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政道>>

13位ISBN编号：9787213039355

10位ISBN编号：7213039350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包永辉，徐寿松  著

页数：271

字数：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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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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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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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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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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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仇和，江苏滨海人。
曾任江功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现任中国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
书记。
2008年9月当选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11月获得影响中国改革30年“改革之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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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我们为什么要写仇和
序一 我见证了宿迁的变迁
序二 仇和的升迁说明了什么
开场白
沭阳：仇和登场了
虽“酱缸”，吾往矣
苏北施政的突破口
一人得道，“鸡犬”未升天
第一章 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

1“神仙”来了也不行！

瘫痪的沭阳
绝望的人心
2 向我看齐
将沭阳当作公厕扫
铲雪的背后
我不需要加两个炒菜
3 “不抓工不抓商，只抓表面光”
第二章 强行入轨
1 “沉重的忏悔”
2 管不住大盖帽，就拿掉乌纱帽
3 组合拳打向“村梗阻”
4 刮肚子，平祖坟
计划人口的铁腕书记
刨祖坟的事都能干得出
5 “不这样搞，沭阳什么时候能上去！
”
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
1 千人会场怒斥“警匪一家”
“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
”
台上台下两个公安
铲除公安局长
2 反腐败要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
卖官风
一个人的到来
要往“上面”查
3 四套班子会上带走县政协副主席
4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
反腐转向原县委书记
不是仇和非耍与他对着干
大网很快到了收拢的时候
交代，一个接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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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安局长的五封串供信
6 粮贸大酒店的灯光与周末舞会
第四章 沭阳本没有多少路，抓紧修路也就多了⋯⋯⋯
1 是穷苦一辈子，还是受累一阵子？

2 新“淮海战役”
没有钱路怎么修？

巧妇怎做无米之炊？

让人想起淮海战役／67
3 穷与志：谁是因，谁是果？

第五章 仇和“布道”
1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
每周一课
睡觉前必须读完40页书
形象、礼仪也得抓
开会：准点，准点，准点
《仇和打电话》
2 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审视脚下的土地
“婴儿论”与劳斯莱斯
宿迁学院：从无到有的魔术
3 “冒，不可怕；等，可怕”
“四特”铸就的“另类”
不做“扶不起来的阿斗”
“审计问责”风暴
向人情开刀
“盖棺论定”
4 “看准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干！
”
出路何在？

意杨的意外之喜
暴风骤雨般的种树运动
5 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第六章 求解“殖民化经济”
1“十二道金牌”抓招商
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
一票否决
惹来“焦点访谈”的日子
感动宗庆后
2 活力在民营发展靠民力
3 “极点”带动：五个惊叹号回答了一个大问号
一个“无马拉车”的城市
钱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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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季节花钱
仇和与嘉禾
支撑未来？
透支未来？

4 给农民编个快板
第七章 宿迁医改：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1 媒体与著名教授联手出击
媒体“开枪”为他送行
一枪四“鸟”
仇和又一次站到风口浪尖上
李玲教授的48条意见
宿迁高调回击
两个院长的不屑一顾
“我给宿迁医改打的分”
2 赶鸭子上架
“四座大山”
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
风雷滚滚，亮剑划清楚河汉界
3 5年改革：顶着风险，踽踽独行
拍卖槌，千斤重
从“百日维新”到内部股份制改造
“五宗罪”
诊所比厕所多，药店比饭店多
4 谁为宿迁医改正名
红典型，还是黑典型？

五驳“雪片般的告状信”
老百姓是最大的“判官”
“非典”和洪灾的公益考验
第八章 宿迁教改：比特区还特的“仇和市”
1 百年名校一夜间变“公”为“民”
学校不如猪圈
唯有改制，别无出路
2 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来了
媒体曝光引来国务委员的关注
顶着压力，改，改，改
“钦差大臣”的态度陡然为之一变
3 “冬天”里的“温室”
第九章 仇和之“术”
1 天黑赶路，天亮进城
2 一个竿子插到底，不给制度“打白条”
3 制度比人强，机制比政府强
4 仇和的“公司论”
5 挑起竞争制造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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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政改开党内民主的先河
1 没有“授意”的公推公选
当选者说：感觉不一样
宿迁政坛“地震”
决策者说：组织部要出生产力
2 任前公示：最敏感的“刀子”
群众的目光是最好的“阳光”
公示制没有争议
3 勤廉公示：官越来越难当了
逼上梁山的选择
“赴美考察是否用公款旅游”
自律意识和免疫力
变相搞“文化大革命”？

