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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 沈达人

1986年年底，我奉调到宁夏任自治区党委书记，1989年年底又调任江苏

省委书记，在宁夏工作、生活了整整 3年。时间虽然比较短，但我与宁夏这块

土地、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也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宁夏是

我的第二故乡。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部，总面积 6.64万平方公里。黄河穿境而过，流程397

公里。引黄灌区一马平川，渠道纵横，得黄河灌溉之利，稻麦丰硕，瓜果飘香，

旱涝无虞，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和“塞上江南”之美。

宁夏面积虽小，但物产丰富，拥有许多独具特色的资源和农副畜产品，

如枸杞、甘草、贺兰石、滩羊皮、发菜被誉为宁夏的“红、黄、蓝、白、黑”五宝。

宁夏的煤炭储量居全国第六位，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尤其是宁

夏生产的无烟煤，具有低灰、低硫、低磷、高发热等优良品性，在国际上被称

为“煤中之王”。宁夏有可耕地面积 1650万亩，人均耕地 2.75亩，人均水地 1

沈达人，男，1928年 8月生，江苏省吴县人。1951年 7月参加工作，1954年 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常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常州市市长、常州市委书记。1983年任江
苏省委副书记。1986年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89年 12月任江苏省委书记。1993
年 4月至 1998年 2月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当选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大
代表，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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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亩，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居西北地区前列。农业和能源是宁夏的两大优势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

宁夏人民勤劳朴实，回汉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多年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宁夏回

汉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方面发生

了巨大变化，共同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

张万寿同志来自陕甘宁边区革命老区盐池县，是我到宁夏接触较多的

同志之一，他曾经给我担任秘书，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政治坚定成熟，思想周

全缜密；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朴素扎实；为人忠厚，团结同志，是一位很有

素养和进取精神的好同志。我们相处 3年多，除了工作关系以外，还是很知

己的朋友。我离开宁夏后，他曾多次来南京看我，我们之间多年来一直保持

着联系。最近他写作的《往事漫记》，是他人生的真实记录，邀我作序，略赘数

言，权且为序。

2013年 6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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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 戴雅增

万寿同志的《往事漫记》的出版可喜可贺。全书汇集了其撰写的回忆、工

作讲话和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以质朴的情感，生动真实地记录了本人的

成长、学习和工作经历及学习和思考的成果，透显了作者的为人之德和为政

之道。书中穿插的照片，更增添了该书的人文情趣。

万寿让我为此书作序，认为我与其共事多年，了解较深。我是在 1985年

5月到自治区党校为区党委办公厅挑选秘书人员时与其初识的。当时他是

培训班班干部，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处世得到老师和学员的称赞。通过对 20

个考察对象的反复比较筛选，最后确定他为重点人选之一，被选调到办公厅

秘书处。此后，在同一处室及共同分管文字工作中我们相处了十多年。即使

他到自治区社科院任职后，也因宁夏史志方面的业务关系，与我经常联系和

讨论问题。看到《往事漫记》书稿，引发许多回忆，从中有几点感悟。

为人要实在，唯此才能长久。公职人员尤应如此。这是一种道德情操。有

这种情操，说话办事会有度，遇到诱惑和风险，不会追风、动摇、出格；对他人

能平和真诚地相处，对工作认真吃苦肯担当，让人信得过，靠得住。这样的公

职人员会和群众贴得近，基层和老百姓抱怨的那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的不良作风就会大大减少，自然会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在前进的道路上

走得稳，不会栽跟头。多年来，万寿同志给我这方面的感触比较突出。他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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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非常坦诚，没有刻薄的眼光，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男同事还是女同事，多

