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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岳福斌，1953年出生，辽宁葫芦岛人，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矿大中国煤炭经

济研究院院长，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煤炭经济 30人论坛

（CCEF-30）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岳福斌代表著作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论》

《制度创新：中国式市场经济大思路》《资本论与中国》

《现代产权制度研究》 等 2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

篇。2002 年以来，岳福斌把研究方向转向煤炭产业经济

研究。

学者岳福斌：

“我不介意学问越做越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实习生 侯辰颖

岳福斌出道时主要从事理论经济
学研究，在 《资本论》 与中国经济研
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理论、股份经
济等领域著作颇丰。

在 2002 年，他却转而投身到煤炭
产业经济研究之中。这一“转身”，意
味着放下已经熟悉、前景广阔的理论
经济学领域，进入一个陌生的、相对
狭窄的煤炭产业经济领域。这一“转
身”，也让他与煤炭产业结下了不解
之缘。

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

岳福斌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一
个普通干部家庭。上世纪 60 年代，和
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岳福斌
也经历过上山下乡，在农村赶过车。
招工进厂后他搞过土建，还做过皮革
工人，后来又被调到县工会担任理论
辅导员。

那时县一级的理论辅导员先到市
里接受前期培训，再回到县里讲给工
人辅导员听，讲课内容包括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 《反杜林
论》、 列 宁 的 《国 家 与 革 命》， 以 及
毛泽东的 《矛盾论》 和 《实践论》。这
段经历，帮助岳福斌日后从事经济理
论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当时，
岳福斌已经从理论辅导员转岗为领导
秘书，而且组织上也已把他列为后备
干部，提拔晋升的机会很大。不过，
这 并 没 有 让 岳 福 斌 放 弃 对 上 学 的 追
求。只读满初一的岳福斌决定参加高
考。“我家里没人上过大学，我从小就
有上大学的梦想”，岳福斌说。

第一年参加高考，岳福斌一炮打
响，成了县里的文科状元，但由于志愿
填报问题，遗憾落榜。半年后，他再次
向上大学的梦想发起冲击。这一次，他
没有让机会再溜走，被当时的辽宁财经
学院录取，专业是商业经济学。

进入大学以后，岳福斌时常告诫
自己，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我以前担任过理论辅导员，学习
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著作，粗知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所以就让我
当政治经济学的课代表。”岳福斌说，
这样，自己与任课老师郭清海教授就
有了许多接触。

郭清海教授对学问研究的孜孜不
倦，深深地影响着岳福斌。“郭老师常
说 ， 这 辈 子 只 想 把 《资 本 论》 研 究
透，写一本 《资本论》 的解读本。”岳
福 斌 回 忆 说 。 除 了 学 习 本 专 业 知 识
外，岳福斌也把更多精力用到了 《资
本论》 学习上。

要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就必
须拜名师深造，练就理论基本功——
这是郭清海教授给岳福斌提出的具体
要求。岳福斌回忆说，当时国内研究

《资本论》 的学者中，西北大学的何炼
成教授颇有名气，学术造诣也深。在
郭清海教授的鼓励下，他决定报考何
炼成教授的研究生。

就这样，已经大学毕业并在中共
锦州市委工作的岳福斌，经过连续 3年
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拜在何炼成

教授的门下。回忆当年读研经历，岳
福斌印象最深的就是何炼成教授严谨
的学风。“记得到西北大学之初，个别
同学对经济管理学院开设 《资本论》
这门课意见很大，认为这门课‘过时
了’‘没用了’。何炼成教授不仅及时
纠正这种错误思想，还明确要求学院
的老师和研究生都要读 《资本论》 原
著。”岳福斌说。

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动手写文章是
西大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学院要求我
们边学习、边研究、边写作，我先后写
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转变生产方
式》《“二权分立”的新思考》 等十几
篇文章，这些文章先后在 《光明日报》

《西北大学学报》 等报刊上发表，其中
《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 还在
全国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上被评为一等
奖。”岳福斌说。

光阴荏苒，从西北大学毕业至今
已经 30 年。在岳福斌看来，这段学习
经历，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深
刻地感受到了前辈们做学问的优良品
格：一定要站在民族复兴、国家繁荣
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角度来思考问
题。有了这样的高境界，思想之花才
能绽放得更大更艳。

