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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序  P 1

我在担任省委书记后曾拜辛文和刘诗白同志（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

著名经济学家）为师，辛文同志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深入实际，敢讲真

话，是我省有建树的经济学专家，是受人尊敬的领导。

——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原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谢世杰 

   楔子    为什么写这本书  P 3

先生在世时，常常在思索着中国社会精神和价值的迷失，毕生都坚持

着自己的道德水准，不与官场的某些人同流合污，他永远不把自己当成可

以享受特权的人。因此，他终于成为一个引领社会、引领时代的杰出人

才。

一个人是否伟大，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别人来评判的。

——作者

  第一篇    川商感言  P 13

第一节  P 13 

新希望集团的快速发展，和他的多次帮助、点拨和咨询是分不开的，

但他却拒绝担任我们的“顾问”，从来不收取分文，也拒绝购买我们的股

票。正是他的正直和胆识，使得他在四川民营经营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刘永好

目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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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P 18

他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好领导，人品、水平、人格魅力样样都好，天

底下也许再没有第二个人让我这样崇拜和尊敬了，他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

生。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顺福

第三节  P 25

他为四川酒业的做大、做强、做优提出了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他

的思路极具开创性和新颖性，对泸州酒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泸州老窖集团公司总裁  张良

第四节  P 30

没有辛主席和自贡工业调查组的支持，就没有“久大盐业” 的今天，

他们让久大盐业集团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奇迹。在自贡盐业陷入困境时

他曾说：“如果共产党连盐业都挽救不了，那我们还能干什么？”

——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傅刚义

第五节  P 36 

他为企业题词：“国家之栋梁  腾飞铸辉煌”，这十个字极大地鼓舞了

我们，成为企业发展的座右铭。

——四川国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中国个体私营协会副会长  王春鸣

第六节  P 38

辛老肯定了我们的经营理念：“诚信铸造品牌，创新引领未来。”

称赞我们“产业好，发展的模式也很好”。

——成都新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唐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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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学者评价  P 41

第七节  P 41

他成功地促进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管理学、

心理学甚至宗教学）多种学科的相互结合，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在全国

是具有开创性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四川省地质学会名誉理

事长、西南交大环境学院名誉院长  刘宝珺

第八节  P 43

一本四川经济大百科全书永远合上了！

——著名经济学家、地质学家、社会学家，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

长、研究员   刘茂才

第九节  P 49 

他是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字典，一直坚持改革路线，从来也没有

动摇过。

——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现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林凌

第十节  P 52  

他是我的“老师、老领导和老朋友”。他既有主持实际工作的经验，

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再加上敢讲真话，不唯上只唯实，这样的人太少

了！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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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P 57  

他和知识分子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在他的眼里，凡有点学问、能说真

话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国阶

第十二节  P 61  

他对我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坚持下去！”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印开蒲

第十三节  P 64 

社会需要的所有美好品德，在他的身上都有体现。在世风不好、体制

有漏洞的情况下，有他这样的人存在，会给社会带来希望，让我们对国

家、对民族的未来有了信心，也会让更多的人去解读人存在的意义。

——著名律师、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顾培东

第十四节  P 67  

他是小学没毕业的大学教授，是学者型官员的真正楷模。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博士、教授  李后强

第十五节  P 70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指引了我，我向他的遗像

跪下了！

——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副校长、博士  吴兆华

第十六节  P 73  

他是帅才，而不是“将” ，一帅难求，他留下的空白难以填补……

——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王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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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P 76  

他筹建了四川省第一个与国外合作的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四川省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为培养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前四川省经干院党委书记 李书林，副院长 崔联制、曾维才，总工

程师 郑大圣

  第三篇   秘书心声  P 83

第十八节  P 83  

他最能体现共产党优秀干部的特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

——秘书  熊树林，原四川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省政协常委

第十九节  P 86 

辛劳盖世五更灯火三更月   文胆加身卅载恩师万载情

——秘书  张旭，中国社科院、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

西南财大、西南交大特聘教授，省招商局巡视员

第二十节  P 94  

他是贴近实务的宏观经济对策大师，是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

战略眼光，又能做出成果，不但是一个战略家，也是一个策略家。

——秘书  杨长泉，四川省经研院研究员、四川大学新闻系顾问、三洲

实业公司总经理

第二十一节  P 100  

斯人已去，不可复制！

——秘书  胡席贤，四川省经济研究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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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P 106  

