设施建设在几年间超过了过去的几十年的。
    当你对改变一地的面貌感到悲观失望时，你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仇和靠什么手段使宿迁人的精神
面貌实现了由自卑自弃到自强自立的重大转变。
    如果你是一个理论工作者，我们相信本书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更加真实的仇和、全面的仇和、立体的
仇和，让你的研究建立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
对仇和，不怕一无所知，就怕一知半解。
    当然，本书不是一部专门提供工作经验的作品，更不是一部歌功颂德的作品，我们只想通过对仇和
较为全面的报道和解读，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    当许多地方对社会事业改革、吏治改革“绕道
走”的时候，仇和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啃这些硬骨头？
    人们常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为什么10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方式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仇和能屡
踩红线而不倒⋯⋯    在洼地隆起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在仇和宿迁10年的施政过程中，既险象环生，充满坎坷，又惊心动魄，动人心弦；既付出巨大，艰辛
备尝，又收获颇丰，欢乐无限⋯⋯他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人们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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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历史，而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仇和在宿迁10年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是一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稳健有序的社会转型的实
验。
它的标本意义，必将对中国更为稳健的改革有所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仇和的褒奖，并不代表新华社的官方立场。
如果你从这本力图以客观公允为宗旨的书中看到了褒奖，那么，我们不希望你认为，这是对某个人的
褒奖；如果你真的认为我们褒奖了他，那么，还是请你从“转型中国的宿迁实验”的角度解读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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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主人叫仆人，仆人必须随叫随到。

　　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

　　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难，出路出路出去就有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道>>

作者简介

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长期致力于“三农”问题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报道与研究，有数十篇稿件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及社会
的强烈反响。
新华社上海分社副总编辑，荣获“新华社十佳记者”。
多年来致力于财经报道，著有《铁本调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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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
    1  “神仙”来了也不行！
    有过希望而最终破灭，比没有希望更令人绝望。
    已经绝望了的沭阳人又碰到了一个年仅39岁的娃娃书记，他们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脱口而出的一句
话是：“神仙来了也不行！
除非他有本事把银行搬过来供沭阳人用。
”    1996年12月8日，仇和在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的亲自陪同下，来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舞台
——沭阳。
他的新头衔是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除了县委书记一职外，仇和的下派还多了一顶颇具含金量的帽子——市委常委。
    以示重视，徐守盛把没有外出的所有市委常委全都带来捧场。
在介绍会上，徐守盛对仇和的公开评价是：“既是一个农业科学专门研究人员，又有比较丰富的机关
行政领导工作经历”、“年轻，文化层次较高，思维敏捷，工作雷厉风行”。
    对于徐书记的热情介绍，沭阳的干部们并没有特别在意，仅仅把它当作例行公事的溢美之词来对待
，“哪一个干部上任不是好话说尽，反正表扬或自我表扬又不用缴税”。
    瘫痪的沭阳    沭阳的干部对仇和没有太在意，而仇；}tDC.-Jr沭阳“在意”了很久，事前作了精心的
准备。
尽管对沭阳的困难，仇和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可实际情况仍然超出了他的想象。
    1996年底的沭阳，各种矛盾已累积到了使行政濒于瘫痪的状态，当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怀美
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用病人膏肓来形容并不为过”。
    作为江苏省最贫困的地方，1996年，沭阳人均GI)P2031元，人均财政收入76.25元，都排在全省倒数
第一，分别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24％和12％；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排名全省倒数第5
