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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人民的选择

1988 年 6 月 1 日，在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的副省长

选举中，来自渭南地区的人民代表、行署专员王双锡，在新提名的五位候选人

中，唯一当选陕西省副省长!

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

来，民主议政空气最为浓厚的一届省人代会。《陕西日报》在会议开幕后发表的

评论中，把这一届省人代会与历届历次会议相比，指出其引人注目的新举措是:

———历届历次人代会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只提供名单( 草案) ，这次

有人选情况简介作附件，以便代表了解。

———大会主席团会议介绍部分候选人的政绩时具体。

———候选人同代表见面，发表演说，接受代表考察。

———省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候选人登台亮相实况，让人民群众和人民代

表共同监督。

———实行差额选举，在用人制度中引入竞争机制，强化了人民代表的民主

选举权。人民代表在大会上发表自己对重大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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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领导职务的候选人在第一次选举中得票数不足法定人数，根据

组织法和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发扬民主，反复酝酿，依法提名，重新选举。

———省级主要新闻单位开设专线电话，听取各界群众对本次大会、省人大、

省政府的意见、评论和呼声。一部分公开发表，一部分转交大会，使会内会外互

相沟通。

纵观这些民主议政的新举措，主要体现在选举上。这一届陕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工作开始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并结合实际，提出并通过

了本次大会的选举办法，首次在省级领导班子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

首先在确定候选人名单上，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人民代表的意见。大会主

席团提出的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政府领导成员、省高级法院院长、省

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 草案) ，由代表们分组讨论，充分酝酿。代表们在酝

酿讨论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某些候选人的政绩、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和工

作作风等，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些意见。除大会主席团提名的各项候选人名单
( 草案) 外，各代表团 10 人以上代表联合提名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就有 5

名，副主任候选人 1 名，委员候选人 1 名，副省长候选人 8 名，省高级法院院长候

选人 1 名，省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8 名。大会主席团决定除将代表没有再提出

候选人的省长候选人和符合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省高级法院院长候选人名单

作为正式候选人外，对 10 人以上代表联合提名的其他各项候选人，连同主席团

提名的候选人一并提交大会全体代表再次酝酿讨论。以代表团为单位，采取无

记名投票的方式，分散投票，统一计票，最终集中较多数代表的意见，才确定出

正式候选人。

在这次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

登台亮相的消息，于是代表们几乎众口一词地提出了要求候选人在投票选举前

登台亮相的意见。代表们在讨论中说，过去选举候选人不登台演讲，我们拿到

选票一看尽是陌生的人，啥情况也不了解。有的连名字也是第一次听到，赞成

也不是，反对也不是，真为难。大会主席团再一次尊重代表们的意愿，决定在选

举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和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副省长之前，正式候选人( 除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外) 均在大会选举前

登台亮相，向全体代表发表演说，接受人民代表的考察和选择。

1988 年 6 月 1 日上午，西安人民大厦会议大厅。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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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一次会议第九次大会，按照既定议程，副省长候选人在这里登台亮相。上

午 8 时 20 分，代表们陆续进入会场就座，纷纷细声议论。省电视台承担现场直

播的 6 架摄像机一齐对准了主席台，会场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而活跃。主持大会

的执行主席李连壁宣布大会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渭南代表团的王双锡。在

大会确定的 7 名副省长正式候选人中，王双锡姓氏笔画最少，因此第一个登台

亮相。这位从基层一步步走上地区行署专员职位的农家子弟，神情充满了自

信，大步流星登上主席台，走到麦克风前。

按照事先规定，演讲者不许拿稿子，演讲时间不能超过 10 分钟。王双锡刚

开始似乎还有那么点紧张，紧握话筒的手好像在微微发抖。但是，就那么一会

儿，当一声洪亮的“各位代表”在高音喇叭里响过之后，王双锡骤然间变成了另

外一个人。只见他黝黑的脸膛上放出红光，两只手握成了拳头，一句句铿锵有

力的话语顿时响彻整个会议大厅，传向三秦大地:

“我叫王双锡，祖籍大荔，出身农家，世代务农。”自报家门，虽然已是行署专

员的王双锡，却是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子弟，没有任何特殊背景。

“这次推选我为副省长候选人，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是代表们对

我的信任。我认为，要当好一个副省长，政治上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

一定要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工作上一定要认真负责，身体力行，不能光说不干。”作

