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收购的资产进行处置。 现我分公司拟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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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区域：债务人均位于上海市。
处置方式：拟采取公开竞价处置方式。 2017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21 日，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保证金和

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 公开竞价时间暂定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上午 10：00。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按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应为主体适格的企业、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参

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等不得参与竞买。
公告有效期限为自本公告刊登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告有效期内我分公司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周女士 021-6328163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63281639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 15 号 1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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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廖俊波（左一）在政和县松源村慰问群众（2015 年 2 月 20 日摄）。 廖俊波（中）在政和县东涧村了解花卉生产情况（2014年4月18日摄）。 均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当前， 中国正坚定不移

推进经济全球化， 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 便利化， 上海按照中央要求，
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并努力打造

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 推动市场主体

走出去的桥头堡。 鹿特丹是世界重要海

港， 上海愿与鹿特丹以新一轮友好合作

交流备忘录签署为契机， 深化经贸、 科

技、 医疗卫生、 水利水务、 文化等领域

合作， 加强城市管理、 社会治理等方面

交流， 推动两市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阿布塔莱伯说， 上海是鹿特丹最重

要的朋友， 两市已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友

好合作与交流。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

越来越多的挑战， 鹿特丹希望与上海相

互学习借鉴， 分享交流经验， 不断拓展

合作领域和方式， 促进共赢发展。
荷兰驻沪总领事艾晓安参加会见。

（上接第一版）
“夯实基层是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

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的必然要求，
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尹弘指出， 推

动市区职能部门服务基层是推进创新社

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巩

固街道体制改革成效的重要举措。 要着

力健全工作机制， 落实街道对区职能部

门派出机构负责人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

意权， 充分发挥街道规划参与权、 对区

域内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议 权 的 作

用， 积极推动街道用好综合管理权， 强

化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地位， 提升街

道整体治理能力。 市、 区、 街道要各司

其职、 共担责任， 严格落实职能部门事

务下沉街镇准入把关机制， 切实发挥条

块联席会议、 基层约请制度、 基层导向

条块结合的考核评价制度的作用， 不断

深化力量下沉工作。
尹弘强调， 要深化落实市区职能部

门服务基层的保障措施。 各区各部门要

提高认识、 共同发力， 加强二级政府三

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工作对接， 完善业务

规程， 强化业务指导和监督， 帮助基层

解决实际问题， 为基层提供专业支撑。
市委常委 、 市 委 组 织 部 部 长 吴 靖

平， 副市长时光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

委组织部、 市住建委、 市城管执法局、
普陀区委、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党工委

作交流发言。

推动市区职能部门更好服务基层

签署新一轮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

唯有初心不忘
———追记心系群众的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当接到去市里工作的通知时， 他和

妻子商量，尽快办一件大事———买房。
于是， 他把家安在了南平市一栋普

通居民楼里， 融进了这座闽北山城的万

家灯火之中。
小区里的人，偶尔会碰到他，但几乎

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在乎他是谁。
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３ 月 １８ 日 ，一场车祸 ，终止了他鲜

