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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民利，无问西

东。这是朴素年

代里朴素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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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不用脱鞋，不用脱鞋”，

进门，我刚要脱鞋，就被阻止

了。

这是谢高华立的一个规

矩，为了方便别人，因为去他家

的有很多是农民。聊的时间

长了，谢高华还会留他们吃饭。

前段时间，浙江省委书记

车俊对义乌老干部谢高华的

事迹作出批示，要大力选树一

批像谢高华同志这样敢于担

当、积极作为的干部。1月11

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了谢

高华的事迹。

那么，谢高华本人怎么

看？钱报记者近日专访了谢

高华。

衢州市区的一个老小区

里，退休后的谢高华就在这里

平静居住。

他的客厅里堆满了书，他

不许别人翻动，因为怕找不到。

“太乱了，太乱了”，他这样

笑着和我说。

谢高华喜欢坐在中间的

那张沙发。他的背后，是一张

巨大的邓小平油画像，挂着十

几年了。

邓小平是谢高华的“偶

像”之一，另外一位是李冰，治

水名臣。

在浙江乃至全国，今年88

岁的谢高华都是有名的改革

者，他的一次“不怕丢乌纱帽”

的拍板，开创了义乌小商品市

场的未来。

这位已经88岁的老人，省委书记车俊为何要为他点赞

当年他拎着“乌纱帽”开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钱报记者专访谢高华——

我家的门随时为农民打开

什么是改革者？在年初的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上，省

委书记车俊说，改革者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拎

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人。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浙江大地曾经涌现了很多像谢高

华一样的先行者，担当者，改革者。

不管他们的仕途和命运最终如何，他们的名字，终会被人

民和历史铭记。因为他们有一往无前的勇气，破困克难的韧

劲，以及最重要的，为民谋利的信仰。

在当下，谢高华的事迹已广为人知。但更多的人，默默无

闻。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来兴余，一个萧山人。

1973 年，来兴余到诸暨店口担任公社书记时，这是一个

贫穷的地方。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顶住压力，没有关停刚刚冒

出的一家生产铜螺丝的小作坊。他还提出，店口的出路是发

展工业，并亲自带领进行了一场工业试验。

这名基层干部的勇气和周旋，给店口带来了工业的曙

光。十年后，他调离店口，仕途并不顺达。

几十年后，当他重回店口，感慨万千。这里已经出了像海

亮的冯海亮，盾安的姚新义等一大批企业家。这里 7 年时间

诞生了6家上市公司。

在中国，谢高华、来兴余只是万千基层官员中的一员，在

为官一任里，他们给一方土地种下了未来的种子，给一方百姓

种下了财富的嫩芽。

只为民利，无问西东。这是朴素年代里朴素的信仰。

我们记录他们的改革故事，也观照当下，思考在伟大的复

兴时代里为什么特别需要这样的改革者，思考为什么这样拎

着“乌纱帽”的改革者少了？

人民对改革者的期盼，正如省委书记车俊对谢高华的批

示——要大力选树一批像谢高华同志这样敢于担当、积极作

为的干部。 本报记者 史春波

只为民利，无问西东

我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本
谢高华穿着西装，红色的毛衣，打着领带，人很瘦，但看起

来很精神。

退休后，88岁的他却一刻没闲着，天气好，他就要到乡下

去转转，当年工作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坐办公室。如今，即使

是在这个寒冬，他也总是外出，所以约访他，并不容易。

“你过来，明天下雨，谢老不出去”，前些天，谢高华的忘年

交、衢州日报资深记者邹跃华这样告诉我。

趁着雨天，我们走进衢州市区的一处老小区里。进门的

时候，谢高华没让我们脱鞋。“来我谢高华家不用脱鞋。”

邹跃华笑着解释说，谢老为大家考虑，脱鞋太麻烦了。而

且，来谢家的很多是他的农民兄弟，让他们脱鞋不自在。

“就是菜随便一点，有什么吃什么。”谢高华笑着也留我们

吃饭。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还常去农村。

“我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本”，他这样回答。

“三农问题，也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你看，今年中央的一号

文件也是三农问题，振兴乡村很重要。我的农民朋友多，找他

们可以多了解了解情况。”

谢高华说，现在的农村变化很大，农民有了医保，农村的

交通也很方便了，他很高兴。但是，有的村子也有问题，比如

虽然优势明显，但是没有发挥好。

“主要的问题还是人，也是要通过改革把这些资源发挥出

来，这样集体经济就能上去。另外，一些基层的党支部建设也

不够强。”

他还举了一个深有体会的例子。比如说衢州的橘子，有

1400多年历史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能卖到八毛钱到一

块钱一斤了，整个村造房子基本都是靠卖橘子的收入。

“现在呢，品种跟不上了，产量也减少了，农民算算账，还

不如去城里打工了。这就是个问题，需要振兴。”

每天凌晨一两点睡觉
每天，谢高华要凌晨一两点睡觉，这么多年了，一直如

此。“这是不好的习惯，改不了了”，他烟不离手，一天要抽两

包，多的时候能抽四五包。

我问他，这么晚干吗。他说，看看书看看报，看看电视，要

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一边看，一边写批注。

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说，文革的时候，他被打倒，关在

窑里，就看书，看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书。

“像书里提出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哲学问题，但是，在工

作实际中很管用，你用哲学的眼光去看问题，很多就简单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做区委书记的时

候，很多农村吃不饱饭，他就下去调研，发现了一个脱离实际

的问题：这个地方明明种不出双季稻，却要种双季，所以老百

姓吃不饱饭。

“我就搞了 2000 亩田的试验区，从土壤、水、肥料等一个

个因素去解决问题，第二年就种成功了，农民能吃饱饭了。”他

说，实践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的主观想法是好的，但是脱离了实践，这就

有问题，所以我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在基层调研。”他

说。

偶像是邓小平和李冰
在衢州和义乌，流传着很多关于谢高华的故事。

比如曾任谢高华秘书的杨守春回忆说，1983 年除夕，谢

高华忙完工作后才回衢州过年。车子刚出义乌县城，司机临

时停车，并下车走到车后。之后，谢高华看见一个人打着雨

伞，到车窗前打招呼。

谢高华问司机：“刚才那人做啥？”司机说：“拎了一桶鲫鱼

送你过年。”

谢高华当即让司机掉头，将鲫鱼还给了人家。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有很多人想给他写传记，都被谢高

华谢绝了。“我死了以后，你们随便写。”

谢高华的偶像是邓小平和李冰。

在他坐的沙发背后，就挂着一幅巨大的邓小平油画像。

他告诉我，这是一位南下干部送给他的，一挂就是十几年了。

201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20 周年，谢高华还特意请了他

一位会书法的农民朋友，用楷体把邓公南巡的讲话写了下来，

然后装裱，足足有三四米长，纪念这位时代的伟人。

“改革开放很难啊”，谢高华感慨说。能引起他共鸣的是，

作为改革者的不易和勇气。

李冰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都江堰的设计者

和兴建的组织者，修水利，治水患，造福百姓。

谢高华的理想也和李冰类似，治理故乡衢州的水患。“衢

州的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匀，老百姓经常缺水”，他说。

他去过都江堰多次，考察水利。在他后半段的仕途生涯

里，谢高华主持完成了乌溪江引水工程，解决了金华、衢州两

地百姓的干旱困扰。

直到现在，一有空，他都会去那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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