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年，往事并不如烟。记忆之手，丝丝缕

缕耙梳出我与经济日报的三段缘。

1982 年夏天，我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分

配到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前身）工作。当时，报

社分管财经报道的副总编辑胡理棠和我们在一

起办公，他负责经济日报试刊的版面审核，我常

见他在试刊大样上勾勾画画、裁裁剪剪，不满意

的就扔进纸篓里。我把扔掉的试刊大样收集起

来，断断续续收集了 20 多张。我珍视这些“纸篓

遗珠”，40 年来多次在重庆、上海、北京之间搬

家，它们也随我东西南北旅行。在经济日报创刊

40 年之际，我向报社表示，欲全部捐赠。2022 年

5 月 10 日上午，我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两位

同事王智和徐涵来办公室，我向他们移

交了当年收集的所有经济日报试

刊大样，物归原主，完璧归赵。

1984 年 12 月，经济日报派我去重庆记者站

工作，以加强报道力量。在重庆工作期间，我写

了不少有关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通讯、述

评、特写。经济日报的舆论推动，是重庆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不断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重庆工作那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

期的火红年代，报社的安排，使我有机会从一个

城市的点上悉心观察中国。这期间，我增强了

看问题的站位，建立了换位思考的视角，提高了

统筹大局的意识。

1989 年，我离开了经济日报社。此后 30 多

年，由于工作关系，我与经济日报的联系一直没

有断。1990 年，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

筹备建立新闻处，负责与各大媒体联系。中国人

民银行的一些政策经过经济日报正面宣讲、解

疑释惑，获得了全社会对金融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2001 年，组织任命我担任上海期货交

易所总经理。经济日报派记者多次到上

海期货市场采访调查，对有色金属期

货在定价和套期保值方面的经验进行

客观报道。2006 年我调回北京，在中国

证监会领导成员中分管期货市场工

作，也切身感受到经济日报对期货市

场发展的大力支持⋯⋯

30 多年金融职业生涯，我见证

了经济日报对我国金融市场大事件

的宣传报道，特此以一个金融从业者

的身份，对经济日报为中国金融市场

改革开放不遗余力地鼓与呼表示真

诚的敬意与由衷的感谢。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

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经济日报创刊

40 周年，可庆可贺。回想起来，我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

者，都与这份报纸有不解之缘，应该送上一份祝福。可

想说的话很多，一时不知写点什么好。思来想去，就写

写自己与经济日报从相识到相知的一些往事吧。

经济日报创办于 1983 年 1 月 1 日，当时我正在武

汉读大学。大学生自己订不起报纸，记得有个周末，

一位武汉本地的同学从家里带回一张经济日报，那是

我头一次见到这份报纸，读过之后有两点深刻印象：

一是邓小平题写报头，感觉来头不小；二是本报评论

员文笔犀利，为改革呐喊，先声夺人，极有冲击力。

1988 年来北京读博士，我写了一篇文章给经济

日报编辑部，本以为会石沉大海，不料很快收到编辑

来信，约我面谈。那天我到报社后，编辑拿出修改过

的稿子让我看，我看稿子压缩了一多半，逻辑反而更

清晰了，心悦诚服。

经济日报的评论写得好，这在经济界是公认的。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企

由于冗员而不堪重负。1991 年底，经济日报率先报

道了四川企业“安乐死”的新闻；次年 2 月，又连续刊

发了一组《破三铁，看徐州》的稿件，皆得到

中央肯定，这一改革举措迅速在国有企业推

广实施。

再说我为经济日报写稿，前后有两个密集

期。大约1999年，经济日报郑重邀我在理论版开专

栏，说每周一篇，选题由报社定，字数 1500字左右。

我想每周写一篇千字文应该不难，于是就答应了。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给经济日报写专栏并不容

易。不仅政治站位要高，政策拿捏要准，而且道理要

讲透。这段时间，我知道了怎样给报纸写文章——以

问题为导向，开门见山，不写空话套话，这种写作风格

就是那时被“逼”出来的。

给经济日报写稿的第二个密集期是 2018 年 7 月

至 2019 年 10 月。这段时期，我应邀在理论版“经济大

讲堂”栏目又连续写了 10 多篇。

往事如烟，写这篇小文，首先是对经济日报创刊

40 周年表示祝贺，同时也对曾帮助过我的编辑表达

感激。未来可期，祝经济日报青春焕彩，再创辉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
院长）〕

我与经济日报三段缘
姜 洋

我与经济日报三段缘
姜 洋

三 十 载 鼓 励 与 支 持
黄 海

三 十 载 鼓 励 与 支 持
黄 海

青春焕彩 再创辉煌
王东京

潍柴背后的党报力量
谭旭光

﹃
半条被子

﹄
温暖永传承朱分永

我的良师益友
师占卿1983 年 7 月 30 日，经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现代化