活的生命。
廖俊波，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

长、政和县原县委书记，在一个周末的晚

上，走完了他年仅 ４８ 岁的一生。
“一只好碗，打掉了！ ”消息迅速传

开，街头百姓说；
“感觉没了依靠，今后工作要打起十

二分精神！ ”工作搭档说；
“请你们好好写写他， 对他是种告

慰，对基层干部是种激励！ ”老领导说；
……
这个人都做过哪些事， 会让他人惋

惜、不舍？ 照片中那谦恭的微笑背后，曾
有过怎样的人生风景？

新来的“省尾书记”
入夜，村民邓奕辉刚吃过晚饭，就听

见一阵敲门声。
登门者指着身边一位面带微笑的中

年人说：“这是县委廖书记， 今天专门来

看望您。 ”
石屯村， 地处南平市政和县石屯镇

山脚边，平时外来人不多，村民大多没见

过县委书记。 邓老伯既感意外，又不免有

些紧张。
“老伯，身板还硬朗吧？ 能不能请各

组的老乡过来，一起聊聊？ ”县委书记柔

声道。
很快， 几名村民小组长、 辈分高的

人，聚在了邓家厅堂。
“大家放开说，不要管时间。 ”县委书

记说。
喝茶、递烟、寒暄，不一会儿，话语就

热了。 “县里搞开发区，我们支持，可廖书

记，山上有我们 ６００ 多座祖坟，怎么办？ ”
“镇里打算建一座公墓，咱让老祖宗

也住住新房，好不好？ 他们楼上楼下的，
不也热闹嘛。 ”大家听了，笑了起来。

“廖书记，以后征地标准提高，我们

第一期被征的，不就吃亏了？ ”
“决不让老百姓吃亏，一定会补齐。 ”
“行！行！就冲廖书记您到家里来，我们

一定大力支持，不算小账。 ”大家纷纷表态。
３ 个小时过去，大家意犹未尽。
政和，地处闽浙交界，武夷山脉纵贯全

境。人均综合实力全省倒数第一，长期是福

建省长挂点的帮扶县， 被形容为 “全省之

尾”。 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
“当官当到政和，洗澡洗到黄河”，这

是当地干部茶余饭后的自嘲。 每次省里

市里开会，政和干部都坐在角落，轮到发

言时一般快到饭点， 说者无心， 听者无

趣。 干部调离政和，有时还会收到“恭喜

脱离苦海”的祝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廖俊波走马上任。
上任后，他与时任县长黄爱华作了一

次深谈。 “依我看，政和相对落后，反倒是个

干一番大事业的平台。 想想， 咱们一起努

力， 在全国率先趟出一条县域经济改革发

展的路子，打它个翻身仗，这是一件多么有

意义的事啊！ ”他微笑着，眼里放着光。
“不怕穷，就怕穷惯了。 咱来个大战

役，把信心士气提起来！ ”
开头两个月，廖俊波很少待在办公室，

带着人马下乡、进厂、家访、夜谈……这位

新来的县委书记，兜里会掏出什么牌呢？
当年 ８ 月 １８ 日，一个政和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会议，在县城隆重召开。 参加人

员：全县 ２００ 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

主题：政和怎么办；会议形式：务虚。
“神仙会”一开 ３ 天，每个人都要发言。
“落后地区，观念也可以领先！ ”廖俊

波最后开了腔，“政和落后，主要是观念、
干劲问题。 ”

“浙江也有山区，人家发展得怎么样？
政和向东，过了宁德就是大海、港口，向北

就是浙江、长三角，很快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就会修过来，我们条件一点不差。 ”
此时，他点起了“三把火”：一是深挖

传统农业优势，抓好扶贫；二是全力突破

工业、城市、旅游、回归“四大经济”；三是

把原先分散的园区“三合一”，完善配套、
提升档次。

何谓“回归经济”？大家听着新鲜。廖

俊波解释：“光在上海， 就有 ３ 万多政和

人创业经商，他们想为家乡出力，可以动

员他们‘回归’啊。 ”
他最后亮出底牌———自他开始 ，县

里所有干部上一线。
廖俊波收起笑容， 严肃地说：“同志

们，政和这种现状，我们当干部的怎么坐

得住呢？ ”

“这哪里是什么务虚，分明是一场动

员。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魏万进说，“老廖

这人从不务虚， 做事都是先把路数琢磨

透，再来跟大家沟通，说着说着，就把他

的想法灌进你脑子里了。 ”
建设集中的开发区，地从哪来？ 廖俊

波穿上运动鞋，背着地图，带着人在城郊

的荒山、河滩里转悠，然后会商，最终敲

定了一片山地，分期开发。
钱从哪来？ 初期， 光架桥铺路就要

５０００ 万元， 可政和过去连 ３０ 万元的项

目都要上常委会。
“大家看，咱能不能先不建县委办公

楼，搬出来分散办公，这不就有 ４０００ 万

元了吗？ 其他再争取各方支持。 ”廖俊波

跟班子商量，“我们已经慢人一大截，等

不得了！ ”
他找到县长说，无论做什么事，一般

都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人观望，所

以下手一定要快。 “认准的事，背着石头

上山也要干！ ”
万事开头难，征地就是一难。 于是，

就有了县委书记做客农家的那一幕。
能去现场， 就不在会场———园区开

工， 廖俊波恨不得吃住在工地。 每天再

晚，他都要到工地走一趟。 没有光，就打

着手电对着图纸看， 或者让司机打开车

灯照着看。
“这个园区，是廖书记一脚一脚踩出

来的。 ”副县长葛建华说。
人大、政协的干部，过去很少介入具

体经济事务， 廖俊波动员他们都上 “一
线”。 在老城区征迁中，他得知当时的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绍卫威信高、 有办

