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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王建勇

江 北“ 慈 城 冯 氏（冯 骥 才 家
族）”，有很多人知道，但江北慈城的

“三凤王氏”，知道的人却相对较少。
据相关记载，慈城冯氏兴于清代，慈
城“三凤王氏”则盛于明朝。

一一
据《慈溪（即今慈城旧称，下同）

王氏宗谱》记载：“三凤王氏”于宋末
开始定居慈城，后“子孙渐繁”，代表
人物有“明白先生”王桓。

王桓，明洪武四年（1371 年），
以通古博今荐于朝，授国子监学正。
明太祖朱元璋曾召见王桓，问王桓：

“先生处乡里，好恶何如？”王桓曰：

“ 臣 处 乡 里 ，善 者 好 之 ，不 善 者 恶
之。”明太祖听了很满意，称他为“老
学士”，后“乡人有不平事，无大小取
决于（王）桓，无不得其情者”。时人
亦称之为“明白先生”，著有《明白轩
集》《和陶诗》等。

王桓有六个儿子，他们分别是
伯熩、伯辉、伯炯、伯烜、伯燻、伯爖。
除了三儿子伯炯，字尹亮，“不乐仕
途，喜锺王书法，为一乡高士”外，其
余五个儿子都有官阶。

其中五子伯燻，字尹和，十分重
视对自己三个孩子的教育，为了防
止他们以后“骄傲懒惰，不懂孝悌”，
特意开辟了一块田地，让孩子耕种，
并教育他们“知劳忘逸乃德，知逸忘
劳乃欲。从德斯成，从欲斯倾”，教育
他们要从小养成勤劳，不贪图享受
的美德，好习惯会使人成功，坏习惯
使人沉沦。

儿子王来官至工部尚书，曾任
都御史等职，为一品荣禄大夫。王来
为官政事练达，文武才略兼备，深受

大臣于谦赞赏。王来任河南布政史
期间，水灾直逼汴城（今河南开封），
王来亲自率人员“筑堤捍之，栽柳以
固”。王来著有《抑斋奏议》《抑斋集》

《绿野堂遗稿》等。
儿子王復，进士及第任刑部主

事，为官“持法明而不苟，大司寇而
下皆器重之”。

儿子王鼎任监察御史、察司佥
事等职。巡按山西时，有一知县郭某
贪而善赂，王鼎“罢黜之，民欢呼动
地”；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赃吏风
闻王鼎上任，纷纷“解绶，以忧去”；
在广东时，有识之者曰：“（王鼎）清
官也，不可犯。”

由于一个家族的三兄弟，一个
官至工部尚书，一个官至刑部主事，
另一个任监察御史，王氏被尊称为

“三凤王氏”。雍正《慈溪县志》载：
“来、復、鼎世称三凤，庆泽深厚，世
罕及焉。”

二二
三兄弟的母亲张氏，“通经典”

“晓音律”，是慈城历史上著名的贤
母，《雍正宁波府志》及《雍正慈溪
志》，均有传记载。

王来在外为官时，常与母亲张
氏书信往来，每次通信，张氏不忘对
儿子谆谆教诲。王来任总督远征贵
州，张氏亲手缝制汗衫寄给儿子，并
在信中说：缝制汗衫寄给你，不是不
放心你，而是想让你知道母亲身体
健康，你要安心工作，不必担心家
里。王来凯旋后，张氏又告诫王来，
要谦虚谨慎，知所进退。

县志载有她写给儿子的一封家
信，大意是告诫他不要居功自傲，

“成大功者不言功，必归功于上，分
功于下”，始为大臣之度，要懂得功
成身退，“今既成功，速荐贤交代，解
兵柄，处闲散，或拜表归养，忠孝两

全”。
这封信后来被明英宗朱祁镇知

道，朱祁镇称赞张氏：“贤哉！教养乃
至于斯。”天顺丁丑（1457 年），张氏
去世，享年九十四岁，朱祁镇遣浙江
右布政使白圭谕祭，敕文第一句就
说，“尔以贤淑克教厥子”，称赞她教
子有方。王来还特意建了一座“慈训
堂”，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明 天 顺 年 间（1457 年 - 1464
年），慈溪县邑为王来、王復、王鼎建
造“三凤坊”，以表彰他们的政德及
功勋；在慈城骢马桥南，为“三凤王
氏”王来建了“尚书坊”；天顺二年

