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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笔者是1981年7月中技毕业后到滨
州曲轴厂工作的。在车间工作3年半后，
于1985年初考进厂财务科，同年5月调入
厂党委办公室。

其间，厂里正积极推进承包经营等各
项改革。当时，笔者根据厂党委安排，主笔
起草了三个条例，即《滨州曲轴厂党委工作
条例》《厂长工作条例》《工会工作条例》。

1990年底，笔者参加山东省县以上
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考试，经考试考核
合格后，于1991年初调惠民地区体改委
（时称）工作。至此，走上专门从事改革工
作的岗位。

如果从1985年接触改革算起，到2016
年退休，算起来，笔者直接或间接从事改革
工作达32个年头。下面，笔者将自己的主
要工作经历梳理一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
关于滨州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发。

在企业工作期间。企业主要是从事
生产经营的，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项工作。
笔者主要从事厂党委干事和厂长秘书工
作，改革属于综合性工作，所以对厂里的
改革只是“捎带着干”。

1986年，厂党委决定在全厂科室、车
间实行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管理。起初，厂
里派笔者和吴松远师傅一道去青岛国棉
八厂参观。回来后，我们俩一方面将青岛
经验上墙展览，一方面又由笔者和党办的
另一位同志承担推行思想政治工作目标
管理的具体工作。后来，滨州曲轴厂所取

得的经验引起了当时的地委企业政治工
作部的重视和肯定，并在全区推广，滨州日
报（时称惠民大众报）对此进行了报道。笔
者在此项工作中为具体操作者之一。

在地区（市）体改委（体改办）工作期
间，笔者主要从事了以下几项工作。

转换经营机制。笔者1991年进体改
委工作后，正好赶上了转换经营机制改革
这个阶段。刚上任，就着手全区第二轮承
包的调研、建档和展开工作。此时，笔者
参与了滨州毛纺厂经验的调研、综合工
作。不久，滨州毛纺厂“自己救活自己”的
经验在全区推广。

中小企业改革。到1992年初，滨州
地区中小企业改革全面推开。其中，有项
改革叫“打破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
铁交椅”。1992年5月，笔者参加了在德
州召开的山东省中小企业改革研讨会。
会上，省体改委主任刘志厚到会讲话。这
次会议共收集了近百篇论文，笔者的《谈
影响企业职工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与对策》
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从德州回来后，笔
者又写了《企业集团呼唤规范化法律化》

《谈“破产”》两篇论文，均在《改革之声》发
表。是年底，笔者被吸收为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会会员。

股份制改革。1995年夏，按照地区
领导部署，我们在东方红旅社（今银茂大
酒店）集中办工。这段时间成立了13家
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笔者是具体操作

者之一。1996年，“鲁北化工”上市。期
间，笔者在体改委生产科，具体承办鲁北
化工上市中的一些基础性工作，譬如资料
整理、宣传报道等。

企业集团组建。这是企业改革的一项
重要工作。我们滨州的企业集团从无到
有，到1995年底发展到了38家。在这项改
革中，笔者仍然为具体承办者。

分配制度改革。到1999年，滨州地
区分配制度改革展开。这一年，地区体改
委开展了分配制度改革调研，并从地区有
关部门临时抽调部分同志帮助工作。笔
者和其中几位同志完成的《关于全区分配
制度改革的调查》刊发在市委内部刊物

《调研与综合》上，较好地完成了上级部署
的任务。

公司制改造。2000年，滨州市加快
了公司制改造步伐，力求做到股权结构多
元化。2001年，笔者写的《滨州市企业公
司制改造成效大》《我市公司制改造成果
丰》被《滨州日报》《鲁北经济信息报》采
用。《公司制企业要努力实现股权结构多
元化》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2000年度
学术成果优秀奖。