在我的心目中，辛主席不仅仅是克己奉公的好干部，作风严谨的领

导，治学求真的学者，更是慈祥的长辈和我人生与事业的恩师！

——秘书  宋德育，《四川日报》招标比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二十三节  P 112   

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出差时总是自己洗衣服、擦皮鞋，吃的就是

土豆丝、豆腐、粉条，外加一盘回锅肉，二十五年了，节假日他从来不要

我接送。

——司机  张海

  第四篇    同事忆旧  P 117

第二十四节  P 117  

在我当四川省省长期间，最主要的参谋就是辛文和林凌（原四川省社

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两个人，他们都是有见解的人。辛文最主要

的特点是治学严谨，性格耿直，对四川省情十分熟悉。

——原国家体改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原中共四川省委副书

记，原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   宋宝瑞

第二十五节  P 119   

辛文一生信仰没有变，人格没有变，行为准则没有变，最大的、最明

显的变化是由爱玩会玩，变成一点不玩的工作狂。使命感、责任感让他忘

记了娱乐休闲，忘记了养生，忘记了自己。他是我们心目中的好领导、好

师长、好兄长、好朋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陈文斌；原四川省饲料办公室主任、

原四川省饲料工业开发公司总经理  李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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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节  P 128   

辛老可称为“四大楷模”，他是省级经济综合发展的谋划大师和重要

决策的执行人，我一直自称是他的“学生和同志” 。

——原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原中共四川省委政研室主任、中共四

川省第八届省委委员、四川大学教授  唐公昭

第二十七节  P 131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四川的对外开放方面辛文曾做过许多工作，积

极支持改革开放，积极支持出口创汇。

——原四川省经贸厅厅长、嘉陵公司董事长  叶云

第二十八节  P 132   

他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善于发挥人的优势，而不仅仅考虑对方的资

历学历。讨论问题时，下属可以当面和他争论，只要是对的意见，他便会

采纳。

——原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原攀西开发办主任、高级经济师  何先聪

第二十九节  P 137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辛主席就敏锐地预见到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将发生

巨大的变化，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和工作方式将无法适应新的形

势。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省计委先后成立了经济研究所（现为研究院）

和现代化的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

——原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  龙光俊

第三十节  P 140  

辛文的特点是：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敢想敢做、清正廉洁和关心同

事。除了许多方面的贡献外，他还是四川工程咨询行业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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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川省计经委社会事业处处长、省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陈正

蛟；原四川省计经委办公室主任、省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杨嘉瑄

第三十一节  P 147

辛主任关心同志，爱护干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告诉我们，搞人事

工作不要有“左”的思想，写政审材料时，要公平合理，实事求是，重在

本人现在的表现，不要把别人上三代的问题都写进去，以致影响干部们的

前途。

——原四川省计经委老干处处长  田春蓉

第三十二节  P 150

他一直忧国忧民，一直主张顾问团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讲真话、老

实话。他常常说，不管我们怎么干，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要造福一方才

问心无愧。他曾帮很多人安排过工作，但却没有安排过自己的子女。

——原四川省水电厅副厅长、原省计经委副主任、原省人大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  廖杰

第三十三节  P 155

他属于“投入少，产出多”的一类，太累了。发病前他就曾经晕倒

过，但晕倒后没有休息，第二天就上班。

——原四川省农工委主任、省政府顾问，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赵

文欣

第三十四节  P 158

我曾经想过，他这一生到底值不值？说“不值” 是因为他在物质上从

来没有享受过，也没有休闲过；说“值得”呢？是因为他实现了人生的价

值。他是我们同辈中的优秀人物。

黑白内文 一寸赤心唯报国.indd   8 2013/1/14   10:28:02



��

——原成都市副市长、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王于

第三十五节  P162 

他学习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在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方面，有很多

令人称道的表现。他是高评委的组长，在他的主持下，成就了许多人一生

的愿望。

——原四川省体改委副主任、高级经济师  朱芬吉

第三十六节  P 165  

辛主席是事业的执着追求者，用他的心，他的力，他的情和他的智

慧，坚持不懈，终于促进了攀西地区的开发。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原攀西开发办主任、原四川省发改委主任  解洪

第三十七节  P 169

对攀钢二期工程、大桥水库和三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的水

能资源开发，辛文都曾多次进行考察和研究。

——原四川省计经委党组成员、省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世兴

第三十八节  P 172

在发展县域经济中，辛文结合实际，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突破。他的观点直到现在也是正确的，促进我们解放

