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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定济，男，１９５４年１月６日，出生于通山县沙店东坪村王家垅。中共

党员，研究员职称，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机
关党委书记，省纪委派驻环保厅纪检组组长。

主要简历：

１９７１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沙店公社东坪小学、马坳小学教书；１９７６年至

１９７７年任公社电影播放员；１９７８年任通山县沙店公社司务长；１９７９年至

１９８２年调通山县三源公社先后担任财粮统计干事、公社党委秘书、公社管委
会副主任兼林业站站长；１９８０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任
通山县大幕山林场书记、场长；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８年任通山县林业局副局长、党
委副书记；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考入中南林学院林学系学习，获大专文凭，并担
任干部专修科班级党支部书记；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任通山县横石
潭镇党委书记；１９９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５年５月先后任通山县副县长、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政府党组副书记；１９９５年５月至１９９９年元月任咸宁地区林
业局党组书记、局长；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参加党校学习，获中央党校本科文
凭；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５月任湖北林业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２００２
年至２００５年参加中南林业学院学习获在职生态旅游研究生文凭；２００３年５
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任湖北林业局科教处处长；２００８年８月调湖北省环保厅任
职至今。

主要业绩：

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２年被省、地、县五次评为优秀通讯报道员；１９８０年至

１９８３年三次被评为县劳动模范；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三次被地、县评为优秀党
务工作者；１９９０年被咸宁地区评为绿化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８年被授予全国绿
化奖章；１９９９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８年被省林业厅评为抗
击雨雪冰冻灾害先进工作者。

王定济同志是湖北省林业咨询委员会专家，曾任省林学会常务副会长，
是湖北省人事厅人才库林业高级职称和林业科研项目评审委员会专家，也
是省招投标项目的特聘专家，同时也是省科技进步促进会的常务副理事。
由其本人主持的《鄂西北困难地区造林技术研究》获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
等奖。



序　言

吕文艳

欣然阅读《回顾与思考》一书，感受颇深。著作者王定济同志系湖北省
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省纪委派驻环保厅的纪检组组长，从
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潜心创作，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并进行认真总结、梳
理和理性思考，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赏！

《回顾与思考》共收录作者各类题材的文章共１２５篇，其中调研报告３５
篇；林业及科技论文３０篇；环保方面的论文１４篇；党建及社会管理方面的文
章１８篇；散文类７篇；演讲稿类７篇；行政案例６篇；另外通讯类４０篇。时
间跨度３０余年。这正是我国经历千年巨变的时代；正是亿万人民摆脱贫困
步入小康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
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作者王定济同志是这个巨变时代的经历者、见证者、
参与者和受益者，这部作品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这个时代缩影的生动
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个侧面和另一个角度真实的点滴记录。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既是作者工作和生活历程的回顾与记载，也是
作者学习历程和心路历程的思考与提炼。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宏
观的阐述，也有微观的描述；既有对时代发展脉搏和政策层面的把握，也有
作者本人学习实践经验与心得体会的积累。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勤奋学
习、善于思考的人，有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好的文学素养。当然，与专
业的作家相比较，书中有的篇章文字写得不够细腻，不够老练，思想提炼和
站的高度还不够令人满意；但朴实无华，丝毫不减其实际的价值，也无损其
才华横溢的展现，可以说作品无不凝结作者的心血，是作者智慧的结晶！

从作者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是从最基层、最普通、最具体的工
作，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起来的。他从鄂南革命老区通山县的大山深
处走出，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农民的儿子。他从乡村到集镇、从基层到机关、
从县城到省城、从林业到环保部门，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到厅级干部，基层
的每一级台阶都没有空缺，特别是处级干部２０年，正处经过三个岗位１５年。
除了依靠党组织培养之外，个人努力也是重要因素。作者对党忠诚，政治坚