是尊重、理解和学习的心态。别人有困难能出手帮助，同志之间有隔阂和矛

盾，由他处理能得以顺利化解。对待事业忠诚度高有韧劲，能踏踏实实做好

分内的工作，尽其所能干好承担的事情。多年机关工作不论在哪一个岗位，

纵然单调劳苦，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

机关公文贵在平易务实，唯此才有好的收效。机关公文无论是通知、调

研报告，还是领导讲话，主要是传达、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安排部署工

作，针对倾向性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其突出的特点是思想性、政策

性和实践性。人们阅读机关公文，听领导讲话，重点不是看其文辞有多么华

丽，而是看是否易懂、在理，政策措施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干货”，能解渴。

如果说的、写的浮华空洞，不接地气，让人总在云里雾里飘，摸不着头脑；或

是婆婆妈妈、东拉西扯，既没有高度，也没有深度，让人不得要领，这样的公

文都是不成功的。万寿同志有着多年基层工作及与老百姓打交道的经验，加

上不断的理论积累和文字工作磨炼，其所撰写的公文，语言应用上理论和实

践结合得较好，文章有板有眼，比较厚实。因此，在为领导决策的服务中，很

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的作用。即便是自己在担任部门领导时，其讲话和文章

也体现出这种文风。

领导干部要尽其所能干点实事、好事。一个人当了领导，固然有个人素

质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会机遇和工作的需要。人各有所能所不能，当了领

导万不可飘飘然，忘乎所以。领导的责任更多的是服务。要学会以平等、民主

的方式开展工作，处理问题，切忌做官当老爷，指手画脚、吆三喝四，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要心里搁着百姓，时刻把握下属和群众的想法和愿望，并把实

现他们的合理愿望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帮助他们解决

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要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努力创造人才成

长的环境，让事业后继有人，切忌只想着自己的“进步”而不管别人的前途，

只谋个人“政绩”而不顾下级和群众的利益。凡是在位期间能这样做的，群众

就会从心里服你，即使退下来也不会忘记；反之，在位时无论多么威风，到头

来人们还是不会买账的。万寿同志在部门任职时就干了不少让群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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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特别是在社科院有两件事是深得人心的。一是针对全院科研条件差、

经费紧张的状况，积极奔走，争取多方面支持，在不长的时间里，使这方面的

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二是强力组织开展了《宁夏通志》的编纂工作。史志工作

原来有点小打小闹，后经积极争取和推动，此项工作被提到自治区战略工作

层面，使之由局部工作变为全局性工作，由少数人的工作变为全区各地各部

门的工作，最终使《宁夏通志》的编纂成为宁夏思想文化建设上出彩的一页。

人要有根的情怀。人不能忘记生我养我的父母和亲人，不论他们是为官

还是为民；不能忘记生我养我的土地，不论她是城市还是农村。这就是根的

情怀，也是做人应有的良知。有了这种情怀，不论地位有多高，头上有多少光

环，手上有多少鲜花，都不会头脑发胀，干起事来会更踏实、更有动力。万寿

同志来自革命老区盐池，到自治区工作后总能感受到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

满腔热情；在离开领导岗位后，他积极策划成立了盐池县革命老区发展促进

会（以下简称老促会），之后又推动成立了覆盖范围更广的宁夏山区发展促

进会，他既任会长，又是“两会”（指盐池县革命老区发展促进会与宁夏山区

发展促进会）承办的《老区时空》编委会主任。五年多来，他与老促会的同志

为盐池老区和宁夏山区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跑跑颠颠，先后组织开

展了义诊、集资办学、扶贫济困等活动。这种不求显山露水，只为乡亲奉献的情

怀令人可敬。

有些道理看起来平常、说起来轻松，但要践行得好也不容易。我们能从

那些身体力行者身上体会到他们的修养，感触到他们可贵的精神和品格。这

就是社会需要的正能量。

2013年 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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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银川市文联原主席 高耀山

为人作书序写书评是一件不轻松的事，一般我不会轻易答应，但我却很

高兴为张万寿的新著《往事漫记》写点文字。因为我和万寿是好同事、好朋

友、好兄弟，相识相交快 50年，知根知底，心心相印，有叙不尽的友情，说不

完的故事和他在平凡中创造出的许多不平凡的精彩。

20世纪 60年代，我俩都是生产大队文书，1971年一块儿被吸收为国家

干部，同在大水坑镇（人民公社）工作。万寿好读书爱学习，从小学到高中，一

直都是品学兼优名列前茅的好学生。校长夸赞他“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在班

内鹤立鸡群”；教导主任评价他“有天赋，今后是专家教授的料”。参加工作

后，他学习兴趣更浓，那时候可读的书多是马列选集和毛泽东著作等政治书

籍，他认真研读，打下了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因此他除了任公社政治

干事，还是机关干部理论学习辅导员。他见到文学作品和经典名著，更是爱

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做了不少笔记。他的记忆力惊人，博学强记，读过

的书，经过的人和事，总是铭记于心。譬如，文天祥的《正气歌》，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的一生应当这

