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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奇霖、石璐杉大同二十九
日電】香港媒體高層山西採訪團今日傍晚抵
達訪晉行程的最後一站──著名的 「煤都」
大同。大同市委書記豐立祥會見採訪團時表
示，大同將探索 「轉型發展、綠色崛起」之
路。而引黃工程預計今年國慶可以通水到大
同，該市水資源短缺問題將基本上得到解決
，全面改善投資環境。大同市市長耿彥波在
接受記者訪問時則指出，未來大同的發展方
向為： 「打好文化牌，走出轉型路，創造特
色城。」

由「煤都」變「綠都」
作為 「煤都」的大同，煤炭產業的收入

佔 GDP 的五成以上，但豐立祥表示，大同
正處在發展關鍵時期，將探索一條資源轉型
的新路，實現 「一煤獨大到多元支撐」的跨
越，由 「煤都」變成 「綠都」，黑色能源轉
變為綠色能源，走 「轉型發展、綠色崛起」
之路。

豐立祥指出，在產業轉型過程中，大同
將通過引入大企業、大集團，進行以煤為主
體的產業結構再造。目前多個央企都準備在
大同投資打造煤化工等新興產業，其中，中
海油將投資一千億元打造一個一百億立方煤
製天然氣項目。此外，大同也將全面推進裝
備製造、清潔能源、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板塊
的建設。豐立祥說，三至五年的時間，大同
可實現經濟轉型，十年之後即進入經濟騰飛
階段。

大同的區位優勢也非常明顯，豐立祥表
示，從大同乘飛機到北京只需要三十五分鐘
；高速公路通北京亦只需三個半小時；乘坐
由北京經張家口到大同的高鐵則只需一個小
時。 「大同未來將主動融入首都經濟圈及環
渤海經濟圈。」豐立祥說，大同在 「十二五
」期間的定位在於成為京津冀蒙區域性現代
化大城市，並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要求， 「要成為山西向京津地區開放的橋頭
堡」，打造京、津地區的 「夏都」，區域性
會展中心以及京津地區的綠色食品基地。

全面改善投資環境
被問及大同的水是否夠用時，豐立祥欣

慰地告訴採訪團成員說，引黃工程北幹線建
設全面提速，預計今年國慶可以通水到大同
，加上大同正大力建設水利工程，水資源短
缺問題將基本上得到解決，全面改善投資環
境。

此外，大同亦依託名山（北嶽恆山）、
名窟（雲崗石窟）和名城的優勢，全力推進
文化旅遊產業發展。市長耿彥波在昨晚宴請
採訪團時表示，大同有着二千三百年的建城
史和一千六百年的建都史，為中國國務院首
批公布的全國二十四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他說，北魏王朝建都於此，大同由此成為
「中國歷史的出口」，中國由此進入多民族

時代，而盛唐亦由北魏走出。耿彥波表示，
大同未來的發展可用三句話概括，即： 「打
好文化牌，走出轉型路，創造特色城。」

【本報記者楊奇霖、石璐杉忻州二十九
日電】五台山位列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
山中遍布名勝古蹟，而佛光寺東大殿更是目
前中國僅存的四座唐代木結構建築之一。香
港媒體高層山西採訪團今日抵達忻州，造訪
五台山，採訪團獲悉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及
夫人林徽因在一九三七年發現佛光寺東大殿
這一唐代木結構建築瑰寶，而這篇報道則首
載於大公報。

唐代木結構非日本獨存
講起佛光寺東大殿的發現過程，研究佛

學的忻州市體育局副局長張振邦向記者娓娓
道來。時為一九三六年冬天，一個世界古建
築專家研討會在中國召開。當時有一名日本
學者告訴梁思成，中國儘管歷史悠久，但要
看保存完整的唐代木結構建築，還是要到日
本奈良的唐昭提寺。梁思成聞此頗為不忿，
認為中國之大，必有唐代木結構建築之留
存。

出於一腔愛國熱情，梁思成和林徽因一
起展開了尋找唐代木結構建築的旅程。但遊
歷各地半年，一直苦無線索，直到他們在敦

煌第六十一窟，發現一幅五台山圖的壁畫。
壁畫中顯示，五台山所有的寺廟都集中於台
懷鎮，但在另一個角落卻有一個大佛光寺。
由於唐武宗滅佛，大的寺廟的集聚地無一倖
免，梁思成和林徽因據此推測，大佛光寺在
滅佛運動之後可能仍得到保存。於是二人籌
備了很多物資，僱了很多腳夫，騎着毛驢，
於一九三七年六月抵達了五台縣的豆村鎮。
來到此處，他們發現果然有個佛光寺，但當
時已經天黑，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第二天早晨
才來到寺廟，頓時眼前一亮。

佛光寺東大殿具備唐代木機構建築的幾
大特徵：屋頂平穩，高台階，寬出簷，沉重
柱。東大殿形、質上都很符合唐代建築的特
徵，但要確認其年代，還必須遵循兩條規律
：一是有史料記載，梁思成夫婦在敦煌發現
的壁畫即可做證明；二是實物有考證，於是
他們便在大殿尋找題記。但找了一天，梁思
成和林徽因都沒有任何發現，第二天，他們
找來梯子，終於在大殿的頂部發現了 「唐大
中十一年建」（即公元八百五十七年）的題
註。同時夫婦二人還在殿內發現了吳道子所
作的壁畫以及唐代的雕塑。

