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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知小平同志讲话内容

本次招商，意向投资者可与我司协商后采用不限于债权转让、抵押
物收购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拟处置资产基本信息：

（一）债务人名称：上海浦强物资有限公司、宝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等。

（二）不良债权金额：债权共6笔，涉及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6,784.84万
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8年2月28日）。

（三）抵押物坐落于成都市郫都区学园路148号“怡景城市花苑”，其
中住宅104套共计8992平米，商业用房40套共计4215平米，地下车位
1223个。

住宅户型：三室两厅一厨两卫，跃层式，建筑面积85㎡或88㎡，同时
赠送部分面积，实际使用面积超过100㎡。

（四）本系列6笔债权均已经判决确权，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同时，
除债权抵押资产外，本系列债权另行查封了成都市青白江区土地、武侯
区土地，上述查封财产均有本系列债权清偿空间。

欢迎广大投资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与我司进行洽商。
联系方式：任先生 15221818657，方先生 18116386346。

资产处置招商公告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分
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把周瑞金叫到家里，
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87岁的邓
小平第四次到上海过春节。在上海期间，邓小
平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
话，但都没有大范围传达。

“我理解，市委领导给看这个材料是为了
让我了解情况，以便把握宣传口径，这个意图
很明确。因为市委领导并没有让我做记录，也
没有直接布置我写文章。”周瑞金说。

周瑞金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看到这
份材料，让他非常激动和振奋。

“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对改革开
放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更迫切了。对我触动特
别大的是，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改革
开放还要讲几十年，要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
不行，不要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发展经
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作为一名老报人，周瑞金有着强烈的责任
感。他认为，有必要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
新思想，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宣传出去。

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
一，《解放日报》头版刊发署名“皇甫平”
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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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1939 年 10 月生于浙

江平阳县。1962年从复旦
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
《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
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
编辑、党委书记。1993 年
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
辑。1991年初，时任《解放
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
的周瑞金，组织撰写了以

“皇甫平”为署名的《做改革
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
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
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
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
部》四篇评论文章，被认为
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之后的第二次思想
解放的舆论先声。

专访《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

邓小平的改革之声
通过“皇甫平”传向全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张路延
上海报道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
日报》以三周左右的时间间隔，在头版
重要位置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
的评论。四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
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
并深入阐发了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
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力推
进改革开放的舆论先导。

如今回忆这四篇文章的形成过
程，周瑞金说：“既有随机性，又有逻辑
性。今天来看，相隔都是三个礼拜一
篇，但当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周瑞金说，其中第三篇评论，来源
于一封读者来信。在来信的基础上，
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进行修改。第四
篇谈人才，背景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兼市长的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
理，以此为契机阐述了邓小平大胆、科
学使用人才的思想，同时“也是欢送朱
镕基。”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
的讲话内容，就这样通过“皇甫平”这
个名字传向全国。

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
“皇甫平系列评论”会在国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改革
开放“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周瑞金
当时所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
谈话，才终结了争论。

邓小平在南巡时说：“计划和市场
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还说：“判断改革
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
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场争论，也被认为是继《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的第二次
思想解放的舆论先声。

在 1992 年春节，周瑞金
在组织宣传邓小平南方重要
谈话精神的署名评论用的是

“闻颀”；1992年4月以后，组
织的四篇评论文章，署名叫

“吉方文”。
直到进入新世纪，“皇甫

平”再一次出现。
周瑞金说，2005年前后，

全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
又一次大争论，尤其在网络
上，对改革开放发出种种责
疑声。在这种情况下，一股
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
滋生和蔓延开来。有鉴于这
种大的社会背景，周瑞金到
北京同施芝鸿同志作了一次
长谈。施芝鸿建议他“用不
老宝刀，再次披挂上阵”，尽
快撰写一篇批评否定改革开
放错误思潮的重头评论。