定，目标一贯，勤政廉洁、嫉恶如仇、坚持原则，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作
者最大的特点是爱学习，最大的优点吃苦耐劳，相容性强，乐于助人，也很务
实。其性格开朗，乐观、豁达、大度，并且熟悉“三农”工作，对农民有深厚的
感情，家乡情结较浓。他有丰富的基层管理经验，也是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
者。同时具有跨越环保和林业两个行业和专业优势，专业功底也很扎实。
他曾是省林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林业高级职称和林业科技成果评
审委员会专家，也是省招投标特聘的专家，现在还兼任省科技进步促进协会
常务副会长等职。

作者多次受到省、地、县的表彰。１９９８年被授予全国绿化奖章荣誉，

１９９９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他主持的《困难地区造林技术的研
究》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从作者的成长轨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
定济同志是我们省委组织部门培养优秀干部成功的范例之一。

最后我毫不隐讳的告诉大家《回顾与思考》值得一读，并热情向环保、林
业部门、企业经营管理部门、党务工作者、政工干部及县市乡镇的同志推荐
这本书。相信一阅，定有启发和意外收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



代　序

一个农民儿子的成长轨迹；
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一名党政干部的心路历程；
一曲纪检事业的豪放颂歌。

陈洪波

２０１４年秋

湖北省环保厅副厅长　刘天忠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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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上办”所想到的……
———政府执行力大讨论感想

跨进省林业局办公楼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正面墙上三个镏金大
字：马上办。它像一道特别醒目而亮丽的风景线，使人耳目一新。这是省林
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祝金水同志亲笔题写的，并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悬挂上
去的，也是省林业局在全省开展执行力大讨论活动中针对本系统情况，实际
结合林业行业的特点，作出的形势和内容相统一的庄严承诺。也是领导者
决心的展露。

“马上办”给人以启迪。简简单单三个字有着实实在在的内涵。“马上”
就词义的理解，含有快捷、紧迫、责任、不拖拉的意思；“办”是指办理、办公、
办文、办事之意。重点是突出“落实”二字。

“马上办”可以引起我们丰富的联想……
———使我们想到了自古流传至今的名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
———使我们想到了鲁迅先生那犀利的语句：“无缘无故耗费别人的时间

与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
———使我们想到了三十年前深圳特区人脍炙人口的口号：“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
———使我们还想到毛主席的诗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
———结合当前形势与任务，我们更不会忘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人

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由此可见，“马上办”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是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

“马上办”是鼓励和鞭策，时刻提醒我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
导党员干部讲执行，比效率，切实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政令畅通，努力形成
“事必干，干必成，成必优”的良好氛围。

“马上办”是对“生、冷、硬、推”和“吃、拿、卡、要”以及“门难进、人难找、
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衙门作风的
批判和摒弃。

“马上办”显示了一种敢为人先，敢于负责，勇于担当，不甘落后，负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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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马上办”是广大党员干部讲党性、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的集中体现。
“马上办”是工作热情和激情的汇集；是勇气和魄力的交织；是决心与信

心的统一；是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深厚感情的融合。
“马上办”是落实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马上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制度、机制的必然

要求……
诚然，“马上办”并非“蛮干”，也并非“乱办”。而是要依法行政，在此基

础上提高办事效率。“马上办”既要合法合规，又要合情合理。遵循客观规
律，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的事业需要“马上
办”，也“等不起”、“等不得”、“不允许”！特别是我们政府和职能部门，要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要牢牢树立“马上办”的思想观念。要牢记总书记的教
导：“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把“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
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因此，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每一个党员干部，一是必须进一步增强学习
意识，不断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吃透上情，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选
准结合点，准确决策，高屋建瓴的地掌握好“马上办”“高度”；二是必须进一
步强化使命意识，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自觉地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为官从政的根本目的，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作为领导干部成就感
来追求，多干打基础，利长远，民受益的事，多干经得起实践，经得起检验的
事，切实把握好“马上办”的“角度”；三是进一步强化群众观念，把群众的事
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了解群众疾苦，常怀爱民之心。着力把持好“马上办”的
“尺度”；四是必须进一步强化大局观念，发展要着眼全局，着眼长远。一切
从有利于长远发展出发，深谋远虑，扎扎实实地加大“马上办”的“力度”。要
克服“马上办”的“肠梗阻”，从而要建立完善“马上办”监督长效机制，使之良
性循环。