农村（综合）改革。1998年，笔者调
体改委农村科（综合科）工作。这虽是一
个科，但有两块独立工作：一是农村改革，
二是综合工作。笔者主要承担后一块工
作。综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上通下
达，信息上报，改革宣传等。承担这块工
作后，笔者感到比较繁琐，事无巨细，并且
经常加班加点。虽然累，可也磨炼了笔
者，初次尝到独当一个方面工作的味道。
那时候，笔者的办公室在供销社大楼三
楼，体改委“大本营”在行署大楼办公。为
此，笔者得不断地往行署大楼跑，最多时
一天来回跑七八趟，一天五趟六趟是司空
见惯的。

流通体制改革。从2004年开始，我
市加大了对流通企业的改革力度，成立了

流通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下设资产变现流
通组等专门小组。笔者被抽调到这个小
组工作。期间，主要参与操作滨州市黄河
三角洲公司破产清算工作。后来，因发改
委内部科室工作调整，笔者离开这个小
组。从这项工作实践看，笔者感到流通企
业改革的难度不亚于工业企业改革难度。

在市发改委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以下
工作。

综合体制改革。2004年底，按照市
里部署，市计委和体改委合并成立市发改
委。此时，原体改委（办）作为一个科设在
发改委内部，名叫综合体制改革科。笔者
在这个科工作。

2006年底，按照委里安排，笔者调发
改委纪检组。此时，笔者承担纪检组的具
体工作。期间，笔者按时完成上级部署的
各项任务，起草委里的纪检监察文件和情
况汇总等。经整理，《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
几点思考》被市委内刊《现代滨州》采用，并
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研究所论文
评选一等奖。

总之，笔者从事改革工作30多年，有
苦有累，有酸有甜。笔者想起当初报考体
改委时，当时的副主任周福楼曾问笔者：
你为啥报考体改委？笔者说，是来锻炼
的、学习的，尤其觉得体改委天地大，愿在
这个天地里锻炼。

30多年来，笔者的职务没多大变化，
知识学了不少，这是笔者所欣慰的。从心
里觉得，自己与改革是有缘的，为此，特撰
此文。

作者简介：
纪象启，男，汉族，1957年3月生，山

东广饶人，2016年从滨州市发改委退休，
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滨州市作
家协会会员。多年来，在各类报刊发表作
品700余篇，计120万字。已出版散文集

《淄水清清》、诗歌集《春风秋月》。

我所经历的滨州企业改革
纪象启

四十年弹指一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
国运的改革开放大幕就此拉
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向
内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华
夏大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
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
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转变，
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
折。

肚子饱了、钱包鼓了、房
子大了、道路宽了……就个人
层面而言，这是改革开放所给
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

不论对于个人、家庭，部
门行业企业，还是国家和社
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都是一
个值得铭记、隆重纪念的重要
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
何时吹到滨州大地？在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推
行的？在城市，国企改革怎么
推进的？从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涌现
出多少时代的弄潮儿……

即日起，我们热切地向各
位读者征集关于改革开放的
当事人亲历文章、家庭影像故
事、部门行业发展侧记以及图
片、音视频影像资料等。

征文作品须是未公开发

表和出版的原创作品。必须
以史实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史
料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应围
绕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历史
成就、成功实践、经验启示等
进行非虚构撰写。突出改革
开放 40 年来滨州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领
域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文
章3000—5000字为宜，如配有
图片更佳。

我们坚信，即使是一个小
人物，其个人际遇或家庭变迁
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的时代
变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
有他（她）闪光的时刻，而汇聚
起这萤火之光，就能照耀着我
们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继续大
步向前。

对于所征集的上述作品，
我们将充分利用滨州日报社
旗下报纸、网站、微信等平台
进行立体化、多角度推介，让
我们一起分享那些感人的、鲜
活的、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我们还会精选部分作品在滨
州日报人文滨州版刊发，稿费
从优。

