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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íA~
近日，洪远同志送来 《特区人物志·深圳卷》 清样，他们准备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陆续出版这套丛书。 我

看过之后，认为颇有价值。 因为这是一部以整个特区建设为背景，

以鲜明人物事迹为主线， 旨在揭示"一夜城"崛起的奥秘、剖析

"试验田"成功的真谛、讴歌"拓荒牛"拼搏精神的历史文献。 它

不仅对于储存史实、启迪后代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且对于当前新一

轮思想解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

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犹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 然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关键时

刻，深圳，作为前沿阵地和示范城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外，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是关键。 早在深圳经济特区创立伊始，就

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响应时代的号召，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投身到气势磅碎的建设洪流之中。 他们置身于这座改革开放的大舞

台一-或敢为人先，慧眼独具;或潜心经营，百炼成钢;或刻苦钻

研，精益求精。 无论是工作业绩、学术造诣 还是思想境界、道德

修养，都是可圈可点的。 他们不愧是民族的精英，时代的骄子!他

们的改革气魄和创业精神，值得世代弘扬。



辉煌的成就，固然值得骄傲;成功的经验，更是弥足珍贵。 本

书所收编的，虽然只是无数特区建设者中极少的部分，但也不乏特

区初创时期的拓荒者。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路

的艰辛曲折，可以体会到思想解放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

用，可以领略到深刻|人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务实高效、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貌!当时，拨乱反正进行不久， 思想解放刚刚提出，改革

的征途险象环生，开放的路上布满荆棘。 何况，当初深圳只是一个

荒僻的边陆小镇，生活和工作条件之差，令人难以想象。 可是，再

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有志于改革的特区人。 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摸着石头过河" "杀开一条血路"率先打赢了新时期改

革开放这场硬仗，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成功范

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深刻|经济特区 30年的伟大创举，留

下的何止是辉煌的城市建设成就，一大批拓荒牛的业绩更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 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运用好这笔财富，

在新一轮思想解放和创建创新型国际一流城市中继续先行一步，深

圳将再攀高峰，永续辉煌。

深圳是一座新兴城市，大家平时忙于改革事业和经济建设，像

这样系统地组织编撰以人记事的著作的文化活动并不多 。 因此，本

书虽嫌粗才是，也不失为一桩美事。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言:夫家为

谱，少'-1 县为志，固有史，其义一也。 国家修史，地方立志，历来为

华夏文明之一大善举。 深圳萤声中外，建树颇多，书事记言，博闻

实录，保存史料，至关重要。 这本书做的就是这种有意义的工作，

我觉得很好，乐于在篇首写这几句，即以为序。

2008年9 月 9 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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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部分古建民居掠影>>>

观澜惆楼

观澜办和t梯刷掉区有 114座古黯楼，是迄今为止刷刷操大.保
存最完好价古钥楼群.距今约有m多年历史，

东门老街

东门老街仰庄于底酸年间，是深;)11最传统、最共人气的商业应1也之一.

大鹏所城

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l:I拥年) .占地约 II 万平方米.
它是明清两代中国南部的海防军事要塞，有着m多年糕#1乡情的历史，涌
现了赖，恩向刘此也刘黑仔等→也杰出的民然英雄

大回世居

大回世居且在于道尤五年 (!æi年J. 坐南朝北，通画阅8t米，进深00
米，占地面积钮刀乎方木包括三堂、 二横、 一回龙(阁龙未建成).四角
楼.前有月池、禾样.接护墙.左右转斗门.



在理湖新居

鹤湖新居始建于加.-ut庭年间，是我国目前制服大的客家良后建筑
样， 也.Æ深圳现存客家田中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一应

凤凰古村

凤凰古村占地:ll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18万平方术， 主妥包括保存完好

的&41查明清时期古建筑，以及依附于这些建筑刻的古井.古队古亭、古
匾.古石碑、古遗』止等.

新安敏城

新安故然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天桥北8米处(深南大道旁)，占地属
和'..-'97万平方术，是目前深刻|最具规才某的历史文物旅猝景点， 又称南头古
拽，具有 1m余制悠久历史.

