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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结束后，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
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运动，要求农民
的自留地也一律“以粮为纲”按照规定种经济
作物，各大队便组织民兵逐队逐队挨家挨户
地把农民多种的经济作物一一拔掉。
这些被拔的经济作物都是农民的油盐酱

醋和子女书包，大家的心被拔得越
来越痛，于是出身好的胆子大的就
横刀立马以命相拼拦止民兵。

石书记一开始就觉得这次运动
来得太左，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眼看情况紧急要出人命，就率先在
永安予以抵制，理由是政府不应该
剥夺农民的致富权利。这可捅了马
蜂窝了，县革委领导马上亲自下来
严肃查处。
在党委会上，石书记坦然地进行

申述：“这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
为什么会遭到贫下中农的一致反对？
就是因为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队
里的大田一直坚持以粮为纲，年终分
红只能解决基本生活，人多地少的连
温饱都难解决，农民全靠自留地来改
善生活。我们党夺取政权为了什么？还不是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农民在自留地上搞好
多种经营改善生活完全符合党的宗旨。”
石书记舔舔嘴唇接着申述：“农民种好自

留地既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又能增加城里的农
副产品，一举两得有什么不好？要是自留地会
滋生资产阶级，中央为什么不把它收回？”
县革委领导斥责石书记公然对抗毛主席

的战略步骤，当了落后农民的代言人。他用电
话跟其他几个主要领导通气后宣布：给石为
民记大过处分，降职到永安大队帮助工作。
石书记凭着多年积累起来的工作威信和

人格魅力，很快统一了永安大队的思想认识，
展开了大搞平整为农业机械化打基础的卓越
奋斗，几千人的平整大军顶风冒雨夜以继日，
很快建成了崇明农田基本建设的样板大队，
全县第一个机器插秧的试验基地。
为了夺取机插稻丰收，石书记天天都去

各小队察看机插稻长势，摸索放水、施肥的最
佳时机和最佳效果，一百多天从不间断。当年
夏收，永安大队机插早稻的平均亩产与全公
社手插稻基本持平。而到秋收，机插晚稻的平

均亩产比手插的高了 !"斤！第二年县里根据
石书记的栽培经验，在全县推广机器插秧。
这段时期书春基本上借、住在公社，和石

书记难得一见，所以当石书记患上恶疾撒手
走后，悲痛得每天都要以泪洗面，很长时间不
敢回九队，怕睹物思人痛得无法承受。
书春直到现在仍痛骂自己，为什么贪图
省力住在公社？要是天天住到草屋就
能及时察觉石书记的身体及时治疗
了，这样石书记就不会走了！

发现石书记病情是那晚回来拿
些资料时。书春看见他捂着肝区面孔
惨白满头虚汗缩作一团不停地发抖，
桌上摊着那本卷了边的《机插稻栽培
日记》，不禁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喊人
急送医院。医院查下来郑重关照，快
去上海肿瘤医院做 #超检查，肿瘤医
院的医生把寸步不离地陪着石书记
的书春叫到外面责备：“为什么不早
点过来？”书春一下子浑身发软，两腿
抖得站立不住。石书记却坦然地问医
生：“我还有多少时间？好安排工作。”

医生叫他卧床休息，石书记回到
崇明却坚持去了书春的草屋，他要再

一次修改《机插稻栽培日记》。
在石书记最后的一个多月里，永安大队的

贫下中农全都给他送鱼送蛋，九队更是专门派
人给石书记做饭，直到他自知时日不多提出回
家。$月 %&日上午，石书记终因身患肝癌不治
身亡。布置灵堂时，家里竟连一张照片也找不
出来，书春便叠起两张吃饭台子加一张椿凳，
站在二梁之下给板门上的石书记画像。
书春涌着泪水勾出轮廓，全身心地描绘

五官，画到两只合上的眼睛时，完全凭着石书
记留给他的眼神和自己对他的深厚感情，画
出了那双刚正不阿、坚毅慈祥的眼睛，大家都
说活灵活现！大殓这天几千个人痛哭悲嚎：石
书记我们舍不得你啊！

县革委那个处分石书记的领导也赶了
过来，连鞠了五个躬抓起石书记的手哽咽着
说：“老石，我向你，道歉来了！要不是我，你
会……多活……几年！你胸怀大局，任劳任
怨，为推广机器稻秧，留下了宝贵的，栽培日
记。你一直装着群众，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你
这样的干部，才是人民欢迎的，好干部！我现
在，向你学习，还来得及，你就监督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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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香港
陈佐洱

