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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光 英 同 志 生 平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会
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
中国光大 （集团） 总公司名誉董事长王光英同志，
因病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 21 时 28 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100岁。

王光英同志，原籍天津，1919 年 8 月出生于北
京。少时在北平志成中学读书，1938年考入北平辅
仁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 年后，
历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
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1956年后，历任天津针织品
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全国
青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
河北省委会主委、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全国工商联
常委、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1979年至1982
年，历任民建中央副主委、天津市委会主委，天津
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1982年，任民建中央常务
副主委。1983 年至 1993 年，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中国光大 （集团） 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1993年后任全国工商
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 （集团） 总公司名誉董事
长。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
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
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务。

王光英同志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
表。早在青年时代，他秉承“实业救国”理念，以技术
入股形式与友人创办天津近代化学厂，开始步入商
界，后出资创办天津利生针织厂。1954 年 7 月 1 日，
他带头对近代化学厂进行公私合营，为天津市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
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邀请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
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他积极表态，带头投身社会
主义改造热潮。改革开放后，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担任天津市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期间，
充分发挥懂经济和外贸的特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设备，在发展天津对外经贸联系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他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的创始人。1983年，
他受国家委托在香港创办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光大

（集团）总公司前身〕。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总部设
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掌舵者，他制定了“扎根香港，背靠
祖国，面向世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经营方针，联
系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关键技术，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
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
型建设项目，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
杰出领导人。他 1950 年 3 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
多年担任民建中央和地方领导职务。他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全身心投入多党合作事业，认真履行职
责，为民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广大民建
会员的支持和信赖。他从事工商联工作 50 余年，对
工商联事业充满感情。1950 年，作为天津市工商联
的首任秘书长，他具体策划、组织了天津工商界抗美
援朝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号召天津工商界以“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坚
决拥护支持抗美援朝，毛泽东同志对此亲拟电文予
以嘉勉。在担任全国工商联领导期间，他带领全国
工商联广大会员认真履行职责，为非公有制经济的
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
全国工商联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负责
工商联吸收新会员试点工作中，他按照自觉自愿、因
地制宜和各有侧重的原则，积极探索壮大会员队伍
的新途径，推动工商联建立地方组织，形成全国性组
织网络。为推动开展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光彩事
业”，他组织全国工商联积极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多种方
式并举，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支援少数民
族地区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强东西部地区
协作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积极协调下，全国
工商联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到欧
洲、美国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商务考察、业务访
问。1992年，在他的积极促成下，中华工商时报社成
功访问台湾，在海峡两岸产生了良好反响。他还经
常勉励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与中国共产党同
心同德，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开拓自己的
事业，多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他一生为工商联的
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深受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尊
敬和爱戴。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早在民
主革命时期，他受革命家庭的影响，曾冒着极大风险
陪同母亲董洁如帮助中共地下组织传送情报，掩护地

下工作者。抗日战争后期，他兴办民族工业，向解放
区低价出售大量军用物资和医疗用品，为中华民族独
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
立前夕，他及时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天津工商业者因
不了解政策纷纷关厂关店致工人大量失业的情况。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委托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指导工
作，及时稳定了社会情绪，恢复了工商界的生产信
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
事业，真诚实践“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诺言，被周恩来同志誉为“红色资本家”。“文化大革
命”期间，他受到严重冲击，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雷厉风行、夜以继
日地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恢复和整顿
天津商业一条街，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充分
肯定。在半个多世纪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
照、患难与共的历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始终
不渝，同几代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成为中国共产党信赖的挚友和诤友。

王光英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长期担任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家政治
生活，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认真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的责任感参与立法、协
商、监督等各项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常深入
基层开展调研，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等经济社
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和社会各方好评。他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分裂，
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晚年身卧病榻仍关注
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贡献了
自己的力量。他广交朋友，与海外众多政界、经济
界、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曾出访欧洲、北
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参加经济、科技、文化等
方面交流活动，为促进我国对外友好交往、宣传我
国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人民外
交家”。

王光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追求真
理，追求进步。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勇于开创，敢于担当。他将个人命
运和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融为一体，把毕生精力都
倾注到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他的崇高品德和无私奉
献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
我们学习和怀念。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江泽民
同志与王光英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2008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
谈会。胡锦涛同志与王光英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发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同志和王光英同志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会议上交谈。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1996年10月9日，王光英同志和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在
北京中国美术馆出席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馆藏珍品展览
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1999年8月4日，王光英同志在“全国十大绿化标兵”表彰
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1998年6月29日，王光英同志和王光美同志在北京中国革
命博物馆一起观看纪念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美术作品集。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八
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
评选结果 11 月 2 日揭晓。来自全国
各级各类媒体的348件作品获中国新
闻奖，其中，特别奖5件，一等奖62件