法，就两次登门请贤。
“你看，我头发全都白了，怕力不从

心啊！ ”许绍卫摆摆手说。
第三次登门， 廖俊波手里多了样东

西，一盒专门托人从香港带回的染发剂。
“老许，你不是嫌自己头发白吗？ 这

个东西好，一用就黑，马上显年轻。 ”廖俊

波打趣说，“城建没你出马，恐怕不成。 ”
“书记大人这么高抬我，我哪里还有

退路，只能试试喽。”许绍卫哭笑不得。分

手时，两人长时间地握了手。
“组织派我来，不是让我来过渡的，

是让我来干事的。 ”廖俊波喊出了一句十

分提神的口号———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

与梦想！
４ 年后，政和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

度“省十佳”，城市建成区扩容近一倍，３ 万

多贫困人口摘掉帽子。 政和干部的腰杆变

硬了，说话声音变大了，在省市召开的会

议上，也开始“抢话筒”、介绍经验了。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廖俊波光荣当选 “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与时间赛跑

开发区，好像与廖俊波有着不解之缘。
大的任务有两次，一次是 ２００７ 年，从

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调任荣华山产业组

团管委会主任； 另一次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在副市长任上，主抓武夷新区规划建设。

荣华山，位于闽浙赣交界的浦城县，
历史上曾是入闽商路要冲。

廖俊波是浦城人，熟悉人情地理。 但

环顾一片荒山野岭， 再掂掂手里的 ６ 个

人、１ 台车和 ２０００ 万元启动资金， 难免

让人泄气。
荣华山离南平市都有 ３ 小时车程 ，

外出招商，光赶路就让人吃不消。
可廖俊波不怕， 他好像喜欢求人和

赶路。
时间过去快 １０ 年了，廖俊波当时的

副手刘晖明，仍难忘创业的艰辛，难忘廖

俊波那股“疯劲”。
“那可是没白没黑地干啊！ 连着四个

春节假期，全都用来招商。 ”刘晖明说，
“俊波父母就住在另一个乡， 离荣华山

１８ 公里，４ 年中，他就回去探望过一次。 ”
荣华山岁月， 至今让刘晖明激动 ：

“光从浙江引来的轻纺园， 产值就有 ３０
个亿。 ”

“我和俊波，比亲兄弟还亲。现在一想起

他，心里就痛。 ”刘晖明一边说，一边拭泪。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告诉记者， 廖俊

波工作过的岗位，都是任务最重、困难最

大、问题最多、矛盾最复杂的，市里对他

很信任。
担任副市长后， 组织上安排廖俊波

主抓武夷新区建设。
南平市区，沿河谷而建，发展空间局

促。 经国家批准，在北边调整建设一个规

模较大的武夷新区， 并且要把政务中心

也搬过去。
虽然戴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光

环，但廖俊波又干起了招商的活儿，开始

到处求人。
他对同事说，招商没什么秘诀，说穿

了就是几句话，“接待真心真意、 交流专

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
“咱们是穷地方，人家来投资，需要

千百个理由；人家不来，只要一个理由就

够。 ”廖俊波经常念叨。
遇到符合产业规划的高科技项目 ，

他日思夜想，号称要“跪地求婚”。
在他生命的最后 ４５ 天， 有 ２２ 个晚

上在开会，１４ 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

路。 最近的一次，３ 天跑 ４ 个省， 去了 ６
家公司拜访。

武夷新区离南平市，近两小时车程，
廖俊波后来作为副市长， 市里还有一大

摊事，只好不停地来回跑。
新行政中心按计划 ２０１８ 年搬，但廖

俊波提出，提前一年具备搬迁条件，并要

求“起步就是攻坚，开局就是决战”！
这么多事，白天哪够用？ 刚开始，他

有几次被反锁在新区办公楼里， 因为保

安不知道副市长总是深夜加班。
“每谈成一个大项目，他就一副春风

得意的样子，真像求婚成功一样。 ”武夷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洪少锋说。
驾驶员林军跟随廖俊波多年， 他在