征文信箱：bzrbwgl@163.
com

联系人：王光磊
联 系 电 话 ：0543—

3186761
滨州日报社

2018年4月17日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启事

算上今年的“我与春天有个约会”
同题诗赛，滨州日报已连续三年举办以
书写春天为内容的诗赛。作为一名诗
歌爱好者，我非常钦佩滨州日报的做
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
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一个城市
的发展，不仅要靠经济的拉动，还需要
文化的提升。“春天的芭蕾”“叩响春天
的门环”“我与春天有个约会”三次诗
赛，得到了诗人们的热烈响应。大家讴
歌春天，捕捉和感受着春天带来的细微
变化，让春天的滨州充满了诗意。诗赛
是对滨州诗人队伍的检阅，也促成了滨
州诗人的集体亮相，无疑对滨州诗歌创
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前两届相比，这次诗赛参赛人
数更多、作品质量更高，活动的内容也

更加丰富多彩。征稿启事一经发布，
立即点燃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短短
两周时间，就收到了167位作者的200
多首作品。这里面，既有六七十岁宝
刀不老的长者，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新锐；既有多次获奖、作品成熟的名
家，也有小荷初绽、出手不凡的新秀
……所有作品隐去作者姓名，经过八
位评委严格公正的两轮评选，最终有
36位作者获奖。参加人数和获奖人数
都创下了滨州诗歌之最。

前两届的诗赛，经过评比、优秀作
品报纸专版登载之后就画上了句号，
而今年则增加了一部重头戏——诗人
们将“带着诗歌 相聚禾和”，参加在邹
平县韩店镇禾和湿地公园举办的中国
首届“伏生诗会”。诗会让诗人们充满
期待，但需要有人精心筹备，才能铺就

通往诗会的道路。作为组委会的一
员，我有幸参与其中。

让诗人们上台朗诵是一件有风险
的事情，确切点说，朗诵并不是很多诗
人的强项。但好在经过反复沟通，大部
分诗人都表示愿意上台朗诵自己的作
品。于是，有的诗人向朗诵家拜师学
艺，有的诗人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诗人
们还是颇有灵性的，我惊喜地看到，朗
诵会现场，过去普通话不标准的已经发
音比较纯正，过去性格内向的变得落落
大方，虽一时无法与专业的朗诵水平相
比，却更加真实自然、情真意切……

作为一个纯粹的诗歌朗诵会，在
邀请嘉宾的时候，组委会商定一个原
则，要邀请真正的诗人参加，不考虑职
务等非诗的因素。寒烟、王桂林、马累、
杜立明四位都是国内的知名诗人，在我

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非常
爽快地答应，而且四个人也都同意我提
出的每个人上台朗诵的请求。

在邹平举办诗歌朗诵会，能够邀
请到邹平籍的知名诗人是最合适不过
的。寒烟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女诗人，
一个生活在自己高贵的精神世界里的
诗人，一个不喜欢消费“生活”的人。
我与寒烟也算熟悉，但对于她能否参
加，心里还是有些忐忑。让我感动的
是，电话那头的寒烟不假思索地应承
下来。她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邹平
人，年龄越大，越能感觉到故乡的份
量，那是一种根系性的、牵引的力量
……要是别的活动，我可能要推辞，但
家乡的事情，我义不容辞！”

寒烟是一个极其认真、谦虚的人，
她特别告诉我，诗会现场主持人介绍

她时，不要使用“著名诗人”这个词。
我向她解释一番，她最后虽然答应了，
但也能感觉出她骨子里的不情愿……
当她得知我在撰写诗会主持词的时
候，便主动与我沟通。电话里，她把要
朗诵的作品先朗诵了一遍，又向我交
待了写作背景，以便于我在撰写主持
词时更好地把握对作品的理解。那是
一首写给在四月去世的父亲的诗。寒
烟的父亲在年轻时也做过文学梦，但
最终没有实现，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女
儿身上。寒烟说：与父亲之间，除了血
缘关系，还有文学精神的联系，这使得
父女之情更亲，也更痛……

