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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法政，1989 年任市委组织部
干审科科长，当年漯河以公开选拔
方式招录21名市直机关工作人员的
亲历者、组织者。

机关单位选贤任能，不仅关乎
用人之风，也关系一方经济社会发
展。他和领导、同事一起，本着公
平公正原则，采用公开选拔方式，
使选人用人从“伯乐相马”到“阳
光赛马”，在全省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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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许学专家、学者，参加
许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许慎学术讨论会。

6月1日，新的沙河大桥正式动工。
9月29日，我市隆重举行文艺晚会，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四十周年。
11月8日，我市举行吴公渠治理工程誓师大会。
12月6日，我市综合性交易市场光明路市场隆重开业。

1989年大事记

本版稿件、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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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1日《漯河报》一版。

1989 年是商品房的起步之
年。1989 年 2 月 15 日，北京首
次公开出售商品房，揭开了住
房商品化的大幕。7 月 11 日，
上海市公布 《新建商品房屋注
册登记暂行规定》，明确新建商
品房屋的产权管理，房地产业
由此走上了商业化道路。9月，

建设部发布“关于善始善终做
好城镇私有房地产遗留问题的
通知”，从此中国正式进入商品
房时代。

商品房，改变了许多人的
观念和生活方式，为很多人解
决了住房难题，也为经济发展
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历史印迹

如今的光明路市场。

万玉山和他的商铺。

20万人修吴公渠 换来清水润沃土

商品房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在20世纪，咱们漯河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990年8月8日，我市召开首批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命名大会。市领导向王贺基、金和年、党孔恩、闫旭、王宏魁、朱帜、郭素珍、董家璞、董道
林、蔡松林、任自安等11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颁发证书。

大会上，市领导充分肯定了我市广大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的巨大成绩，提出理顺关系，明确职责，
提高知识分子工作的整体效能。要求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努力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生
活条件。希望广大知识分子开拓创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做出新贡献。

祖法政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

下期预告

机关单位进人，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焦点。畅通选贤任能渠道，让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仅关乎用人
之风，也关系一方经济社会发展。

想起 27 年前的那场公开选拔，
市总工会副主席许新霞记忆犹新。
那一年，20多岁的她，从一名初中
教师，经过层层考核，走进了市委
统战部，成为市直机关的一名工作
人员。

1989 年，漯河打破以往干部选
拔制度的条条框框，用公开选拔的
方式面向全市招录了21名市直机关
工作人员。这种从“伯乐相马”到

“阳光赛马”的选人用人方式，在全
省开了先河。

在当时的选人用人机制下，漯
河为何敢在全省第一个“吃螃蟹”？
又是如何组织那次机关工作人员招
录的？记者找到了负责组织那次公
开招录的祖法政，他当时是市委组
织部干审科科长。

“招考海报”
贴在市委大门口

“我当时还在学校教学，是市妇
联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市里招人的消

息。”许新霞回忆说，那次市直机关
公开选拔工作人员是1988年11月下
发的通知。

“当时招考信息发布还不像现在
可以通过网络发布，就是在市委大
门口贴了一个‘招考海报’。”许新
霞说，从朋友处得知消息后，她还
专门跑到市委大门口看了看“海
报”上的招考条件。一看自己符
合，她就拿着身份证、毕业证、户
口簿报了市委统战部的岗位。

考试是在 1989 年 3 月举行的。
笔试对于教师出身的许新霞来说并
不难，100 分的卷子她考了 87 分，
是第一名。“笔试成绩出来后，还张
榜公布，谁考了多少分都很清楚。”
许新霞说。

过了几天，许新霞到市委统战
部面试。个子高高的，讲着流利的
普通话，谈吐儒雅，又有一定的学
历，许新霞被市委统战部录用，走
上了从政之路。

一次不经意的选择
改变了命运

在市发改委财务科工作的张海
燕，也是那次被录用的 21 人之一。
1989年，20多岁的她还在一家针织
厂当会计，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
人。

“说实话，当时对市直机关公开
选拔工作人员没有啥概念，觉得不
就是招人嘛，还有点不情愿来。”张
海燕说，当时她觉得在工厂当个会
计就是个“铁饭碗”，工资也能拿几
十块钱，没想着换工作。

