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词精奥

提起诗人中的“美食家”，大家第一反应是
大文豪苏轼，其实爱国诗人陆游，也是名副其实
的“美食达人”，他一生中写的与美食相关的诗
词约有三千首。秋天是属于吃货的季节，让我
们随着陆游的诗词看看他推荐的秋日珍馐。

秋风起，蟹肥时。陆游肯定不会错过吃螃
蟹的最佳时节。“秋夕高斋病始轻，物华凋落岁
峥嵘。蟹黄旋擘馋涎堕，酒渌初倾老眼明。提
笔诗情还跌宕，倒床药裹尚纵横。闲愁恰似憎
人睡，又起挑灯听雨声。”秋日傍晚时分，诗人的
病情刚刚出现好转的迹象，便按捺不住急切的
心情，安排享用起了螃蟹。当蟹黄刚刚被剥开
的那一刻，馋人的口水便不由自主地直往下
淌。新斟的美酒刚倒入杯中，原本昏花的老眼
瞬间变得明亮有神。左持一个肥美的螃蟹，右
握一杯醇香的美酒，真是人间最快乐的事呀！
一顿饱餐之后，心情瞬间变得格外舒畅愉悦。
提起笔来，诗意如潮涌，诗情波澜壮阔，起伏跌
宕，毫无停歇之意。诗人躺在床上，纵然身上还
贴着治病的药贴，然而心境却如同自由自在的

小鸟，无拘无束。诗人用“蟹黄旋擘馋涎堕”一
句，极为生动地展现出一个吃货面对美食时那
难以抑制的渴望之情。

菱角也是陆游秋天的挚爱。他在《归云门》
中写道：“万里归来值岁丰，解装乡墅乐无穷。甑
炊饱雨湖菱紫，篾络迎霜野柿红。坏壁尘埃寻
醉墨，孤灯饼饵对邻翁。微官行矣闽山去，又寄
千岩梦想中。”诗人长途跋涉归来时，正赶上家乡
的丰收之年。回到乡村住所，内心充满欢乐，每
天他都能品尝倒甑中蒸出的热气腾腾、色泽诱人
的紫菱。闲暇之余，诗人喜欢漫步山间，亲手采摘
那些经过寒霜洗礼的野柿子，享受大自然的馈
赠。在布满尘埃的破旧墙壁上，他寻找自己昔日
留下的醉意诗句，每一笔都是青春的印记。夜晚，

诗人与邻家老翁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品尝着饼
饵，谈笑风生，享受着难得的温馨与闲适。然而，
随着前往闽山赴任的日子逐渐临近，他的心中
又悄然升起了对那片千岩万壑的深深向往，期待
着在新的职位上，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每到秋天，陆游最馋的是故乡的芡实。芡
实，因其形状酷似鸡头，故又得名鸡头米、鸡头、
鸡头实等。它的口感软糯香嫩，营养价值极高，
被誉为“水中人参”。陆游的故乡山阴，盛产芡
实，每至早秋，芡实就上市了。芡实的叶子形似
睡莲，花朵则如红色丝绒一样绚丽，红绿搭配颜
色煞是好看。在异地任职的诗人，看着建安城
里的天气渐凉，心里充满对故乡的思念，特别是
看着盘子里堆满白枣时，他更是思念故乡的芡

实，遂随笔写下《建州绝无芡，意颇思之，戏作》
这首诗：“乡国鸡头卖早秋，绿荷红缕最风流。
建安城里西风冷，白枣堆盘看却愁。”

作为养生达人的陆游，在秋天有一样不可
或缺的应季蔬菜——茭白。“秋江菰菜喜新尝，
盐酪亲调七箸香。但有长腰吴下米，岂须细肋
大官羊。青衫昔悔尘中老，白发今宜静处藏。
一事尚须深自咎，街头儿女识韩康。”他在《书意》
一诗中所提及的菰菜，正是茭白。在秋日的江
畔，最适宜采摘那新鲜的茭白来品尝。诗人亲
自下厨，精心调配盐酪，将菜的味道把控得恰到
好处。此时再佐以细长的吴下米，如此的美味
佳肴，胜过那些酒肉。回首往昔，诗人仿若能够
瞧见自己身着青衫在尘世中劳碌奔波的身影，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满心懊悔岁月匆匆消逝，这
才顿悟宁静淡泊的生活方是自己心之所向。

