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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5 日 12 时 12 分，浙江日
报原总编辑吴尧民在浙江医院逝世，享
年 96 岁。六年前，我曾写过《亦师亦友
吴尧民》一文，现供我们共同服务过的浙
江日报正式发表，以资怀念这位可敬的
长者。

乙未岁杪，90 高龄的吴尧民同志来
电话说：“自费出了一本画册，空了来
取。离休后有三位画友：董佑勤、袁一凡
和你，可惜他们两个都作古了。”

翌日，登门造访。吴尧民含笑取出
一本16开《吴尧民花鸟画集》相赠，封二
已经题签钤印：“通先兄存 尧民。”44 幅
画作涉猎梅、松、竹、菊、牡丹、紫藤、荷
花、杜鹃，题材丰富，颇具功力，多数作品
都在各种展会上亮相过。

主人笑言：“只印了30本，分赠少数
亲朋好友，也留给儿孙们作个纪念。浙
江日报只送你和画家盛元富。”

我大惑不解：“老吴，你在省政协诗
书画之友社担任顾问，不是可以免费出
版1000册吗？”

老吴摇头说：“不添麻烦。”
处处廉洁自律，不给组织添麻烦，正

是吴尧民风节的闪光点。
1972 年，厉德馨奉调主持浙江日报

工作，因为身体不适熬夜，指名调入吴尧
民分管夜班。厉德馨每晚 12 点钟回家
之后，老吴都夙兴夜寐，工作到天亮。
1977年，省委任命吴尧民为浙江日报党
委书记、总编辑。从此，老吴与二把手张
雪梅紧密配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办
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好事。

第一件值得称颂的是，培养和引进
了大批新闻人才。1978年春，有关领导
把三家有实力的省级新闻出版单位的
一把手找去，要求联合办学，培养一批

笔杆子，以充实新闻出版队伍，顺带培
养一些秘书。吴尧民独具慧眼，毅然决
断：独家出资，与杭州大学合办！张雪
梅和其他领导成员全力支持：腾出报社
招待所，用作学生宿舍。划拨一个大会
议室，充当教室。大学基础课程，由杭
州大学老师担任；新闻写作业务，由报
社采编人员承当。学员，在应届高考学
生中挑选。

挑选学员的任务交由总编办公室负
责。当时郑梦熊任办公室主任，董佑勤、
王辅之和我任副主任。吴尧民点名董佑
勤、王辅之去高考办公室调阅考生试卷，
从作文优秀的考生中挑选了 40 多名学
员。有个学生数学零分，但作文上佳，照
样录取。有位学生成绩优异，但犯了“大
忌”：为右派父亲辩解而名落孙山，报社
大胆让其“起死回生”。有个考生作文甚
好，可是父母不让升学，报社专门派人去
说服家长，让他顺利入学。

这批幸运儿格外珍惜机遇，勤勉修
业，书山破卷，学海泛舟，毕业后许多人
都成为栋梁之材。

在亲手培养人才的同时，吴尧民尚
贤举能，精心网罗社会才干。宁波陈冠
柏在报上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吴尧民发
现他文笔犀利，思路开阔，当即把他调
入报社，委以重任，让他施展拳足，写出
了许多有影响的言论和通讯。浙江麻
纺厂蒋焕孙发表的小说语言独特，构思
精巧，吴尧民通过努力，把他“挖”进报
社编辑《钱塘江》副刊。杭州汽轮机厂
李君旭，虽然编造过“总理遗言”，但他
出 狱 后 发 表 的 两 篇 报 告 文 学 思 想 活
跃，行文酣畅淋漓。吴尧民指派我和
蒋焕孙前去商调，几经曲折，终于人才
入彀。

第二件令人钦佩的是，抓了一批影

响深远的典型报道。早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前，吴尧民就敏锐地抓了一
些有超前意识的拨乱反正典型。1978
年春，吴兴县便南公社有人把在自留地
上种桃树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行砍
掉4000多株桃树，吴尧民知情后指派人
员前去采访，并于 4 月 19 日在头版发表