和倒数第6，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2和2/3。
    经济形势的严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工商企业资不抵债，工业企业总负债率达到114％，普
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五大商贸系统的负债率均在100％以上，供销社和商业企业负债率分别高
达298.3％和270.5％。
    财政状况入不敷出，历年累积财政赤字3260万元，欠发财政供养人员工资6250万元，就连县委、县
政府的办公经费也无法保证。
    政治上卖官鬻爵盛行，导致机构膨胀、人浮于事。
有人称，“官位就差插根草标明价码了”。
    乡村非法宗教组织活动猖獗。
1996年全县灵灵教、呼喊派、全范围教会、被立王等非法宗教组织多达36个，信徒人多势众。
少数行政村甚至被一些非法宗教组织、封建宗族势力所控制。
    ⋯⋯    绝望的人心    比起这些枯燥的数据，更可怕的是人心的绝望。
    在仇和到来之前，陈怀美已在四任县委书记手下工作过。
“四朝元老”的身份，使他既是沭阳政坛名副其实的“不倒翁”，又是沭阳政界变迁史的见证人和参
与者。
    “在老淮阴地区，地市级政府哪一届不是将号称最强的人派到沭阳来的？
又有哪一任县委书记调离时没有被提拔？
”陈怀美说，“可沭阳还是沭阳，山河依旧。
”    沭阳的百姓不是没有抱过希望。
远的不说了，就说前任书记黄登仁吧。
1992年，他是被众星捧月般履新的。
与他的前任相比，黄不仅口才较好，而且对工业、农业、财贸流通都熟悉。
在他上任之初，黄还经常骑车下乡，沭阳人充满了憧憬：来了一个干练的县委书记，省里又启动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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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扶贫的大政策，沭阳难道不应该有转机吗？
    然而，尽管省里下来的全是有实力的单位，尽管来人也都满腔热情，这场“带人、带资金、带项目
”的扶贫在历经3年的喧嚣之后，最终还是黯然收场。
1994年底，在南京中山宾馆召开的扶贫总结大会上，沭阳县被宣布“脱贫”了。
但局内人知道，那是“注水”之后的“数字脱贫”。
    扶贫期间，《淮阴日报》(当时宿迁市尚未成立，沭阳县隶属淮阴地区)每个月将淮阴地区13个县的
主要指标进行排名公布，而沭阳经常处在后面。
    黄登仁不干了，在常委会上大发雷霆：沭阳干不过人家，连数字也报不过人家，就知道给自己抹黑
！
    “查！
看这是谁报的数字。
”黄登仁一边发怒，一边用外县的例子暗示下边如何造假，最后还得出结论：“沭阳人就是蠢！
”    “如此一来，谁还敢如实报？
脱贫数字就是这样报出来的。
”陈怀美说，那段痛楚的往事实在不堪回首：交通厅的一位高处长满腔热情而来，可3年扶贫，沭阳
没有修一公里柏油路，在229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205国道过境外，全县没有一公里柏油路。
建设厅来人了，但沭阳没建一幢楼。
整个县城只有9万平方米的楼房，且都是二三层的砖混结构。
当年，省里、市里开会，凡表扬的总没有沭阳的份，有批评的总落不了沭阳。
    希望最终破灭，比没有希望更令人绝望。
    已经绝望了的沭阳人又碰到了一个年仅39岁的娃娃书记，他们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脱口而出的一句
话是：“神仙来了也不行！
除非他有本事把银行搬过来供沭阳人用。
”    2  向我看齐    “从现在开始，我仇和在沭阳当书记期间，任何会议不会迟到一分钟，哪怕是省委
书记来了也不是理由。
大家可以监督我！
凡我仇和自己做不到的，决不要求你们做到；我做到的，你们也必须做到！
”这是仇和上任第一天送给沭阳干部的见面礼。
    “仇和与沭阳四套班子的见面礼太不可思议了。
”说起仇和，陈怀美至今感慨不已。
    1996年12月10日，是仇和到沭阳赴任的第三天，也是新书记第一次主持召开四套班子会议。
    原定会议下午1点举行，可时间到了，联席会议室里的座位还有两个是空的。
这两个位置，一个是留给县委副书记刘金喜的，一个是留给副县长陈士明的。
5分钟后，刘金喜赶到，7分钟后陈士明赶到。
    以往，像这样迟到几分钟根本不算什么，常常是一边开会，一边等人。
但今天的情景不同以往，因为来了个新书记，所谓“新官新气象”嘛。
    “凭什么让大家白等你5分钟，就你忙？
别人都不工作？
迟到、让人等的理由无非是自以为自己的时间比别人的宝贵、自己要处理的事比大家的事都重要——
这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对集体的轻蔑！
”仇和一开口便大发雷霆，让两位老资格的县领导目瞪口呆。
    仇和连珠炮似的责问，给了在场的每一名干部一个“下马威”。
但醒过神来之后，大家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认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我打气，以前哪一个干部刚来
之时不是信誓旦旦，可最终有的连“三把火”也没有烧完就偃旗息鼓了。
    眼看就快到元旦、春节了，为了“干干净净迎元旦、整整齐齐过春节”，12月16日，仇和把县四套
班子、县党政机关全体人员、各乡镇书记、乡镇长、城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召集到一起，颁布了他到
沭阳后的“一号令”：所有干部都当清洁工，一个星期清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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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怀美说：“仇和讲这话时，我就坐在主席台上，别说别人不信，就是我打死也不信！
”    将沭阳当作公厕扫    陈怀美的不信是有充分理由的，说起仇和刚到沭阳时环境之差，沭阳人至今
都不好意思对外人启齿。
    曾经“舟楫如蚁，帆樯蔽日”的沭河，由于堆满了垃圾，水面已经很少。
“玉带”两岸布满了猪圈、厕所，河水比酱油还黑。
原沭阳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刘绪清1999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原来沭河两边是有柳树、花草护坡的，后
来疏于管理，就只见垃圾不见坡了，“我儿子都13岁了，从没有见过护坡”。
    12万人的县城，无一处像样的公厕，堆积的垃圾人均达一吨多。
    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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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们常说，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
