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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我公司将于 2017 年

8月20日举行艺术品拍卖
会。欢迎各位参加。

预展时间：2017 年
8 月 18 日 —2017 年 8 月
19 日。

拍卖时间：2017 年 8
月20日上午9点。

拍卖地点：安徽省包
河区芜湖路74号安徽省图
书馆。

“让无为而有为”
北京，黄璜家里，一幅黄山云峰图面前。85 岁高

龄的黄璜头脑清晰，声音响亮，历来多少事，都付笑
谈中。

早期，黄璜从事战地救护、文艺、密码电报翻译等
工作。1953 年，黄璜调至安徽省委机要处任台长，从
此开始了和安徽的不解之缘。

1978 年，黄璜在上山下乡办公室当宣教处处长。
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到无为县当
第一副书记，帮县委书记开展工作。那里群众受苦深，
逃荒多。黄璜去后到群众家访问，他们说“你再拉我们
一把吧”，他听了很难受，看到他们家里住得不像样子，
也没什么家具，好多人住得像鸭棚，“我得想办法”。那
年春天，无为的很多百姓要求包产到户，说“你们把地
给我们种，我们不会对不起国家，该让我们交多少交多
少”。黄璜起初有点犹豫，挨过整的他，怕给戴上资本
主义帽子。但黄璜知道，老百姓怕的是没饭吃，老百姓
就是要把肚子搞饱，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大
家也都不知道，“要尊重群众的想法，要解放思维，让无
为而有为”。

于是，黄璜在无为推广包产到户，政策放宽后，
1978年秋天无为丰收。1979年很多粮食没处装，黄璜
就找万里帮助无为建露天粮库。黄璜说，事实证明，不
是老百姓不能干事，不愿给国家做贡献，他们手上有粮
食后，交公粮很积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
都是自己的”，老百姓很高兴。

主政霍邱
无为的局面打开后，万里让黄璜到霍邱去。1979

年底，霍邱粮食在减产，当时霍邱是安徽人口第二大
县。“哪里减产哪里去，我成了消防队员了”。

到霍邱后，黄璜意识到干部的思想比较僵硬，认识
不够，就先发动群众。

在霍邱任县委书记（兼任六安地委副书记）的两年
中，黄璜第一件事就是搞农业包产到户，之后获得了大
丰收，皆大欢喜。第二件事是防洪救灾，第三件事是规
划霍邱的未来发展，如城镇化问题，从叶集开始作为试
点，使叶集有了充足的发展。

个体经济的倡导者
后来黄璜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里中央组织

部和万里副总理找他谈话，让他当安徽省委书记，并
考察了他写的霍邱调查，那份材料有大量的一手调研
结果，写得很朴实，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1983 年，
黄璜上任安徽省委书记，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时年49岁。

上任后的黄璜，注重发展农业，提出农业要有新
突破，发展经济作物等。注重发展县域经济，制定各
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注重发展
小城镇。

黄璜也提倡个体经济的发展。在那个年代，发展

个体经济，需要突破层层阻力。芜湖“傻子”瓜子创始
人年广久，在经营瓜子初具规模时，便被说成是“资产
阶级暴发户”，被狠狠整了。小整不断，大整不少，年广
久被整怕了，万般无奈之下，给黄璜写了一封信。作为
省委书记，黄璜要有个明确态度，给年广久回复一封
信。信中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发展包括个体
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这是我党的一条重要政
策。我认为你经办的企业，对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
便群众，安置就业，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家应该
保护你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的正当权益。”

这封信后来发在了《光明日报》头版位置上，引起
很大反响，年广久也因这封信，处境有了好转。

多年后，在合肥的一次相见，年广久和黄璜紧紧拥
抱着，双眼湿润。

“三包”合体
包公在安徽人民中有很大威望，现在的包公园，因

有包公墓、包公祠和包河，也成了人们凭吊先贤和休闲
旅游地方。

而在以前，“三包”并不在一起。
1984 年，长篇通讯《包公遗骨偷葬记》，详述了包

公墓在文革中被破坏的情景。包公墓原在合肥东郊大
兴集，1973年被毁。包公第34代孙包遵元等人默默收
藏遗骨，准备葬到包公原籍——肥东县文集公社龙山
大队，却被当地干部断然拒绝。包遵元无奈在自家搭
个棚子供奉。两年后将遗骨偷埋于荒山野岭。

这个情景震惊了深深敬仰包公的黄璜，令黄璜感
到不安，决心将包公遗骨迁葬于包河边。

在黄璜的牵头布置下，包公遗骨迁葬到了包河边，
慢慢形成了现在的包公园。

发挥余热
退休后的黄璜，依然“苍龙日暮还行雨”，关心着安

徽的发展，关心着淮河流域的发展。

淮河流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接近两亿人口，毛主

席曾非常关心淮河治理问题。淮河到底怎么发展？黄

璜以高龄，从淮河源头——河南南阳开始调查，一直到

阜南王家坝。今年3月又到淮南、阜阳、亳州等地考察

了一下。考察完后给习近平总书记和栗战书写了一份

报告。栗战书建议建立一个淮河流域的大城市。淮河

流域的发展问题也列入了安徽的十三五规划中。

黄璜记得六安，那个“六”，他总会提醒别人要念

“lu”；记得小花茶；记得那个毛栗树嫁接板栗树，就会

长得很好；记得赵朴初、萧龙仕和马兰；记得大京九铁

路穿安徽；也记得《安徽画报》，一看到封面题字，就说是

赵朴初写的。当他翻看在《安徽画报》上那些珍贵的影

像资料时，有些激动，那些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领导同

事，那些曾经的党政大事，又浮现在他脑海中。总结在

安徽的34年，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些打基础的工作。

在安徽的日子很长，整整 34 年；在安徽的日子很

短，无论成就或委屈，皆在谈笑间。 ▋据《安徽画报》

黄璜：是安徽人民培养了我

黄璜为《安徽画报》复刊题词

很难用“坚强”这一个词去
形容他，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
他不是一粒沙，而更像一颗铜豌
豆，倔强地发出响声，回荡在安
徽大地上。

他是黄璜，今年 85 岁 ，
1983年至1987年间任安徽省
委书记。

从 1953 年 7 月 1 日到安
徽，1987年7月1日离开安徽，
整整34年。黄璜说，不论是身
处红土地的江西，还是塞外的宁
夏，每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首
先想到的就是安徽，“是安徽人
民培养了我。” ▋殷艳萍

说起往事，黄老十分激动

黄老在练习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