了思想。

——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  胡相全；原中共四川省委农工委主任  舒维双

第三十九节  P 177 

辛主席带领专家们对洪雅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即以林蓄水，

以水发电，以电兴工，以工促农，裕县富民。他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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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奶，灌溉了洪雅一片江山，洪雅人一说起他都很动感情。

——原四川省畜牧局副局长   罗毅；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宗

会；洪雅县副县长  彭远畅

第四十节  P 182 

我们的科技顾问团、决策咨询委员会在全国都很有名，辛老是四川乃

至全国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从事决策咨询工作必须“讲真话”，还要不断学习和创新。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张洁；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志；四川

省决策咨询委办公室副研究员  陈大斤

  第五篇  亲情依依  P 197

第四十一节  P 197  

他是我最爱最亲最最依恋的人，我们是真真切切地爱，平平淡淡地

活。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工作，总是沿着“理论——实践——思索” 

的道路追求着真、善、美。

——妻子  黄维

第四十二节  P 211  

除了无法割舍的亲情，我更感谢的是他像灯塔一样照明我的人生之

路。

——孙儿  辛力波

  后记    千人送别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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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我在担任省委书记后曾拜辛文和刘诗白同志（西南财经大

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为师，辛文同志刻苦好学，博学多

才，深入实际，敢讲真话，是我省有建树的经济学专家，是受

人尊敬的领导。

——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原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主

任  谢世杰

为写这本书，作者向曾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谢世杰先生写了一封

信，请他介绍一些情况。谢世杰先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退休后现在还在主持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收看我的信后立即回了电话，充分肯定我：“为辛文写一本书是一件好

事，我支持你，一定抽空和你交谈！”当他从雅安出差归来后便约见了

我，下面便是他的谈话：

为在世的领导人写书是常见的事，你自愿为去世的辛文同志写书就很

难得，精神可嘉，所以我愿意和你见面，交换些情况，支持你把书写好。

辛文同志在省里长期主管计划工作，我1985年调省里工作，主要是在

分管农业、农村方面，工作上和辛文同志有接触，但交往不是很多。我尊

敬他工作负责，做人坦荡。

1993年3月中央决定我担任四川的省委书记后，感到自己对工业、对经

济方面的知识欠缺，便拜他和刘诗白为师，希望他们参与、帮助研究加快

四川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四川工业的转型、上档升级。1993年我们花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深入二十多个工厂，了解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改

革办法，形成了省委加快发展工业经济的二十三条意见，对加大我省企业

改革力度、加快企业转制步伐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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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辛文同志有许多优点：

第一，刻苦好学。他十几岁参加革命，在战乱年代没有机会上学，但

竟成了教授和经济专家，应该说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也是他刻苦自学的结

果。他只要有空便在读书，能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专家级人物，是付出了极

大努力的。

第二，博学多才。他不但在经济上，在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党的建

设等方面都有他的见解，也能提出比较中肯的建议，当然，在地方经济发

展上更有许多务实之见。他有时让人感到有些固执己见，在没有被说服时

甚至可能说“黄话” ，但只要被说服了他就认账。这也是一般知识分子的

特点吧？他有时说话不分场合，很尖刻，但确实多才多艺，对四川的情况

十分熟悉，也是一心一意为四川发展出力的。

第三，深入实际。他从西康省到四川省，都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一

直深入实际，有时和领导一起下去考察，有时自己去，全省县一级是否都

跑遍了我不敢说，但市州一级他是多次往返过的。他总是带着发展上、经

济上的问题下去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对全川城乡改革、企业改

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四，敢讲真话。他敢讲话，敢讲真话，只要他认准的事，不管别人

听不听得进去他都会讲，还在会上公开讲。因而也有人觉得他有些“不合

拍”，甚至“出格”。但我们听后认为，他敢于直言，说出不同意见，必

有其理，做领导的应择善而从，采纳合理建议。四川省的书记换了几任，

但他一直在担任省科技顾问团和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也说明领导愿听

真话、实话。

我在任期间，每年都要约他、刘诗白、赵国良（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等人在一起相聚交谈，听听他们的意见，改进我们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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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世时，常常在思索着中国社会精神和价值的迷失，