出于职业的原因，我们与仇和、与宿迁有着较多的接触。
当仇和已经成为一个蕴含丰富、众人解剖的活标本和政治符号时，我们觉得不应仅仅是用新闻来说话
，还应用图书的形式，将一个更为全面、更为真实的仇和告诉读者。
    我们写仇和，不是出于偶然的冲动，而是进行了多年的积累。
实际上，早在仇和担任沭阳县委书记的1998年之初，我们就将目光锁定了拥有174万人口的被称为江苏
省“谷底”的沭阳，锁定了具有鲜明施政特点而又充满争议的仇和。
    那时，宿迁市委正在号召全市学沭阳，《宿迁日报》更是对沭阳经验作了5篇连续报道。
为了解剖沭阳谷底隆起的经验，我们第一次来到了沭阳，并与仇和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当时，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沭阳的巨变，而是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的关于他施政过程中的种种“奇
闻”。
然而，最终叫我们下决心长期跟踪研究仇和的，却是他对“三农”问题的独特见解和深层思考。
他说：“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获得了解放，而广大农民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获得解放。
”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混乱到极点的沭阳，当许多干部将农民视为“好诉
讼”时，他的话无异于不同凡响的一声惊雷。
从那时起，我们就下定决心长期跟踪研究这个散发着强烈个性魅力的“七品官”。
2000年，随着仇和的升迁，我们又将研究的目光追踪、扩大到了宿迁。
    长时间跟踪研究仇和，也是我们在治学上的一种探索，即调查研究不能走马观花、泛泛而谈，而应
打一眼小口径的深井，这样才能以小见大，管中窥豹。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全世界每6个人中，有１个是中国农民，全世界每3个农民中，就有1
个是中国农民。
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基本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任务最艰巨的是改变农民。
影响中国历史最深层的力量，还是农民。
正因为如此，当许多记者、甚至学者纷纷改行“农转非”时，我们却痴心不改，始终坚守我们对“三
农”问题研究的阵地。
    沭阳是江苏省的第一人口大县，宿迁是江苏省“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因此也就成了我们长期
研究的“深井”。
10年来，为了这眼小口径的深井，我们已记不清到沭阳、宿迁去过多少趟了，也数不清采访过多少人
，我们自信在众多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中，我们是对沭阳、乃至宿迁改革实践了解最多、理解最深
并离仇和心灵最近的人。
    打开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有关仇和的种种争论仍喋喋不休。
在仇和身上可以说是集两种极端舆论于一身，既有妖魔化仇和的，也有神化仇和的：　有人将他看作
是胡干蛮闹的“另类”，把他的一些做法当作饭桌上助兴的笑料，广为传播，更有甚者把他描绘成开
历史倒车的罪人、侵犯人权的代表、增加农民负担的酷吏、大搞形象工程的官员；也有人将仇和视作
爱民如子的“青天”、实现谷底隆起的高手，甚至喊出了“求天求地不如仇和”的口号。
    在知识界有关仇和的口水仗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来自实际工作第一线的领导者，不再
满足于通过几篇争论文章来认知仇和，他们纷纷迈开自己的双腿来到沭阳、宿迁，想用自己的眼睛亲
自看看这片被激活了的土地，寻找那谷底隆起的终南之道。
与那些热衷于议论、评论、争论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被沭阳、宿迁的巨大变化所吸引，进而来探寻
其解决方案的。
毫无疑问，他们首先是看重了结果，进而才来了解其过程的。
    望着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取经者那恳切的目光，作为两名肩负“历史记录者”责任的新华社记
者，我们有责任把真实的沭阳、真实的宿迁、真实的仇和以及真实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世人。
    由于工作忙碌，我们的写作几乎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因此书稿拖的时间也比较长，整整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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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
但两年的时间，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沉淀，去伪存真。
    毕竟是初试写书，没有经验，书中难免会有许多错误、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要在这里衷心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出版给予热情帮助的人，特别是《城记》作者王军、《
拐点》作者章敬平以及河北时评作者郭之纯，他们对本书的写作提供的指导和帮助，使我们获益良多
。
    包永辉    徐寿松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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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包永辉、徐寿松所著的《政道(仇和十年典藏版)》不是一部专门提供工作经验的作品，更不是一部歌
功颂德的作品，我们只想通过对仇和较为全面的报道和解读，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当许多地方
对社会事业改革、吏治改革“绕道走”的时候，仇和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啃这些硬骨头？
    看仇和十年，思从政之道，想为官之道，探寻改革之道，求索中国转型之道。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道>>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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