“亲戚朋友都劝我，既然学的是
会计，刚好这次招人也招会计，为
什么不试试？抱着试试的态度，我
报了市物价检查所。”张海燕说。

没想到，当时的一次不经意选
择，让她从一名工人变成了一名公
务员，完成了一次命运转折。“从现
在来看，真的感谢那次公开选拔，
让我成了幸运儿。”张海燕说。

求贤若渴的
一次大胆尝试

当时，漯河为何敢在全省第一
个“吃螃蟹”？又是如何组织这次公
选机关工作人员的？记者找到了负
责组织此次考试的祖法政。

“1989年，漯河公选机关工作人
员，在全省是第一个。这可以说是
漯河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进程的一
个缩影。”祖法政说，当时的时代背
景是，1986 年漯河升格为省辖市
后，经过三年的发展，城市底子还
比较薄，城市建设还很落后，一切
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时各个
市直机关都比较缺人，可谓是求贤
若渴。作为干审科长，他的主要任
务就是四处发掘人才。

“我当时手提包里有个小本本，
密密麻麻记的都是哪个单位缺人、
缺啥人，哪个单位需要调配干部等
信息。”祖法政说，当时市直机关除
了局长、副局长、科长，几乎没有
啥办事员。

1988年11月，市委主要领导指
示，为漯河今后的大发展提供人才

“补给”，能不能招录一批机关工作
人员，在招录方式上可以打破一些
条条框框，甚至可以不拘一格。

“当时市直机关进人，一方面是
军转干部、大学毕业生，还有就是
各县区推荐和自己发现。”祖法政告
诉记者，为了能将此次公开招录机
关工作人员工作做好，他和市委组
织部几位领导去深圳、温州等地考
察，发现这些改革开放前沿的城
市，在选人用人方面机制比较灵
活。回漯河后，大家一商议，本着
公平公正的原则，决定用公开招录
的方式，面向全社会选拔人才：经
过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等一系
列程序才能被录用。

祖法政说，当时一位市领导的
子女本来符合报考条件，但为了

“避嫌”（不得录用与本部门领导有
直接关系的人员）自动放弃了考试。

“当时我们把这次选人方式汇报
到省里后，省里也很支持，让我们
当成一次试验，放手去干。”祖法政
告诉记者。

为了组织好笔试，祖法政专门
找了几名老师出题。为了防止泄
题，他把这几名老师封闭在3515招
待所。后来改试卷时，祖法政又把
人员拉到许昌。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我市从364
名报名人选中招录了21人。这21个
人经过多年磨炼，现在大部分已成
长为机关单位的骨干，一些人甚至
成长为县级干部，服务、推动着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

如今，提起光明路市场，人们觉
得它不过是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可
是了解它前世今生的人，却把它形容
为漯河的“汉正街”“小义乌”。

这个诞生于1989年的商品批发市
场，无论其怯怯的萌发，勃勃的兴
起，轰轰烈烈的巅峰，还是不知不觉
间的盛极而衰，从它诞生起似乎就注
定了它所演绎的每一个故事，都将作
为一个时代的样本留存历史。

漯河建省辖市30年之际，记者来
到光明路市场，采访工商人员，对话
见证市场27年发展的光明路市场个体
协会会长万玉山，听他们讲述光明路
市场在经济大潮中的精彩故事。

臭水沟变身大市场

8 月 20 日，记者来到光明路市
场，东西两侧各有一排门面房，各个
门面房里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
市场中间还有两排简易摊位。

“20 多年了，市场的模样几乎没
有啥变化。”说这话的人叫万玉山，
由于在家排行老三，市场里的人都喜
欢喊他“万三”。1989 年 12 月 6 日，
光明路市场建成开市，万玉山的父亲
和母亲是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主
营白糖和烟酒。