唐代木結構建築全在山西
張振邦指出，雕塑中有一個居士造型的

民間女子像，當時有人以為是武則天像，後
來在院子裡發現唐代的碑文，紀錄佛光寺東
大殿為女居士寧公遇捐資修建，因而證實大
殿中的民間女子像實為寧公遇。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當時非常高興，因
為終於證實中國也保存有唐代的木結構建築
了。張振邦說，梁思成就此寫了一篇文章，
就刊登在當時的《大公報》上。此後佛光寺
東大殿才逐漸為人所知。

張振邦又指出，佛光寺東大殿的發現對
古代建築研究也有重要意義。宋代人曾著有
一本《營造法式》，講中國古代建築如何修
建，但很長時間無人能夠破解。直至梁思成
夫婦發現佛光寺東大殿後，參照大殿的建築
，才能解讀《營造法式》一書。

而由於佛光寺東大殿一早已被列為國家
重點保護文物，所以歷經 「文革」的浩劫依
然能夠保存完好。據張振邦介紹說，目前中
國僅存的四座唐代木結構建築全在山西，其
中以佛光寺東大殿規模最大。

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 唐代木結構建築瑰寶唐代木結構建築瑰寶

引黃工程今年國慶通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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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俞芳、張加林重慶二十九日電】薄
熙來今天在接受港澳媒體採訪時說，香港投資者把
目光轉向重慶是明智的，現在投資東部只能 「錦上
添花」 ，而投資西部、投資重慶可收 「異軍突起」
之效。

數據表明，去年重慶吸引的60億美元外資中
60%來自香港，主要集中在金融和房地產領域，香
港名副其實地成為重慶重要的合作夥伴。薄熙來表
示，重慶和香港的經貿關係發展良好，他近日還接
待了幾個來自香港的大客戶。

他說，中國東部吸引外來投資雖不能說已飽和
，的確也達到了相當的程度。 「識時務者為俊傑」
，目前大力投資西部符合國家的政策導向。中央要
求重慶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成為西部重要的
經濟增長極、成為城鄉統籌發展的示範區。中央大
力推進重慶發展 「是不言而喻的」 ，光是重慶的保
稅區，國家一批就是兩個；而重慶被投資者看好，
也是不言而喻的。

薄熙來認為，有眼光的香港投資者定能從中央
政策走勢中看到重慶的價值。重慶這幾年的發展指
標走在全國前列，而效益 「更加漂亮」 ，僅財政收
入去年就增長49%， 「從這個背景看，投資重慶將
兩利雙贏」 。

薄熙來還特別提及香港與重慶的歷史淵源。他
說，早在中國抗戰時期，香港同胞就與「戰時首都」
的重慶人民心連心，為抗戰捐款捐物，作出了貢獻
。 「長江後浪推前浪，今天渝港合作更應該搞好」。

薄熙來寄語港投資者薄熙來寄語港投資者
目光轉向重慶很明智

2010年召開的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決定，用兩
年半時間，投入3000億元，在解決群眾最關心的十大民
生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包括：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
房；渝東南、渝東北 「兩翼」95%的農戶三年增收萬元
以上；實現全市農民養老保險全覆蓋；發展6萬戶微型
企業，為群眾新增 30 萬就業崗位等 10 項內容。受益民
眾 2000 萬，可以帶動消費 4000 億元，拉動 GDP 增長
4-6個百分點。

經濟發展不能代表一切
薄熙來講述了他在做這個決策時的處境：重慶是中

國四個直轄市中最窮的，人均 GDP 才剛過 4000 美元。
「好些人勸我去大力發展經濟，窮成那樣有資格談解決

民生嗎？」薄熙來自問自答道： 「可是要到什麼時候我
才算有錢，才能去改善民生？經濟發展不能代表一切。」

他知道財力單薄只是困難之一，一旦明確投入大量
資金發展民生，對同樣急需資金投入的重慶未來幾年經
濟的發展會是一個較大的考驗，也帶有很大風險。在定
下決策的前夕，薄熙來曾反覆掂量利弊，圍着市委大院
走了十幾圈。最後，他算出一本利在長遠的大帳，推動
市委最終定下民生發展大策， 「我把重慶發展的寶都押
在民生上了！」薄熙來說。

算一本政治經濟社會大帳
薄熙來算出來的是一本兼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大

帳： 「中國現在實際上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貧富收入
這三個差距是比較大的，因此社會維穩的成本就比較高
，如果把民生問題做好，社會維穩的成本會大大下降，
省下這一大筆錢來投入經濟，就能抓得更好。」薄熙來
說：「與其拿這個錢去維穩，不如從根裡邊把老百姓的生