（1458 年），知 县 贾 奭 又 为 王 来 立
坊，把骢马桥改为都宪桥。

三三
因为良好的家风，慈城“三凤王

氏”成了当地第一望族。据《慈溪王
氏宗谱》记载，“三凤王氏”先后出了
三十六位进士，六十多位举人，贡生
更是不计其数，是慈城有名的科举
世家。王氏对教育的重视是家族兴
盛的根本，后来家族还把其中的一
个分祠改作私塾，这就是后来的宁
波崇本学校。

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现
任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理科研究会
会长的王义遒，台湾师范大学物理
系教授、原台湾省“原子能委员会”
委员王成椿，为维护祖国和民族尊
严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地理学家王
鞠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届常务
理事王幼于，留美幼童曾在天津北
洋水师学堂任教的王凤喈等，俱为

“三凤王氏”后人。
在今天慈城孔庙的忠义孝悌

祠、乡贤祠、进士第中，刻有或陈列
着王恒、王来、王復、王鼎等慈城“三
凤王氏”族祖们的牌位或名字，后人
瞻仰，颇有启迪意义。

从德斯成，从欲斯倾，重视教育……

慈城“三凤王氏”的繁盛密码

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慈
溪王氏宗谱》（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唐 堰 懋 宗 祠 （即 “ 三 凤 祠
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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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革
命老区的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
加快发展”，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
一周，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共同瞻仰革命圣地延安。
早在 2003 年 1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四明山革命老区
考察时强调：“只有老区人民富裕
了，才谈得上浙江人民的共同富
裕；只有老区人民实现了小康，才
谈得上浙江真正实现全面小康；只
有老区达到了现代化目标，才谈得
上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个只有”殷殷嘱托，系统
论述了“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和“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体
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底线思
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
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

“三个只有”殷殷嘱
托的四明实践

一是从改变“单一种植”到壮
大“美丽经济”的富民增收之路。
2003 年以来，四明山革命老区从

“种菜”到“种果”再到“农旅融
合”，聚焦打造美丽经济链条，用
生态农业置换单一种植，用休闲旅
游激活传统产业，用品牌标准提升
产品档次，2021 年四明山区集体
经济总收入 1.6 亿元、经营性收入
3246.9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9.4%
和 4.71%。

二是从传承“红色文化”到绘
就“乡风文明”的精神富有之路。
四明山革命老区坚持“富脑袋”与

“富口袋”同步推进，深入发掘红
色资源蕴含的精神养分，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全面
提高革命老区文明程度。目前，革
命 老 区 市 级 以 上 文 明 村 占 83% 、

“民主法治村”占 98.8%，特别是
横坎头村和梁弄镇 2015 年同时获
评全国文明村镇，梁弄镇还作为第
四届全国文明村镇代表，在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
服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三是从补齐“服务短板”到推
进“可及可感”的机制完善之路。
2003 年，余姚出台 《关于加快城
乡一体化的若干意见》，基本公共
服务向革命老区倾斜，进入新时
代，坚持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
等可及，在“姚优育”“姚优教”

“姚优医”“姚优保”“姚优养”“姚
优扶”等项目上持续发力。

四是从落实“先锋工程”到贯
彻“两个必须”（党要管党必须从
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
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的效能提升
之路。2003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
部署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
四明山革命老区把夯实基层党组织
作为加快革命老区发展的重要法
宝，先后探索推广“小板凳工作
法”“联六包六”等密切联系服务
群众的机制。2018 年以来，坚持
贯彻落实“两个必须”的重要指
示，明确构筑“六大体系”，推进

“ 四 明 红 ” 革 命 老 区 共 富 场 景 应
用，率全国老区之先蹚出数字化改
革、全面深化改革与共同富裕重大
改革“三改联动、一体融合”的新
路子。

新时代打造革命老区
共同富裕先行地的路径

一是深刻领悟“三个只有”的
时代价值，不断推进革命老区共同
富裕迈向新征程。“三个只有”是
革命老区推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的基本