好学力行苦作舟

研究生毕业时，岳福斌本有机会
到财政部工作，但酷爱学术的他却选
择了当时隶属财政部的中央财政金融
学院 （现中央财经大学）。

1992 年，股份制改革开始兴起，
岳 福 斌 开 始 研 究 股 份 制 经 济 。 那 时
候，为了系统研究股份制领域，他曾
组织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股
份 经 济 的 语 录 从 原 著 中 一 条 条 找 出
来 。 为 了 编 著 《经 济 学 家 论 股 份 经
济》，岳福斌拜访了厉以宁、刘鸿儒、
曹凤岐等资深专家，并向他们约稿。
让岳福斌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著名经
济学家们居然都爽快地答应了。后来
图书出版时，自觉资历尚浅，在主编
署名时，岳福斌没有用真名，就取了
笔名“丘山”。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他主编的 380
多万字的 《股份经济知识大全》《经济
学家论股份经济》 等著作相继问世。
好学力行的他凭借着在学术道路上的
一股韧劲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几乎每
年都有新书出版，还发表了大量的文
章，其中多篇在国内获奖。

2001 年，因工作需要，岳福斌被
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期在中央重
大经济理论课题组工作，后又在研究
生院任教。

2002 年，岳福斌前往内蒙古考察
调研。在与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
大、效益最好的煤炭企业伊泰集团董
事长张双旺深入交流后，岳福斌想起
此前自己曾参与调查研究甘肃平凉某
煤矿因产权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
经历，深切地感受到煤炭产业经济体
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产业政策等方
面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后几年，岳福斌的足迹几乎踏遍
了全国各大煤炭基地，真切地了解了煤

炭产业的实际处境。有一次，岳福斌去
同煤集团调研，当他看到许多矿工住
的还是当年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住
的干打垒石头房子时，默默地流下了
心酸的泪水。更让他揪心的是，由于
煤炭产业经济形势不好，安全生
产投入欠账多、安全隐患大，安
全生产事故多发频发。岳福斌
暗下决心，一定要集中精力研
究煤炭产业，为煤炭产业的健
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作出
贡献。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从事煤炭产业经济研
究以来，岳福斌经历过 2002 年
后 煤 炭 产 业 发 展 的 “ 黄 金 十
年”，也经历过此后异常惨烈的大调
整。这一客观现实使他格外关注煤炭
产业经济形势。他常说，“煤炭产业经
济 研 究 的 第 一 课 题 是 形 势 分 析 与 研
判，要时刻把握产业经济的景气度，
不能过冷，也不能过热”。

岳福斌始终保持着对行业冷静而
敏锐的观察。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
煤炭产业太过分散，应该加大推进煤
炭企业兼并重组的力度，尽快让一些
小而散的落后煤企“死亡”，不能让

“傻子挖煤都能赚钱”。另一方面，他
也及时警示煤炭产业要居安思危、防
范风险。

2011 年三季度末，他在接受 《经
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指出，煤炭产业
存在下行的潜在风险，必须予以重视
和防范。当时，煤炭产业的景气值正
处于“黄金十年”以来的巅峰，许多
人 都 认 为 煤 炭 产 业 的 好 日 子 远 未 到
头，当时仍然有大量的新增投资涌入
其中。访谈见报后，不少人提醒岳福
斌不能与煤炭产业的大好形势“唱反
调”。

岳福斌顶住压力说，“我在媒体上
的观点已经很温和了，这一结论是根
据经济运行规律分析做出的，煤炭产
业经济的大调整即将到来，而且可能
比想象的更严重，必须早做准备。”这
一 预 言 ， 很 快 得 到 了 验 证 。 2012 年
初，煤炭产业开始了深度调整，煤炭
价 格 一 路 狂 跌 ， 煤 炭 产 业 陷 入 极 端
困境。

时隔 4 年后，岳福斌又准确地预测
出煤炭产业即将复苏。2016 年年初，
他预言调整已进入尾声：随着世界经
济弱复苏，国民经济发展缓中趋稳，
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促进煤
炭产业脱困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策的科学实施，我国煤炭产业将走
出“十二五”以来长时间的、深度调
整的隆冬期。他的预言又一次被印证。

有媒体记者采访时问他为什么能
把握住煤炭产业经济运行的拐点？他
说：“我们研究和分析问题必须从客观
实 际 出 发 ， 必 须 尊 重 客 观 规 律 讲 真
话，不能别人说什么你跟着说什么。
学者说话必须要有良知、讲真话。”

