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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厚土文化脱胎换骨

中国青年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 陈小川

狄多华和张鹏都是我的同事，一起供职于我们热爱的中国青年报。他们都是让

我骄傲的记者。我们一起关注着中国前行的脚步，更关注西北前行的脚步。因为我从

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也生活在这片厚土上。

四十多年前，那时我在兰州当兵，也曾走过陕甘宁青。一次乘一架老旧的双翼军

用飞机从兰州的焦家湾机场飞酒泉。时值傍晚，深秋的斜阳从西边照着嘉峪关古城，

迎着落日的古城被染得血红，背着落日的一面是黑色的。从空中看，阴阳昏晓。尤其

嘉峪关坐落在空旷的大漠之中，竟是如此悲壮。我想、高适、王昌龄的那些边塞诗，一

定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写的。温婉的江南，怎么能写出那些金戈铁马的诗句?中国杂裸

着阴阳之美，但是西北是男性的。如果没有拜渴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中国

西北，就没有资格说到过中国，了解中国。如果不了解西北的往世今生，又有什么理

由在这位苍凉的男性面前表现出优越?

这块厚土承载的历史太厚重了，前行的步子未必轻快，但是步子的幅度已经惊

人。如果谁看到欧洲的 GPS 导航系统几乎是不用更新的，因为德国斯图加特的建筑

除了二战被摧毁的有过一些重建之外，变化甚微那就能理解甘肃其实在脱胎换骨。

我在青春期、成熟期长于斯，视作第二故乡。我盼望甘肃能从厚土文化的优越中

脱胎换骨，厚土文化的价值观是可以包容任何新文化的。

权作序文。

序

2012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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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序非序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陈宝生

此序非序。多华和他的学生要出一本集子，约我写篇序。

历来写序，一要读过是书，可以有感而发地言论言论。二是身份相称，作序者有专业资

质、权威标志。三是感情相洽，领域相异却有共同语言，思想感情比较接近，所谓能说得来。

这本集子中的许多文章，发表时我都拜读过，但却未通读全书，评介已无资格。我分管过宣

传工作，但不是新闻界人士，就专业言已是外行。唯一可壮点胆的，是我们都在甘肃这块土

地上工作过，业不同却志相同，感情相洽是肯定的。如此权衡下来，写序心就虚了。但感情

深，脸面薄，已经答应，就不能不写。于是，就有了这此序非序的四个字:说是序，是为了忽

悠多华他们;说是非序，是为了欺骗自己。嘿嘿，难矣哉!

甘肃是一块奇妙的土地。富裕与贫困，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戈壁荒漠与美好山

河，黄土高坡与熊猫骆驼，极为奇妙地混搭在一起。在甘肃这样的地方工作，是要有一点使

命感、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的。多华和他的学生先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了一段难忘的

岁月，用他们的笔记录下了甘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伟大历程，用他

们的笔宣传党的主张，传播成功经验，推广先进典型，反映群众期待，应答人民呼唤，探索

创新理念，谱就了他们自己的青春之歌。这本书就是他们这段经历的记录。读了这本书，你

就会强烈地感受到思想的力量、青春的脉动、甘肃的厚重;你就会由衷地赞扬:这师徒二

人，确实把自己的激情写在了甘肃的山山水水之间，甘肃也确实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

两个奇异的人，在甘肃这块奇妙的国土上，写就了这本奇特的书。对象是老的，观念是

新的;体裁是老的，方法是新的;问题是老的，角度是新的O 于是乎，就有了我这篇奇怪的序。

此序非序，是为序!

2012 年 11 月于大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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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央常委会作出决议

团结带领团员青竿在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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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小马过河"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同一条河流，老牛觉得它是没不过膝盖的小溪，松

鼠觉得它是深不可测的天险，而小马却觉得它不深不浅刚刚好。

曾拿这个寓言故事来比喻时下的中国 O 身边不少朋友，酒酣耳热之际，总免不了要发

几句对政治的牢骚，大骂官员之腐败，世风之日下。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外来文化纷至沓

来，杂乱纷呈，无不撞击着人们的大脑，广泛的信仰危机真实存在。

要不被杂音所扰，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其实，政治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政治的一