活改善好，與其亡羊補牢，不如把這個工作做在前頭。」
「30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做了一篇文章，就是讓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我認為現在就是到了要把共同富
裕提到特別重要的位置上的時候了。而要調動全民的積
極性，就要把民生問題擺在重中之重上。」薄熙來進一
步解讀說，十大民生問題也符合國家的大政策方針，屬
於國家給予鼓勵類政策的範圍，得到了認可和支持。
「因為重慶財政在四個直轄市裡最窮啊，花這個錢絕對

像是在擠牙膏！」薄熙來感慨地說： 「但是與其晚幹不
如早幹！」

民生為導向推動經濟發展
同時，以民生為導向反過來也能推動經濟發展，是

推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 「我覺
得現在消費這架馬車還沒卯足勁跑起來，而搞民生工程
，不管用什麼形式的錢，花多少錢，其實最後都轉入成
為消費。所以這個錢花得絕對不冤枉。」

在薄熙來看來，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
讓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高度協調。經濟發展不能代表一
切，還需要社會的公平公正，而以社會公平公正為導向
的經濟發展，必然構成和諧。

「我們本來準備做這件事情會有爭議、會遇到困難
，」薄熙來說： 「現在看來還是很順利，中央領導表示
了充分的肯定，我們心裡踏實了。」

薄熙來：薄熙來：
大膽破難題大膽破難題 重點在民生重點在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今天下午會見港澳媒體高層參
訪團一行，他坦言，重慶的第一要務就是發展民生，而在重慶這樣地方財力在全

國排名二十名左右的城市確立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之路，是經過反覆掂量和掐算的
，體現了大膽破解發展難題和勇氣。他與參訪團成員一起分享在決策緊要關頭的心路歷

程， 「我在市委大院外頭遛彎，起碼遛了十幾圈就是反覆想這個事，」 薄熙來說： 「最後
下定了決心，把重慶發展的寶都押在民生上了！」

本報記者冀萍、陳思、杜見釗重慶二十九日電

【本報記者韓毅、張加林重慶二十九日電】重慶
「打黑除惡」行動一直廣受外界關注，薄熙來今天在回

答有關提問時表示，重慶打黑一直遵循 「實事求是、依
法辦案」的八字原則。他還特別提及 「四不原則」：
「在對黑惡集團、犯罪分子定性上，我們不壓低也絕不

拔高，打黑範圍不縮小也絕不擴大。」對於近期輿論聚
焦的李莊漏罪案，薄熙來說是實事求是、依法辦案，
「行得端、坐得正，任人去評說，那些走板的評說成不

了氣候！」

闡述打黑「四不原則」
薄熙來首次對媒體完整的披露了重慶打黑風暴的起

因， 「打黑並不是我履職到重慶就意識到有多少黑社會
，就熱血沸騰想打黑。」薄熙來說： 「我剛到這裡了解
各方面情況時，有一份材料說全市歷年積壓的命案有
1000多件。作為市委書記，我當然得負責！」當時，還

有不少群眾來信反映黑惡勢力危害的情況。
時隔不久，重慶發生幾千輛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

出租車司機要求提高營運收費。 「這一事件影響了整個
社會的穩定，」甚至驚動胡錦濤總書記專門來電話了解
，要求把事情合情合理地處理好。薄熙來在與出租車司
機代表座談溝通時了解到，重慶出租車受少數黑惡勢力
控制，司機之所以強烈要求提高收費，就是因為他們辛
苦所得的相當一部分，要作為 「分子錢」交給以黎強為
代表的黑勢力。

此外，當時重慶除了 「出租車霸」，實際上還有肉
霸、菜霸，以及販賣婦女、逼迫賣淫的集團。薄熙來說
及往事，仍然義憤填膺： 「我當然不能容忍，重慶一定
要打擊殘害老百姓的事情。黑惡勢力客觀存在，要維護
穩定、和諧的社會，讓老百姓在和平安定的環境正常生
活，只有打黑！」

薄熙來也反覆強調重慶對打黑案件堅持依法辦案，

強調法制精神。 「大家往往看到我們當勇士的一面，而
很少注意我們堅持法治的一面。」他用 「敢同惡鬼爭高
下，不向霸王讓寸分」來形容重慶公檢法打擊黑惡勢力
的勇氣，但同時 「問題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實事求是
，對法律要敬畏，一定要慎之又慎。」薄熙來再次強調
，不擴大、不縮小、不拔高、不壓低是鐵的原則，辦案
「絕不留歷史後患」。

未經記者提問，薄熙來主動談及新近成為熱點的李
莊漏罪案， 「這個事情完全由公、檢、法系統，該怎麼
判就怎麼判、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他的態度很簡
單，就是 「實事求是、依法辦案」八個字， 「我們就是
實事求是、依法辦案。打黑我們堅持兩手抓，一是要堅
持打擊，二是要依法辦案。」

唱「紅歌」旨在傳承文化
重慶在「打黑」的同時，大力倡導被外界簡稱為「唱

紅」的 「唱讀講傳」，有人對這項活動提出種種質疑。
薄熙來今天也反駁說， 「唱讀講傳」並不是搞什麼 「政
治運動」或者 「回到文革」，而是為了教育民眾特別是
青年一代，傳承民族的、世界的優秀文化。

李莊案依法辦案 唱紅歌非回文革

梁思成考證 首載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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