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4

王 文 元 同 志 生 平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届
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
誉副主席王文元同志，因病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
17时 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3岁。

王文元同志 1931 年 2 月出生于河南省漯河
市，少时在河南省郾城县立中学、湖北省汉口市
立第一中学就读。1950 年至 1953 年，任湖北省
黄 陂 县 乾 顺 油 厂 、 大 冶 钢 厂 会 计 。 1953 年 至
1956年，在东北会计统计专门学校会计系、东北
财经学院财政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 年
至 1988 年，历任辽宁大学经济系助教、讲师、
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经济学院
院长，沈阳市政协副秘书长。1988 年后任辽宁省
副省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92 年后任最高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九三学
社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王文元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
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文元同志是我国会计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他多年从事教育事业，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会计学和经济学优秀人
才。他在辽宁大学工作 30 余年，从一名普通教
师成长为国内会计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编写、翻
译或与人合著了 《成本会计学》、《工业财务会
计》、《财务管理学原理》 等专著 20 余部，曾获
得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等奖励，
当选为辽宁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他执教数十年，
并担任过辽宁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等
职，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
献，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之才。

王文元同志是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他
1982 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辽宁省沈阳
市委会副主委，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九
三学社第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届
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
誉副主席。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和地方组织

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积极协助九三
学社中央主席开展了大量工作。他带领广大九三
学社成员，继承和发扬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
优良传统，始终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重要关头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政治上自觉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为
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不
断完善九三学社组织建设、参政议政、机关建设
等工作制度规范，使各项工作得到全面加强。特
别是他分管的参政议政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在
他的领导下，九三学社中央成立了参政议政研究
中心，吸引和凝聚了社内外一大批专家学者，先
后就国有企业改革、“三农”问题、树立水资源
危机意识、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海水
淡化产业发展与未来、农业产业化、垃圾处理、
闽台经贸合作、人才强国战略等问题深入调查研
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
肯定，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他关心九三学社成员，注重维护成员的
合法利益，敢于主持公道，受到广大成员的尊重
和爱戴。

王文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担
任辽宁省副省长期间，他分管文化、教育、体
育、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工作，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共辽宁省委的决策部署，为繁
荣发展辽宁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他保持知识分子本色，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积极帮助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排忧解
难。他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虚心向群
众学习。他认真落实义务教育各项政策，动员社
会各渠道筹资办学，积极协调改造危险校舍，受
到当时的国家教委肯定。1992 年 3 月，他担任最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分管
监所检察、干部培训教育等工作。他坚持立足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依靠院党组领导，忠实履
行职责，推动分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检察工
作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和院党组关于检
察机关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的决定，首次提出监
所检察工作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的理念，积极探
索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途径、新方法，查办了一

批发生在监管场所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他主持
制定的完善检察官培训工作相关制度和规范，促
进了检察人员整体素质提升。他还充分运用自己
在金融和经济法方面的特长和社会影响，向院党
组建言献策，积极参与有关法律的制定执行，指
导查办重大经济案件。他多次深入监狱、看守所
调研，撰写了大量关于加快监狱立法、建设现代
文明监狱的调研文章，主编了一系列法学和经济
案件分析方面的专著，为加强检察理论研究和运
用作出了贡献。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
中，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是中
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王文元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98 年，
他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注重参与全
国政协的调查研究活动，积极参政议政。他十分
重视环境、教育、科技、文化、法制等方面的问
题，不辞辛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多次率调
查组赴陕西、云南、贵州、福建、新疆、内蒙古
等省区调查研究，对相关问题持续关注，为推动
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他还把九三学社参政议政工作与全国政
协的重要履职活动结合起来，探索民主党派参政
议政的新渠道。他在外事交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先后率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韩国、南
非、古巴等国家，加深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
民的友谊。他在京会见过美国、泰国、澳大利
亚、巴西、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外宾，在宣传和推
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他多年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名誉会长，多次强调指出，实现中国的完全
统一，振兴中华，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他主张加强两岸经贸交流和
情感沟通，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希望
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王文元同志的一生，是热爱祖国、心系事
业 、 追 求 进 步 的 一 生 ， 是 尽 职 尽 责 、 殚 精 竭
虑 、 勤 勉 奉 献 的 一 生 。 他 坚 持 原 则 、 顾 全 大
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清正廉洁、公私
分明，严于律己、生活朴素。他的爱国情操、
高尚品德和优秀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
敬和怀念。

（新华社北京 6月 22日电）

1990 年，王文元同志（左二）在辽宁中医学院了解医务人员的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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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11月，王文元同志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室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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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年

，王文元同志与夫人胡家卿在广东顺德

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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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〇五年八月二十日

，王文元同志在

日本东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致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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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王文元同志（前右）在山东日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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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美 黄 姚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旅游：农历正月初二游鱼龙庆丰年；三月