车上长期备着“四件套”———衣服、雨鞋、
雨伞和被子。 那床被子， 开车时廖俊波

用，停车时林军用。
“领导，您不觉得累么？ ”林军问。
廖俊波的解释是：带孩子够辛苦吧，

但父母为何乐在其中呢？因为信念！人有

信念，就不会觉得累。

“肝胆”———他的农民朋友

“肝胆”一词，福建人常用来称呼最

知心、 最可敬的朋友， 近乎大家常说的

“铁哥们”。
廖俊波的“肝胆”很多，一位叫刁桂

华，农民企业家。
几年前，拍下了新厂房土地后，因遭

人构陷，她被异地拘押，土地出让金交不

了，后来光滞纳金就需要上百万元，企业

陷入生死之劫。

仅有小学文化的她，几年来到处上访、
哭诉，甚至“拦轿喊冤”“见官下跪”……

去年 ４ 月，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悄悄

指点她，等廖副市长接访那天，你再来。
刁桂华将信将疑， 如期来到接访地

点，第一次见到了廖俊波。
廖俊波听完情况后， 微笑着说：“今

天后面还有人等着。 这样，你留下材料和

联系电话，咱们改天详细谈。 ”
一个星期过去，刁桂华以为，这次又

是一场空。
然而，周六早上 ７ 点，手机铃声响了。
“刁总，请问你今天有空吗？ 能不能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手机那头，传来廖

俊波的声音。
路上堵车， 车又坏了， 刁桂华迟到

了，下午 １ 点多才赶到。
由于心急，加上虚弱，她在市政府办

公楼的楼道里摔了一跤， 小腿上蹭出几

道血印子。
廖俊波闻声出门， 把她扶进办公室坐

下。 然后，拿毛巾蘸上热水，为她擦拭伤口。
“不要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
看着弯腰低头的副市长， 刁桂华眼

泪夺眶而出。
“真是老天开眼啊， 让我碰上了好

官！ ”刁桂华说，“我这些年被欺负、被冷

落、被歧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终
于有人听了。 ”

刁桂华一边哭一边说， 廖俊波一边

问一边记，满满写了三页纸。 最后，廖俊

波递给她一张名片说：“再苦的经历，都

会翻过去。 你现在要专心把企业做好，把
自己变强，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你的困

难，咱一起想办法解决。 ”
几天后，刁桂华正在旧厂房里忙碌，

廖俊波又打来电话，说要过来看看。
那天正好是“五一”假期，下着大雨。

廖俊波一个人打车找了过来。 没带伞，下
车后用手遮着头，一溜小跑，进了车间。

“你做麦芽汁饮料，芽的根部可以留

长一点”“生产线离锅炉太近”“这厂房确

实小了”……
“我知道有家饮料企业， 设备是新

的，但没有订单，你们合作好不好？ ”廖俊

波立即打电话联系。
刁桂华告诉员工：“这是咱们市里的

副市长，我们的事有救了！ ”
等廖俊波一走， 员工就说：“你唬人

吧！ 哪有这样的市长，连个车和跟班的都

没有？ ”
再过几天， 刁桂华又接到电话：“桂

华，新厂房滞纳金不用缴了。 ”廖俊波的

声音，兴高采烈。
“俊波市长可是我的贵人啊！ 我听他

的话，不纠结过去，努力做到格局要大。 ”
刁桂华说，她的产品现在卖到了南非、东
南亚，年销售额 ３ 亿元，下一个主攻市场

是美国。
另一位“肝胆”叫袁云机，也是农村

妇女。
政和县石圳自然村，明清时是内河码

头，舟楫往来，商客云集。 虽然从一些老房

子上，依稀还能看出点当年的风光，但颓

败之态，连村民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
２０１３ 年 ， 袁云机 带 着 村 里 ９ 位 姐