为一名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条件———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必须充分具

备。尤其王双锡最后讲的一句“不能光说不干”，正是人民代表们所期望的。

“政府工作的中心是经济工作，怎样把陕西经济工作搞上去，我的想法主要

有三点:第一，振兴陕西经济必须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在政策的放宽上，一是

要用足，二是要探索，三是要变通。”用足、探索、变通，体现了王双锡对放宽政策

的独特理解，区别于那种照本宣科、顾虑重重，不敢冒风险的教条主义。

“第二，要振兴陕西经济，必须深化改革，总揽全局。要处理好四个问题:一

是要认真调查研究，练好基本功，实现科学决策，不能瞎指挥; 二是要增加改革

的透明度，使人们都能够做到底子清、方向明，根据各自的承受能力，力争把工

作做好; 三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走极端; 四是

要正确解决当前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群众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解决

好。”科学决策是关键，相信群众为基础，搞好协调方法巧，突出重点效率高。四

个方面有主有从，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王双锡凭着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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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领导艺术的精髓要旨。

“第三，要振兴陕西经济，必须转变职能，为基层服务。机关职能的转变，核

心是简政放权，提高效率。要使大家都能够敢于负责，遇事不推诿，切实帮助基

层解决各种困难。”来自基层，了解基层，基层对于上级机关的希望不过如此，王

双锡讲出了人民代表的心里话。

“这次如果选上的话，我就先试一下，大家觉得我还能够胜任，我就忠于职

守，勤奋工作，为政清廉，甘当公仆，当好省长的助手。如果觉得不行，没有那本
事，我就自行辞职，不吃凉粉腾板凳。如果有违纪违法行为，代表们可以随时罢

免。”自信中有自知之明，能上能下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核心。王双锡不只是简单

地回答选上了怎么办，选不上怎么办，而是即使当选也要有两种思想准备，不是

要当官，而是要干事。

花了一百七 选出了个王双锡 王志平

( 1988 年 6 月当选副省长后，著名人物像画家王志平特为王双锡造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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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锡实话实说，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当讲完最后一句话，

会场上立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久久难以平静，以至“谢谢大家”几个字都

被淹没在掌声之中。

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工作再一次曝出冷门:除原

任两位副省长外，五位新的副省长候选人中仅王双锡一人依法当选，其他四人

均未达到法定人数而落选。

这是人民的选择!

王双锡，一个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贫苦农民子弟，开始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成功当选副省长，既是党和人民对王双锡 30 多年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突出成绩的充分肯定，也为他进一步施展才能，在新的

历史时期创造人生更加辉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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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艰难的求学之路

农家苦出身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西北黄土高原沿秦晋交界处南下，冲出禹

门口，而后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东端，与流经陕西境内的渭河、洛河交

汇，滔滔激流穿过河南西陲三门峡而东，一泻千里，永不复还。

地处黄、渭、洛三河交汇处的陕西省大荔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北

部坡塬地带发掘出土的 20 万年前古人类化石，被定名为“大荔人”，代表了人类

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里独有的平原沙漠百里“沙苑”腹地挖掘出来的新

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过的种种遗迹，被冠以“沙苑文化”而闻名于世;奴隶社会

的“大荔戎”国，而后又称之为芮国的部落就曾建都于此，不久前在韩城市梁带

村发掘的大型墓葬群，出土的就是芮国贵族的遗骨。大荔县有过临晋、冯翔、同

州等诸多称谓，后于西晋武帝末年改称大荔，是因曾为大荔戎国而得名。

这里曾是北周孝明帝、武帝、宣帝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出生地，元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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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年间宰相拜柱，明正德年间兵部尚书韩邦奇、嘉靖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马自

强，清道光年间“救时宰相”阎敬铭等都是大荔人。这里还是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

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先生的故里。

自新中国成立后，从大荔这块土地上走出来，担任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屈指可

数，其中只有王双锡众所周知。

在过去 20 多年里，王双锡一直是 70 万大荔人的骄傲，他们亲切地称他为
“咱们的王省长”。然而，大荔人中的人杰，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还是在