初三抢花炮求好运；七月初七取仙水迎吉祥；

七月十四放柚子灯祭河神。

美食：佐餐调味佳品——黄姚豆豉、辣椒

酱，滋补佳品——九制黄精等。

视频地址：http://cen.

ce.cn/more/201405/

07/t20140507_

2778733.shtml

记者到达广西昭平县黄姚古镇时，正
下着一场绵绵细雨。古树抽出了新芽，溪
水欢快地流淌着。

黄姚古镇就像一颗遗落在南国的璀璨
明珠，得山川河流之毓秀，清溪环绕。古
镇发源于宋朝开宝年间，兴建于明朝万历
年间，鼎盛于清乾隆年间，街道和房屋按
九宫八卦布局，曲径通幽，已有近千年历
史。清朝乾隆年间，黄姚的经济达到鼎盛
时期，家家经商，户户开店，特别是黄姚
豆豉，被指定为朝廷贡品，黄姚也因此成
为方圆数百里最繁荣的商业闹市。有山必
有水，有水必有桥，有桥必有亭，有亭必有
联，有联必有匾，构成古镇独特的风景。据
了解，现在全镇完整保存着8条石板街，全
长 10 多公里。明清古建筑保存有 300 多
幢，面积达1.6万平方米。景观建筑有亭台
楼阁10多处，寺观庙祠20多座，特色桥梁
11座，楹联匾额上百副。

在黄姚，记者注意到，虽然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但这座生活着 2700 多人的偏
僻小村镇却出奇的干净。这里的每一块青
石地板，都似乎被擦洗过一样。

72 岁的村民古杏全在景区附近开了一
家米粉店，年收入 5 万多元。他告诉记
者，干净整洁是黄姚的生命和招牌，黄姚
越干净，来的游客越多，大家的日子就越
红火。

垃圾围村，也曾经是黄姚面临的一大
困境。以前，街道上禽畜粪便堆积，8 座

石拱桥下就是村民倒垃圾的地方，村里垃
圾清理基本上靠洪水来冲走。

卫生环境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
游业的发展。2013年，黄姚开展了清洁乡
村活动，着力解决转变群众意识、垃圾分
类处理和建立长效机制等热点问题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

黄姚古镇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朱
启军介绍说，过去一年，清理了公路两
旁 、 江 河 两 岸 等 地 的 陈 年 垃 圾 2500 余
吨，完成了 2 个污水处理中心，一座垃圾
中转站建设，还新建一座生活垃圾磁力
热分解消纳处理站，对全体村民进行生
活垃圾处理技术培训。村里如今有 70 多
名保洁员，每天开展保洁工作 3 次。村里
还初步建立了“村收集、镇运输、县处
理”的垃圾处理运行机制，探索建立农
村垃圾、污水处理、垃圾就地消化等机
制，引导群众通过建设沼气池和化粪池
的方式处理农村污水，通过由农民自行
分类，再由保洁员检查分类处理，或晾
晒、或焚烧、或沤肥、或收集处理，以
变废为宝的方式处理垃圾，实现垃圾就
地消化、循环利用。

古杏全说，如今农民家家户户都对自
己家实行“门前三包”。还通过村规民约
这样的朴实方式，进行自我约束管理。现
在脏、乱、差现象没有了，不论老街还是
新街都很干净。

环境卫生的改善，使地变干净了，水

变清了，空气变清新了，古镇景观得到了
较好的保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旅游观光。2013年，黄姚古镇共接待游客
279.42 万 人 次 ， 游 客 量 同 比 增 长
29.96%，实现旅游总收入 26.37 亿元，同
比增长 42.54%。

自然古朴的生活气息，加上洁净优美
的环境，如今的黄姚愈加散发出迷人的魅
力。清晨在鸟鸣的呼唤声中醒来，推开窗
户，吮吸着甜甜的空气和淡淡的青草花
香。沿街的店铺、摊点，摆满了古朴、特
色的黄姚物品，路过的游客轻轻地抚摸它
们而过。眯眼打盹的老人，坐在门槛上，
靠着木门边，倾听着古镇的声音。妇女相
约而来，蹲在“仙人古井”旁，取水、捶
衣，而孩子们则在一边尽情地嬉戏。日近
黄昏，古镇即重归于远离尘嚣的宁静，偶
闻的犬吠声在寂寥的街巷里悠长悠长蔓
延。空气中飘逸着淳朴，人们享受着悠闲
自在，这就是黄姚古镇人们的生活方式。

游客在带龙桥处观赏黄姚古镇小桥

流水人家的梦幻意境。

黄姚古镇美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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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〇三年一月十四日

，王文元同志与出

席中国安哥拉建交二十周年招待会的安哥拉驻华大使若昂

·贝尔纳多握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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