品读着陆游的一篇篇美食诗词，我们仿佛
看到生活的真谛——心怀热爱，珍视日常饮食
中的温暖，于细微处拥抱生活的美好，一粥一
饭，虽平常却饱含深情。

社会发展了，有些事便随之忽略了。

但我喜欢拂去深厚的尘埃，到历史当中去

找寻一些闪光的东西。这些故事虽然老掉

牙了，甚至在某些人眼里“俗不可耐”，但看

着看着，它们就会在我的眼前放出光芒

来。其实，这些事看似很小，却值得我们世

世代代去牢记。

东晋有个大官叫吴隐之，他幼年丧父，跟

随母亲艰难度日，养成了勤俭朴素的习惯。

做官后，他依然厌恶奢华，不肯搬进朝廷给他

准备的官府，多年来全家只住在几间茅草房

里。后来，他的女儿出嫁，人们想他一定会好

好操办一下，谁知大喜这天，吴家仍然冷冷清

清。谢石将军的管家前来贺喜，看到一个仆

人牵着一条狗走出来，管家问道：“你家小姐

今天出嫁，怎么一点儿筹办的样子都没有？”

仆人皱着眉说：“别提了，我家主人太节俭了，

小姐今天出嫁，主人昨天晚上才吩咐准备。

我原以为这回主人该破费一下了，谁知主人

竟叫我今天早晨到集市上去把这条狗卖掉，

用卖狗的钱再去置办东西。你说，一条狗能

卖多少钱？我看平民百姓嫁女儿也比我家主

人气派啊！”管家感叹道：“人人都说吴大人是

少有的清官，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二十一岁中

进士，前后共做了四十年的官，做官期间他

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

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

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

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

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

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

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

三十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

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

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

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

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

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周总理的廉洁众所周知。当年在国务院

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

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工作作风的写

照。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人们不止一次

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周总理

的饮食很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

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

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

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

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

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

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喝干净，最后才把菜叶

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总理

马上捡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

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俭是一粒种，它虽然不起眼，但不经意

间却能长出一棵茁壮的苗，日子久了，还能

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俭则可以成家，

俭则可以立身”“国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俭，乍听起来事虽小，却能成大事。家不可

缺少它，国更应传承之。历览前贤国与家，

俭这粒种，不可小觑啊！

改革开放的希望地
马兆亭

天津党史 名片红色

“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一句日常俗语，
比喻认死理，听不进不同意见，同义词还有
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一条道
走到黑等。民间智慧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
实际经验作比，不过棺材、黄河、一条道都
容易理解，而“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俗语
中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
古代中国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

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影
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还可以阻拦直
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
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否
则就会一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
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的人。

照壁或曰南墙的起源极早，最早的时
候称作“萧墙”，出自孔子之口。《论语·季
氏》篇载：“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
墙之内也。”“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东汉
学者郑玄注解说：“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
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
萧墙。”原来“萧”通“肃”，“萧墙”就是国君的
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
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
这扇门前，一想起将要见到国君，立马肃然
起敬，故称“萧墙”（肃墙）。所以孔子所说
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
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
臾，而是在它的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
“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

民间仿照宫内的“萧墙”形式也建起了
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
“至屏而加肃敬”的含义消失了，而代之以
“鬼碰头”的民间禁忌。

陆游笔下的秋日珍馐
王利娟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南墙”是什么墙

许晖

俭是一粒种
卜庆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

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天津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

真务实，在党和国家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局中勇立潮头，在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勇毅走在全国前列，书写了绚丽多彩的天津篇章。

