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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实说，对于宋亚平，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我，与他素昧平生，虽然也工作在祖国的中西部某县。
他是管理着数十万人口的一堂堂区委书记，而我是属于另一个百万人口县的那百万分之一。
所以，没有与他对话的任何条件，也没有与他交流的任何心理冲动。
宋的区，其实也是一个县，跟中西部地区的任何一个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把他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来看待，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
但是，对县委书记，我并不陌生。
当了近二十年的干部，当然知道县委书记是干什么吃的。
尤其近十多年，我从县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干事，到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再到县直部门的主任，然后
是一乡之长，再后是另一个镇的书记，从不同的工作岗位，远远近近地接触过我所在县的好几任县委
书记。
机关大院里行政级别等级森严、上尊下卑，下级只能安分守己地工作，在这种规则之下，我和绝大多
数的普通干部一样，与高高在上的县委书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空间距离和无法亲近的心理距离
。
浸淫日久，作为一个下属，对于掌握一县之内绝对权力、并且掌握着自己命运沉浮的县委书记，心底
生出些许不可名状的敬畏与疏离，应该是很自然的。
所以，在我看来，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和我熟知的县委书记们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对于县委书记的一点认知。
公众呢？
尽管各种认识千差万别，但在很大一部分人群的心目里，多年以来，村级支部书记就是史来贺、吴仁
宝、甚至包括禹作敏为代表的“智慧农民”的形象。
近些年来，乡镇党委书记就是董阳、李昌平、陈文胜为代表的“落难英雄”的形象。
那么，县委书记又是以谁为代表的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形象呢？
焦裕禄吗？
似乎太过遥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组部命名的“全国百名优秀县市委书记”吗？
早已经时过境迁了。
陈光？
夏一松？
好像也只是昙花一现。
倒是不断见诸报端的“出了事”的县委书记，时不时地被人骂上几句。
种种机缘，宋亚平，咸安区委书记，走进了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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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年，湖北省政府机关第一个主动辞职下海，在南方“商海”畅游了十载，其间又获得华中师范大
学历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宋亚平被湖北省委召回，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
他以霹雳手段，又不乏绵里藏针、以柔克刚，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
、撤销乡镇“七站八所”等十四项改革措施。
风生水起，湖北震动，全国震动。
    与那些局限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同，宋亚平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围绕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的，带
有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色彩。
于是，媒体云集而来，“咸安政改地震”的说法不胫而走，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咸安区实行的改革是“
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宋亚平也成为继吕日周、仇和之后的又一位名噪全国的
改革家。
    十年来，有关那场轰动全国的改革一直争议不断，但“咸安模式”已经逐步从湖北走向外省，为许
多地方所借鉴或移植。
为了让人们更全面真实地了解“咸安政改”的来龙去脉，并澄清某些一直在流传中的误解，为新时期
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借鉴，宋亚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历经两年多时间，写下了这长达30余万字的
改革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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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初到咸安，那令人头皮发麻的混乱局面我回湖北的第一站是襄樊下辖的枣阳市，任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
报到的第一天就闹了个笑话，组织部接转关系的同志认定我的工资单绝对地搞错了：一个正处级干部
“怎么会有几千元的月工资”？
大家都知道，湖北省一般县市区领导干部的月工资充其量只有1000元左右。
电话挂到海南，那头的人半天搞不懂这头所提问题的意思。
我1999年7月到咸安任区委书记时，工资水平更低，仅为“前四项”基本工资，即使是把每个月50元的
“下乡津贴”等钱加在一起也还不到800元。
我扳着指头粗略一算，正好是洋浦经济开发区所发工资的六分之一。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管工资的科长晚上回家将此事当成故事讲给他老婆听，老婆嘀咕着说：“这宋书记怕是神经有什么毛
病吧！