妹，在家人和村里老党员的支持下，花了

三个多月，清走 ５００ 多车垃圾，开始改变

“垃圾村”的环境。
这事传到县委书记廖俊波耳朵里 ，

他立即赶来调查。 然后，对着袁云机她们

竖起大拇指：“你们这帮姐妹，了不起啊！
干了一件大好事。 ”

他接着说，村子干净只是第一步，还
要“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 “到那时，
男人们就都跑回来了。 ”大家哄堂大笑。

“县里支持你们，咱把旅游经济搞起

来。 ”廖俊波说，“赚钱的事你们干，不赚

钱的事政府干。 ”
很快，石圳村完善了基础设施，房子翻

修一新，引进了 ３ 家旅游企业。 古樟古巷，
小桥流水，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茶小镇”。
作为政和县首批 “国家 ３Ａ 级旅游景区”，
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游客 ３ 万多人次。

廖俊波经常来，有时会带客商来，并
拿着话筒，当起导游。 见到袁云机，老是

开玩笑：“云机啊，又变漂亮了！ ”
“他不是官，他是我老大哥，是和我

们农民坐一条板凳的人。 ”袁云机说。

是清水，就是透亮的

廖俊波之所以急着在南平买房 ，是

因为他在市里的第一个职务， 是政府副

秘书长，负责协调、联系城建工作。
他跟妻子林莉说，这工作有风险，会

有开发商来“围猎”。 “咱有房，就可以一

句话打发他们，也不会招人议论。 ”
钱不够， 就买套二手旧房吧。 还是不

够，把邵武的房子卖了，再找家人凑了些钱。
廖俊波多次和林莉说， 咱清清白白

做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
荣华山产业组团，一开始就有 ４０００

亩土地“三通一平”，工程很多，建设方负

责人郑建华说， 廖俊波没有介绍过一个

熟人或亲戚来承包。
“谁要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 搞工

程，你们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朋

友。 ”廖俊波走到哪里，都这样强调。
他和客商之间很“清”，到什么程度

呢？ 南平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吴慧强说，曾
有一位很熟的外地客商， 拎了一盒海产

品来看他，廖俊波一直追到电梯口，坚决

退回，并说“你来找我，咱是朋友；你提着

东西来，咱俩就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利

益关系，这就把朋友看轻了”。
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 廖俊波

想穿上新皮鞋，去北京接受表彰。 在网上

找到一双浙江产的鞋后， 就把链接发给

一位做电商的“８０ 后”客商张斌，请他代

买，因为没有支付宝。
几天后货到了，张斌给他送过去。 廖

俊波说：“电商真是好啊， 哪里的东西都

能买到。 ”说完，把 ３６８ 元塞到张斌手里。
“廖书记，我经济条件还可以，不就一

双皮鞋嘛，我本来就想送您的。 ”张斌说。
“这怎么可以？ 收了鞋，咱就不像朋友

了。”廖俊波调侃道，“辛苦费我就赖了啊。”
他也不是什么礼都不收，得分人。
一次，政和街头一位卖小吃的老人，找

到廖俊波办公室， 手里提着一篮 “东平小

饹”，正冒着热气。 “廖书记啊，这是我们这

儿有名的小吃，您工作辛苦了，尝尝吧！ ”
“这我得收下！ 谢谢老人家了！ ”说

完，当着同事的面，带头吃了起来。
回点什么礼呢？ 调离政和前，他在办

公室里寻来寻去，眼睛扫到了一双雨鞋，
自己只穿过一两次，觉得比较合适，就跑

到街上送给了老人。

远方，有更美的风景

微笑是廖俊波的招牌。 但有一次，他
收起了惯常的笑容。

那是 ２０１４ 年，去福建东山 ，学习谷

文昌事迹回来。
他跟政和的同志说： “一名县委书

记， 身后能受到一方百姓如此爱戴！ 我

问自己， 能不能做得到？”
他的日记里， 记下了那次参观的感

受———“当地百姓 ‘先祭谷公 ， 后祭祖

宗’ 的习俗， 确实在心灵上受到震撼。”
“如果把我放到东山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我有没有毅力坚持 １４ 年？”