老当益壮砥砺前行

如今，60 多岁的岳福斌已经在中
国 社 科 院 正 式 办 理 了 退 休 手 续 。 不

过，他并没有休息的打算，还继续担
任着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
煤炭经济 30 人论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
兼秘书长，继续招收研究生，教书育
人 、 解 惑 授 业 ， 继 续 研 究 煤 炭 产 业
经济。

“把已经形成的关于煤炭经济的学
术思想进一步完善并系统化，努力让
这些思想和理念对煤炭产业的科学发
展 有 所 益 ， 这 是 我 今 后 最 大 乐 趣 所
在。”岳福斌说。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岳福斌也在
构 建 更 加 理 想 的 平 台 。 就 在 今 年 年
初，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他一手打
造的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从中央财经
大学“搬迁”到了中国矿业大学 （北
京）。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拥有一流
的矿业及煤炭学科水平与特色，与煤
炭产业联系更密切一些，在煤炭学科
方面有较丰富的资源，很多院系都与
煤炭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有
很多校友在煤炭企业工作，不少老师
也在研究煤炭经济，煤经院来到矿大
后，学科发展与研究事业也会更顺一
些。”岳福斌说。

目前，岳福斌已经与中国矿业大
学 （北京） 达成共识，要把煤炭产业
经济学科建设作为重点发展学科。“退
而不休”的岳福斌又在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2017
级学生已经入校。

在岳福斌看来，一个产业如果没
有 科 学 的 理 论 做 指 导 ， 将 会 麻 烦 不
断、问题缠身。要彻底解决产业经济
深层次问题，必须把握其经济运行的
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要加强研究，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做
支撑。

从 事 理 论 研 究 无 疑 是 十 分 枯 燥
的。不过，有梦想做支撑就会大不相
同。在采访中，岳福斌从抽屉里拿出
了一摞厚厚的书稿说，“这是我写完的
中国煤炭产业经济学的初稿，还有待
不断完善，希望她将来能对煤炭产业
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有些用”。

岳福斌说，“我已经是一个正式办
了退休手续的老人了，只是希望能为
煤炭产业经济真正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情 。 我 不 介 意 别 人 说 我 学 问 越 做 越
窄”。

齐耳的短发，娇小的身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第一眼看到 39 岁的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刑侦
吴虹时，很难把她与“刑警”二字联系在一起。不久
前，在广东省公安系统英模表彰大会上，吴虹成为广东
省表彰的10名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之一。

吴虹 2001年从中国刑警学院刑侦专业毕业后，毅
然选择了她热爱的刑警事业，“混在男人帮里”一干就
是16年。“说实话，我喜欢挑战。每当案子破了的那一
刻，我都会高兴得像中了头彩一样。”吴虹说。

2013 年 6 月份，佛山市区连续发生两宗抢劫案
件。作案者专挑单身出行女性作目标，或强行或趁被害
女子不备，伺机抢劫，因为作案手法新，而且发生在人
流密集场所，一时间知情群众恐慌不已。

吴虹临危受命成为专案组成员，并被指派成为该案
主办民警，负责研判分析嫌疑人作案动机和落脚点。为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吴虹带领20多名民警调取了案发
现场及周边监控视频，查看监控录像时间超过400多个
小时。经过5个昼夜的努力，吴虹最终发现两名嫌疑人
影像，案件迎来了“突破口”。2013年7月6日，专案组
在佛山市禅城区永新南村某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曹某
成功抓获，当场查获匕首、假车牌、“迷魂针”等作案工
具一大批。这也是该省破获的首宗“迷魂针”案。

今年年初，吴虹接手负责全区电信诈骗案件打击工
作。身为“外行”的她，恶补反诈骗技能，很快成长为
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行家里手。“与传统的诈骗相比，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高科技、非接触、多时空作案
的特点，遏制电信诈骗案件的高发，首要是防范。”吴
虹说。上任之初，吴虹就着手组建了 5 人防诈骗宣传
队，她自编防范手册，自演防骗短剧，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每周定期组织进社区、厂企、学校、村居等场
所开展宣传活动。仅用3个月的时间，她就带队完成大
型户外宣传活动 10 场和社区宣传活动 50 余场，向 20
余万名群众普及防范防骗意识。截至今年8月初，禅城
区共立案电信诈骗案件421宗，同比大幅下降23.8%。