”似乎像是给我来一个“下马威”，就在上任的前一天，咸安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并引发大洪灾，
全区22个乡镇有2.8万间房屋倒塌，50多万人口中有近10万群众无家可归。
齐腰深的正在扬花抽穗中的早籼稻，泡在汪洋一片的黄泥汤中。
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几乎所有的大小工厂都被“咙王爷”端了锅。
区长王玲同志陪同我，车子无法上路，我们卷起裤腿，打着赤脚，冒着瓢泼大雨到各灾区现场办公，
安置和慰问灾民，发放救济物品。
看到老百姓那一张张无奈而痛苦的面孔，想到咸安本来就是湖北省38个贫困县中的不幸一员，如此再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连头皮都麻了。
俗话说，有祸不单行。
继1998年长江大汛之后，1999年高位的“姊妹水”又接踵而至。
7月10日，也就是我上任的第二天，省防汛指挥部直接给我下达命令，要我按照每公里江堤400人的标
准配置力量，率4000青壮劳动力驻守“四邑公堤”。
所谓“四邑公堤”是北宋时期中央政府牵头，由当时的武昌（今江夏区）、蒲圻（今赤壁市）、嘉鱼
、咸宁四县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受益面积分摊修筑而成的长江大堤。
这里处于武汉市的上游，落差约为3～4米。
1998年的簿洲湾溃口，就在这“四邑公堤”的外侧。
如果“四邑公堤”一旦出了问题，整个武昌城区将立马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保荆江大堤，保的是长江以北的汉口和汉阳，保“四邑公堤”则保的是长江以南的武昌。
汉口、汉阳是工商业重镇，当然得力保；武昌是湖北省政治、文化的中心，更是得死守。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只好与王玲同志分兵把关。
考虑到女同志搞防汛的诸多不便，于是让她在家里主持工作，指导各乡镇开展生产自救，我则带
着4000名咸安子弟奔赴“四邑公堤”，冒着烈日与高温，日夜与洪水对峙，和涛声相伴。
防汛是各级政府和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除了主要的防汛器材由政府购置之外，所有防汛活动
都是义工性质，还要自带伙食。
虽然老百姓在大灾面前表现得十分坚强和无怨无悔，但想起他们的土地和房屋正泡在黄泥之中，却又
要咬紧牙关舍小家保大家，今年的日子怎么过？
恐怕也是无言以对的伤心事。
作为区委书记，如何尽到党委和政府的职责，有效地帮助他们渡过眼下的难关，零乱的思绪亦随着江
中那滔滔浊浪，整整煎熬了我30天，直到8月10日省防汛指挥部解除警戒令，我们才得以“班师回朝”
。
然而，更令人揪心的还不只是肆虐的洪水。
我带着秘书张拥军，推着自行车走遍了咸安的山乡农村。
在调查中了解到，咸安经济基础脆弱，总量块头小，运行质量低；工业腿短，农业落后；政府机构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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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财政捉襟见肘；地方可用财力仅5374万元，而13111名财政供养人口的前四项基本工资就得支
出6708万元。
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区长边一山同志告诉我，每到月初，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人“压倒一切”的头等
大事，就是找省市财政部门和银行金融机构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去借钱挪钱，甚至经常性地“拆
东墙补西墙”凑钱给党政机关的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们发工资。
在这种“讨饭”财政的境况下，根本就没有资金用于搞建设，只能是拖一天算一天，混一年算一年了
。
边一山还强调，许多省直的厅局委办都在咸安最困难的时候或多或少地“拉”过一把，但他们至今对
咸安逾期不还钱、一拖好几年的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想起来就头痛心烦。
在争取省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性建设支持的问题上，咸安也颇受歧视。
分管农业的副区长程家华同志讲，凡属需要下面县市区配套资金的各种事儿，如大中型水利基础设施
、基本农田平整、农业科技开发等等建设项目，一般情况下都会以咸安财政太穷为理由，很少有咸安
的“戏唱”。
因为种种历史与现实的缘故，历史遗留下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债务如山。
就区级债务的大项而言：农村基金会欠款3.68亿元，“普九”负债9400万元，粮食亏损挂账1.5亿元，
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亏欠2.6亿元，财政赤字3800多万元。
近9亿元的债务，以1998年本级可用财力5374万元计，即使不吃不喝，亦需17年方可了结。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直是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法则。
区委办公室主任李国文对我说，区政府无钱还债，老是当“被告”，各种“官司”不断，法院的传票
像雪片一样飞来。
作为区政府的法人代表，王玲几乎不敢出门，小车数次被省高院扣押。
乡镇的干部反映，“普九”之后，为追讨“血汗钱”，建筑包工头经常到学校教室锁门，到镇长家里
“蹲点”，闹得学生不能正常上课，干部不能正常上班。
特别是那些将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所积累下来的血汗钱、救命钱、养老钱存入农村合作基金会而血本
无归的储户，更是成百上千地相聚在一起，三天一小访，五天一大访，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敢把王玲
区长的花裙子往下扯，而且还经常围困市政府，堵国道省道，甚至冲击京广铁路大动脉，连原国务院
朱总理都不得不于万忙之中专门过问此事，遂使咸安成为了全省闻名的社会秩序严重动荡的“重灾区
”。
