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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受到新书受到多方青多方青睐睐

为 了 见 证 产 业 集 聚 区 的
惊人力量，记录其成长点滴，
从今年 4 月起，河南产业集聚
区网联合中原报业传媒集团
等主流媒体走进全省产业集
聚 区 ，倾 听 声 音 ，眼 观 成 效 ，
感 触 变 化 ，通 过 镜 头 和 文 字
丈 量 河 南 产 业 发 展 的 新 高
度。几经酝酿，《产业隆起 领
跑中原——河南省产业集聚区
探访》新书于 8 月份在北京首
发。“从 7 月底这本书印刷开
始，第一批书已全部售完，目
前，第二批书也已预订一空。”
据杨建国介绍，当前，全省主要
职能部门和 18 个地市以及 180
个产业集聚区管委会都已收到
这本书，并受到广泛肯定。

谈到这本书的出版意义，
杨建国借用了中宣部出版局
副 局 长 张 凡 的 原 话 ：这 本 书
从河南不同的实践方式中树
立 了 一 批 有 血 有 肉 的 典 型 ，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可 以 为 全 国
产业集聚区探索提供借鉴。

产业集聚助推中原梦产业集聚助推中原梦

杨建国专注于河南产业集
聚区研究，在长达 6 年中执着于
产业集聚和招商引资，被誉为河
南的“招商红娘”。

据杨建国介绍，我省产业
集聚区建设从 2008 年底开始
起步，首批确定了 180 个产业
集聚区，而这些产业集聚区一
经起步，就呈现出勃勃生机。

“经过 4 年多培育，产业集聚区
已经发展成为全省经济特别
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并
为中原梦、河南梦的实现提供
了强劲支撑。这也为河南由
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
省、工业强省转变提供了机会
与可能。”

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产业集
聚 区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7.5%，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6.4 个百分点，占全省工业增加
值比重45%，对河南工业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69.8%。

他认为，产业集聚区不仅是
纯粹带动产业的升级发展，更重
要的是与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
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产业集
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培
育主导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完善配套服务功能、促进产
城互动发展、破解要素瓶颈制
约、健全长效发展机制等方面积
累了一批先进经验和成果。

用新媒体助力用新媒体助力招商引资招商引资

“如果将产业集聚区建设

视作河南经济发展新引擎，那
么，招商引资则可比作助力产
业集聚区建设的燃料。”如何
让项目引进来，还得留得住、
养得活？杨建国认为，地方政
府过去那种单靠打环境牌、政
策牌的粗放型招商和服务模
式已跟不上时代发展。

他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应
该尽快转变招商引资方式，比
如变政府招商为商会招商、产
业链招商，形成“政府作指导、
部门搞服务、企业唱主角”的
招商新模式。同时学会利用
微博、微信、互联网等新渠道，
尝试互联网招商，通过互联网
建立起本地区的投资信息数
据库，既可方便快捷地获取全
球 信 息 ，也 可 向 国 外 发 布 自
己的招商信息。

“招商引资环境要经得起
打听，就好比一个村的姑娘嫁
到另一个村，回家后肯定会有
人问那个村子的人怎么样，如
果那个村子口碑不好，谁还愿
意再嫁过去？所以，地方政府
要 在 优 化 投 资 环 境 ，亲 商 爱
商、真诚服务方面下足功夫，
只有招商引资的环境‘经得起
打听’，才能真正赢得客商的
青 睐 。”结 束 采 访 时 ，杨 建 国
提出中肯建议。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恢宏起航之时，产业集
聚区建设正托起升腾的“中原梦”。昨日，针对产业集
聚区建设、政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等话题，中原报业传
媒集团特邀中国产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河南集聚产
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建国与本报全体采编人
员进行交流探讨。交流活动结束后，杨建国接受了本
报记者采访。
中原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成燕辛晓青

(上接AA02版）
看着窗外，陈锡添陷入深深

回忆：“小平这个讲话太重要了，
针对性非常强，绝不是随便聊
天。我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
辈子遗憾。于是，我一天到晚盯
着他，像贴身保镖一样站在他旁
边。不让录音，我就用张小纸片
记下关键词，或用心听，晚上回
到宾馆像过电影一样一点一点
地回忆并记录下来。为捕捉到
鲜活细节，我还尽量往前挤，争
取靠近小平同志，力求听到他的
每一句话，记录下每个细节。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摸摸天
鹅绒芋的叶子，问这芋长不长芋
头等，很多细节都是因为靠得近
才能看到、听到。小平同志在民
俗文化村看演出，我抢先坐到他
后面，这才采访到小平同志亲吻
小孙子等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世
纪伟人的平凡亲情。”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
为你离得不够近。”对于流传在
新闻界的这句名言，陈锡添感触
尤为深刻。