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文，这是我在经济日报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退休后的 2015 年 7 月 23 日，经济

日报发表了我的《建设安全可靠的电子商务大市场》，也

是迄今我供予报纸的最后一稿。

30 多年间，我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大约 10 篇文章，

还有数则编辑记者采访我的消息，内容涉及经济理论、

企业改革、流通创新等。我非常感谢报社给我发表观点

的机会，这些文稿推动和促进了商业改革与发展。

1991 年 8 月刊发的《搞活国营批发商业》，这是我从

党中央研究机构转行到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后发表的

第一篇论文。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农村拓展至城

市，商业领域首当其冲，国营商业特别是批发企业正陷

入经营困境。

我写道：“在多渠道流通不断发展，多元化竞争已成

定局的新形势下，不可能也不应该再通过行政手段恢复

国营批发商业的一统天下。”“既然是承担政府行为，政府

就应该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使批发企业能保本或微利

经营。”文章论及的一些内容，如今已经成为既定政策。

还有就是发表于 1996年 7月 25日的《大商场热该“退

烧”了》和1997年12月12日的《大商场，出路何在》。这两篇

文章从分析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企业经营现

状入手，指出我国大型百货店业态重复建设严重，亟待降

温刹车。文章中，我结合国际零售业发展趋势，提出了大型

零售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思路，即在业态结构上，要

改变单一的大型豪华百货商场形式；在经营机构上，应大而

专突出特点；在组织机构上，要大力推进连锁化、集团化改

造，努力提高大型零售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如今，实践已经

证明了这些观点，也见证了经济日报的慧眼识珠。

（作者系商务部原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 启 功

▲绘 画 刘开渠

▲经济信息的枢纽 沈 鹏

湖南省汝城县沙洲

村“半条被子”雕塑。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经济日报是我国经济领域最具权威性、最有

公信力的中央党报。在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成长起

来的众多企业家眼中，它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昭示

着路径与方向、汇聚着智慧和力量。创业年代，经

济日报准确传播中央声音，敏感把握市场动

态，解除企业家的经济信息“饥渴”，用一

篇篇文字的“武器”开路造势，鼓舞

中国企业家做出市场经济转型、

现 代 企 业 制 度 改 革 等 全 新

尝试。

经济日报创刊 40 周年

之际，回顾过往，每一段

镌 刻 时 代 印

记 的 奋 斗 岁 月 都 令 我 感 慨 万 千 。 2004 年 12 月

27 日 ，我 在 北 京 饭 店 向 社 会 各 界 宣 布 ：潍 柴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00 亿 元 ，企 业 各 项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连续 4 年实现翻番增长，成为中国内燃机行业

首个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大型企业。次日，经

济日报头版推出消息《山东潍柴销售收入突破

百 亿 元》，并 配 发 评 论《山 东 制 造 崛 起 的 风 向

标》，同 时 刊 登 长 篇 通 讯《潍 柴 ：“ 中 国 动 力 ”品

牌这样诞生》，对潍柴破茧化蝶创百亿元的传奇

经历作了深入报道。

以此肇始，经济日报一路见证着潍柴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腾飞发展——

2005 年，潍柴动力并购湘火炬，经济日报长

篇聚焦“潍柴系新构架”，引发资本市场极大关注；

2016 年，潍柴率先在全行业冲出

下行周期，经济日报发文称赞潍柴是永不停歇的

“中国发动机”；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潍柴作

出心无旁骛攻主业的重要指示，经济日报第一时

间刊文，浓墨重彩阐述“不专心专注就干不好实

体经济”的观点；2022 年 9 月初，适逢“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收官，在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郑庆东精心安排下，副总编辑季正聚率一众骨

