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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弹指一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
革开放大幕就此拉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向内地，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华夏大地，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
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
转变；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的
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
转折。

肚子饱了、钱包鼓了、房子大了、
道路宽了……就个人层面而言，这是
改革开放所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

不论对于个人、家庭，部门行业
企业，还是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隆重纪
念的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何时吹
到滨州大地？在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怎么推行的？在城市，国
企改革怎么推进的？从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涌现
出多少时代的弄潮儿……

即日起，我们热切地向各位读
者征集关于改革开放的当事人亲历
文章、家庭影像故事、部门行业发展
侧记以及图片、音视频影像资料等。

征文作品须是未公开发表和出
版的原创作品。必须以史实为基础，
具有一定的史料性、趣味性与可读性，
应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历史成
就、成功实践、经验启示等进行非虚构
撰写。突出改革开放40年来滨州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领域所发生
的历史性变化。文章3000—5000字
为宜，如配有图片更佳。

我们坚信，即使是一个小人物，
其个人际遇或家庭变迁能从一个侧
面反映大的时代变迁，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也有他（她）闪光的时刻，
而汇聚起这萤火之光，就能照耀着
我们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继续大步向
前。

对于所征集的上述作品，我们
将充分利用滨州日报社旗下报纸、
网站、微信等平台进行立体化、多角
度推介，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些感人
的、鲜活的、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我们还会精选部分作品在滨州日报
人文滨州版刊发，稿费从优。

征文信箱：bzrbwgl@163.com
联系人：王光磊
联系电话：0543—3186761

滨州日报社
2018年4月17日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启事

教书五十多年，在民国
元年被选为临时省议会议
员，地方威望极高

从清光绪初年到 1938 年去世，
李炳炎教书长达半个世纪，在当地威
望极高。齐东县县长方和以“文明先
导”匾额相赠。相传，每任齐东县的
新县长都要在上任之初登门拜访李
炳炎。

李炳炎是清廪生。在山东官立
自费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经
在济南瑞本学堂、齐东县高等学堂
任教员。民国成立后，曾任齐东
县劝学总董，并兼任齐东县乙种
蚕业学校校长，民国元年被选为
临时省议会议员。早年，他热心
新政，以兴办新学为己任，先后在
九户、台子创办县立第一、第二高
等小学，并任校长。据说，他那时
常在集市上演讲，宣传新学，开发
民智。

对 于 混 乱 的 时 局 、悲 惨 的 天
灾，他尤其痛心。曾经作诗自嘲：

“巅危大局现悲观，财尽民穷补救
难。可惜无才偏代议，不能卖国莫
为官。”

据他的后人李仁楷介绍，在军
阀割据的年代，李炳炎听闻有乱军
骚扰百姓，又得知其头目是自己的
学生，于是上门问罪。在军营门
口，卫兵阻拦，李炳炎挥舞手中拐
杖就打，那学生赶紧出来认错，从此
再不敢扰民。

晚年成立“尊经书社”，
号称“八半先生”，去世时学
生为他扎了一路灵棚

民国时局的长期紊乱，再加上日
寇侵袭近在眼前，导致李炳炎对时
局、新学有所失望。他在《东野轶闻》
记载，1919 年，他发现，普通少年连
最基本的论语都要淡忘，同时教会学
校读圣经却很虔诚，让他很是愤懑。

于是，晚年他又提倡古学，在济南
锦绣川山中成立“尊经书社”，讲授儒
学经典，从学者甚众，自谓“半今半古，
半城半土，半文半武，半耕半读”，因号

“李八半”，后人尊称“八半先生”。
1938 年，李炳炎去世。老家人

前去抬灵，发现那棺椁太重，走不了
山路，锦绣川的百姓赶忙接过来，一
路抬出山。最让老家人惊讶的是，一
路上，早有李炳炎的学生在沿路村子
扎好了临时灵棚，展开祭奠。据说，
哪个学生若是没能迎到灵柩，都会自
责不已。

李炳炎留下大量齐东
县乡土文献，其中《东野轶
闻》有“小聊斋”之美誉

李炳炎著作丰厚，著有《退思斋
文稿》《东野轶闻》《论语别解》《固均
乡土教科书》《李氏四子诗稿·辉庵诗
抄》等。他还曾于 1935 年受聘参修

《齐东县志》，任分纂，并为之作序。
这些文献，重点在于记录齐东县乡土

知识，这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地方人文
和历史变迁，大有帮助。

在这些作品中，《东野轶闻》有
“小聊斋”之美誉。该书记录齐东一
带的轶闻趣事，可读性很强，又有很
好的资料价值。据李仁楷等人介绍，
李炳炎喜欢听故事，爱说话，跟谁都
能拉在一块。这或许就是《东野轶
闻》诞生的原因。

