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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从1961年到2003年，吴
仁宝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
村做了43年村党组织书记。
他带领全村群众把一个只
有500多亩农田的苏南小村
庄，建成为一个2003年销售
收入突破100亿元的华西集
团，农民人均收入2003年达
7.2万多元。

吴仁宝生前常说，华西
村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
得益于实事求是。他做过两

个与众不同的重大选择：
各地农村普遍实行联

产承包，他则根据人多地少
的实际，坚持集体所有制，由
30名种田能手，承包全村500
多亩农田，富余劳动力转移
到村办企业。吴仁宝说：“中
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
华西人多地少，宜统！”

1992年，邓小平同志
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吴
仁宝凌晨两点召集全村干

部开会，迅速采购大批生
产材料，加快村里企业生
产步伐，“凌晨一次会，赚
了一个亿”。自此，华西村发
展进入快车道。吴仁宝提出
多项改革举措：在村办企业
基础上，组建华西集团，这
是江苏第一个村级企业集
团；在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的
同时，实行村民参股，发展
私营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和
混合型经济，形成了以集体

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
共同发展的新格局；1999
年，“华西股份”上市，成为

“中国农村第一股”。
坚持集体经济、实现

共同富裕，这是吴仁宝矢
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个人
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
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
国富了才算富。”吴仁宝
说，富裕起来的华西要“三
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

体，不忘左邻右舍和经济
欠发达地区。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华西村通过派干
部、出资金、带技术、办项
目，远赴宁夏、黑龙江援建
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帮助
当地脱贫致富，出资上千万
元为中西部地区培训了万
余名农村基层干部；2001年
开始将周边20个经济薄弱
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

先当。”这是吴仁宝对村党
组织书记职责的理解。当华
西村村民已经住上五六百
平方米的第七代、第八代别
墅，吴仁宝却一直住在上世
纪70年代盖的老房子里。

“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
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
高奖金。”这“三不”，是他给
自己立下的规矩，一诺千
金，直至去世。

（据《人民日报》）

“你使许多事情发芽，
而自己被冬天拂去如落
叶。”

这是一位80后法官写
给逝者———上海高院原副
院长邹碧华的诗。4年前，
这位法院司法改革得力干
将，因突发心脏病，倒在了
司法改革的征途中，生命
永远定格在47岁。

“上海市十大杰出青
年”“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
家”“上海市十大优秀中青
年法学家”……邹碧华生
前赢得不少荣誉。与之相
比，他身后的民间加冕更

显深情：“法官当如邹碧
华”“负重前行的纤夫”“燃
灯者邹碧华”。他以一个法
官的身份，赢得整个法律
界的尊敬。

邹碧华审判业务强是
出了名的。1988年北大法
律系经济法专业毕业后，
邹碧华进入上海高院工
作。投身司法工作26年，他
曾经参与合同法、公司法
等重大司法解释的起草；
他撰写的专著《要件审判
九步法》连续4年成为法律
出版社的畅销书。

他力主推进可视化管

理，从递交材料、立案、审
判、执行，整个流程都在网
络公开，所有环节平台都
有记录，法官们戏称，他们
是在“探照灯下”办案。他
在法庭上努力营造法官、
律师相互尊重、信赖的氛
围，独创《法官尊重律师十
条意见》，呼吁建立法律共
同体，倾力推出律师服务
平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专业才能公正。邹碧
华追求的不仅仅是个案的
公正，作为司法改革的理
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他组
织起草了一系列上海法院

司法改革方案，倡导建立
司法共同体，争取各界对
司法改革的共识。

2014年6月，上海被中
央确定为全国首批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地区，身处司法
改革一线，如何落实并推进
好顶层设计的司改方案？邹
碧华力求最佳实施方案，寻
求改革最大公约数。

邹碧华参与主持起草
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的制定，先后召开
了15次座谈会，历经34稿。
为了制定科学的考核标
准，他带领同事将上海4家
试点法院所有法官5年来
的人均办案量梳理一遍，
不光算办案数量，还要看
案件质效，力求让真正胜
任审判工作的优秀法官进
入员额。他提出司法体制
改革的项目化管理理念，
组织研究制定了上海法院
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分解