遵循。2023 年，是横坎头村收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5 周年，也
是 习 近 平 同 志 来 余 姚 调 研 20 周
年，要以此为契机，策划、组织一
批以“共同富裕看革命老区”为主
题的全国性重大活动，把四明山区
域打造成为全国革命老区共同富裕
样板地，进一步擦亮浙江“两个先
行”的成色。

二是坚持共同富裕推进的底线
思维，不断引导资源要素优先向老
区集聚。持续对四明山区域进行政
策倾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加大
对四明山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三是立足提高“自身造血”的
发展导向，不断探索革命老区的改
革赋能机制。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
优势，争取更多改革试点权限，开
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
闲置农房 （宅基地） 通过租赁、入
股、合作等方式，创新农房 （宅基
地） 有偿退出和调剂制度，培育和
发展适宜产业。同时在四明山区域
加大农地、林权等抵质押贷款力
度，探索开展家庭农场、民宿综合
保险试点，全方位提升四明山革命
老区的“自我造血”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余姚市委党校

深刻领悟“三个只有”嘱托
扛起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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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报告两次提到营商环
境，要求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
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要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前段时间，长三角各城市攻坚克难
稳经济，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在招
商、安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比如，浙江为外贸企业开辟商
务通道，率先推出商务包机和代参
展政策，打破疫情和国际局势带来
的种种艰难，为企业经营创造解困
条件。再看苏州，推出了“办不成事
窗口”和免证园区新举措，企业、群
众在线上、线下办理政务服务时如
遇办事难等，可直接向该窗口反映。
还有合肥，在改善营商环境中深入
开展破除“中梗阻”专项行动，集中
整治“四小四大”问题，即“工程小但
利益大、科室小但权力大、干部小但

胆子大、年纪小但欲望大”。上海楼
宇经济的营商环境值得一提，很多
知名品牌把新产品、首秀、首发等放
到上海的楼宇，使得它们成功地吸
引了高端消费者，这些楼宇的营商
环境建设也很有功力。

接下来，长三角持续改善营商
环境，做好招商引资，还需要更高的
境界、眼界。

要努力构建三个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更好地创造企业能赢利、地
方有税收就业的新空间；事业共同
体，为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
投提供更好的舞台，地方政府要有
更多的耐心，愿意为培育新产业、新
技术、新业态有更多的付出和等待；
信念共同体，为了更好地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更好
地通力合作，真正打造各类企业一
视同仁、共同发展的样板区，做到

“内资外资一个样、国企民企一个
样、本地外地企业一个样、大小企业
一个样”。

构建好三个共同体，长三角一
定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行稳致远。招
商引资有点像恋爱结婚，改善营商
环境相当于把爱情变亲情，巩固婚
姻，把银婚变金婚。有一位婚姻咨询
专家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婚姻
拯救一个没有进步的你。婚姻的最
大意义不是忠诚，而是成人之间伟
大的友谊：彼此不渗透、不求证、不
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
得信任。长三角要学习其他地区的
先进经验，形成“研商势、摸商情、谋
商策、通商脉、推商机、拓商路、强商
基、织商网、促商约、解商忧、重商
诺、传商讯”的招商引资和营商环境
的“三字经”工作法。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可能需要

弘扬一种体育精神：以高度仰慕高
度，以速度赞美速度，以力量致敬力
量。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在企业、
产业和区域发展中，坚决杜绝以高
度压制高度、以速度阻挡速度、以力
量打击力量，而是努力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进
良性竞争，杜绝丛林法则，不搞适者
生存，不互相挖墙脚，努力构建天空
法则，让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感受
天高云淡、天高气爽、天高鸟飞的美
丽场景。长三角要不断奋进，在解决
各种棘手的问题和难题上努力突
破。做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加快
干；做见所未见的事情，就智慧地
干；做别人无能为力的事情，就谨慎
而大胆地探索。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
教研部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优化营商环境 眼界还需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