人民当家做主后担任中央政府部门领导的张奚若，无一不是出身于豪门富户的

书香之家，只有我们的主人公王双锡，完全是一位土生土长在黄土地上的贫苦

农民子弟。

王双锡祖辈上溯至清朝时的曾祖父应当说是一个大户人家，王双锡出生时

仍住着的老房子即可为证。这座老房子不是一般的农家屋舍，而是与另外一家

大财主共居于一个独立的小城堡，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土围子。四周有厚厚的

土墙，一条可穿越骡马大车的城门洞通往外边，进了城门后有一块偌大的空场

子，两户人家相向而居。与王双锡家共居于小城内的大财主也姓王，此时的一

家之主叫王子才，与王双锡的祖父王子信系同门弟兄，骡马成群，家财无数。王

子才也不是那种单纯耕种庄稼的土财主，而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地方乡绅，曾为

朝邑县( 1958 年朝邑县撤销并入大荔县) 唯一的国民政府参议员。民国时代的

国民政府参议员非同小可，既有名望又有一定的权势，据说历任朝邑县县长到

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前往拜谒这位可以对其权位产生威胁的国民政府参议员。

可以想象，当年王双锡祖辈也曾经是与王子才祖辈相提并论的大户人家，

不然就不可能与这位富甲一方的人物共居于一个小城堡。可是到了王双锡祖

父这一代，家道已经彻底衰落。说起来也是帝国主义输入中国鸦片的罪恶，王

双锡的曾祖父早年间染上了大烟瘾，抽掉了土地又抽掉了房子，王双锡出生时

家里的最后一点儿房子也已经卖给了地主王子才。大概同出于一个王姓祖先

的缘故，房子出卖时王子才允许王双锡的曾祖母住到百年之后。此时曾祖父已

经去世，王双锡的祖父王子信跟随与王双锡父亲同父异母的叔父王怀堂搬出小

城堡，住到家族祠堂里去了，只有王双锡父母亲跟他们的祖母一起仍住在已经

卖掉的老屋子里。实际上曾祖母也并非王双锡父亲王满堂的亲祖母，而是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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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曾祖父的续弦。此时这一家人已经穷困潦倒到无法顾及养老义务的地步，王

双锡父亲兄弟二人各自带着一代老人，分别谋生逃命了!

1936 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王双锡来到了人世间，迎接他的是一家四代四

口，曾祖母、父母亲和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极其艰难困苦地生活在一起。此

时，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处在民族存亡的水深

火热之中。就在王双锡不到两岁即 1938 年年初，父亲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家里

只剩下曾祖母和母亲两个女人带着年幼无知的王双锡，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

线上。

王双锡对于祖父和祖母一直都没有什么记忆，两位老人家既没有抚育过王

双锡成长，也没有供养过王双锡读书，但他对曾祖母的印象却极为深刻。时已

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曾经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富家千金，在整个家族内颇有威望，

大名鼎鼎的国民政府参议员能够允诺老太太仍然住在卖掉的房子里即可为证。

此刻，老人家已经沦落到依靠孙媳妇养活的穷困地步，不免也就收起了往日那

种大家闺秀的排场。王双锡的母亲每天要去有钱人家打工，靠少得可怜的几个

工钱养活一家三口。曾祖母在家里一边要照管好年幼的王双锡，一边还要不停

地纺线、织布，除了解决一家人穿戴之外，多多少少还能用织出的土布换回来一

点儿粮食。王双锡小时候所知道的关于古人刻苦读书长大成才的一个个故事，

几乎全是坐在纺车旁听曾祖母老人家讲说的。

王双锡的母亲是个十分能干的女人，丈夫被拉了壮丁后，她毅然挑起了养

活一老一小的重担。白天去大户人家干活儿，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所有该干

的不该干的都得干。主人家掏了钱雇下的佣人，就要把你使唤得一刻儿也不能

闲。天黑后回到家来，还要洗洗涮涮，伺候了老的还有小的，等到老人和孩子都

睡了才能安歇下来。王双锡记得最让母亲费力的是担水，小城内没有井，要到

城外去挑水吃。村庄虽然离洛河不太远，但是高城村地处塬上，浑黄的洛河水

从很高的土崖下流过，塬上打出水来的井有十多丈深。井台上那粗壮的辘轳缠

着一圈圈井绳，要搅好大一阵儿才能吊上水来。母亲瘦小的肩膀挑着两只水

桶，摇摇晃晃，常常要用两只手再支撑着扁担艰难地走回来。王双锡长大后刚

刚能挑动水，每次从学校回到家，就总是忘不了要替母亲挑回盛满水缸的水。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 6 年，王双锡 8 岁时父亲从国民党部队里跑了回来。