大万世居

太万世居住于制11市坪山新区坪刷土区境内 ， 建于，青乾隆年间( 17好

1商年) ， 刷宾主大，占地1. 5万平方米.乎面立方形，四角建有炮糕， 正
面有太大楼，均为高高的回剧目途， 围墙上有走马刷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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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丛书收编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在各行各业辛勤耕

耘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个人事迹重点记述参与特区改

革和建设实践的主要情况。 记述时间，上限不限，根据各人提供

的资料，尽量反映其全部的成长经历，下限为2014年。

二 、 本丛书以篇为单位，按政经界、 企业界、 艺文界、 法律

界、 科技界、 医学界等大项分类。 除政经界担任过副市级以上领

导按职务高低及任职时间前后为序外，其余均按姓氏笔画为序，

排名不分先后。

二、 本丛书所有图文资料系入编者提供，文稿均经入编者本

人审定。 所刊图文资料，有些年代久远，出处不详;有些引用较

多，来源繁杂，为节省篇幅， 一般不注明作者及出处口

四 、 为方便阅读，本丛书行文涉及组织机构、会议、 文件

等，按当时称谓记录，过长或多次出现的名称，大体按习惯使用

简称，如中共深圳市委员会，简称为"市委"深圳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简称"市四届人大"等。

五、由于编篡任务重、时间紧，人力有限，许多有代表性的

人物尚未入编，为此我们还将积极联系，组织采访及撰写，以便

在陆续出版的各卷中收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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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研发现，广州猪肉、疏菜和l鲜鱼等供应

不足的问题民期得不到解决，逢年过节凭票

供应都无法保证，其根源是政策，可谁也 j已

法改变，稍做一动就要挨批 。 那时计划纤.济

根深蒂固，谁也不能越雷池、忙步 o 1979 年，

邹尔康调笔广州|荔湾区任区委书记 。 1980

年 8 月，全罔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

济特区 。 年底，任仲夷到广东履新不久，调

整深圳市领导班子，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

被选中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鱼11 尔康也

被挑来深圳做"拓荒牛" 。

起初邹尔康并不想来深圳，因为他在广

州已经下了 30 年，不仅习惯了，还有感情 。

何况邹尔戚到荔湾区才一年多，许多设想还

未实施。当时己来深圳工作的梁湘，在广州|

fI-t跟邹~J\底是隔壁邻居 。 :梁沛|回 J 、州|家里时

找邹尔康谈话，把有关特区建设的-些文件

给他看 。 邹尔康看到了像物价平11 工资这些广

州|解决不 f 的问题深圳可以解决 。 他读后 1~

兴奋 。 因为'11 央给深圳的政策打破了长期僵

化的经济体制，在广州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

深圳可以迎 jJ 而解，他这才觉得来深圳有搞

头，应该来 。 1981 年，邹尔康离开生活 7

31 年的广州到深圳任市委挝、 H 辰 。 那时广州

到深圳的路很难走， 一路上坑坑洼洼，要过

几个班 11 ，最快也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 。

到深圳|后，邹尔康住在新园宾馆 4 栋的

一个房间。当时实际环境比他原来想象的要

艰苦很多，蚊子多得可怕， 一到天黑，每个

人外出时头顶上就会盘旋着 4 串蚊子，像 

串串"黑俐" 。 晚上批文件，他都要躲进蚊

帐中 。 艰苦的条件没有影响邹尔康对经济特

区的热情，他在新的岗位上充满激情地忙碌

着 。

'1'问 . ~À! JltI 
2.、o守、笔.宅基、'0雹..、军，<、2巳Y、 C去曹、

乡Fá乏庭

邹尔康 ， 浙江宁波人，生于 1929 年，

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 年到上海金

融系统工作 1950 年到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工作 1959 年到中共广州市委机关工作;