干记者再次走进潍柴，调研工厂部室数十处，

访谈人员百余名，让我们看到了中央党报求

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在

经济日报迎来 40 周岁生日之际，我真诚祝

愿这份中央党报、经济大报越办越红火。

（作者系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40 载风雨兼程，30 年良师益友。自

1991 年相识以来，经济日报伴随我从一

个银行县支行办公室职员成长为省分行

办公室主任、《中国城乡金融报》山西记者

站站长，促使我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从

读者到作者的转变，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

良师益友。

1991 年，我被调到农行山西和顺县

支行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从一名教师改

行为一名基层金融工作者。为尽快适应

银行工作，除了经济金融专业教材，我把

阅读经济日报等报刊作为自己熟悉了解

国家经济形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

更新观念、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

多年的阅读经历使我认识到，经济日

报有别于其他媒体，关键在于面对政治、

社会、行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现

象，皆能“从经济的视角观察，用市场的眼

光分析，由发展的走向判别”，从而挖掘出

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报道和言论，对

我们从事基层经济金融工作很有开拓思

路的作用。因此，经济日报成为我最好的

教材，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良师。

2000 年，我调至农行山西省分行，先

后在宣传部、办公室从事文字综合工作。

这期间，我不仅继续从经济日报获取金融

理论和知识方面的智力支撑，还在经济金

融新闻的专题策划、报道采写等方面得到

了很大帮助。我曾参加经济日报社组织

的经济新闻写作培训班，密切了与报社、

记者站的联系，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

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经济日报还使我的理

论水平和分析、探讨、解决问题的能力不

断提升。

经济日报社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步

伐创立并引领经济发展的主流媒体，现

已发展成为以经济日报为主体，兼容中

国经济网、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及众多

子报子刊出版社的全媒体阵容，将在新

时 代 更 好 地 服 务 中 国 经 济 改 革 与 发

展，成为更多受众的良师益友。祝

经济日报继续引领潮流，越办

越好！

（作者系农行山西分
行原办公室主任）

初次见到经济

日报记者罗开富，

是在1984年11月7日

下 午 。 那 段 时 间 ，我

正在乡政府做汝城县文

明片五个乡镇民兵训练

的后勤管理工作，罗开富老

师由县里指派的 3 名向导带

着来到了文明乡政府。随后，

我 就 带 他 们 从 乡 政 府 步 行 回

家。20 分钟后，我们进了村。当

时，我奶奶正在讲当年 3位女红军送

她被子的故事给我堂弟、堂妹及邻居

孩子们听。

来到奶奶跟前，向导介绍道，“老

人家，他是重走长征路⋯⋯”，连“的记

者”仨字都还没说出口，奶奶就上前双手

紧紧拉住罗老师，激动地说：“你们终于

回来看我了！我可等你们 50 年了哟！”

罗老师很惊讶：“大嫂，您说什么？

什么叫‘终于回来看’？您是不是认错人

了？之前我没来过呀！”

奶奶闻声忿忿地道：“你不就是当年

那位红军战士，晚上和几个小伙子一起

睡在我家堂屋地上的兵吗？就是这么

高、这么瘦，还不承认！”

罗老师恍然大悟，笑着向奶奶解释：

“我是记者。今天来呀，就是跟着当年红

军的脚印采访长征故事的。我要把长征

路上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采访出来，报

道出去。”

“哦，你是记者！”奶奶这才明白过

来，忙又问：“那你能帮我找到她们吗？

她们答应会回来看我的，请你告诉她们，

我很想念她们！我今年 81 岁了，现在

有吃有穿，也有被子盖，不需要她们

送被子什么的了，就想再和她们见

个 面 ⋯⋯”这 时 的 奶 奶 已 泣 不 成

声，哽咽地诉说着，罗老师和在

场的人也都抹着眼泪聆听。

一个小时后，“半条被子的故事”采

访完成，罗老师告别时，握着奶奶的双

手说：“我一定向老红军汇报，想办

法找到那 3 位给您半条被子的女

战士，这也是我的心愿！”紧接着

又问：“大嫂，刚才您说起共产党和红

军那么多的好，他们在您心里是什么

样的人？”

奶奶提高了嗓音：“什么是共产

党？什么是红军？他们就是自己有一

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我们穷苦老

百姓的好人！”

罗老师离开沙洲村当月，经济日

报就先后发表了他采写的《三位红军

姑娘在哪里》和《当年赠被情谊深，如

今亲人在何方》两篇报道。文章连续

见报，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

老 红 军 的 关 注 和 各 家 媒 体 的 重 视 。

1985 年农历正月前后，《解放军报》等

数十家媒体前来采访。很快，我们又

收到了邓颖超等老红军和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托罗老师送来的还

愿新被。遗憾的是，当罗老师带着被

子赶到村里时，奶奶却在几天前去世

了。临走前，她还惦记着红军女战士

们，并嘱咐我们，“党和政府是最好的，

一定要把我的话给后辈传下去”。

至今，罗开富记者已先后来沙洲

村 9次，我们也和罗老师结下了深厚情

谊。在经济日报和罗开富记者的不懈

努力下，当年奶奶和 3 位女红军这段

“ 半 条 被 子 的 故 事 ”已 是 家 喻 户 晓 。

2016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 深 情 讲 述 了“ 半 条 被 子 ”的 故 事 ；

2020 年 9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

不远千里亲临沙洲考察，教导我们说，

“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本色。并嘱托我们要用好

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

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现在，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沙洲已经建成为“国家 4A 级红色

旅游景区”，红色旅游业蓬勃发展，日子

越过越红火。正如我堂弟朱小红（徐解秀之孙）常说

的，过去红军给了我们“半条被子”，现在党给我们带

来了幸福日子。我们要继续把沙洲村的故事讲给

全世界听，让“半条被子”的温暖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系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民、徐解秀老奶
奶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