（含10件新闻名专栏），二等奖98件，
三等奖183件；20名新闻工作者获长
江韬奋奖，其中长江系列10名，韬奋
系列10名。

特别奖获奖作品文字评论《领航，
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深入追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纵横捭阖的
视野，沉雄大气的文风，使其极具可读
性和信服力。文字通讯《中国反贫困
斗争的伟大决战》生动描绘党中央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打好扶贫攻坚战，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的历史画

卷，具有全局视野和时代特色。电视
专题《将改革进行到底》对中国的全面
深化改革进行权威、全景报道，讲述人
民群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事，有思想、
有品质、有温度。网页设计《央视网零
首页十九大特别报道矩阵设计》用新
界面、新交互、新体验，形成条理清晰
的报道矩阵，帮助受众对党的十九大
有更全面地认识。融媒体移动直播

《两会进行时》紧跟媒体技术变迁，实
时播发两会资讯，实现网友与代表互
动，是重大会议网络报道的又一次
创新。

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
10 名获奖者是（按姓氏笔画排序）：
法制日报社万学忠、人民铁道报社毕
锋、湖南广播电视台杨壮、西藏日报
社肖涛、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佟慧娟、
山东广播电视台范维坚、新华社赵

承、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俞佳友、光明
日报社耿建扩、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韩咏秋。韬奋系列10名获奖
者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北京广播电
视台王秋、江西日报社王晖、海南广
播电视台孔德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捷、人民日报社
许正中、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沈书、苏
州市广播电视总台陆玉方、吉林日报
社赵培光、解放军报社胡春华、河南
广播电视台顾海红。

又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主办的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
果 11 月 2 日揭晓。经济日报作品

《“中国经济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系列
报道》《咱村尽是文化人》《下一位改变
世界的中国人，或许就在这里！》《经济
日报财经早餐》分获文字系列、新闻摄
影、网络访谈、融媒栏目三等奖。

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中国经济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系列报道》等作品获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记
者史竞男 余俊杰） 中国记协 2 日
正式发布2018 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
助项目援助名单和金额，7 家中央新
闻单位和22个省（区、市、兵团）51家
地方新闻单位共 80 名新闻工作者获
得援助。这是中国记协连续第五年对

因履行新闻工作职责殉职、伤残或重
病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援助。

其中，王岩（沈阳日报社）等 5 人
为因公突发疾病去世，分别获10万元
援助金；周雷刚（人民网）等37人为因
公导致八级以上伤残、积劳成疾罹患
大病以及因在特殊地区或环境工作染

病，分别获5万元援助金；季熠非（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2人为因公导致
九、十级伤残或因重病导致家庭生活
困难，分别获 3 万元援助金；韩俊（中
国人口报社）等26人为在工作中受到
轻伤，分别获1万元援助金。

援助项目实施五年来，中国记协
已对来自全国各级各类新闻单位因公
伤亡的157名新闻工作者发放援助金
724万元。

2018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名单公布

钱亦石，1889 年生于湖北省
咸宁县一个书香之家。

1932年起，钱亦石经中共党组
织的联系，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
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
代教育原理》等课程。此外，他还在

《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
论文，后来编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
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
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书。钱亦石这
些论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
学解剖刀”，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的
发展，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
阴谋。董必武称赞这些论著“不仅是

国内第一流的论文，即置于国际第一
流的论文中，也毫无逊色”。

这期间，钱亦石还和周扬、阳翰
笙、夏衍等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
秘密组织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亦石担
任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率
领30多位作家、艺术家奔赴抗日第
一线，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实行军
民联合抗战。因忘我工作，积劳成
疾，于1938年1月在上海病逝，时年
49岁。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隆重的
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
的挽联上写着“哲人其萎”，表达了
对钱亦石深切的悼念之情。

文/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据新华社电）

钱亦石：忘我工作的“红色教授”

理琪，原名游建铎，1908年出
生于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富裕家
庭。1924年，理琪离开太康到开封
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理琪受党的派遣回到家乡
开展革命斗争。当年秋天，理琪考
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

1926年，理琪以管理无线电通
讯的职业作为掩护，在国民党军队
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12
月，理琪参与鼓动国民党官兵参加
宁都起义的活动，因被敌人发觉，便
离开国民党军队，到了中央苏区。
他发挥特长，为红军和苏区无线电
通讯事业的建设做出了有益贡献。

1937年12月24日，他领导天
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三军。1938年1月，理琪又

发动了威海起义。第三军建立司
令部、成立军政委员会后，理琪任
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8 年 2 月初，日军 3000 余
人侵占了青岛、烟台等地，理琪率
领第三军在文登、牟平一带以游击
战形式打击、牵制敌人。2 月 12
日，理琪在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紧
急会议后，决定亲自率领部队攻打
牟平县城。13 日，理琪采取里应
外合的战术，收复了牟平，俘虏了
伪县长等 70 余人，缴枪百余支。
在雷神庙休整时，部队遭增援日军
围攻。理琪率部突围时，身中数
弹，仍坚持指挥战斗，因伤势过重
不幸牺牲，时年30岁。

文/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日电）

理 琪 ：献 身 革 命 国 忘 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