对于消失的齐东县城，李炳炎
《吊旧城文》如此描写：“元朝巨镇，济
郡名城。……七湾八庙，作歌者高唱
迎仙；五门六街，通商者俨如归市。
财物繁兴，凭大清河之顺利；人物潇
洒，有小济南之名称。……上丁下
丁，学士齐登大成殿；南李北李，元宵
斗富不夜城。兴也勃焉，何其盛与。
于是时来河下，偶立滩头。听款乃之
声，看秋波之涨。……人语啾唽之
中，南商北客；市情繁华之处，车载斗
量。盐艘联帆而东来，路通海运；粮
船逆流而西上，货输汴京。白云十
里，雨后悬篷；翠袖两行，埠头招客。”

多么繁华！
但 1855 年，黄河夺大清河河道

后，李炳炎写到：“不料世情下降。天
变为灾，造物时有低昂，浇风酿成孽
障。麻姑不来，田变为海；河伯肆虐，
民其为鱼。遥堤横野而南边，渐成绝
地；大河夹城而东下，直撼危垣。郭
家皇厅，尽成蛟殿龙宫；李氏花园，纯
为水乡泽国。五百年地覆天翻，其间
横无名世；三万户降丘宅土，后兴尚
有凡民。”又多么残酷！

写出“小聊斋”的“八半先生”李炳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田道爱

码头人文故事之二

1992年11月13日，全省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工作座谈会在烟台召开。时
任滨州地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副组长的笔者（曹同章），向山东省
房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副省长张瑞凤
汇报工作。当听到滨州公有住房以出
售为主的构想时，张瑞凤高兴地说：

“好！全省第一家，先例！滨州是率先
吃螃蟹，祝你们房改成功！”

滨州是怎样在全省率先吃螃蟹
的？笔者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下面
谈谈我们从事房改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建立地区房改领导小
组和办公室

提起“房改”，我们非常激动，那是
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惠民地区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地区体改委），牵
头操作全区的房改工作，相关部门紧密
配合，制订了全区房改第一个方案。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重大决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根据市场经济
发展和房改的不断深化，从1988年开
始，先后出台了国发〔1988〕11号、国发

〔1991〕30 号、国发〔1994〕43 号、国发
〔1998〕23 号、国发〔2007〕24 号等文
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房
改”这个牵动千家万户利益的民生工
程是何等重视。

全省房改工作会议实际召开了两
次。第一次是 1988 年 3 月 21 日至 24
日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惠民地区参
加会议的有副专员胡兆坤、地区建委
主任杨永生、建委房管科科长孙兆镀、
滨州市（县级市）房管局副局长刘卫
东，笔者也参加了。会议精神虽然贯
彻了，但具体落实因为种种原因被耽
搁了。

全省第二次房改工作会议，于
1991年12月27日至30日在济南南郊
宾馆召开，惠民地区参加会议的有地
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阎启俊、地区
建委副主任胡克生、地区财政局副局
长张柏青、地区建委房管科科长孙兆
镀以及笔者等。会议结束后，地委副
书记、行署专员王道玉主持召开了行
署第一次专员办公会议。会议确定：

1、同意建立地区房改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办公室编制五人，并从 10 多

个部门抽调骨干组建办公室；2、同意
在滨州市（县级市）、博兴县及国棉一
厂、毛纺厂搞房改试点，其他各县压茬
进行；3、会议精神分两步贯彻。4、地
区建行成立房地产信贷部，经营政策
性金融业务。

会后，阎启俊找笔者（曹同章）谈
话：“如今房改任务这么繁重，地委、行
署对你很信任，确定你兼任地区住房
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房改工作
由你负责具体操作和实施。房改史无
前例，只能搞好不能办坏。”

地区确定房改方案以售
房为主的基调

这些话，笔者一听就懵了，一夜没
睡好觉，担子压上了，如何搞？

按照领导的意图，我们走出去学
经验。不几天，地区房改办由笔者（曹
同章）带队组成 20 余人的考察团，先
对滕州、烟台进行考察，后赴北京市的
通县、北京市房改办、国务院房改办进
行房改考察和请示工作。