廖俊波的表情， 还严肃过一回。
那年 “七一” 前夕， 在北京接受表

彰的那天。
当时还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南平市

委常委、 组织部长罗志坚， 一早在驻地

碰上了廖俊波， 刚想说句祝贺的话， 就

被他打断了。
“志坚， 昨晚我没睡着。” 廖俊波

极其认真地说， “优秀县委书记这个称

号太重了， 我生怕辜负了党， 辜负了老

百姓。 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 才能

对得起这份荣誉。”
“俊波总是为别人着想。” 魏万进告

诉记者， 省委统战系统曾支持政和一辆

新 车 ， 廖 俊 波 坚 持 给 魏 万 进 用 ， 而 他

自己经常跑长途， 坚持坐一辆旧车。
有一天快下班， 政和一中校长魏明

彦， 接到了廖俊波的电话， 说想要一张

全县乡镇干部子女的期末考试成绩单。
拿到手后， 廖俊波仔细审看， 对几位成

绩差的， 详细询问了情况。
他紧紧握着魏校长的手说： “明彦

同志， 县里的乡镇干部， 现在都扑在一

线， 他们顾不上关心孩子的学习， 就请

您和老师们多费心！ 我拜托了……”
在荣华山时， 刘晖明曾提出希望调

回市里，原因是家里有好几位病人。 知道

情况后，廖俊波眼圈红了，对刘晖明说：
“老哥，这几年苦了你啦，是我官僚主义。
我一定努力去办这件事！ ”

廖俊波从不向领导提自己的事 ，但

刘晖明的事，他找了市领导好多次。 事情

办成后，廖俊波发了一条短信：“老哥，工
作要拼，家里也别落下啊！ ”

在政和工作后期， 随着建设步伐加

快，需要再征土地。 有人劝他，眼看就要

换届，你可能调走，犯不着介入矛盾。
廖俊波说：“爱华是位女同志， 干征

地的事会很难，我这人冲锋陷阵惯了，把
这事干下来，后面的人就轻松点。 我这不

还没走吗？ ”
黄爱华介绍， 廖俊波就欣赏实干的

人，有两种人他是看不上的，一是闹不团

结的，二是不干事的。
他对干部的爱护，表现在严格要求，

定出很高的工作标准。 特别是注重抓政

治学习。 为推进武夷新区廉政建设，廖俊

波主动找到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熙满，
邀请他去上党课。

他对干部的培养，表现在言传身教，
润物无声。

廖俊波外出招商、汇报工作，经常要

带上各种图纸。 后来图纸越来越多、越来

越大， 就让身体壮实的新区干部熊华强

背着。
熊华强说，这些图纸，都是廖市长的

心血。
“做规划，我们眼光可能不够，但要

穷 尽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的 智 慧 。 要 不 留 遗

憾，不给子孙后代留麻烦。 ”廖俊波说。
第一眼看到武夷新区软件园初步设

计方案，他就觉得有问题。 “闽北是山区，
为何要推成一马平川？ 造价高，还把生态

优势给抹了。 ”后来，这个由大城市著名

团队设计的方案，被否决了。 现在的软件

园，园中有山，山间有路，还省下 ４０００ 万

元投资。
……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要只盯着车

里的那些人和事，要多往窗外看。 往远方

看，就能看到更大的风景。 ”在日记里，廖
俊波留下了这段诗意的独白。

他的远方，就是闽北的这片热土。

尾声

廖俊波身上有一个谜———他的微信

名，为何叫“樵夫”？
记者问过好多人，找不到确切答案。
有人说，可能他愿意像樵夫那样，四

处开山辟路；
有人说，可能寓意他想像樵夫那样，

为人们送去温暖；
有人说， 可能表示他就把自己当成

樵夫，做一个大山之子……
无 论 哪 一 种 ，这 位 辛 劳 一 生 的 “樵

夫”，永远离开了我们，在闽北桐花盛开

的季节 ，带 着 他 无 限 的 爱 ，和 无 限 的 忠

诚……
新华社记者 刘 亢 周 亮 廖 翊

涂洪长 姜 潇

（据新华社福州 ６ 月 ７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