1969 年到广东罐头厂工作 1971 年到广州

日报社工作 1974 年任广州市委研究室主

任 1979 年任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

1981 年起先后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市委常

委、副市长 1988 年起先后任海南省副省长

省政协副主席 2005 年退休

作为深圳特区的第一批"拓荒牛"和!亲

历者之一，邹尔康于 1981 年至 1988 年期间，

先后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市委常委、副市民，

是深圳市建立发言人制度后的第一位肯席发

言 人 。 他在深圳的这 7 年多，正值深圳经济

特区从创建到成长的关键时 J町，他见证 f 深

圳从名不见经传的边陪小镇到 l生革先锋城市

的全过程，也亲历了国内外对经济特区的质

展和各种争论。他与特区其他"拓荒牛"一道，

在深圳用智E、勇 气和担当仲脱束缚，打破

樊篱，杀山一条改革开放血路 。 他的闯劲和

平劲，张扬了先行者不提风险、不计个人荣

辱、勇于改革的精神 ， 敢于拓荒的勇气和智
孚#

O 
O 

见证题词

办特rx:究竟是对是错 ， 特区究竟办得怎

样?中央不少领导脑子里也一直装行这个大

问号 。 中央领导有的要深圳大胆闯，要跳出

现行体制的框框，但在党内高层也有不同的

声音。沟此 ， 咱尔康他们这些特区的"拓荒

陪小平视察，

意在改革

1959 年，邹尔康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调到广州市委目记处办公室，专门负责财经

农业调查研究，为市委决策提供依据 。 他通

到深圳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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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邓

小平能够亲眼

升来毛看看他的"作

品" 。 在同志

们的热切期盼

下， 1984 年 1

月 24 日，小平

来视察深圳 ，

邹尔康参与全

程陪同 。

让邹尔康

特
区
人
物

记忆最深刻的

一幕是小平在国贸大厦楼顶上深思远虑的表

1 984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 (右 2 )在深圳匡l 贸大厦

情。当时，从这座深圳最高的建筑物顶上放

眼望去，整个罗湖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工

地，几十座高楼正拔地而起 。 看着眼前欣欣

向荣的景象，眺望着对面的香港，小平陷入

了深深的沉思中 。 随行的深圳特区报摄影记

者江式高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成

为邹尔康最珍贵的收藏。

邹尔康陪同小平在渔民村视察时，村党

支部书记吴柏森介绍说，过去渔民村有不少

人跑到香港去 。 深圳办特区后，村里的生活

迅速改善 ， 再也没有人跑去香港了，就连以

前跑出去的人都开始回流。小平听后乐呵呵

说"看来精神文明是离不开物质文明啊"

小平同志只在深圳逗留了两天多，他一

直是很仔细地听，很认真地看，很少说话 。

邹尔康感觉得到他是很认真地在思考 。 在当15

尔康眼里，小平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每说

一句话都非常慎重 。 26 日，小平在参观了蛇

口工业区之后，在海上世界吃午饭 。 吃饭时，

邹尔康和他坐一桌，小平看完深圳兴致很高，

喝了几杯茅台酒，应邀欣然挥毫写下"海上

世界"四个苍劲的大字 。 看到小平同志给海

上世界题字，邹尔康他们这些市领导也想请

小平为深圳题词 。 小平到广东时，曾 宣布了

四个"不"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

不见报。所以大家考虑再三 ， 还是不敢违反

1玄
'也、... 
深
圳
卷
丘

O 
O 

规定 。 下午两点多，小平离开深圳去珠海 。

本来，邹尔康他们指望他在视察结束后会给

深圳经济特区做一个评价和指示，可小平什

么也没有说，这让邹尔康等市领导很纳闷，

因为他们感觉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建设还是满

意的，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呢?

29 口，省委副秘书长关相生打来电话，

说小平离开珠海前，写 f " 珠海特区好"的

题词 。 这个消息让深圳市领导感到了很大

的压力，市委连夜紧急召开常委会议，梁湘

同志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小平给深圳题词 。

邹尔康考虑到接待办主任张荣各方面都比较

熟，就决定让张荣先去完成这个任务 。 还准

备了 一个预案 : 万 一张荣没有拿到题词，再

由梁湘或邹尔康出面请求小平题词 。 张荣去

之前，邹尔康等市领导草拟了题写内容，其

中有"深圳特区好"深圳特区报" "大鹏

展翅"等 。 张荣去广州|后，两天都没有结果，

市领导在深圳也十分焦急 。

l 月 31 日，农历大年三十，邹尔康一直

守在市委电话机旁，等待张荣的电话 。 中午

电话突然响起 ， 张荣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小平

上午为深圳题词了!邹尔康开始还以为是按

照原来拟写的内容，没想到小平写下了深

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

政策是正确的 。 "这沉甸甸的 25 个字，掷

地有声 ， 完全 出乎邹尔康意料 。 中央领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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