王双锡父亲所在的国民党部队驻扎在山西，应当说是归属于阎锡山的晋绥军。



9 第一章 艰难的求学之路

此时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身为战区司令官的阎老锡，虽然与八路军经

常“摩擦”，但从如今披露的资料看来，总的方面还是抗日的。王双锡的父亲跑

回来时已到了 1944 年，第二年日本就投降了。

王双锡母亲，一位非常能干的农村妇女

王双锡父亲回来后，家里的生活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所能改变的只是为

王双锡母亲分担了一点儿肩上的重担。自家没有地，王双锡的父亲只好去地主

家扛长工，王双锡的母亲还要继续给人家打短工当佣人，完全依靠出卖劳动艰

难困苦地生活。接着，王双锡的弟弟和妹妹相继出生，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

曾祖母越来越老了，什么活儿都干不了了，还要人照管和养活。一家大小全凭

父亲与母亲挣得的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工钱，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存，挣扎在时时

刻刻都面临着死亡的贫困线上。可以说旧社会穷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王双锡

年幼时都长时间地经受过。在他身上遗留下来的是阶级压迫的烙印和贫苦农

民饱受艰难困苦的经历。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

会主义新中国。王双锡一家从此翻了身，土改中分到了土地和房子，包括祖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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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叔父在内的一家人重新搬回小城内，住上了原来属于自己而后卖给本家地主

的房子，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苦难生活。因而，如同千千万万个贫

苦农民一样，共产党毛主席是王双锡一家的大救星! 王双锡始终怀着这样朴素

的阶级感情，走在他人生的道路上，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和事情。

跟着母亲吃“蹭饭”

在王双锡的履历表中，文化程度一栏只填写着中专。然而，就是这么一个

略显偏低的中专文凭，对于王双锡来说，已经属于得来十分不易了。少年时代

的王双锡为了上学读书，付出的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努力!

王双锡到了上学读书年岁的时候，父亲还没有从国民党部队里跑回来，家

里依然是两个女人一个娃艰难地苦度日子。粗通文墨的曾祖母主张一定要把

重孙子送进学堂读书，也得到了王双锡母亲的完全赞同。她们希望王双锡能够

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从而改变人生命运，为此不惜自己格外地受苦受难。

好在村子里的小学教师工资每年只有几担麦子，由家族的公产付给，有孩子上

学的人家只是轮流管老师吃饭。抗战时期的学校已经不再是只读之乎者也的

旧私塾，学的是国语、算术一类的新学。学校里学生不多，一个年级才四个人，

一张大方桌，一边坐一个就上课了。穷人家孩子懂事早，王双锡一到学校就特

别努力，学习成绩很好，深得老师和村人们的称赞。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

子，书本及学习用具不熬煎，王双锡家里没钱，靠的是亲朋好友们的资助。人们

看见王双锡特别用功，也都乐意帮助这个将来很可能有大出息的孩子。王双锡

初小四年，是在包括本家地主王子才在内的亲友资助下，解决了各种学杂费

用的。

王双锡上学读书后第二年，父亲回来了。他长年在外扛长工，母亲依然给

人家当佣人，家里留下年迈的曾祖母。王双锡从学校回家后常常没饭吃，只好

去母亲打工的人家吃“蹭饭”。秦腔现代戏《三世仇》中有句唱词，叫做“有钱人

难伺候心眼儿不善”。有的人家看着小小年纪的王双锡可怜，主动让王双锡母

亲给孩子盛碗饭，夹个馍，让吃了赶快上学去。有的人家则格外刻薄，看着王双

锡背着书包进了门，却仍然埋头吃着不理不睬。这时候王双锡母亲就十分为

难，不好自作主张给儿子打饭吃，毕竟是吃人家的，但又不能让儿子空着肚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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