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完
美无瑕的，首届“伏生诗会”，也留下了
些许遗憾。比如说，诗会的内容应该
更丰富一些，朗诵会只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时间充裕的条件下，
还应组织嘉宾讲座、嘉宾与诗人交流
对话、本地诗人作品研讨、到企业和农
村采风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与会嘉
宾更多地与当地诗人互动，让所有参
与者亲身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

现在，诗会已圆满落下了帷幕，我
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已落地。回忆筹备
诗会的点点滴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满足感、成就感，还有深深的对每一位
参与者的感激之情。在“滨州作家协
会”“滨州诗群”等微信群，在诗友们之
间，关于诗会的话题还在继续发酵。
短短一天时间的诗歌活动，必将成为
很多人一生珍藏的记忆……

（作者为滨州市作协副主席兼诗
歌创作委员会主任）

在春天播下诗歌的种子
许烟华

春风它吹上了我的脸
——写在首届中国“伏生诗会”落下帷幕之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锋

游园诵诗游园诵诗雪松题雪松题

首届中国“伏生诗会”落下帷幕已
经数日，可是由诗会激发的热情余波
依然在蔓延在发酵。光明网、中国诗
歌网、搜狐、新浪山东、网易等发布活
动的媒体、网站等已经多得“不好
数”。尤其是《滨州日报》、滨州网，每
当推出一次报道，就会在“滨州作家协
会”等微信群里“刮起一阵风”。一段
时间来，“诗会”“伏生”“禾和湿地”等，
在滨州文学圈无疑成了热词。

诗会，搅动一池春水
本段文字，记者不做赘言，仅摘录

部分参会者的网上“声音”，让我们一
窥首届中国“伏生诗会”所激起的波
澜。

侯磊（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本
次诗会可谓是创下我市历年之最，是
效果最好的一次诗歌盛会。参与诗人
最多，关注群体越来越大，形成了滨州
的“诗词大会”和“百人团”。整个活
动，每个步骤和环节都公开透明、有条
不紊，为以后活动的开展积累了很多
好的经验。建议以后一届一届办下
去，形成滨州的诗歌品牌。

王冬良（邹平县韩店镇）：自从得
知首届“伏生诗会”在我家乡举办，我
的心就一直激动着。正式举办那天，
我和王卫东、左丽宁一大早就赶到镇
政府帮忙，引领人们赶赴禾和湿地。
主会场人头攒动，禾和湿地成了真正
的“禾和诗地”。韩店有很多老人、孩
子来听朗诵，从一粒种子开始，让诗歌
在每个人的心里发芽开花。

张恒（博兴县西辛安村）：很高兴
获得诗赛优秀奖，而更为高兴的是能
与众多诗友奔赴"伏生诗会"，认识这
么多的诗人和老师。由此，我很感激
这次诗会的主办方和组织者。禾和湿
地，将在诗人们的梦里驻扎。

左丽宁（邹平）：与其说相遇在禾
和的美景里，不如说相遇在诗意的文
字里，是禾和给予了文字一份相遇的
理由，更是文字赋予了禾和一段属于
情愫的倾听。当伏生精神成为所有目
光凝聚的焦点，一部书的存留足以将
传说演绎。

刘晓梅：4 月 15 日这个阳光灿烂
的日子注定因为诗歌而不同凡响。开
放性舞台彰显灵性和自由，无人机航

拍的盛大场面让人为之震撼。诗人们
不就是舞台中央圆形池水里自由游弋
的小鱼儿吗？感谢此次诗会让我们在
春意盎然的氛围里徜徉诗歌天地！席
地而坐听诵诗的感觉很美妙！首届

“伏生诗会”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
把伏生的故事、首届“伏生诗会”的盛
况讲给我的学生听。看似无心丢在春
天的一粒种子，相信文化的力量，定会
长成参天大树。如果和研学活动结
合，定会让诗会焕发新的生命力。

王祖山（邹平县魏桥镇教委）：“伏
生诗会”的成功举行是一次文学下乡
的大胆尝试，对于促进繁荣地方文化
建设，尤其是丰厚禾和湿地公园的人
文底蕴更是起了催化作用。通过与会

