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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被列为 14 个对外开
放沿海港口城市之一的宁波，被
历史地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然而，面对自己的“先天不
足”，宁波人有着清醒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一度被
确定为东南海防前线，工业经济
结构以轻工业、小规模、集体企
业、加工工业为主，经济发展的
后劲明显不足，宁波港口的优势
也未能充分发挥，城市各项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宁波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同志虽未莅临宁波，
但十分关注、期待宁波的发展。

1984年 8月 1日，邓小平在北
戴河与中央书记处书记们共进午
餐纪念“八一”建军节时，关切
地询问了沿海 14 个城市开放的情
况 ， 其 中 特 别 问 到 “ 宁 波 怎 么
样？”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的谷牧同志向他作了简
要汇报。

邓小平说：“宁波有那么多人
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
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宁
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
用 机 场 可 以 拿 出 来 ， 交 地 方 使
用；要派卢绪章同志 （时任对外
经贸部顾问） 去宁波，帮助那里
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邓小平
讲了一句语重心长、让海内外的
宁波人热血沸腾的话：“把全世界
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
波。”就这样，在叙谈之间，邓小
平作出了一个对宁波发展具有战
略意义的决策。

对于宁波的发展，邓小平同
志还多次提及，作出重要指示。

1985 年 1 月，邓小平在谈到
宁波的开放问题时指出：宁波的
发展速度可能不会慢，同大连展
开竞争。发展“金三角”，如果把
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
上海的许多问题。

1985 年 2 月，邓小平在听取
上海市领导同志汇报时指出：上
海港口条件差，要综合利用。你
们还要利用宁波、张家港这两个
港口。

1988 年 1 月，邓小平在同浙
江省委领导同志谈话时专门询问

了宁波利用外资办大学、建钢厂
和北仑港建设情况，说：可以利
用外资，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
和技术。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
的，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的，我
们应该让他得利多些，才有竞争
力。

邓小平同志发出动员“宁波
帮”的号召后，在宁波引起强烈
反响。市委、市政府及时进行了
学习和研究，领会指示的精神和
深远意义，把动员“宁波帮”的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
落实工作意见和措施。

邓小平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
人又多次会见“宁波帮”重要人
士，使广大海外“宁波帮”真切
感 到 祖 国 的 真 诚 和 温 暖 。 海 外

“宁波帮”回乡探访的逐年增多，
回 乡 的 目 的 和 活 动 也 由 最 初 探
亲、观光、祭扫祖坟，发展到捐
资兴办公益事业、洽谈经济合作
项目等。

1985 年，在邓小平同志发出
号召的第二年，旅外宁波帮人士
踊跃向家乡捐资赠物合计人民币
5700 万元，比上一年猛增 37 倍。
此后，“宁波帮”支持家乡发展的
热情持续升温。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到 2017 年
底，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
文教卫生、公益福利事业近 7000
个项目，折合人民币近 20 亿元。
创办各类企业近千家，其中投资
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百余
家。

与此同时，宁波帮人士还穿
针引线，热心引荐港台及海外工
商界人士来甬考察，努力促成合
资合作项目。在宁波已有三资企
业中，由宁波帮人士投资兴办及
由他们引荐的项目占一半以上。
此外，他们还竭力为家乡介绍引
进境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
息，多方联络，促进家乡与境外
开展技术劳务合作、工程承包及
其他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宁波大学是众多宁波帮人士
共同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的一座
历史丰碑。1984 年，船王包玉刚
率先捐资创办宁波大学，船王办
学之举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赏，
他 欣 然 答 应 为 宁 波 大 学 题 写 校
名，并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
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与关

怀，宁波大学的创办与建设十分
顺利。在海内外宁波帮人士的接
续关心支持下，如今的宁波大学
已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

宁波进一步对外开放后，特
别 是 邓 小 平 对 宁 波 的 关 怀 和 支
持，宁波很快成为国内外的投资
热点。仅 1984 年和 1985 年两年就
完成城市建设工程量近1亿元，相
当于前32年的总和。

整个“七五”期间，全市列
入国家计划的大中型项目 20 多
个，投资额比前六个五年计划时
期投资总和还要多。全市兴建了
一 大 批 港 口 、 机 场 、 铁 路 、 公
路、通信、供水、供电、宾馆等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为了落实邓小平的重要指示
精神，1985 年 10 月，国务院专门
在宁波召开加快宁波经济发展现
场办公会，研究宁波改革开放过
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
发协调小组。

同年 11 月，协调小组正式成
立，谷牧任组长。12 月 10 日，协
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确定协
调小组组成人员。国家计委常务
副主任陈先任副组长，包玉刚为
顾问，11 个部委和浙江省、宁波
市领导共 16 人为成员。之后增补
卢绪章为顾问，朱镕基、曾培炎
都参加过协调小组会议。