国务院房改办的一位领导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并直言：“公有住房商品
化，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搞了，职工买
房是大势所趋，中国早晚走这一步，你
们回去制订房改方案，以卖房为主，大
方向没有错。”

从北京回来后，在地委书记董凤
基主持的地委委员会议上，我们汇报
了国务院房改办负责同志的谈话精
神，领导们经过反复讨论，都赞成制订
房改方案要突出一个“卖”字。董凤基
最后总结说：“同意房改办的汇报和主
导意见，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规律，我们要解放思想，突
破陈旧的福利观念，制订方案以卖房
为先。”

这样，地区房改方案以售房为主
的基调定了。当笔者在烟台向分管副
省长作了以出售公有住房为房改重点
的汇报后，各种不同声音出现了。

不几天，地区房改办接二连三地
接到 5 个市地房改办的电话，他们发
问：在现有条件下，大面积出售公有住
房能否行得通？国有资产会不会流
失？群众有没有承受能力？买房合算
还是租房合算……

当时，我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作

出解答：让事实说话，到时候就会明白
和理解了。当然，以上这些疑虑，滨州
也有不少人存有。

滨州大面积出售公有住
房，在全省是第一家

为何说滨州是率先吃螃蟹呢？对
于出售公有住房，国务院、省政府下发
的文件都把它放在第二位，第一位的
是提高房租，而滨州地区（市）却将出
售公有住房放在第一位。

我们算了一笔账：单靠提高房租，
全区（市）每年收取的房租费，连房屋
维修费都不够，更谈不上居民住大房
子、好房子，根本解决不了广大居民特
别是危房户、无房户的住房问题。只
有大批量地卖房，加之公积金，集中大
量资金滚动发展，才能建设大批房子，
满足居民住房需要。

滨州能够率先吃到螃蟹，得益于
地（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决心大，
政策吃得透，灵活运用得好。

滨州大面积出售公有住房，在全
省是第一家：将现行的实物福利制度
改变为商品货币制度，通过商品交换
（买房）取得住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使房子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市场，实
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房
子是物资、财富，买房不存在姓社姓资
问题，而且财政有收益，干部职工早得
益。

再说，1990年代初期，建房原材料
成本低，加之滨州属贫困地区，按照中
央房改政策匡算，新房每平方米仅220
元，旧房按重置价成新折扣计算。这
样，买一套新房也就几万元（40%的产
权），大多数干部职工是能够承受的。

滨州的房改方案省长签了字，我们
就放心了。几年之后，房价一年一个台
阶，1995年新房已达600元/㎡。后来，
某个大城市沉不住气了，他们迅速制订
了售房方案，一年出售一百多万套。

滨州地区 1993 年一年出售公有
住房上万套，许多干部职工购买了住
房，并获得了房产证（部分产权）。对
此，国家得到收益，个人得到好处。

一句话，出售公有住房是大势所
趋，势在必行，晚买房不如早买房。

滨州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的历程

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滨州 20 多
年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大体分为六个
阶段：

试 点 和 起 步 阶 段（1992.2—
1993.1）。1992 年，房改办起草了《滨
州地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试
行）》和四个配套文件，即：《滨州地区
城镇公有住房出售暂行办法》《滨州地
区城镇公有住房提租补贴暂行办法》

《滨州地区实施公积金制度暂行办法》
《滨州地区房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
法》。全区房改 1993 年 1 月 1 日全面
启动。

实 施 和 推 进 阶 段（1993.1—
1995.6）。 实 施 全 区 第 一 个 房 改 方
案。1992年底，行署印发了《关于印发
<滨州地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
案>的通知》，指出，全区各县市房改实
施方案已全部通过审批。行署总的要
求是：从1993年1月起，地直和各县市
的房改都要起步，重点出售公有住房，
其次对提高公有住房租金、超标加租、
新房新制度、建立住房基金等项内容，
都必须实行。从1993年开始，全区出
售公有住房全面展开，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职工踊跃购房，购房达万余
户，其中市直购房达2千多套，并且申
请购房的越来越多。

房 改 深 化 阶 段 （1995.7-
1998.10）。全区第二个房改方案《滨州
地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出台实施。这个房改方案的最大特点
是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
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
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
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
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
系。房改实行了新政策，向高收入职工
家庭出售公房实行市场价，向中低收入
职工家庭出售公房实行成本价。1995
年7月至1998年10月3年多时间，全区
共出售公有住房30多万套。