! ! ! ! !$%对英方的!双拒绝"进行了仔细研究

在中英双方紧密磋商中'&"(&$年度财政
预算案于 %&&"年初基本编制告成。如何就
&$)&*预算案进行合作，遂成为谈判中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中方的立场是坚定和明确的，这份预算

案固然得在英国对香港进行管治期间完成编
制，但财政年度的四分之三时间是在中国恢
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目前特区候任行政
长官及其候任班子还没有产生，中央政府责
无旁贷地要代表特区政府与英方共同编制，
并且应以中方为主。我在 %&&+年谈判伊始就
表达过上述立场，但英方始终以先讨论 &")&$

年度预算案为由，对此避而不谈。
任何殖民者都不会心甘情愿交出权力，

除了明里暗里部署势力，“埋钉子”之外，拖延
也是惯用的伎俩，我已在多项谈判中屡见不
鲜，几经较量后也应对有策了。%&&"年 %月，
中英双方举行第 "次专家小组会议，我明确
提出很快将进入 &$)&*年度预算案的工作程
序，双方应尽快就此达成共识，中方已拟就一
份完整而详细的构想，希望能得到英方的合
作。我们的构想方案包括三项重要原则和五
点工作建议。这三项原则是编制工作应以《基
本法》为指导，以形成一份完整、审慎、稳健、
兼顾各方利益的预算案，对此中英双方应加
强合作。五点工作建议一是成立联合编制小
组，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二是只有中英双方就
政策及有关问题达成一致后，才能进入相应
预算的编制程序，具体编制工作仍由港英政
府各部门负责；三是中方成员需要出席高层
资源会议；四是英方应尽快提出工作时间表，
供专家小组讨论；五是中方会继续聘请若干
特区筹委会委员出任顾问。
在 %&&"年 ,月 %,日召开的第 $次专家

小组会议上，我督促英方尽快回应中方的构
想方案，并从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以及实现
香港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的角度进一步
阐述了理据。

邝其志组长回应表示，对中方
提出的大部分建议持肯定态度，但
拒绝中方参加高层资源会议和成
立联合编制小组。他罗列了一些技
术性理由，例如英方人手紧张、工
作语言与中方有别等等，但真实目
的是不让中方进入关键决策环节

和维护其独立管治香港的社会观感。
这应是预料当中的，经过这些年交手的

经历，我明白了英方诸多努力与实现“光荣撤
退”之间的关系，一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在香港
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等方
面尽可能深地打上英国烙印，以保持长久影
响；二是要在香港回归前尽最大努力维护其
独立、完整的管治形象，尤其对可能引发“共
治”社会观感的合作模式深怀戒备，这两者互
为表里。对于英方在谈判中提出的种种要求，
都要从本质上加以辨析，识别出哪些是其核
心利益所在，哪些是有弹性的，并在相应层次
上与我方的诉求进行对比，制定出针对性的
“搭桥”方案。

我的心里无数次地琢磨过老主任、老外
长姬鹏飞的教导：“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所
以，我始终认为谈判的根本目的不是争出彼
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争持中“搭桥”，寻
求在满足我方主要关注前提下的“统筹兼顾”
之道。“一国两制”方针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举世无双的“桥”。
我在谈判中坚持这个理念，也受益于此，不仅
成功完成了多项任务，还与很多昔日的对手
成了长久的朋友。
我和中代处的同事们对英方的“双拒绝”

进行了仔细研究，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港英政
府高层，得知英方虽然希望继续控制高层资
源会议这一预算案编制的关键决策环节，但
也知道 &$)&*年度预算案既跨越香港回归，
就必然涉及两个管治主体，如继续自把自为，
于理于情都站不住脚，何况中方已在 &")&$

年度预算案编制期间旁听了高层资源会议。
所以英方真正想坚持的是反对成立联合编制
小组，以免造成“共治”的社会观感。对于中方
来讲恰好相反，参与高层资源会议直接关系
到能否了解关键信息，能否真正实现对预算
案编制的实质把握；而提出成立联合编制小
组是在机制上为中方的参与提供保障，也是
向社会释放中方实质参与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