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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为老百姓

办点事，让老百

姓有饭吃，让老

百姓有钱。

谢 高 华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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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冬雨天。在沙发上聊了

一个下午，88 岁的谢高华依

然健谈，思路清晰。我们聊的

最多的是改革，他的思考，他

的内心。

对于我的问题，他有的并

不直接回答，偶尔也会跑题，

有的会抽根烟思考一下，偶尔

还会很幽默的夹一句玩笑话。

看得出，这位历经考验的

改革者，深谙说话的尺度。

他很谦虚，总是说：“我们

没做什么，人民才是真正的英

雄”，他也为企业说话，“我没

办过企业，但是，我们了解办

企业的难”。

面对社会转型期，他也不

回避问题和他的担忧：“现在

有的人钱多了，精神跟不上”。

作为一名改革者，他自然

关心改革的话题，“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不仅要把成功的经

验总结好，也要把教训总结

好”。

只有问及对自己的评价

时，他才有点犯难。“这个有点

难。”

“现在有的人钱多了，精神跟不上”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要把经验总结好，也要把教训总结好”

对话谢高华：遗憾为百姓做的事太少

谈当年
决定开放市场也有点怕

钱报：当年您拍板开放小商品市场，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您怕过吗？

谢高华：说不怕也是有点怕的，我也想到过被免职，但是，

我就想为老百姓办点事，让老百姓有饭吃，让老百姓有钱，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免掉就免掉，有责任我负责。我是长工出

身，大不了回家种田。但我还是相信党，相信人民。

钱报：您提出“兴商建县”的战略也有很大压力？

谢高华：省里的很多部门也批我，因为我放开了市场，允

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了多渠道的公平竞争，就和当时的百货

公司、供销社有了竞争，所以当时他们基本上是反对的。

还有人给我戴了大帽子，说“违背马列主义”，我说，这么

大的道理我搞不清楚，但是，我清楚，这样搞义乌就能富起来，

义乌的老百姓就有饭吃。这样说，我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

究的，不是随便判断的，我去了深圳、大连等很多地方考察，总

结城市发展的规律，就是先有市场再有城市。城市如果没人，

怎么搞的起来呢？

钱报：你在义乌做了两年多书记，就平调走了，您觉得是

和您改革引起的争议有关吗？

谢高华：这个是组织的决定，我肯定服从。

谈改革
改革难就难在触碰利益

钱报：以您的经历看，您觉得改革难在哪里？

谢高华：我给你说个故事。我刚到义乌时，义乌有个电视

机厂，是生产红旗牌黑白电视机的。那时，电视机很稀罕，整

个义乌只有宣传部有一台黑白的，要放电视还得维护秩序。

我觉得电视机厂应该生产彩色电视机，不然会被淘汰。

我就跑了很多部门，但是都碰壁了。省里有部门说，要先照顾

其他品牌的电视机。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

不过我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件事，这家工厂原来在山沟里，

职工的孩子读书很不方便，我就给了他们一块地，搬到了县

城，解决了一些困难。我离开义乌没多久，这家厂就倒闭了，

很可惜。所以，我想说，改革难，难就难在要触动一部分的利

益，一些硬骨头碰不动。

钱报：现在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您觉得怎么样？

谢高华：现在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是非常得民心的，这样

的改革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我在做衢州副市长的时候，碰

到过一件事，妇联主席找我签字，他们搞了一个活动，有20多

个部门一起搞，20 多个章，她至少要跑 20 多次，才能盖到。

我就说，我让两办签了，省的你多跑。

不过，现在有的环节还是比较复杂，接下来，还可以再深

入的改革。特别是对企业来说，太需要了。我虽然没办过企

业，但是，我了解办企业的难。

钱报：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一名改革者，您有

什么期待？

谢高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觉得，不仅要把经验总结

好，也要把教训总结好。我觉得有句话特别好——把改革进

行到底。现在改革的大门还可以开大一点。比如我关注到，

京津冀一体化就非常好，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互补。现在行

政区域的壁垒还是比较严重的，怎么样打破各自的利益格局，

把各个地方的优势结合起来，这样发展会更好。当然，这个课

题很大，也很难，可以根据实际试点研究。另外，我觉得，要改

革要创新，也把相关的配套设施一起跟上去。

钱报：哪些配套设施？

谢高华：比如说政策、资金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

才，各方面的人才。人才干部可以年轻化，有个培养和成长的

过程，也要允许他犯错。谁不犯错呢，不犯错的人，就不是一

个真实的人。素质好的，根子好的，要上去接力。

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义乌做书记，小商品市场刚刚起来，

公安局长来和我说，小偷很多，又没有那么多的警力，特别麻

烦，我听说，市场里有个人，抓小偷特别厉害，但是人家是农民

户口，做不了警察。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有句老话，“农业户口，

死蟹一只”，我就拍板，用他好了，招他进来做干警抓小偷，后

来，我也走了，听说他做了派出所所长，还评上了全国劳模。

谈自己
我们没做什么，群众才是英雄

钱报：听说很多义乌人要给您塑铜像，被您拒绝了？

谢高华（连连摇手）：不敢当，不敢当。

钱报：回顾这么多年，您有什么遗憾吗？

谢高华：没有什么遗憾，我很知足。如果说要有遗憾，那

就是为人民做的事还是太少了。

钱报：您有什么经验和现在的领导干部分享？

谢高华：要多到基层，要结合实际，多做调查研究。这个

很重要，和以前相比，现在做的还不够。

钱报：您怎么评价您自己？

谢高华：这个很难说。我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靠的是党

的领导，靠人民群众的创造。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鸡毛换

糖不是我谢高华想出来的，鸡毛换糖这支队伍，是有历史的，

批也批不倒，赶也赶不跑，生命力很强。我们其实没做什么

的，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历史，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们要

去发现它，总结它，推广它。

谈信仰
有的人钱多了，精神跟不上

钱报：我看您后面挂着一幅字，信仰，为什么写这两个字？

谢高华：去年，市里举办机关书法展，让我也写幅字，我说

好的，就写了这两个字，拿去展览了。我觉得，人不能没有信

仰，特别是共产党员。

钱报：那您的信仰是什么？

谢高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是为

人民办事。

钱报：您觉得现在有信仰的人多吗？

谢高华：有的人还是丢了信仰的，或者说是比以前淡化

了。比如，以前跟过我的一些干部，大部分都有车有房了，但

有的现在还是有牢骚，问题就在于，钱多起来了，精神跟不

上。

钱报：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找回信仰？

谢高华：学习和教育很重要。我经历过的这么多年，不管

是什么年代，都没放松过学习。

●1982 年 4 月，51 岁的谢高

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

●1984 年 12 月，谢高华离开

义乌赴金华任职。

●1985 年，谢高华任衢州市

常务副市长。

●1995年，谢高华退休。

谢高华部分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