接 轨 过 渡 阶 段 （1998.10—
2004.1）。滨州地区第三个房改方案

《关于印发滨州地区加快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出台。同时，
制定了《关于地直单位实施<滨州地区
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为贯彻落
实这个方案，地委、行署决定将滨州地
区房地产管理处更名为滨州地区房地
产管理局（副县级）。从1998年7月1
日起，所有单位现有公有住房、新房、
新购、腾空成套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
安居工程房，只售不租或先售后租，并
提高租金标准；实行职工住房货币化
分配制度，从1998年1月起，按职工月
工资基数的18%计入工资，按月发放，
逐步达到25%（不包括地方补贴）。同
时，从1998年7月1日起，完全取消标
准价，一律实行成本价售房。2000年
前后，地直城区和各县区城区大都建
立了新区，绝大多数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新建了住宅小区。

宏观调控阶段（2005—2015）。滨
州第四个房改方案《滨州地区实施安
居工程的方案》出台。这一时期，高收
入家庭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拉开了档
次。“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是市委、市
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全
市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历史可追溯到
1995年，至1999年集中建设了一批经
济适用房，这是滨州最早的保障性住

房。2011年至2018年，我市帮助1000
多户住房困难户圆了住房梦。

“ 回 头 看 ”整 改 阶 段（2016 到
2018）。两年多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
住房专题审计反馈的7类问题进行整
改，收效甚大。全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专项督察组来滨州进行专项督查后，对
滨州房改“回头看”，特别是对滨州职工
建购住房专项审计整改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滨州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回
头看”整改收尾工作已圆满收官。

截止到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住
房面积达38㎡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出13.37个百分点，实现了住房商品
化、市场化，圆满完成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这个实施难度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多层次多渠道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已成为全市一大亮点。从 1995 年开
始推行安居工程至2018年，全市共开
工建设保障房 40000 余套，现已全部

分配完毕。
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已达近300

家（含外地驻滨）。全市 30 多个房地
产项目获得“国家康居示范工程”等奖
项，房地产开发建设品质整体大幅度
提升。房地产业已成为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物业
管理、建材、装修、家具等相关企业快
速发展。

推行公有住房以售为主改革，滨州是全省第一家
曹同章 袁达 赵坤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征文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滨州日报社滨州日报社 主办主办

在乾隆爱将李化龙的老家，邹
平县码头镇李码村，硕大的石羊碑
旁，耄耋老者依然兴致盎然地讲述
先祖故事。

李化龙先后平定大小金川、台
湾等内乱，甚至助安南国王复位，
最终“马革裹尸还”。目前，仍有多
块石碑、碑座、碑帽藏于民居，每一
件文物形制都很大，足可以管窥当
年墓葬的宏伟。

不光如此，李化龙的后人中还
曾出了两位乡学大儒：李炳炎、李
炳耀。今天，咱们先来说说这位李
炳炎。

你离你的梦想有多远？
是一个装修清单的距离？
是一辆期待已久的汽车？
还是一个再攒几年的承诺？

请来中国银行……中银E贷 帮你圆梦！
准入范围：
公务员类客户（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乡

级以上））、优质行业的国有企业、事业客户、国有及上市公司中的大中型
企业以及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营企业客户。

业务优势：
1.便捷使用，自主选择贷款期限、金额、还款方式等，电脑、手机操作

随借随还
■一键激活额度 ■一键提款，一键还款 ■无需抵押，无需担保
2.可随时提前还款，不收任何手续费或者罚息
■快速审批，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秒级审批，结果立等可知
■提款后一分钟到账，直接进入绑定的借记卡，可转账，可提现
3.额度高，利率低
■最高额度可达30万元，有效期一年
■按日计息，日息万分之1.75，年化利率仅6.3%

中银E贷

中银E贷 想贷就贷

贷款金额

1万元

日息

1.75元

月息

52.5元

年息

630元

操作流程：
1.登录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或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2.点击消费金融→中银E贷，绑定借记卡；
3.点击激活（激活额度，未开始计息），填写联系信息并在线签署

协议后，提交贷款申请；
4.审批通过后，可自主选择用款时间，用款时点击提款，自主选

择贷款用途、金额和期限，输入手机验证码和动态口令，提款成功后
资金即刻到账并开始计息，资金到达指定账户后，可提现、可转账。

中国银行作为全球国际化大行，个金产品也在不断创新，本着实用
性的原则，今天给大家分享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

李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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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达：原滨州市房改办副主
任、滨州市房管局房管科科长

赵坤：原滨州市房管局房管
科副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