国务院为一个地方城市专门
设立领导和协调机构——这在新
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从 1985 年起到 1988 年，国务
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先后在
北京、深圳、宁波召开了 6 次会
议，协调做成了许多宁波人多年
想做却没能做成的大事。

当时，和天津、上海、大连
等沿海港口城市相比，基础设施
薄弱的宁波难免有点底气不足；
许 多 领 导 和 政 府 部 门 对 引 进 外
资、搞中外合作都没有经验，管
理质量、服务效率通通跟不上。

投资手续复杂、审批时间过
长 ， 让 一 些 外 商 在 投 资 上 有 顾
虑。在协调小组第六次会议上，
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包从兴就提
出 ， 回 大 陆 办 厂 要 敲 一 百 个 图
章，太麻烦了。深有感触的谷牧
当场表示，在这方面，宁波要走
在全国开放城市的前列。

地方要发展，基础设施和交通
布网很关键，宁波港的发展和规划
成了协调小组成员关心的焦点。在
协调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谷牧再次
重申，宁波港一开始就要规划好，
要有远见地进行规划考虑，不能乱
七八糟、临时凑合，非花不可的钱
要花，要搞像样的。

有了外资的注入，有了港口
的崛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昂首
迈进的宁波，又遇到了另一个重
要难题，那就是体制的制约局限
——经济权限太小，发展计划环
节太多，没有自营进出口权，这
样的发展难有持续的后发之力。

于是，“计划单列”，被摆上
了协调小组的议事议程。

陈先认为，在宁波计划单列
问题上，有两个人出了大力，一
个是包玉刚，他多次向邓小平和
其他中央领导反映宁波情况，要
求将宁波作为“中央直管市”；另
一个是卢绪章，他不断跑国家计
委，“三顾茅庐”，其情可感。

在协调小组的多次努力和建
议下，1986年 11月 28日，协调小
组会议讨论通过浙江省上报的宁
波计划单列方案，由协调小组上
报国务院。1987 年 2 月 24 日，国
务院批准宁波市自 1988 年起全面
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一级的经
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
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存在了三年的国务院宁波经
济 开 发 协 调 小 组 运 行 时 间 并 不
长，但是，它留给宁波、留给历
史的价值却尤为深远。

计划单列的政策、以港兴市
的眼光、外贸经济的依托，成为
甬城经济持续发力的金名片，为
今后宁波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1988 年，在协调小组完成了
特殊历史使命后，包玉刚、卢绪
章、陈先等宁波籍人士发起成立
了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并推
动 国 内 北 京 、 上 海 、 天 津 、 深
圳、杭州等 10 多个城市先后成立
相应组织。

宁波经促会通过民间渠道联
络海内外“宁波帮”和帮宁波人
士，广泛开展内引外联工作，推
动宁波工业、农业、贸易和科教
文 卫 等 方 面 与 外 界 的 交 流 和 合
作，加快宁波改革开放步伐，振
兴宁波经济。

回首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平
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宁波依靠全
市人民和海内外“宁波帮”和帮
宁波人士的共同努力，很快形成
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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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上午，市委党史研究室
举行“七一”党课，主题是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改革开放。

党课从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简要
回顾了马克思生平和主要成就，阐
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中国的深

刻影响，着重讲述了新时代如何理
解和推进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员们表示，要进一步深入学
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启示，从而更好地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推向前进。 （毛利丹）

市委党史研究室举行“七一”专题党课

贺威圣（1902─1926），字刚峰，
号薏农，象山县贤庠乡海墩村（今贤庠
镇海墩村）人，曾任共青团上海闸北部
委书记、中共杭州地委书记等职，是浙
江最早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贺威
圣与学友组织了“象山学生联合
会”，在他的领导下，游行示威、
印发传单、张贴标语、街头演说、
焚毁日货等活动如火如荼。

1924 年，贺威圣就读上海大
学社会学系，时任校长国民党左派
于右任，中共党员邓中夏、瞿秋
白、恽代英等在该校任教。贺威圣
在此耳濡目染，深受教育，不久加
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刻
苦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平民夜
校、夏令讲习所等活动。

同年冬，贺威圣回家乡度假时，
培养发展了家乡的革命青年王嘉
谟、杨永清、范船僧等人为共产主义
青年团团员，并建立了团的外围组
织——乐群学会。他还创建了象山
县的第一个中共支部，并以此为核
心，发动全县各界进步人士和团体，
成立了象山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当
地掀起了争取国家和平统一和废除
不平等条约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贺
威圣积极投入反帝示威活动。由于
其不倦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宣传组
织才能，9月，他被选为国民党上
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担任工人、青
年两部部长。次年 4月，调任中共
上海闸北部委书记。在此期间，贺
威圣来宁波各地活动，举办讲习
班，组织进步青年学习 《向导》