总之，“马上办”突出的是效率，重点是落实，虽然言简意赅，但是，贵在
持之以恒！

注：此文发表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中国绿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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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大幕山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８日

《神奇的大幕山》，又名《大幕山投资开发指南》一书，根据地委书记万维
东同志的提议，由国营大幕山林场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努力，
正式问世了。这是一本集历史性、资料性、客观性、趣味性和指导性于一体
的小册子，短小精悍，颇值一读。

全国造林绿化标兵、现任国营大幕山林场场长乐发春同志曾三次登门
要我为此书作序，理由是，因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在大幕山林场任过两年场
长，作为创业者之一，盛情之下，却之不恭，只好赧颜报命了。

大幕山，是鄂南的一座充满神奇色彩而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山，海拔千
米之高，方圆百里之大，与九宫山遥遥相望，距武汉仅有百余千米。

它有着动人的传说，据传是唐代卫国公李靖母亲避难时仙逝的葬地；
它曾记载着大革命时期光荣壮丽的诗篇，是一块用无数革命先驱鲜血

染红的热土地；
它也曾留下了现代创业者的足印……
它那宜人的气候，繁多的景点，慈湖碧波，柳泉林海和唐代遗迹洗墨池、

读书堂；更兼数万亩人工林，郁郁葱葱，蔚为壮观，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我深知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意在昭示其面目，揭示其历史，介绍其

开发的价值，使之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我衷心地希望———神奇的大幕
山，未来会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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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光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日于武汉

我可爱的小孙子王晓一小朋友的《童年时光》习作已整理汇编成册，共
收集了他从三年级至六年级的７３篇文章。这是他的启蒙之作，也是他童年
时代的真实记录，一个栩栩如生的童年形象跃然纸上。

《童年时光》收录的每篇文章，篇幅短小都比较精悍，无论是命题还是选
材，均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能熟练运用语文基础知识，语句通顺，语言流畅，
结构层次清楚。叙述的故事都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思。童言无忌，充满了
童趣，体验生活身临其境，观察事物粗中有细，分析问题由表及里，充分表现
小作者的创新思维。

《童年时光》的字里行间虽然不乏流露些许孩提之幼稚，但却更多表现
超出其年龄限度的几分成熟；那里面字、词、句、章无不显露小作者那奇思幻
想、聪明丰富的想象力，无不展现着小作者那天真烂漫的身影；那一个个的
标点符号无不跳跃着小作者成长的足印！

王晓一出生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是标准的“跨世纪婴儿”。出生时体
重七斤七两，今年１１周岁，身高１．６２米，体重６０千克，虽偏胖，但结实。下
半年就要上初中了。他的童年无忧无虑是幸福美好的。他有许多各种各样
的现代化科技含量较高的玩具，他平常爱看科幻小说、科普丛书和动漫作
品，爱看动画影视片，爱玩电脑游戏。

他一出生就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所见到的是鲜花、笑脸，享受着和煦的
春风、优裕的生活环境。

他是在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中长大的，是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中生活的，
是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中成长的！

《童年时光》的成书是小作者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无拘无束
的结果，更是班主任胡芳老师呕心沥血、全力辅导、培养和精心教育的结果，
同时也是与小作者的奶奶默默无闻地倾注心血、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无私
奉献分不开的！在这里请允许我对胡芳老师和王晓一的奶奶华惠红女士致
以深情的谢意！同时也向一切热情关心爱护帮助王晓一的老师、同学、亲
人、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祝愿王晓一小朋友茁壮成长，早日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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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梦
２０１３年６月６日

李铭轩小朋友，男孩，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出生于武汉市中南医院。今年７
月份就满１２周岁。他大脑袋，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身高１．５８米，体重