《砍掉四千株桃树的错误必须纠正》一
文，并加按语，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政
策，破坏了生产，挫伤了社员积极性。报
道引起各地强烈反响。

同年10月，吴尧民交给我一封读者
来信，反映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农
民所种黄豆，被公社干部强行犁掉，造成
严重减产。老吴叫我“马上调查”！当
日，我即电话约好台州记者站郑普顺，一

同赶到平桥长洋，连夜召开调查会。经
过仔细核实，来信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原来，长洋农民素有种黄豆的习惯。正
当所种80多亩黄豆长势良好之时，县委
一位副书记责成公社党委：坚持以粮为
纲，凡是可以种水稻的，一律犁掉黄豆，
改种水稻。农民眼看黄豆丰收在望，如
果犁掉豆苗改种水稻，肯定会因季节太
迟而严重减产。公社党委无视民意，断
然派拖拉机强行犁豆。尽管 40 多位农
民上前阻拦，有的挽手成排，有的坐地阻
挡，有的跪下求饶，还是被强行犁掉 60
多亩黄豆，造成惨重损失。初稿写好，老
吴看过后说：“再去核对，务必句句属实，
数据准确。”我们携稿返回长洋，召集知
情者审稿会，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务求

事无一虚，字无一失。然后呈给县里审
阅。吴尧民亲自撰写了 275 字的编者
按：《犁豆有理吗？》11 月 25 日头版头条
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省委领导给予表
扬。《人民日报》加了长篇按语转载。第
二年，这一事件成了全国高考统一考试
的一道试题。

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是浙江
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面对
当时尚存的歧见，吴尧民态度鲜明地给
予肯定，并派记者进行多角度连续报
道，还派出三员大将江坪、陈冠柏、周荣
新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长篇通讯《企业家
的歌》。

对于《钱塘江》副刊，吴尧民也有诸
多精彩之举。1980 年 2 月，他指导策划
的“钱江行”专栏，发表 20 多篇散文，生
动描述钱塘江从源头到入海口整个流域
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经济建设、名胜
古迹、历史人物，让副刊风靡一时。紧接
着，他又与郑梦熊、袁一凡、江坪和我策
划影响巨大的“寄语故乡”专栏，连续刊
登了茅盾、夏衍、胡愈之、钱三强、金善
宝、苏步青、叶浅予、常书鸿、袁雪芬等浙
籍名家的文章。这一举措，令全国报纸
副刊刮目相看。

再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是，吴尧民为
报社营造了一个花繁树茂的庭院，为职
工提供了一处美丽的休憩地。报社大院
内河环绕，花木扶疏，一度有人主张平地
建房。老吴力排异议，不但保存了那些
难以再造的“精华”，而且添种花木，修整
草坪。现在，经过几任领导的经营，这座
庭院已经成为大树蔽日、绿草成茵、鸟语
花香的绿化宝地。

当 然 ，自 古“ 木 秀 于 林 ，风 必 摧
之”。1980 年省委宣传部接到举报信，
反映吴尧民公款吃喝。调查结果，大相

径庭。原来，老总编于冠西的老战友、
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来到杭州，冠西约
吴尧民和出版局谭克一起招待客人，三
人各掏腰包 30 元在天香楼吃了顿饭。
这本是一桩值得赞扬的廉洁自律佳话，
却被举报成了“公款吃喝”。后来，上级
又收到举报信，说吴尧民多占住房。查
证之后真相大白：吴尧民在未央村的住
房面积不到 100 平方米，并未达到厅级
干部的住房标准。其实，吴尧民和张雪
梅的清廉自律堪为楷模，加薪提级，他
们坚辞；分配住房，他们放弃；出国访
问，他们谦让。他们的清正廉明成为几
代采编人员学习的榜样。他担任省委
统战部部长后，按规定要晋升为浙江
省政协副主席，提名已报中组部，吴尧
民又大义让贤，放弃进入高干行列的
机会。