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

无为而羞愧……”等精彩的句子和篇章，脱口背诵出来，一字不差。又譬如，

2008年他发表的《难忘的西藏之行》《怀念韶华同志》两篇散文。前一篇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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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7月去拉萨参加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办公厅联席会议的回忆，

时隔 21年；后一篇是他 1996年 10月接待韶华、毛新宇母子访问宁夏的回

忆，时隔 12年。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一般人早淡忘了，模糊了，他却记得非常

清楚，做了生动而翔实的描写，仿佛发生在昨天。再譬如，业余时间与同事下

象棋，他背过身，不看棋盘不动手，请人为他代劳。对方出动哪个棋子，代劳

者及时报告，他马上指挥代劳者出动某个棋子迎战……片刻，车马炮卒突破

楚河汉界，布阵错综复杂，一般人瞪大双眼也顾此失彼，他却了然于胸，知己

知彼，攻守自若，常常赢了对方。大伙都惊叹他的记忆，戏说“万寿是化学脑子”。

万寿文章写得好，钢笔字很漂亮，是公认的笔杆子。公社大小会议，多由

他做记录；工作总结、单行材料、通讯、简报等，多由他起草；刻蜡纸钢板的任

务几乎是他一人承担，就连公社其他机关单位的重要材料，也请他刻写。他

总是有求必应，毫不推辞。他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领导经常把重要工作交

给他。如，大水坑公社在“五反”补课、“四清”运动中有许多冤假错案，要调查

核实，纠正平反。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任务重。那年月搞平反要冒很

大的政治风险，一般人不愿意承担。但为了他人的命运，万寿在所不辞，欣然

接受任务。他跑遍全社各大队和部分生产队，调查走访了上百人，取得了有

力证据，最终为 6人恢复了工作，为 10人摘了“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感激

地对万寿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叫歪嘴子和尚念错了，今天我们遇上了好

干部，甄别平反了。

上级领导看中了万寿的人品和才干，1974年 10月将他调到县委，先在政

治处工作，一年后到县委办公室任秘书。起初，县委、县政府是一个办公室，

秘书就他一个人。文件的起草、印制、收发、传达都得他办理，工作量之大可

想而知，但他从不叫苦叫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搞揭批查，清理帮派体系，

县委领导是主要对象。因受极“左”路线影响，无限上纲，小题大做，搞得风声

鹤唳，人人自危。县委书记张敏文化程度低，个人写检查有困难，求万寿帮他

写。在这特殊时刻，为了划清界限，有的人明哲保身，避而远之；有的人装聋

作哑，撇清关系；有的人反戈一击，火线立功；个别人甚至落井下石，冤枉无

辜。万寿却不怕引火烧身，答应了老书记的要求，加班加点写出了一份高质

量的检查材料帮其过了关。万寿的为人为文，老书记感慨感动，干部群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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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称赞。