同时，吴虹先后牵头在全省主动打响“飓风 16
号”“飓风19号”等2个集群战役，抓获电诈嫌疑人54
人，最终起诉嫌疑人29人，起诉案件80余宗，守住了
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从警16年,吴虹始终扎根刑事侦查办案一线，共抓
获各类嫌疑人 800 多名，逮捕 80 多名，被称为警营中
的“铿锵玫瑰”。

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吴虹：

“铿锵玫瑰”护平安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黄康灵

在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有这么一位年轻的第一书记，她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沉下心、扑下身、扎下根的驻村
工作要求，用汗水、智慧与实干展现着共
产党员的风采。她就是河南省新蔡县黄楼
镇老培寨村第一书记黄雪晴。

老培寨村位于黄楼镇东北部，东与
新蔡县砖店镇相邻，北与平舆县隔河相
望，有 9个自然村 16个村民小组，耕地
面积 5650 亩。全村有 1268 户 6139 人。
目 前 ， 全 村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76 户
286人。

今年 5月 13日是黄雪晴到老培寨村
担任第一书记的第一天。初来乍到，不
少村民看着眼前29岁的黄雪晴不禁小声
议论着：“这么年轻的第一书记，又是个
女干部，能行吗？”看到老乡的疑虑，黄
雪晴只对村干部说了一句话，“群众的信
任不是靠我们的嘴说出来的，是靠踏踏
实实干出来的”。

刚到村里任职第一书记时，正赶上精
准识别填写档卡资料，老培寨村贫困户
多，问题杂，任务艰巨且繁重，工作难度
可想而知。为此，黄雪晴白天带着村委班
子成员入户走访，摸查情况。对每一个反
映情况的村民，她都耐心解释，平稳村民
的情绪。到了晚上，黄雪晴加班加点地整

理白天走访调查的情况、填写档卡资料。
如今老培寨村整理得规范有序的档卡资料
的背后，是黄雪晴走遍老培寨村、熬了多
少个通宵的成果。

2015 年 8 月份，老培寨村后张庄东
的贫困户徐新平的儿子患尿毒症去世。
因给儿子看病，徐新平家中欠了不少外
债，儿媳妇也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一
走了之。

黄雪晴了解情况后，先是给徐新平
家申请了危改资金，将老两口年久失修
的危房改造成宽敞明亮的新房。随后又
为69岁的徐新平申请了公益岗位，让他
在村里当上了保洁员。

一系列的变化让徐新平一家人重新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老伴陶彩线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她逢人就说：

“雪晴待俺比亲闺女还亲。俺家闺女在
天津打工，一年回不来两趟，而雪晴这
好闺女来的次数俺都记不清了。”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老培寨村的道
路翻修了，人居环境变美了，扶贫车间
建起来了，不符合条件争当贫困户的人
越来越少了，贫困户脸上笑容多了……
对于这个“85后”的第一书记，老培寨
村的村民们从心底里佩服。“她身上不仅
有年轻人充满活力的一面，更有共产党
员不计名利、乐于奉献的优良品格。”老
培寨村党支部书记田玉森这样评价黄
雪晴。

群众的信任是靠干出来的
——记河南省新蔡县老培寨村第一书记黄雪晴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宋超喜

“布袋”夫妻
“今年的生意不错，销售额估计能有 500 多万元。”

说这话的是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台子镇店东村的刘向

勇。2年前，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刘向勇发现不少老乡在

网上开网店收入不错，经过一段时间做网络购物袋代加

工，刘向勇和妻子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商机。

2015年8月份，刘向勇和妻子回到了老家邹平县注

册了锦睿布艺加工厂并从附近农村招来工人，用牛仔、

帆布、棉麻布料制作环保购物袋、时尚布包、收纳袋等

3类产品。

夫妻二人还组建了自己的网络研发、销售、推广团

队，依托在淘宝开发的3万多家“一件代发”客户以及

阿里巴巴国际站开发的 60多家国际批发大客户，刘向

勇通过网络订单生产、批发销售的方式，不仅将产品卖

到了全国各地，还将产品出口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刘向

勇将附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带领村民

通过电商创业走向富裕道路，成为当地农村电商创业带

头人。 董乃德 李可然摄影报道

刘向勇的妻子抱着做好的布包去包装。

刘向勇展示为客户新设计的布包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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