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劝富济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劝富济贫>>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4040

10位ISBN编号：7516104043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郑亦工 编

页数：343

字数：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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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劝富济贫>>

内容概要

郑亦工编著的《劝富济贫(聚焦吕梁实践一个资源型地区的艰难转型)
》是一个模式　一个解决采煤地区社会矛盾的模式。
政府号召资源企业兴办公益事业，造福一方百姓；创办非煤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论这项活动被称为“一矿一业一事”，或“一企一事一业”，其实质都是通过劝富济贫的形式，实
现资源财富在资源地区的普遍共享，缓和种种矛盾，实现公平正义。

《劝富济贫(聚焦吕梁实践一个资源型地区的艰难转型)》是一场被媒体高度关注的社会实践　起源于
山西乡宁，在山西吕梁大范围开展。
截至
2011年11月底，驻吕梁企业及企业家在这一活动中的投入已逾136亿元，是吕梁市2011年1-11月份一般
预算收入的1.6倍。
受这一模式的影响，陕北的府谷等地也在开展这一活动。

《劝富济贫(聚焦吕梁实践一个资源型地区的艰难转型)》是一本书　记录吕梁劝富济贫实践的书。
不仅因其轰轰烈烈的社会影响，更是因其探索而导致的争鸣。
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媒体报道、各式评论、理论研究，以及当事人的体会，目的是为关注这一实践的人
士提供更丰富的细节。

这是一群人　他们在政府的号召下，修路架桥、捐资兴学、捐修医院、敬老院，造福一方；创办各式
非煤产业，无论是投资汾酒这类传统产业，还是投资LED这类新兴产业，他们都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
展的同时，给山区农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他们不是那个被妖魔化的煤老板，他们的行动与见解，时有崇高的火花。

《劝富济贫(聚焦吕梁实践一个资源型地区的艰难转型)》是一个回答　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
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回答。
从乡宁到吕梁，每一步的实践，都在为当代中国探索着，这是必须作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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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亦工，祖籍浙江，山西长治人。
1968年8月生，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经济日报特稿部主任。
首届山西百佳新闻工作者，首届山西优秀青年记者。
从业十八年，主攻深度报道写作，涉猎诸多领域，整版报道几乎发遍全国主要媒体。
曾获中国经济新闻奖4次，（其中一等奖1次）山西新闻奖9次（其中特别奖1次，集体特别奖1次，一等
奖3次），作品入选中国青年报《冰点02》，家庭杂志《家庭十年佳作选》等新闻作品精选集。
亦曾入选《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从三千元起步》、《苦难中的财富》等6部新闻作品集。
编著有新闻作品集《劝富济贫，争鸣乡宁模式》。
　　为山西重大典型报道“右玉精神”的主要执笔者，为山西大型电视政论片《转型之路》的主要撰
稿之一。
曾参与各级电视台多部电视专题片脚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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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汾酒这几年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
”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认为，汾酒集团每年投资平均不足l亿元，而五粮液每年能投入50亿元左右。
　　回望20世纪80年代，汾酒集团却完全没有此时的尴尬：1987年，当时还叫“汾酒厂”的汾酒集团
利税为8830万元，而五粮液和茅台不过2208万元和1391万元。
作为全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汾酒从1988年起连续6年在业界称雄，是货真价实的“汾老大”。
　　1993年，汾酒集团麾下的“杏花村汾酒厂股份公司”在沪市挂牌（600809.SH，以下简称山西汾酒
），成为全国“白酒第一股”。
但是，汾酒却从此开走下坡路。
是年，全国原材料涨价，五粮液、茅台大涨价，将自己定位为高端白酒；而汾酒却主动降价，宣称要
做大众白酒、“老百姓的名酒”。
这一失误，将高档白酒市场拱手相让。
酒是高税高利的产品，1993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白酒行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汾
酒薄利多销的定位，给其自身带来了发展瓶颈。
1994年，“汾老大”退居“亚军”；1995年，坠落至全国第十。
1998年，山西文水县一农民购入数吨甲醇，勾兑成“散白酒”后，在山西朔州出售，春节期间毒死多
人。
此事轰动全国，为地方保护主义所利用，重创汾酒，从此“汾老大”开始蜗居老家，几乎成为山西的
地方品牌。
事后有人指出，汾酒集团在“毒液事件”中应对不力，公关乏术，终致汾酒溃败。
2001年后，山西吹响“调产”号角，“汾酒复兴”亦被山西省政府重视；汾酒集团开始在央视等媒体
大打广告，销售重现生机。
为节约开拓资金，汾酒集团试行了“工商联营”：汾酒集团授权经销商开发子品牌、设计酒瓶包装并
做广告；而汾酒只为其灌装调好的白酒。
很快，汾酒麾下的各种子品牌冒出200多种，经销商串货严重，自己人开始相互压价厮杀；外省消费者
则无所适从，不知哪种汾酒是“地道货”.在2008年上半年，这种“工商联营”模式被汾酒集团紧急叫
停。
随后，汾酒调整了产品线和营销策略，不断提价，重点推介高端的“青花瓷”和“老白汾”，而低端
产品则全部集中在“杏花村”品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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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年来，山西煤老板作为一个暴富群体被社会关注。
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同步增长的，是山西省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农民心理的失衡。
如何平衡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山西基层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俊秀　　　　吕梁纪检委所推行或主导的“一企一事一业”是运用党
内手段、党外方式所做的社会矫正。
受益的是社会、百姓，煤老板不只是付出，也有收益。
　　——《农民日报》记者马小林　　　　对于十数年来一直“靠煤吃饭”的山西来说，区域发展不
平衡、村矿矛盾突出，迫使地方政府必须要找出一条转型的发展道路。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高永钰　　　　煤老板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
，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因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下降，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吕梁“劝富济贫”正是希
望探索出一条化解矛盾、消融贫富对立的有效途径。
民政部相关人士称，吕梁的做法教育了社会公众，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
　　——《公益时报》记者陈江宏　　　　吕梁的活动是社会稳定的防洪坝，也是社会仇富情绪的疏
导渠。
是推动资源型经济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村企共同繁荣、经济社会统筹兼顾、和谐发展之路。
　　——《山西经济日报》记者郑亦工　　　　资源采掘业暴利如果不能引导投入当地社会经济事业
，资源所在地将承受巨大损矢。
　　——《山西晚报》记者李旭东　　　　这种通过鼓励资源、能源企业投身公益事业、非煤产业的
模式，进而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的产业，不仅造福当地群众，带动当地农民增收，有效缓解社会
矛盾，而且能够促进资源企业转型发展，开拓了一条贫富携手共进之路。
　　——《新晋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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