点点进步，都在改善着我们的生存生态。

要改变，就必须保持最大的耐心，以一点一滴之进步，期许更加美好的未来。

(狄多华张朋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选择甘肃，你的人生会更精彩

， 狄多华

"反差很大，感触很多，教育很深"

2001 年底由江苏省调至甘肃并任甘肃省常务副省长的徐守盛，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谈起这几年在第一线走过看过的感受，一连用了兰个"很"字。他说，感慨过后，挥之

不去的念头就是"这里要做的事很多，可做的事很多， 1i故事的空间很大很大，而一切都和

人才息息相关。"

他说，甘肃全省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全省人口的1.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 77%的

人才又集中在兰州市，地区和县以下，特别是乡镇基层，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就行业、

产业分布来讲，农林牧专业人才和企业工程技术人才所占比例严重偏低。全省人才队伍

补充数量、改善结构、提高素质的任务很重。而这些，又主要依赖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来解

决。

稍作沉思，徐守盛语气肯定地说"这是不是说我们这儿就没有人才了呢?不是。众所

周知，甘肃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全国算是比较强的。仅今年，省内 22 所非师范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有 4 万人，但到目前签约率尚不足 50%。人才是不是多了呢?不多!主要是结构问题

和供需矛盾。"

"我们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我们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一方面我们又普遍缺编制，人

满为患。全国平均 42 人养 1 个吃皇粮的人员，而在我们这儿，平均二兰十个人就养一个吃

皇粮的。所以我们要下决心清退一批不合格人员，堵住其他一切口子，把受过高等教育，受

过专业训练，有抱负的青年补充到乡镇一级去。力求每个乡镇至少要有 1 至 2 名大学毕业

生，逐步改善乡镇干部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推动。去年我

们选拔了 90 名优秀毕业生到乡镇，今年至少要增加到 300 名以上。"

"所以，我们举双手欢迎团中央、教育部牵头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欢迎有

严
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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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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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青年来甘肃建功立业，谋求发展。我们将尽全力为志愿者创造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拿过案头资料，徐守盛详细地向记者介绍了该省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用好人才的举措。有的举措，在整个西部颇具开创性。

该省规定，科技成果拥有者可自主选择适合技术特点和发展要求的成果转化方式和

分配方式。单位允许在职务成果转化收益的 20~49%以内，由有贡献人员协商进行分配，

其中对第一完成人的分配额不低于 40% 。

在甘两院院士的医疗保健、交通工具、住房等工作生活待遇可按照副省级干部标准执

行。博导和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在享受政府津贴的同时，子女可不受"就近入学"的限制。

全省每年要评选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重奖科技功臣 60 万元。

对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待遇可根据实际需要，实行年薪制、周薪制、个人特殊股金、

个人特殊社会保险等多种分配方式。

对到老少边穷县以下单位就业的非本地生源本科毕业生，实施一次性奖励。对自愿到

兰州以外各地区工作的非甘肃生源短线专业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安家补助，研究生 5000

元，本科生 3000 元。

言辞真诚恳切，政策如数家珍，一位西部省长招贤纳士之迫切心情跃然纸上。

大学生就业，既要靠市场选择这只无形的子，同时也要靠政府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

子。双轮驱动，问题会解决得更好一些。为了实施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甘肃省政

府立即研究决定，至少接受 500 名以上的志愿者。到 6 月 12 日，己落实可接受志愿者的县

33 个，志愿者岗位 1100 多个。

徐守盛说，如果让他面对服务西部的志愿者，他会大声说"甘肃是个干事创业的地

方。甘肃正处在大改革、大调整、大发展的阶段，许多领域是亟待开发的处女地，这里大有

可为。来甘肃，1i故事的空间大，成就的空间也大。 2600 万甘肃人民张开双臂欢迎所有有志

青年来甘肃建功立业。选择甘肃，选择西部，你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 2003 年 6 月 22 日



当年同事谈温家宝:

他对老同事的感情一点没变

， 狄多华

听说要选新总理，今天一早，在距北京近 3000 公里之遥的甘肃省酒泉市，几位老友相

约在退休干部马海山家里，收看中央电视台直播选举结果。

老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唯恐错过一个细节。选举结果一产生，他们就孩童般地

鼓掌庆贺一一因为，今天当选的新总理，就是当年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过的温家宝同志。