1983年 5月，自治区党委要求市、县推荐县处级后备干部到区党校学习

培训两年。盐池县委推荐万寿等 3名干部前往。入校学员须参加全国统一高

考，4门课目，万寿考了 280分，在全区 800名报考学员中名列第一。他万般

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刻苦用功，表现出色。两年期满结业，14门课程为全班唯

一的门门优秀者，被党校评为“优秀学员班干部”。学员毕业本该回原单位，

万寿却被区党校、区纪检委、区党委办公厅 3家看中商调，最终调入区党委

办公厅秘书处任秘书，后调整到秘书二处。

二处秘书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起草党委的重要文件、报告和党委领

导特别是第一书记的讲话，编发《党办通讯》《调研动态》，还要随时完成领导

交办的其他事情。想想，没有两下子的人能担当此重任吗？万寿很快进入角

色，投身于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这里的每项任务都要求高、程序多、时限

严。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他经常加班加点，有时通宵达旦。一份大型报

告或重要讲话稿，从讨论草拟提纲到形成初稿，从领导审阅修改到审定排

印，数易其稿，甚至推倒重来，一般需要 20天左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

分春夏秋冬，没有淡季旺季，工作始终处于紧张忙碌和超负荷状态。然而他

却毫无懈怠，尽职尽责，充满活力。他一干就是 13年，由秘书到副处、正处、

副厅，职务升了，但谦虚谨慎、勤奋工作的品行未变。有人觉得公务员群体是

一帮“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不学无术之人，这是一种误解，也

是偏见。无能无为混日子者有之，但毕竟是极少数。公务员很多都是有才华

有水平有作为的，万寿便是其中之一。

万寿是农家子弟，从山沟到乡镇到县城再到省城，一步一个脚印，一个

台阶一个台阶前行，没有任何靠山和背景，全凭自己的人品、文品和刻苦努

力。1998年 6月，万寿调任宁夏社科院党组书记，正儿八经的厅级领导。一般

人到了这个位置，觉得功成名就了，很容易满足现状，得过且过。他却不甘平

庸，想多干事干好事，一如既往地忙碌辛苦。经过调查研究，万寿掌握了院里

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新的工作思路。接下来，他四处奔波，解决落实。争

取将原区纪委办公楼划归社科院；区财政一次性配置电脑 50台；区财政批

准购买住房 15套，解决了职工住房困难；更新了通勤客车，并新配两辆小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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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新建出租房近 1000平方米，用出租金为职工免费提供早午餐；等等。他

带头参加社会科学研究，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先后主持编写了《宁夏新世纪》

《走进宁夏》《纵横反腐倡廉》《闽宁对口帮扶的理论与实践》《开发西部，发展

宁夏》等专著；主持创办了《宁夏蓝皮书》《宁夏年鉴》；主持启动了大型文化

建设工程《宁夏通志》（25卷，2000万字）。2000年开展领导班子“三讲”教育，

全院职工在万寿《征求意见表》中填写了 56条“意见”，全是肯定与赞赏，这

是群众最真实的评价，没一点水分。

2005年 10月，万寿退休了。但他退而未休，继续发挥余热。他与庞富贵、

范应春、赵继泽等老同事和范宗兴等热心者，协调组织成立了盐池县革命老

区发展促进会。2008年 8月，又成立了宁夏山区发展促进会。大家选他为“两

会”会长，范应春、赵继泽为常务副会长。在一般人眼里，这类无编制无报酬

“三不管”的群团组织，干多干少无所谓，但他与两位副会长却把“闲”差当重

任，老当益壮，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促”字上做文章，在“进”字上下功夫，为

老区和山区困难群众送医送药，捐款捐物，济困解忧，帮教助学，奖励孝星，

引进项目，等等。风雨兼程一路情，爱心善举送春风，5年尽心竭力，赢得社会

各界一片赞誉。盐池县革命老区发展促进会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2010年

11月 27日，万寿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喜庆的音乐声中走上领奖台。

读书与写作，是万寿一生的酷爱。我常想，假如他不从政而专心舞文弄

墨，凭他的悟性、文字功力和勤奋执着，很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现在他

把多年的创作成果集结为综合文集《往事漫记》，付梓行世，很有意义。这是

他人生经历的记录，立德立言的写照，辛劳智慧的结晶。

《往事漫记》文本厚实，内容丰富，是一本沉甸甸的文集，捧在手里有喜

获丰收的成就感。该书收录了他的散文随笔、政论文、通讯、调研报告、序跋、

讲话以及同事亲友的相关文章，大小长短近百篇，30万言，可谓洋洋大观。党

政部门一般文秘人员退休后，不无感慨，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都是为他

人作嫁衣，到头来自己两手空空。万寿何以有如此不菲的收获？除了兴趣爱

好，勤于动笔，主要是他关心党的事业，关心民族命运，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他追求做人的价值和道德情操的崇高。