就我个人而言，吴尧民也大德教化，
悉心陶冶，关爱有加。1978年破例擢升
我为总编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他连续三
年直接指派我采访重点报道，亲手教我
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新闻通讯。他担任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之后，继续关心
我的成长。他离休后应聘担任《文化交
流》杂志总编辑，在干了十年义工后，又
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让我退休后发挥
余热整十年。他在老年大学攻读书画四
年后，与原省委办公厅主任董佑勤、原省
文联党组书记袁一凡和我成了画友，互
相切磋，趣意投合。

收 到 吴 尧 民
的 画 册 ，兴 高 采
烈，也引我想起了
许 多 往 事 。 现 在
整理出来，或可自
励、励人。

（2016年3月）

亦师亦友吴尧民
傅通先

浙江新闻浙江新闻· 公益广告 ·

·资 讯·

在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进程中，山区县的发展备受关
注。去年以来，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围
绕金融支持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主题，主
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台州
银保监分局的指导下，该行以助力解决
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
为主攻方向，立足服务“三农”、城乡居民
和中小企业战略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网
点优势、资金优势和协同优势，用实际行
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这是我们新买的捕捞设备，多亏了
邮储银行给我们发放了渔船抵押贷款，

才能这么迅速筹集到资金购买新的设
备，安装完毕等休渔期过后我们就可以
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了。”三门县猫头新村
渔民杨世万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

杨世万所在的猫头新村是三门县特
色产业突出的行政村，海洋捕捞是该村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资金短缺、抵押品不足等问题，严
重阻碍了海洋渔业的发展。“传统的捕捞
作业逐渐被时代淘汰，设备需要换代升
级，技术需要提升，而这些需要大量资金
的投入。”杨世万说，融资难题一度成为

他心头大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正当杨世万一筹莫展之时，邮储银

行三门县支行客户经理通过调查摸底知
道了他的困境，并上门为他办理“渔船抵
押”贷款。几天后，杨世万就拿到了 130
万元贷款，不仅手续简便，而且利率非常
优惠。“渔船抵押”是邮储银行三门县支
行重点推出的信贷产品之一，该支行针
对当地产业特色，持续推出渔船抵押贷、
E捷贷等产品，解决渔民的融资难题。

“北三县特色产业集聚，天台汽车零
部件、仙居医药品、三门的渔业等都是当
地的支柱产业，做好‘特色产业’文章，是

我行助力山区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邮
储银行台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左坤
介绍说，为加快推进北三县产业升级，走
好“产业造富”路，该行主动对接特色产
业生态平台、特色小微企业园区等，以

“一县一业、一行一品”发展思路，制定综
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为特色产业发展
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支持。

对于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来说，支
持北三县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高度契
合。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该行加大“美
丽乡村农房贷款”推广力度，以 A 级景

区村、异地搬迁项目为重点，持续推广美
丽乡村农房建设小额贷款，助力农民改
善居住条件。截至今年 6 月，北三县支
行累计发放农村住房改造贷款 0.55 亿
元，为北三县 200 多户家庭提供贷款资
金支持。

在信用村镇建设方面，邮储银行台
州市分行持续完善林权、宅基地产权、收
费权、特许经营权等担保创新类贷款业
务，拓宽农村信贷抵质押物范围，并结合
监管“农户家庭资产池融资”要求，稳妥
推进温室大棚、养殖圈舍、农机具等抵押
融资创新，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等抵押融资模式，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普惠金融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作为普惠金融的先行者
和积极践行者，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坚
持深耕小微金融领域，不断创新小微金
融服务模式，持续为北三县企业提供覆
盖更广、价格更优、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近年来，该行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大
力发展小微易贷、无还本续贷等信用类
线上业务，为当地小微企业提供优惠便
捷的线上金融服务，助力北三县企业发
展。

邮储银行台州市分行：建强金融引擎，赋能山区县高质量发展
罗亚妮 夏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