由于财政窘迫，入不敷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又不能像美国政府那样在没有钱的时候可以随时“关
门大吉”。
干部要工资，职工要福利，办公要经费，逢年过节还得多多少少给点奖金与补贴。
“官粮”吃不饱怎么办？
有些机关、单位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充分利用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种职能权力和附属资源“
刮地皮”，千方百计“吃民粮”。
区工商局局长带队上国道拦车，没料到为几个不知苦楚的记者逮了个正着，旋即被中央电视台《焦点
访谈》曝光；渔政局局长也如法炮制，在国道上截住湖南某公司运往北京的几车鳝鱼，结果被人告状
告到中央纪委，连“乌纱帽”都丢了；某派出所所长为完成罚款任务，让手下干警日夜跟踪辖区内的
企业老板，一旦发现情况便立马“现场搞定”；经贸口的主管单位则不断地组织各种各样的升级达标
活动，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钱可一分也不能少收。
到咸安还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强烈批评投资环境恶劣的“告状信”一千多封。
矛头所指，绝大多数是政府机关。
有位浙江温州的投资者在信中说：“咸安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拉赞助、乱摊派现象已经到了
我们外来投资者无利可图和无法忍受的地步，如果这种‘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还不悬崖勒马
的话，我们11家浙商将集体抽资退出咸安区。
”在广大山乡农村，由于现代教育的“阳光”没有很好地普照到农村，农民中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的
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比重竞占到总数的8.5％，小学文化呈度的为34％，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7％，高中
文化程度的为1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咸安政改>>

但真正种田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被戏称为“386199部队”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我对区委副书记江仁春同志讲，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属于是农业经济原始落后的
必然结果，也是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缺乏长期稳定机制的真实反映，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如此一来，传统农业越发显现出“老态龙钟”和无可奈何的衰败，绝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县域经济发
展也必然更加艰难。
1997年，咸安农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023元。
1998年为2122元，远远低于本来就不怎么高的全省平均水平。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在调查中我发现，多数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左右，有近30％的农户则退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
。
这就是说，相当多的农户无法通过农业生产获取足够的现金报酬。
与原始状态的农业相比，工业也好不了多少。
分管工业的副区长熊棠芬陪我参观，屈指一算，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各类国有企业不到一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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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咸安政改: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一个经历曲折、有点另类、备受争议的传奇人物，
与吕日周、仇和齐名的改革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获得者，“改革开放30年，影响
湖北30人”得主宋亚平担任湖北咸安区委书记期间，推行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撤销乡镇
“七站八所”⋯⋯十四项改革一共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但整个社会秩序一直保持稳定。
既有霹雳手段，又不乏以柔克刚。
大刀阔斧，风生水起，湖北震动，全国震动。
 十年来，有关那场轰动全国的改革一直争议不断，但“咸安模式”已经逐步从湖北走向外省，为许多
地方所借鉴或移植。
为了让人们更全面真实地了解“咸安政改”的来龙去脉，并澄清某些一直在流传中的误解，为新时期
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提供借鉴，宋亚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历经两年多时间，写下了这长达30余万字的
改革自述。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面对面》、《新闻调查》）、湖南卫视（《新青年》）、《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改革报》，《半月谈》、《凤凰周刊》等众多主流媒体
对成安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密集报道和专题评论，“成安政改”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咸安政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