开启改革开放征程
开创天津事业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市政府坚决
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市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改革开放释放活力，
推动天津改革开放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农村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以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快速实行带动农村各项改革，到1983年年
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市农村普遍建立，农
村生产力得到快速释放，农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农业的成功改革促进
了乡镇企业发展，推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天
津积极落实乡镇企业支持政策，制定富有指导性
的工作方针，明确“城乡结合发展乡镇企业，整体
推动振兴天津经济”的基本思路。在政策支持下，
到1991年年底，天津乡镇企业达到近4万家，职工
98.3万人，分别为1978年的9倍、2.6倍，乡镇企业
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居于全国前列。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推动国
有企业改革从扩权改革到推广完善承包经营责
任制。1979年，天津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国
有工业企业扩权改革试点启动改革。1984年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天津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
任制。1985年12月，市委、市政府制定《天津市扩
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实施办法》，扩大对国企放
权。1984年至1986年，全市大力推行“利改税”改
革。1987年，天津在105个利税重点企业实行一
年一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起，组织实施
3至5年的中长期承包。通过实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及配套改革，大部分企业不同程度地增强了活
力，初步实现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对外开放走在前列。天津作为沿海港口城
市和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实施对外开放，发
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有利于发挥天津的
区位优势。早在1980年，天津便开始设立中外
合资企业。1982年，天津口岸出口额14.24亿美
元，比1978年增长65%。1984年5月，党中央、国
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
市，天津大力兴办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1991
年年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区利润、税收、
批准项目等7项指标中居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
发区指标第一名。1988年，市委、市政府批准建
立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1991年，经国务院批
准，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北
方第一个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同期，通过
推动外贸体制改革，探索政企分离，天津初步形
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1986年8月，
邓小平视察天津，对开发区建设和天津对外开放
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写
下“开发区大有希望”，表达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的肯定和支持，对天津和全国的改革开放
产生了重要影响。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市委、市政府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复天津《关于
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报
告》，明确了天津的城市性质。1985年，天津制
定《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围绕“一条扁担

挑两头”的城市布局加快城市建设。煤气暖气双
入户工程结束了百余万户居民靠煤炉做饭取暖
的历史；“三环十四射”道路交通网络总体布局的
建成极大改变了市内外交通状况，塑造了影响深
远的主城区基本空间布局；以天津站为核心的天
津铁路枢纽改造工程、京津塘高速公路的修建及
天津机场的改扩建，使天津形成立体交通网；市
委、市政府还大力改造老城区住宅，加快邮电通
讯设施、供电设施、城市服务设施的建设。大规
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增强了城市载体功
能，使天津城市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天津发
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加快改革开放
塑造天津发展新优势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我国确立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天津进入
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新阶段。1993年5月，市第六
次党代会提出，抓住有利时机，创造条件，加快发
展，争取成为我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
一。1994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三、五、八、十”
四大阶段性奋斗目标。全市改革开放的步伐进
一步加快。

大规模实施危陋平房改造。为做好危陋平
房改造，市委、市政府抓住资金和市场两个关键环
节，创新危改工作体制机制。全市以改革为动力，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宽市场化筹资渠道，创造出
“危改与房改相结合”“危改与安居工程相结合”
“危改与利用外资相结合”等新方法，闯出危改市
场化导向新路子。经过全市共同努力，成片危房
改造任务于1999年提前一年圆满完成，使数十万
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大大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2000年6月10日，江泽民为天津危改工
程题词——“牢记党的宗旨，造福人民群众”，对天
津危改工作充分肯定。2002年1月，天津荣获建
设部首次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嫁改调”。按照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
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天津结合本市
实际，确定了“嫁改调”的国企改革思路。通过改
革、改组、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等多种
形式和途径，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
与难题。到1999年年底，全市748户国有大中型
企业“嫁改调”的阶段性工作目标提前两年完
成。通过“嫁改调”，培育了一批新的拳头产品，
淘汰了一批落后产品及工艺设备，形成了一批有
一定影响和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和重点企业；大
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
制度；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汽
车、冶金、化工等传统产业得到改造提升，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
起，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天津大步推
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
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改
革进入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以社会保障建设为
例，推动建立起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
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
险制度。1993年5月，市政府下发《关于改革城