《往事漫记》语言凝练，文字干净。纵览全书，全是“干货”，即话语不带汤
009



往 事

汤水水，结构不玩花拳绣腿，抒情没有矫揉造作，行文走笔遣词造句如他的

为人处世那样，一是一，二是二，真诚质朴，简洁准确。职业的原因，我读书看

报由不住挑拣错别字和病句，可是读万寿的文稿，很少能找出毛病，想加一

句或减一句几乎不可能。这反映了一位党政部门老文秘人员、一位党政领导

干部谨言慎行的作风和简约准确的文风。如，收入的 20多篇政论文，最长

3000多字，多为千字文，《治党治国的光辉文献》仅 600字。这些政论文篇幅

短小，言简意赅，没有高蹈务虚的空话，结合实际，有理有据，旗帜鲜明地

宣示自己的立场观点。

《往事漫记》净化心灵，引人向上。中国传统文化将“道德文章”并提，而

且把“道德”置于“文章”之前，可见道德的重要。这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写文章

的人，灵魂与人格要高尚。万寿为人为文有这种自觉。他的文章继承中国文

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给人一种

正能量，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有所作为。他的部分政论文和序跋就有这种品

质。如，在《〈侯氏家谱〉序》中，以“立业尊祖训，耕读传家风”之名句告诫勉励

后代子孙，不忘好传统，笃学尽孝道。

《往事漫记》关注民生，为事而作。万寿有深厚的故土情结和亲民作风，从

政多年，经常下基层，接地气，访民情，听民声，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始终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感情深厚。他的许多政论文、通讯、调研报告，就是

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提建议，出谋划策。如，《研究现实服务社

会 促进繁荣》《大力发展栈羊 提高经济效益》《主动靠近市场 充分利用市场

积极开拓市场》等，直面现实，直陈己见。这种为党分忧，为民鼓呼的精神，是

有良知、有责任的体现，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一高尚情怀的践行。

万寿一路走来，辛劳而充实，平凡而精彩，没有虚度年华，无愧天地鬼

神。《往事漫记》的问世，彰显了他的人格，安慰了他的夙愿。老子曰：“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万寿已经功成名就，该颐养天年，安度晚年了。夕阳无限好，

为霞尚满天，岁月不老快乐人。希望万寿今后勿辛劳，多休息，勿紧迫，多轻

松，尽情享受天伦之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美好的日月还很长远。

2013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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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闲暇时间多了，经常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人和事，许多记忆深处的

东西，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偶尔翻阅过去发表过的一些文字，也

勾起了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我没有传奇的经历，也没有突出的业绩，平凡的人生

本不值得一提。然而，人生的经历是一种财富，它见证着个人成长的过程，折射

出时代的特征和发展变迁。把经过岁月沧桑凝练、历史长河洗礼而沉淀下的往

事记录下来，既是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回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个时代的

一种反思，这或许对他人特别是后人有一定的借鉴和教育意义。有鉴于此，我着

手搜集、整理、编写了这本集子，起名为《往事漫记》。

《往事漫记》共分八篇，30多万字。

第一篇“风雨成长路”，主要是对自己童年的回忆，记述了自己辗转求学、参

加“文化大革命”、两次回乡劳动的经历。

第二篇“告别石山沟”，主要记述了自己参加工作后，从中学教师到公社干

事、从县革委会政治处到县委办公室的工作片段以及参加自治区党校培训班学

习的情况。

第三篇“走进区党委”，主要介绍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基本情况和秘书的

职能任务、工作程序，记述了个人在办公厅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包括期间参加一

些重要会议、外出考察学习和对一些人与事的回忆文章。

第四篇“驻足社科院”，主要介绍了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概况，回顾了自己从

不太熟悉到逐步明确思路、狠抓落实的工作过程，收录了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

部分讲话和外出学习考察的回忆文章。

第五篇“不虚夕阳红”，主要记述了退休之后，自己同几位老同志发起成立

盐池县革命老区发展促进会、宁夏山区发展促进会，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为

山区、老区建设服务，奉献绵薄之力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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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笔耕留点墨”，主要收录了自己多年来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的部

分政论文章、通讯报道、调研报告，以及自己为一些公开发表的志史、书籍、研究

报告等撰写的序言和后记。时过境迁，文中的一些提法已不合时宜，甚至不妥，

但它是我那时的所思所想，反映了自己当时的认知水平，故原文照录。

第七篇“大爱永传承”，主要追溯张姓族源，对父辈做了回忆，介绍了我的家

庭和亲属。

第八篇“亲友之言录”，是一些亲朋好友为《往事漫记》写的述评，文中说了

许多对我鼓励的话，尽管多是溢美之词，但我深知这是他们的真情流露，我非常

珍惜多年来与他们相识相知结下的深厚友谊，故一并收入书中。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往事漫记》文笔浅白，多是平铺直叙，缺少文采，但不

管怎样，她是我多年笔耕的一点成果，也是我人生的真实记录，我愿将她奉献给

我的父母及所有关心、支持我的领导、同志和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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