“碰到重大新闻事件，记者
必须往前冲。如果论资排辈，靠
近小平同志的应该先是中央领
导、省领导、市领导……我岂不
是排在十万八千里之遥，这怎么

能听到他说什么，怎么看到他做
什么？”

“有时我也挤不上去，有时
不在场，我就向在场领导作间接
采访或摘抄在场同志的片段记
录。匆匆吃过晚饭，我们急忙赶
回宾馆整理资料，核对记录，写
大事记，每晚都到凌晨两三点。”
时至今日，陈锡添对那次刻骨铭
心的采访记忆犹新。

历史雄文的撰写者

小平同志于 1992 年 1 月 23
日离开深圳去珠海，陈锡添当晚
将小平同志深圳谈话记录整理
完毕，交给深圳市委。但很多天
过去，他的心情仍不能平静。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回忆
说：“小平同志的讲话太重要
了。他经常扳着手指，平和地娓
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进
程，道出正确的航向。可谓伟大
与平凡，集于一身。”

陈锡添念念不忘要写小平
同志视察南方的通讯，时任《深
圳特区报》社负责人主动代他值
夜班，让他腾出时间写稿子。
他回忆说：“3 月 22 日是星期日，
中午我到办公室取报纸，《南方
日报》一版上，一个标题赫然入
目：《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

怎么，不是三不吗，不让发表吗，
《南方日报》可以发表了？我脑
子转了一下。”

21年后，回想起当年那分秒
必争的报道大战，陈锡添仍有些
语气急促：“我当时大口喘气。
如果《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
记者将小平同志参观过的地方
一天一篇地写出来，我再发表通
讯，不就成了马后炮？”

陈锡添立即赶回家，铺开稿
纸，挥笔写了标题：“东方风来满
眼春”。3月24日下午，11000字
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当晚该
社社长审阅完全文，25 日上午，
陈锡添和社长就拿着稿件到市
里送审。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杨广慧立即拍板：“发吧，稿子
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不要
把小平同志写成神就可以了。”

1992 年 3 月 26 日，《深圳特
区报》头版头题刊发通讯《东方
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
深圳纪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
出，顿时轰动海内外。

陈锡添说他交稿后不但没
有如释重负，反而后怕：“这篇文
章发出去后，我就害怕了，睡不
着觉。不是怕丢官，是因为突然
想到通讯中很多‘邓小平说’，

‘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
4 天后,该文由新华社全文

向国内外播发；《人民日报》在头
版位置转载；《中央电视台》在当
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
文播发。

这篇文章,让南方谈话精神
传遍全国。社会思想的分歧,姓
资姓社之争，像春风吹拂下的冰
面,瞬间融化。

这篇文章，点燃了一个火热
的年代。现在很多事业有成的
企业家，就是看了陈锡添的这篇
文章，看到了祖国大发展的难得
机遇，毅然辞去公职、或南下深
圳或投身商海的。

历史，往往在回忆中隐藏了
其应有的传奇色彩。

后来，人们习惯于把陈锡添
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和他的学
兄、同样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
的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并称为“历史关头
的雄文”。

风雨过后见彩虹

随后的陈锡添，攀上了新闻
事业的巅峰，斩获众多奖项：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界最
高荣誉“韬奋新闻奖”、国务院特
别津贴、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

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等多项新
闻大奖接踵而至。

1999 年 12 月，在数次婉拒
《深圳商报》“一把手”职务后，
他充满深情的长信终于感动时
任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在还差
一年多就退休时接到《深圳特
区报》总编辑任命书。但是后
来，他还是被任命为《深圳商
报》总编辑。

2001年2月，60岁的陈锡添
准备退休，却被深圳市委挽留留
任两年。后来，他又被任命为

《香港商报》总编辑。直到 2012
年，他婉拒该报社长的一再挽
留，选择彻底退休。

几十年人生风风雨雨，让陈
锡添对“得与失”相当淡然。“经
历过挫折和苦难，经历过奋斗和
成功后，我将自己的人生格言定
为‘顺其自然’。人生如歌，遇到
困难，千万不要气馁，一定要坚
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陈锡添
为了钟爱的新闻事业，值夜班数
十年，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到现在仍然习惯晚上不休息，中
午才起床。

华夏复兴，神州逐梦，东风
劲吹。

古稀之年的陈锡添，继续奔
波在追逐梦想的新闻路上。

敢借“东风”润华夏
——本报独家专访全球商报联盟理事长、《香港商报》原总编辑、
《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

中国产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杨建国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