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天津
开始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为完善天津养
老保险制度，1994年天津开始探索社会保险结
算方式改革，试行社保机构直接发放养老金。
1998年5月，市委、市政府同意天津市劳动局和
天津市社会保险公司合并组建天津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公司改建为天津市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00年4月，经市政府批
准在大港区先期运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经过改革推进，天津逐步建立起各项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

十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建成滨海新区是
天津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重大举措。为加快滨
海新区建设，市委、市政府坚持体制创新，扩大对
外开放，吸引多元投资，推动工业战略东移，以形
成整体优势，将滨海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
地。到2002年，滨海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
出口总值占全市的比重分别达到40%和62%，十
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阶段性目标提前一年实
现。此时的天津滨海新区，不仅成为天津对外开
放的前沿和最大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在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滨海新
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天津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率先发展

党的十六大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
新的历史阶段。2007年12月，胡锦涛视察天津，
对天津工作提出“两个走在全国前列”和“一个排
头兵”的重要要求。市第九次党代会对进一步加
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天津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及其比较优势和有利
条件的日益凸显，党中央对天津滨海新区给予越
来越大的支持。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继续发
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
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正式确定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
开放。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
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发，标志着天津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滨海新区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市
委、市政府把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作为全市工
作的重中之重，推出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深
化综合配套改革。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
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滨海
新区成为上海浦东新区后全国第二家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市委、市政府全面启动滨海新区综
合配套改革实验总体方案三年实施计划，推动金
融改革创新、涉外经济等10个领域的20个改革
重点项目。2009年，滨海新区新的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重大突破，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

塘沽、汉沽、大港区现行建制，建立滨海新区行政
区。加快重大项目的引进与建设，全面开展“十大
战役”，使滨海新区进一步夯实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等主导产业。滨海新区先行先试取得成果丰
硕。滨海新区先后取得设立我国第一只契约型
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成功运
作我国“第一单”单机租赁项目、成功办理国内第
一笔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业务等诸多创新实
践。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东疆保税港区制
度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实现“东疆的事东疆办”，实
施“一站式”全程通关服务，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内
陆无水港等，滨海新区已经成为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种类最齐全、功能最完整、政策最配套的地区之
一。滨海新区服务和带动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城市发展能级全面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天
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生产力得到
不断解放和发展，城市经济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全
市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82.65亿元，增加到2012
年的9043.02亿元，增长109.4倍。天津产业结构
不断深化调整，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6.1：
69.6：24.3，优化为2012年1.6：45.7：52.7，全市经
济由工业主导逐步转变为二、三产业双轮驱动。
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总量不断提升，天津
口岸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88亿美元，增加到
2012年的2042.42亿美元，增长206.7倍。港口吞
吐量由1978年的 1131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
4.77亿吨，服务区域发展能力大大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继续提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提高到2.7%，居于全国前列。
和谐社会建设成效显著。改革开放进程中，

天津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
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
活、增进人民福祉。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到
2012年，天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26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71元，人民生
活水平向全面小康迈进。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城
乡一体化的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和意外
伤害附加保险制度，实现了从城镇到农村、从职
工到居民的全覆盖。保障能力显著增强。2012
年，全市592.81万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981.30
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
保人数和待遇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福利与救助不
断完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实现繁荣发展，社区
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创新步伐加快，平安天津建设
扎实推进，公共安全保障切实加强。

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
程中，天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始终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领导
全市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坚持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营造团结和谐稳定、风正气
顺心齐、想干会干干好的环境氛围，充分调动了
各方面积极性。
奋楫笃行，履践致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天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城市
发展水平的历史性跃升，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加快实现中央对天津的定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

史研究室）教务处副处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天津党史红色名片”系列文章至此刊发

完毕。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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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A320系列飞机总装生产线经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准落户天津滨海新区，这是其在全
球的第三条、欧洲以外的第一条装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