“一把手”监督
第十一章 行走刀锋
1 “一票否决”落在自己头上
官员眼中的“克星”
一言难尽沂涛镇
新华社自拉自唱？

仇和尝到了滋味
2 命悬一线
条河村乱棍打死农民
关键在于定性
四处灭火
内参，准备参一本
“我亏欠了他”
3 争议声中步步高
新华社江苏分社为什么同情仇和
首长为什么垂青仇和
“暗访”明察受检验
第十二章 褒贬之间的符号隐喻
1 仇和被褒
实干家
“抢”仇和
2 诘难背后的逻辑
三年前的诘难
“转弯”的评价
悖论依然是悖论的紧张逻辑
附录 对话昆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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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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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仇和对沭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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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2031元，人均财政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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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扶贫的大政策，沭阳难道不应该有转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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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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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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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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召开四套班子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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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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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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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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沭城区有7个湖，由于太臭、太脏，每逢春夏长满蚊蝇和蛆，周边居民不敢开窗。
曾有居民忍无可忍，用十几张苍蝇纸粘满一脸盆苍蝇，端到县委大院，要求治理沭河。
⋯⋯够了！
说起沭阳那时之脏实在叫人作呕，这里就不再多述。
下令容易，执行难。
深知干部心理的仇和，当然不会不知陈怀美们的想法。
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干部，加之十分年轻，光靠耍嘴皮子“给我上”是没人买账的，必须是“跟我上
”，率先垂范。
于是，仇和足蹬胶鞋一身便装出现了。
清扫劳动是按责任分片包给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的。
仇和出现在了自己分工的责任区，别的领导干部自然不能缺席。
当时的《沭阳日报》这样记录下“全县大扫除”的盛况：12月17日，沭城镇采取措施，从领导到街道
干部，个个承包任务，短短两三天，巷内堆积的垃圾不见了，卫生死角消灭了。
城区主要街道上的违章搭建物逐渐消失，有碍市容的招牌被拆除，占道经营的马路市场被搬走，交通
有序，道路人车分流。
县交警大队全力整顿城区交通秩序，抽调43名干警，组成城区交通秩序整治队伍，高峰站点，平峰巡
逻。
12月19日，气象部门测报最低气温零下6℃，沭河的整治拉开序幕。
环城河两岸，数百个单位划分责任区，数以千计的干部群众自带工具，7．5公里的河堤上，铲土声、
拍打声、号子声，此起彼伏。
交通局工段局长带队，全系统18个单位近800人开展劳动竞赛；农业局工段，县农场的职工赶来帮忙⋯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仇和还要求，各单位清理“完工后不但要让城建部门验收，还要请离休老
干部、乡镇干部验收”。
⋯⋯12月23日，一周的限期到了。
这天下午，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出现在了沭阳。
看到清洁的街道，人车分流的交通，徐书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更让徐守盛高兴的还是沭阳的未来。
“下一步环境卫生实行三包，开春后河坡绿化栽植花草，体现花木之乡的特色；定期引灌河水，保持
良好的水质，泛舟逐波，怡神添趣。
”仇和向他的第一个重要“伯乐”描绘了一幅更加美好的图景。
“沭阳变了！
”徐守盛触景生情。
此时的他怎能忘记黄登仁主政沭阳时的一幕。
一次，徐守盛到沭阳视察，黄登仁陪他去桑墟镇参观一家木材加工厂。
一阵风起，路边垃圾中的卫生纸、塑料袋对领导一点也不客气，直扑车窗而来，打在车里人的脸上。
徐守盛皱紧眉头：“老黄，你也叫人把卫生搞搞！
”黄登仁梗着脖子道：“沭阳人太懒，素质太差。
”闻此，徐守盛竟一时无语。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片地，短短几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让徐书记更加相信自己用对了人。
面对百废待兴的沭阳，要彻底打开工作局面，必须做人的工作，而访贫问苦，关心民生自然是一项少
不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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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初的一天，仇和先后来到韩山、新河等镇看望贫困户。
每看到上了年纪的贫困户，仇和都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予以慰问。
“仇书记下乡看望贫困户自己掏了七八百元，这可怎么办啊？
”陪同仇和下乡的办公室干事，回城后赶紧向领导汇报。
怎么办？
不好办，就因为他是仇和。
过去领导下乡也捐过钱，但后来都是由办公室“处理”，有的甚至掏500元报1000元。
不好办也得办，县委办的干事冒着挨训的风险，还是开了口：“仇书记，你看这个钱是不是由办公室
来处理？
”仇和道：“我掏不起不掏，我掏了就表示我有这个能力，不能拿公家的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陈怀美说，当为了沭阳发展而集资被戴上“酷吏”的帽子时，仇和却是沭阳干部中捐款最多的一个
，仅一个青少年广场，仇和就捐了3次，每次200元。
铲雪的背后1997年1月23目的清晨，陈怀美推开窗户，但见银装素裹，漫天飞雪，一股凛冽、清新的空
气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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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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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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政道:仇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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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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