于是，周瑞金提笔撰写
了评论《改革不可动摇》。

2006 年 1 月 24 日，《财
经》杂志转发时，使用了“皇
甫平”的署名。社会上传言

“‘皇甫平’重出江湖”。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

表后，也引起中央的重视。
当年春节过后一星期，一位
中央领导就来到上海视察，
专门调查了解这篇文章的发
表背景。之后，中央领导明
确表示支持这篇文章的观
点。

“实事求是地说，我真的
没有想到时隔15年，‘皇甫平’
评论仍然具有这么大的社会
影响力。”周瑞金说。

2014年10月，在十八届
四中全会前夕，周瑞金启用
了“皇甫欣平”这一新笔名发
表长文，探讨如何终结腐败。

对于这个笔名，周瑞金
说，这个“欣”字寓意新的写
作团队、新的对象；“欣”又有
欣喜、欣欣向荣之意，表达了
改革非要冲破阻力不可的意
思。

“当初的‘皇甫平’，是宣
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今天写文章针对的是新的领
导集体，为现在的改革思想
和观念鼓与呼，此‘平’非彼

‘平’也。”周瑞金透露。
“‘皇甫平’这个名字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的，在新的形势下，这个名字
已经不适合再用了。”周瑞金
说，“‘皇甫平’的意义在于，
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是邓
小平南巡的先行军，是先头
部队。”

1991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辛未羊年。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
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此后，《解放日报》以三周左右的时间间隔，又在头版
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三篇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通过“皇甫平”这个名字传向全国。
今年8月24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咖啡馆内，年近八旬的周瑞金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回忆起27年前组织撰写

“皇甫平”系列评论，他说：“1991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二个年头，中国人讲究十二年一个轮回，‘皇甫平’评论正是为转折年代服务的。”
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1991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年，也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先声。

2月13日，小年夜。周瑞金把《解放日报》
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请
到家中。

“我把自己在市委领导家里看到的邓小平
谈话材料的精神作了粗略介绍，施芝鸿正巧在
市委研究室也已听到了传达，并在笔记本上作
了完整详细的记录。”周瑞金回忆说，“当时我
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我还把自己
构思好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评论提纲介绍
了一下。”

周瑞金回忆说，第一篇评论的构思和布局
很清楚，主要是抓住“辛未羊年”做文章，当时
正值改革开放十二年，就以“十二年一个轮回”
作回溯前瞻，看前十二年，后十二年；又从“六
十年一甲子”作更大时间跨度的回顾和展望。

这篇评论由周瑞金口授，凌河执笔撰写，
最后再由周改定。

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的大年初
一，《解放日报》头版上半版刊登邓小平同志与
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
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刊登了题为《做改革开放
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署名“皇甫平”。

文末写道：“‘莺啼燕语报新年’，愿辛未羊
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只是
那时，周瑞金还没有意识到“皇甫平”这三个
字，同样会成为历史的注脚。

1991年3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了
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
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
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周瑞
金说，这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
的一篇。这篇文章是周瑞金有意识布置给施
芝鸿执笔，再由他改定的。

20天后的3月 22日，第三篇评论《扩大
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4月 12日，第
四篇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
部》发表。

对
话

周瑞金说，“皇甫平”
这个名字，是顺应当时历
史条件的一个署名，所以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没有再使用。

从“皇甫平”到“皇甫欣平”

为全面深化改革
鼓与呼

邓小平南方谈话，扫清了改革开放
的阴霾。

此时，人们发现一年前“皇甫平”的
观点与南方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
神秘的笔名一时成为外界猜测和解读
的对象。曾经有人根据发音和《解放日
报》所处的地理位置，将之解读为“黄浦
江评论”。

周瑞金说，在酝酿第一篇评论时，
其实并没有涉及署名问题。第二天初
稿出来后，我才正式考虑署名问题。从
这个意义上说，“皇甫平”署名“是我在
大年夜拟定的，没有与施芝鸿、凌河商
量过。”

直到后来，周瑞金才对这个笔名进

行了揭秘：“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话的
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
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
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

‘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
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
然。”

周瑞金说，皇甫平系列评论没有高
层授意，他后来也没有见过邓小平。

因为这组评论，周瑞金被调任《人
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宣
传。这期间，周瑞金曾主持开辟了重点
评论栏目，这就是直到今天仍能见到的

“任仲平”。周瑞金说，这个名字很直
白，意思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

B
“皇甫平”出炉四论改革

C
引发激烈的思想交锋

取名“皇甫平”的深意
“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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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周瑞金在上海一家酒店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