那时候的万玉山才20多岁，刚刚
退伍在3515工厂上班，和光明路市场
一墙之隔，没事时他就跑到市场里帮
父母照看生意。

“光明路市场这块地儿，之前是
万庄村的臭水沟，后来建市场把臭水
沟填平了。”万玉山说。

万玉山姓万，很多人以为他是万
庄本地人。其实不然。

“俺不是万庄的，是老寨里那枝
儿姓万的。”万玉山说，他的父亲和
母亲是老寨里人。20世纪80年代初，
解放路北段还有码头，他的父母就在
码头附近摆摊做小买卖。当时解放路
北头马路两侧摆地摊的人比较多，逐
步形成了“马路市场”：这是光明路
市场的雏形。

“后来政府想着能不能把马路市
场规范一下，就在万庄建了一个市
场，原来在解放路北头摆摊的个体户
们开始搬进市场。”市工商局有关负
责人说，光明路市场的开市，掀开了
漯河小商品经营的大幕。

“没有卖不动的货”

1989年的中国正是“下海”风起
云涌之际，光明路市场应运而生，为
漯河的个体户们提供了商机和平台。

光明路市场一开市，东西两侧门
面房就没有了空的。租不起门面房
的，就在中间摊位上摆摊。鼎盛之
际，市场内有商户近千家。

那时候的光明路市场，人山人
海，从南头走到北头得用半天时间。

人多货也多。白糖、饼干、罐头
等副食品，鞋子、袜子、毛巾等日用
百货，还有高档烟酒等等，不论是本
地货还是外地货，都能买到。

“光明路市场里没有卖不动的
货。只要有能力，进啥货都卖得动，
走货量非常大，不论啥货都是抢着
要。”万玉山是光明路市场的第二代
个体户。之前父母经营时，他只是帮
手。从1995年开始，他接过父母的生
意，成了老板。想起当年盛景，他仍
一脸自豪。记得有一年去山东一家酒
厂进酒，他排队排了好几天，然后用
载货几十吨重的那种东风拖挂车，拉
回家一车酒，一天就卖完了。

生意好，钱自然赚得多。“不是
吹牛，那时候光明路市场里的商户，
说 天 天 查 钱 查 得 手 疼 一 点 也 不 为
过。”万玉山说，那时候没有验钞
机，都是用手查钱，那年代百元大钞
还很少，大部分是10元钞票，商户们
成捆成捆地往麻袋里装钱，然后骑摩
托车载着麻袋去银行存钱。

“腰粗”商户可不少

乘着市场经济的东风，光明路市
场火了，成了豫中南最大的小商品批
发交易市场。不仅本地人想方设法进
市场做生意，外地人也想进，省内有
安阳、平顶山、许昌等地的商户，省
外有湖北、安徽等地的商户。

“那时候连郑州还没有建大型市
场，漯河抢了个先。”光明路第一任
工商所所长李大国说，20世纪90年代
初还是卖方市场，各种商品都比较紧
俏，光明路市场正好为卖方和买方提
供了一个交易平台。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光明路市场发展成为全国闻名
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一个市场要想发展好，还得看管
理。李大国说，光明路市场早些年发
展迅速的一大原因就是工商部门采取
封闭式管理。

“那时候市场发展的政策环境也
很好，很少有部门干扰，商户们都是
凭本事做生意。”商户李校同说，
1989年到1994年是光明路市场发展的

“黄金五年”，一批又一批卖白糖、泡
泡糖、口香糖、十三香的个体户成了

“暴发户”。光明路市场从外面看不起
眼，其实里面“腰粗”的商户可不
少，千万富翁有的是。其中，郭守业
等“十大户”更是这些个体户中的翘
楚。后来“十大户”走出光明路市
场，投身更广阔的商海之中，但有的
人至今仍活跃在漯河商界。

“在漯河做生意的人，不少都和
光明路市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

商人正是靠在市场搞批发赚取了人生
第一桶金，然后成了大老板、企业
家。”万玉山说，“翅膀硬了肯定要飞
出去。不搞小商品批发了，开始建工
厂、包工程、搞房地产。”