毕生都坚持着自己的道德水准，不与官场的某些人同流合污，

他永远不把自己当成可以享受特权的人。因此，他终于成为一

个引领社会、引领时代的杰出人才。

一个人是否伟大，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别人来评判

的。

                                               ——作者

2011年7月10日早晨，打开报纸，赫然发现四川省经济界泰斗辛文先生

因脑出血突然逝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急忙赶到先生家住的院子里，发现院

子里没有摆放花圈，也没有听见哀乐，于是心存侥幸地想道：“难道媒体

会搞错？”但是进到辛文先生家里后，看见饭桌上铺的白布、白布上的几

束黄菊花和墙上先生的照片后，终于明白，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

后来我才知道，辛文先生是7月3号这天发病的。这天是星期天，下午

辛文先生和夫人黄维女士坐在沙发上聊天，黄维看见外面下起了雨，便说

了句“下雨了”，说着便站起身向窗边走去，但辛文先生摇了摇头说“不

是下雨，是起了雾”，也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走到窗边，谁知刚走两步就

突然向后倒下……

在和辛夫人相拥而泣中，我突然想到，应该给辛文先生写本书，而这

个念头过去在我的脑海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因为一向为人处世低调的先

生从来也不愿意“宣传” 他自己，而我也没有想到过一向思维敏捷的先生

会以这种方式和人生陡然告别。

楔子  为什么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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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痛和悲哀中，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

两个多月前——2011年5月我还到先生的办公室找过他，原因是为拙

作长篇报告文学《沙漠密语》的出版请求他的帮助。当他知道我曾跑遍了

全国的大沙漠，这部作品是反映全国包括四川让人极其担忧的沙漠化问题

后，便慨然应允。当时我发现先生的面庞较过去消瘦了很多，也知道他虽

然已经年届八旬，但工作一直十分繁忙，积劳成疾，曾两次晕倒（医院没

有检查出什么问题，他自己更没有当回事，晕倒后第二天便照常上班），

便一再嘱咐他要注意身体，但他摊开双手皱眉回答道：

“没办法，工作太多，科技顾问团改成了决策咨询委员会，上面给了

许多课题需要研究，还要整理很多历史资料……”

于是我便表示，有的文章我是否可以帮忙撰写，以减少一些先生的劳

累，但他摇摇头含笑道：“你不了解情况，很麻烦的……”

以后辛文先生在百忙中竟几次来电话，告诉我联系出版社的情况，最

后他高兴地告诉我，这本书得到了四川省委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博士（现

为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的帮助，准备向出版社推荐，让我放心，还在

电话上详细告知我如何与李后强先生联系，并细心地嘱咐我，要送李后强

先生一些自己已经出版的作品。

后来听李后强先生说，为这本书的出版，辛文先生曾给他打过十几次

电话。

想不到，《沙漠密语》在2011年7月底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了

编辑们很高的评价时，我却无法向辛文先生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也无法

让先生读到它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了！

我和辛文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担任《城市改革与

发展》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主编，是省政协委员，有一次在省政协

的经济委员会上曾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不知怎的，我的发言竟引起了辛文

先生的注意，当时他已结束了三峡省筹备组副组长的职务重新回到四川，

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听了我的发言后，他便向我所在的单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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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体改委）领导询问我的情况，这位领导向我转达了，并开玩笑地说：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物问到了你……”

以后与辛文先生逐渐熟悉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改革与发展》杂

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撰写的报告文学。

辛文先生是典型的学者型领导（有人认为他是专家型领导），从1983

年起，历任四川省科学技术顾问团主持工作的第一、二、三、四、五、六

届副主任（主任一般由一位副省长兼任），2010年科技顾问团改名省委、

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后，他又担任了常务副主任。他对四川改革部门和

经济部门的报刊十分关心，为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城市改革与发展》

杂志社决心邀请一批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编委会” （没有报酬），当我惴

惴地和辛文先生联系时，生怕他会拒绝，但他竟马上应允，以后便含笑收

下了我们的聘书，并勉励我们要把刊物办得更好，在改革开放大业中发挥

更大作用。

这件事，让我对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辛文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曾说：“经济学是常识的

集合体。”在辛文先生身上很好地印证了这句话。长期担任四川省经济部

门领导职务的他，坚持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全川，对每个区市县的情况都

了如指掌，谈起来如数家珍，因而被誉为“四川经济的活字典” 和“四川

经济的大百科全书”，在业界享有盛誉。

辛文先生虽然工作一直十分繁忙，但却笔耕不辍，曾出版了大量联

系实际问题、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著作，可谓著作等身。 他曾参加过

四川省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的制订，直到年届八旬，

仍然是四川省多项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无论从成渝经济区概念的提

出，还是制订四川省的“十二五” 规划，先生都起了重大作用，直到去世

前，还主编了《“十二五” 规划咨询建议报告汇编》。据不完全统计，

1980年至2011年辛文先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共有四百九十二篇、

二百三十六万余字；1987年至2008年主编和与人合著的作品有十五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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