几天前，记者赴千里河西一一酒泉市，寻访当年与温家宝一起工作和生活的老同事、

老朋友，了解到不少他在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工作、生活的 11 年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和温家宝同在力学队五分队矿产组工作过的马海山老人，清楚地记得:一次，分队在

一个叫小龙口的地方作业时，突遇罕见的暴雨，一米见方的石头被河水冲得乱跑。大家只

好动手拆了靠近河边的帐篷。可不久，背后山上的泥石流又步步逼近。前后夹击，情况十分

危险。身为技术员的温家宝，虽是第一年参加野外工作，可既不慌也不乱，从容配合大家，

借助骆驼一起转移到了安全地带O

还有一次， 35 年前，分队拉到甘肃临泽县北 50 多公里的野外作业。不知为什么，好久

不见给养车辆。大伙的蔬菜已经断了，眼瞅着又要断粮。"我提出徒步外出求援。温家宝主

动要求参加。一路上，山路崎岖，没遮没拦的日头很毒，把脚下的沙石晒得滚烫。可温家宝

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声累，和我相互鼓励着赶路，六七个小时走出 40 多公里，直到寻见给

养车。"

80 高龄的白志荣老人，时任政治处负责人。他力主把读研究生时专攻构造地质的温

家宝上调至地质力学队政治处任政治干事。白志荣坚持认为，未来力学队班子里，就应该

有像温家宝这样学地质出身、对业务具有发言权的领导。为此，他和同样爱才的总工程师

好一番争论。因为总工想让温家宝走纯技术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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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白志荣老人感动的是， 30 多年过去了，温家宝的职位一步步升迁，可对老同事们的

感情一点没变。老人高兴地拿出自己珍藏的照片，指着一张与温家宝的合影让记者看。

那是去年 8 月底，温家宝到酒泉视察工作，公务那么忙，仍抽出 40 分钟与老同事们见

了面。"当着那么多的人，说我是他的老酋长，人好、心宽。我说可别那么说，太客气了!与

我合影时，他拉着我的子，与我肩并着肩 O 我怕别人看见了不好，于往后缩，可他竟微笑着

示意我往前。"

这位老人一个劲地强调"不是人家当总理了，我们拣好的说。温家宝一贯平等待人。

无论是他当政治处负责人还是力学队副队长，群众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

对于温家宝的当选，曾在地质力学队与温家宝搭过班子的冯俊国说"温家宝当选国

读 务院总理，众望所归啊!我们相信，他能带领新一届政府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作出更大的

磊 贡献。"

回 l → 2003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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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陈索治政理事新模式 以百姓需求为风向标

6‘一把手"把办公桌搬上电视

化
+

多狄
••• 

就在前些天，得知甘肃兰州供电公司"一把手"要到电视台现场办公，73 岁的张国荣

大爷一大早便出了门，随身的布兜里装着反映问题的材料一一小区收取的电费比供电部

门的规定每度多了 5 分钱。"事情不大，但心里不是滋味。"到底对不对，他要到现场问个明

白。

坐到演播厅的前兰排，张大爷第一个获得提问的机会。听了兰州供电公司总经理王政

涛的解答，张大爷"顿时觉得心里明白了许多"。当天，有不少市民或现场提问，或打热线电

话咨询，或通过网上互动，但无论提出什么问题，都得到了供电部门"一把手"的解答，对

此，大多数人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事情一直是有人管的，原来不知道。"走出演播大厅，张大爷略带歉庄地对记者说，自

己年岁大了，法律知识少，有些问题容易一时想不开，好在有"‘一把手'上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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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创意来自市委书记

张大爷所说的"‘一把手'上电视"是兰州电视台的一档品牌节日，每周五期。节目早

期定位便是"接受投诉，解决问题，宣传政策，提供咨询，解疑释惑，锻炼干部。"
, 

兰州电视台副台长汪小平亲自主持了首扯批t3咒2 个市属委办办、局

是一件令他感到骄傲的事o {8同时又让他汗颜的是，这档节目的创窟，不是媒体人想出来

的，而是出自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

2005 年 5 月 13 日，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陈宝生首次提出开办"‘一把手'上电视"

的设想。随后经相关人士多次讨论， 5 月 25 日，兰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专门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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