文友的交流可以看出，这次活动对大
多数人来说也许是终生难忘的。文学
与地方特色文化有机结合，四方文友、
诗友心灵碰撞融合，使“伏生诗会”如
诗如画，如梦如歌，并最大限度地彰显
了文学的魅力。这样的活动很有必要
继续推进，发扬光大。

马士红：首届“伏生诗会”非常成
功，这毋庸置疑。不过感觉有些仓促，
内容不够丰富，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
起，应该多交流一下，应该让到会的名
家们多给大家讲讲诗歌。

情怀，让创意的种子开花
4 月 8 日晚上，记者在“滨州作家

协会”微信群里发表了几句感言：“几

天来一直感动着，感动于一种叫做‘情
怀’的东西。滨州的诗人们为了一个
春天同题诗会，133人聚在了一起，诗
潮浩荡胜春潮；韩店镇为了让他们美
丽的禾和湿地公园人文气息充盈，竭
诚搭建平台，举办诗歌朗诵会，努力用
伏生精神涵养韩店气质；而报名参加
朗诵会的已超百人…… ”

的确，文化是一种情怀，情怀带给
人力量。为了举办这次诗会，为了唱
好“同一首歌”，滨州日报社和滨州市
作协的一大帮作家、诗人，和韩店镇政
府的领导、同志们，组成了临时但却有
力量的组织团队。诗人、作家，愿意为
促进本地文化发展发出自己的光量，
这是一种情怀；韩店镇，重视传承弘扬
地方宝贵文化资源，这是一种情怀；滨
州日报社，自觉担当滨州文化建设者
的责任，既愿为诗人们“深入走进生
活、走进时代”创造机会，也愿为地方
文化建设提供多元化高效服务，这也
是一种情怀。正是这种多方面宝贵的
文化情怀，才促成了首届中国“伏生诗
会”的创意得以落地生花。

首届中国“伏生诗会”有一个开创
性意义，那就是倡导滨州的诗人们，

“从这个春天开始，把朗诵变成习惯，
让诗歌张开嘴巴，让诗意飞翔起来”。
因此诗会上所朗诵作品，除一首是名
家名篇外，其余全是滨州诗人原创。

本次诗会还突出了本土性、接近
性的特点。举办地在大自然中，朗诵
者多是诗人自身，参会的滨州作家“百
人团”在文化、情感、人脉等方面有很
多相同点，因此，使得诗会更接地气、

更具亲近感。
诗歌朗诵在人们眼里，原本处在

高高的殿堂之上，而这一次，席地而
坐、水边倾听的“伏生诗会”，让人感觉
恰似春风吹上脸。

主办地韩店“文化自信”
更强大

首届中国“伏生诗会”成功举办
后，韩店镇当地干部群众反响热烈。
到场观看的群众对这种深具文化气息
的活动形式很是欢迎。很多群众通过
前期户外大屏、微信公众号、滨州日
报、滨州网等媒体了解到活动举办时
间后，专门抽出时间带着孩子到诗会
现场感受诗歌魅力，提高孩子们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韩店镇机关干
部吕哓玲在诗会当天带着上幼儿园的
女儿到现场观看。她说，培养孩子热
爱文学要从小抓起，可能现在孩子还
听不懂诗歌内容，但我相信她会从活
动中产生美的感受，产生对诗歌对春
天的热爱。

这次诗会，极大提升了韩店镇干
部群众的地域文化自豪感，让伏生文
化涵养韩店精神成为人们的共识。韩
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阳表示，首届
中国“伏生诗会”活动形式新颖，效果
和影响力超出预想，韩店镇要一届一
届把诗会办下去，办得越来越好，影响
力越来越大，把伏生诗会办成全省乃
至全国响当当的品牌，让“伏生故
里 刘徽圣地”成为韩店镇独一无二的
地理文化标志，推动韩店镇旅游及文
化事业走上蓬勃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