表，督促改革任务的推进
落实；他推动建立改革的
效果评估制度，通过对改
革任务的动态跟踪、效果
评估及信息反馈，及时发
现、解决司法体制改革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邹碧华常说，“如果每
个人能让自己完美一点，
历史也就会完美一点。”追
求完美的邹碧华，用生命
写下“担当，是改革者必需
的修行”。《人民日报》

矗立在四川省成都市
新都区新桂湖公园的王铭
章将军雕像，高一丈二，基
座宽四尺、高三尺，四周刻
有“浩气长存，祭阵亡将
士”的大字。放眼望去，巍
峨的塑像让成都秋日雾霭
沉沉的天空明亮了许多。

王铭章，字之钟，1893
年生于新都县泰兴乡。父以
小贩为业，家境窘迫，生活
拮据。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
兴起，同盟会会员组织同志
军发动武装起义，就读于四
川陆军小学时年18岁的王铭
章，毅然参加了同志军，投入
与清政府军的战斗。

1914年7月4日，王铭章
从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

科毕业后，被分配至川军刘
存厚部供职，初任见习排
长，后升排长。1916年初，为
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
率护国军入川与袁军对垒。
王铭章随川军第二师参战，
转战于泸县、纳溪县一带，升
任连长。1920年，川滇之战又
起，王铭章升任川军第7师25
团团长，随后任第11旅旅长。
1924年，川战平息，移防德阳
县，晋升第13师师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川
军奉令改编，王铭章任国
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
长。1935年7月，赴峨眉山
军训团受训，被授陆军少
将衔，任41军122师师长，
次年晋升中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我进
攻，民族存亡处于严重关
头。长期卷入内战漩涡的王
铭章，坚决拥护抗战救国、

“枪口一致对外”的革命主
张，请缨出川杀敌报国。9月6
日，王铭章在德阳县广场，召
开出川抗日誓师大会，他慷
慨激昂地宣称：“此次出川抗
日，不成功，便成仁……”“过
去不知为谁而战？为谁而
死？……今天奉令出川抗
日，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
民族生存而战……”次日，
他返回家乡，辞别父老，安
抚亲人，并预立遗嘱：“誓以
必死报国。将积年薪俸所
得，酌留赡家及子女教育之

用，余以建立公益事业。”
1938年初，王铭章被任

命为41军前方总指挥，率部
参加徐州会战，奉命驻守滕
县狙击日军。王铭章命令将
南门、北门堵死，东、西城门
暂留交通道路，随时准备封
闭，打算死守滕县县城。3月
14日，保卫徐州外围的滕县
战役正式展开，日军第10师
团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滕县
发动全线进攻，王铭章率部
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17
日下午，因兵力悬殊，日军
攻占滕县南城墙和东关，大
批敌人突入城内。王铭章命

令城内各部与日军巷战，西
关守军死战待援，并准备亲
自到西关指挥守军继续战
斗，行至西关外电灯厂附近
时，遭日军机枪扫射，王铭
章身中数弹牺牲，后被追晋
为陆军上将。

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
为鲁南会战赢得了时间，为
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
件。王铭章忠骸运回时，汉
口、重庆、成都均举行了公
祭。在汉口公祭典礼上，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联合题写
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
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

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
民族争光。”1984年9月1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
章为革命烈士，同月14日，
国家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
书。

高高矗立于新都桂湖
公园的王铭章雕塑，见证着
家乡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
大变化。新都已连续23年保
持全省县域经济十强。今日
新都，已形成轨道交通、航
空、现代物流三大产业为主
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着
力建设现代化国际范新城
区。 （据新华社报道）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

史诗，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表彰了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本报从今天起开设专栏，刊登部分受表彰人员的先进事迹，用

鲜活的事例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充分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引导全社会致敬先锋，见贤思齐，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汇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磅礴伟力，坚定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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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高级法官邹碧华———

“担当，是改革者必需的修行”

王铭章：以身殉国为民族争光

改革先锋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