《新青年》 等刊物，讲解马列主义
原理，培养发展共青团员。

长期的繁重工作使贺威圣的健
康每况愈下，以致病倒。在家乡养
病期间，他又不辞辛劳，在工人中
开展活动，组织工会。因革命形势
发展很快，党需要他到杭州开展工
作，贺威圣毅然带病前往。

1926 年 7 月，中共上海区委任
命贺威圣为中共杭州地委书记，他
召集干部、党员，以同乡会的名义在
三潭印月、慈云岭等处开会，布置工
作。他带队到三元坊、清河坊一带闹
市区发传单，作演说，揭露军阀的罪
恶，号召民众起来斗争。他还领导、
组织印刷、丝织等行业的工人进行
罢工斗争，建立各行业的工会和工
人武装，从而推进了杭州地区反帝
反封建群众运动的发展。

为迎接北伐军入浙，贺威圣策
动浙江省主席夏超起义反正，因夏
超兵败，秘密暴露，于 1926 年 11 月
3 日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
逼供，贺威圣始终临危不屈。11 月
13日，贺威圣被杀害于杭州清波门
外梅东校场，牺牲时年仅24岁。

贺威圣：
浙江最早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

根据 2018 年宁波市干部培训
班次计划安排，6 月 11 日至 15 日，
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四川大学举办了
全市党史地方志系统干部拓展性培
训。

此次培训，四川大学管理学教
授、政务礼仪实战专家、英国剑桥
大学访问学者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解读、宏观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解
析、大数据时代与互联网+思维、
当前国际局势与中国周边安全等内

容进行了专题授课。学习期间，到
黄龙溪古镇、成都市博物馆进行了
现场教学，实地体验了成都市精神
文明与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优秀示
范地和巴蜀文化传播地。

参与培训的史志干部表示，开
阔了视野，历练了作风，也更加明
白做好党史和地方志研究的重要
性，更坚定了实现美丽“中国梦”
的信念。

（方 芳）

全市史志系统拓展性学习培训举行

近日，由奉化区委党史研究室
和奉化区莼湖镇党委合编的《匹夫
虽微兴亡有责——竺梅先传》出版
发行。

竺梅先，1889 年出生于奉化
长 寿 乡 后 竺 村 （今 属 萧 王 庙 街
道）；13岁到上海做学徒，辛亥革
命时加入同盟会，参加光复上海之
役；1938 年，和夫人徐锦华在奉
化后琅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
院，接收流浪孤儿 600余人，免费
食宿，并进行小学、初中教育；
1942 年，因积劳成疾去世。1990

年 9月，部分原国际灾童教养院学
员集资于教养院旧址建梅华亭，纪
念竺梅先、徐锦华夫妇。

此书旨在叙述竺梅先的人生故
事，从乡间放牛娃到满怀救国理想
的商界巨子，始终保持着“匹夫虽
微、兴亡有责”的爱国情怀，为中
华民族的复兴奉献自己的全部力
量。全书约 25 万字，利用各档案
馆的史料、当事人会议、家谱及地
方和专业史志记载等资料，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还原历史。

（卢桂娟）

《竺梅先传》出版

近日，《海曙年鉴 （2017） 》
出版，是继 2014 卷创刊以来的第
五册。

2017 年，海曙区人民政府地
方志办公室对 《海曙年鉴》进行全
新改版。全书一改以往总结性文字
堆积的编撰方法，以规范化年鉴编
撰要求进行全书编撰。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框架结构，对部分栏目、分目

进行增设、撤并，增加动态性条目。
根据文图一致的原则，增加随文图
片、表格、示意图。文前、文后制作了
规范的中、英文目录和索引。

2017 卷是 《海曙年鉴》 改版
的起始。2018 卷将继续在纲目设
置、内容素材、装帧质量等方面进
行提升。

（秦 威）

《海曙年鉴（2017）》出版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春风化雨春风化雨入三江入三江
——重温邓小平关于宁波发展的重要指示

在宁波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中，
1984年 8月1日，是一个
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世纪伟
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发出重要指
示——“把全世界的‘宁
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
波”。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
宁波的发展，在改革开放
初期，对宁波的发展曾作
过多次重要指示。而这，
让期待发展改革已久的宁
波无比振奋，更迎来了展
翅腾飞的历史机遇。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谷牧汇报宁波情况。

▲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的校名
◀1987年6月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第五次会议会场

红色记忆·宁波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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