４８千克，他是华师附小六（２）班的学生，马上就要小学毕业升入初中了。
他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是幸福美好的。他有许多各种各样现代科技

含量很高的玩具，他平时爱看科幻小说，科普类丛书，还喜欢看动漫奥特曼
等影视片，爱玩电脑游戏。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个胖哥哥，就是他大舅舅的儿
子，比他大一岁半，高两个年级，名叫王晓一。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一起玩
耍，每当寒暑假期就会一起到通山乡下，妈妈的老家王家垅竹林深处旅游。

李铭轩从小善于理财，懂得节约，不乱花钱，他的业余爱好是踢足球，下
象棋。

《童年的梦》是李铭轩小朋友整个小学阶段的作文选编，共收录了他从
三年级至六年级共计３９篇文章。时值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的概念，由此
启发故将文集定名为《童年的梦》。童年的梦是中国梦继而中华民族梦的组
成部分。俗语说“大来看少时”，“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在这
《童年的梦》里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写照，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家族的血脉延伸，
一个民族的绵绵不断的未来与希望。

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童年的梦是美好的梦，幸福的梦，是
充满着奇思幻想的梦，是天真无邪快乐的梦，也是值得我们终身回忆之梦！

《童年的梦》这本作文集，既是李铭轩小朋友的启蒙之作，也是他童年时
代的真实记录。字里行间朴实无华，充满了童心、童贞、童趣，一个栩栩如
生，天真而又烂漫的童年形象跃然纸上。诚然会引起我们丰富的联想，唤起
我们对美好童年时光的回忆，激发我们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油然而生。

《童年的梦》所记录的文章，篇幅短小，短文百字有余，长文也不过千字
左右。大多是命题作文，题材也是常见的人物，动物与事物，体裁以记叙为
主，兼而一事一议，体会也是有感而发。无论是选材还是叙述都是信手拈
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无论是遣词还是造句，无不表现出小作者熟练运用
语文基础知识的能力。可以说，其文章的语法通顺，语言流畅，结构清楚，详
略得当，层次分明。所记叙的人物事件感想都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思。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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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忌，洋溢着童趣。体验生活身临其境，观察事物粗中有细，提炼主题小中
见大，分析问题由表及里，充分体现了小作者的创新思维。《童年的梦》中每
篇文章语言不乏流露些许孩提之幼稚，但更多表现超出其年龄限度的几分
成熟。那字、词、句无不显露出小作者聪明智慧，那一个个标点符号灵活娴
熟的运用，无不跳跃着小作者成长的足印。

《童年的梦》是小作者小学六年学习历程的总结，是他成长岁月的生动
写照，抒发了他童年的情怀，是他童心、爱心、孝心、善心培养与体现，也是他
良好性格品质锤炼与形成，更是他心路、心智、心灵结出的硕果！

《童年的梦》是一朵稚嫩鲜艳的花，但最美的就是孩子那种童真天然的
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如同花蕊中的露珠，清澈、晶莹，散发着无限创造力和
无限的可能性。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不能实现
的。其实孩子童年的快乐，很大一部分存在于想象的创造和满足。如此神
奇美丽的想象力正是人类最需要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关注和呵护这种想象
力，欣赏他们想象力飞扬的游戏，领会孩子们童话式的淘气行为包含着的意
义和价值。

《童年的梦》汇编成书，是李铭轩小朋友勤奋学习，认真思考，刻苦钻研，
努力实践的结果，更是班主任韩颖老师呕心沥血，全力辅导，教书育人，精心
培养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小作者的妈妈默默无闻地倾注心血，无微不至的关
怀、呵护、疼爱、无私奉献分不开的。在这里允许我对韩老师和李铭轩小朋
友的妈妈王丽名女士致以深情的谢意！同时也向一切热情关心爱护帮助李
铭轩的老师、同学、亲人、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李铭轩小朋友茁壮成长，
早日成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