“80后”商户占三分之一

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1989年
到 1999 年是光明路市场的繁荣期，
1999 年开始由盛转衰，如今只剩下
564 个商户。市场的衰落，万玉山等
多位商户归结为多方面的原因：首先
是全国各地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雨后
春笋般起来，特别是郑州大型批发市
场的建立，黄河以北的生意逐渐涌入
郑州，光明路市场不再是独门生意；
其次，商贸物流越来越发达，交通越
来越方便，想购物有各种商场、超
市、专卖店；第三，市场自身的问
题，有一段时间税收比较重，房租越
来越贵，还有市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
患，特别是2009年还曾发生大火，制
约了市场发展。

“现在的销售额与早些年相比，
差距是十万八千里，以前从南头到北
头挤半天的景象，现在只有过年那几
天才能看到。”商户陈学军说，政府
有关部门也曾谋划光明路市场的搬
迁，但计划没有完全落地。

那么，光明路市场能否重现辉
煌？它的明天会是什么样？“现在都
在讲网购和电商，但我觉得商品批发
依然有市场，马云再牛，没有实体店
还是不中。”在光明路市场干了27年
的万玉山，对做生意有自己的理解，

“现在生意确实不好做，像这一件菠
萝啤，去年一件赚两三块钱，现在一
件才赚五毛钱，但是我一个夏天能卖
出去10万件，这叫薄利多销。”

万玉山说，光明路市场里打拼多
年的商户们，做生意的头脑和经验都
有。

市场在变，但光明路市场的商圈
文化，以及他们对创业的激情没有
变。“光明路市场里面的商户就和这
市场的模样一样，看着其貌不扬，穿
着打扮也很普通，但这正是商户们朴
实、不张扬经商之道的体现。”万玉
山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80 后”
商户开始进入光明路市场，成为第三
代经营者。他做了一个统计，“80
后”已经占市场商户的三分之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
下，光明路市场的发展以及商户们的
经营之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们
都是草根创业者，如何更好地激活和
释 放 他 们 的 “ 生 意 经 ” 和 “ 财 富
力”，让其焕发市场活力，成为新的
经济亮点，不正需要解放思想、勇于
创新吗？！

27年前，20万治河大军参
与的吴公渠治理工程，是我市
少有的一项大型水利建设工
程，参战人员之多、进度之
快、质量之高前所未有。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情况下，我市依然能组织
起如此大规模的会战，且修渠
资金大部分是靠群众自筹，时
至今日依然有现实意义。

吴公渠是一条排涝河道，
干渠总长 29.6 公里，流域面积
58万亩，1956和1963年曾两次
治理，但水患未根除，仅 1986
年前近二十年时间，较大的水
灾就发生过8次。

水利不兴，农业不稳。根
治吴公渠，兴利除害，一直是
沿岸人民的一桩心愿。

郭聚山当年是郾城县新店
乡水利站站长，回忆起1989年
吴公渠大会战，老人依然激情

澎湃。
大会战是从1989年11月开

始的。吴公渠长达30公里的工
地上，来自我市三县40个乡镇
的20万名民工和技术人员展开
了水利会战。

修渠民工，以蓝天为被，
大地为床，露营在田野，吃住
在工地。

“当时市委书记、市长都自
带铁锹，脚蹬自行车，来到工
地参加大会战。”郭聚山告诉记
者，当时满河道是挥汗如雨、
车拉肩抬的人群，到处是烈烈
飘扬的红旗，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虽然当时已经改革开
放，但是机械很少，修渠主要
靠人力。

虽然参战的40个乡镇中有
28个乡镇并不直接受益，但他
们仍踊跃投工、集资筹粮，不
少乡镇两三天便完成集资任务。

“不少群众都把自己一粒一
粒节省下来的几十斤粮食拿出
来交到工地：那时候人心真
齐！”郭聚山说，还有群众抬着
刚杀好的猪到工地慰劳大家。

如今，吴公渠从郾城区新
店镇台东村北地穿过，渠上还
建了一个拦河闸。

“水多的时候，水闸就提起
来，然后水进颍河。”9 月 20
日，几位村民告诉记者，1989
年治理后，吴公渠没再发生过
涝灾。加上配套工程和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工程的综合作用，
流域内数十万亩农田排涝抗旱
能力大大提高。如今吴公渠依
然能发挥作用，沿岸百姓都还
享受着它的恩泽。

光明路市场 不该被遗忘祖法政：公选人才，漯河开全省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