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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文 王恒/图) 在

合肥，几乎人人都知道环城公园。很多人都

会用“翡翠项链”来形容公园围绕着美丽古

城合肥的样貌。但是你知道吗？这条“翡翠

项链”的“总设计师”正是万里同志。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万里就没有

合肥环城公园，没有合肥环城公园，首批全

国园林城市里，就不会有合肥的身影！”昨

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辗转联系到

尤传楷老人时，对方动情地说。上世纪 80

年代，尤传楷在合肥市环城公园大建设时兼

任过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公园主任，

见证了万里与环城公园的特殊情结。

1979 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

里同志，率先提出在合肥建设环城公园的要

求。经过几年的准备，在充分利用原环城墙

基和水系的基础上，借助原有的树林和地

形，串联起了逍遥津公园、包河公园，鼎承

“三国故地、包拯家乡”的历史文化遗迹，于

1984年3月5日经省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成立了“合肥市环城公园建设指挥部”，全面

进行周长8.7公里的环城公园建设。

环城公园是开放式的，不合适造门楼，

只要有一个园名石标志就行了。那么，从哪

儿找这块石？又由谁来题写这个园名呢？

尤传楷回忆说，安徽是万里同志工作奋斗过

的地方，建设环城公园又是万里同志发起

的，找他题字再合适不过了。

1984 年，尤传楷见到了万里同志的夫

人边涛，说明“给环城公园题字”的来意，请

万里同志题写园名。万里同志欣然同意，万

里的夫人边涛说：“书写环城公园是万里同

志一生中第一次题字，领导就不题名了，制

作时只需注明：‘万里同志一九八五年五月

二十三日题’就可以了。”

1986 年，环城公园园名石碑终于落成

了。这块精雕细琢的石碑承载着万里同志

遒劲有力的题字，也承载着合肥人对美好

家园的绿色畅想，耸立在合肥市东门广场，

与九狮苑雕塑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成为公

园大门入口的标志，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靓

丽风景。

万里把小岗村“丰收果”
带上省委常委会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同志第二次来到

滁县地区，在小岗村他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

见各家各户凡是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

的。万里笑呵呵地说：“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

大好，我早就想这样干了，就怕没人干。”

多年来饱尝苦难的农民们，心里一块石

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与省委第一书记

倾吐心声了，急忙跑回家去，炒起了花生，这

是大包干的丰收果啊！他们把炒熟的花生一

把把地往万里同志以及他的随行人员衣兜里

装。万里同志落泪了，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

的地、县领导同志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

了，你们说是不是？”

让人没想到的是，万里同志在安徽省委

常委会上，捧出小岗村生产队社员送的花

生，给到会的同志吃。

1980 年 5 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

策问题的讲话》中，对大包干予以了旗帜鲜明

的支持。他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

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

身，改变面貌。”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从此，

历经磨难的包产（干）到户责任制终于列入了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册”。

“看到变化这么大，
万里同志非常欣慰”
（滁州日报摄影部原主任 汪强）

汪强从1979年开始“跟拍小岗”，一拍就

是 30 多年。1990 年元月，汪强反映小岗村

以及凤阳县十年沧桑巨变的摄影展《说凤

阳》在北京展出，万里同志亲临摄影展现场，

参加开幕式。

“看到小岗村以及凤阳县十年来的巨大

变化，农民富裕了，生活改善了，万里同志非

常欣慰！”汪强说，万里当时已经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但是仍然非常关心凤阳县和

小岗村的情况，牵挂着那里的父老乡亲。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
我批你干五年
（大包干带头人、小岗原生产队长严俊昌）

年近八旬的严俊昌，7 月 15 日接到记者

电话时，正在看新闻联播，关注万里同志逝

世的新闻。严俊昌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1980年早春，还没到农历新年，万里

到小岗村视察调研，见到在小岗当生产队长

的严俊昌，首先问了他三句话。三句话后，

万里就给严俊昌吃了一颗“定心丸”。

第一句：“你今年多大？”

第二句：“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第三句：“过去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好当？”

严俊昌说，自己不是党员。

万里当即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

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官，

抹掉乌纱帽！”

对第三个问题，严俊昌回答得很痛快：过

去队长不好当，现在好当！万里问他为什

么？严俊昌说，过去干活“大呼隆”，都是出

勤不出力。“万里又说你现在这个生产队长

呢？”严俊昌说，他当时回答说，“我说我现在

这个生产队长好当了，也不要我吹哨子了，

也不要我打铃了，老老少少都自愿上阵。”

“那你可有把握呢？”“只要没有天灾人

祸，我有把握！”严俊昌胸有成竹，告诉万里，

我们不要吃国家“供应”，我可能对国家还有

贡献！“当时他听说了，非常高兴。”

之前的1978年冬天，包括严俊昌在内的

小岗村18户，冒着杀头的危险，在煤油灯下，

按下了红手印，决定私自“包产到户”。大家

约定“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

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

活到18岁。”

然而纸包不住火，看着小岗村庄稼的长

势，此事还是很快通过邻村反映到县里、省

里。万里听说后，决定亲自到小岗来一探究

竟，这才出现了前面的问话。而问完三句话

后，万里立刻给小岗村吃了颗“定心丸”。

他当即告诉严俊昌，“我就想这样干，就

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地方上

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

汽车行至村头，万里仍不放心，再次招呼

严俊昌过去：“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

的，让你干5年。”

对万里逝世的消息，严俊昌十分悲痛。

“万里当时告诉我们，他出国看到外国人住

的小洋楼，开的小汽车，想让我们也这样。”

严俊昌说，现在，万里的话实现了，小岗村民

都住上了小洋楼，大部分家也都有了汽车。

万里小岗村力挺改革：我早就盼着“不怕死的带头人”

□记者 胡昊

包产到户，曾经是一个可怕的禁区。
当包产到户在皖东大地上出现时，立即引
起了多方面的强烈反响。

1979年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
志到滁县地区检查工作，当地委向他汇报凤
阳、来安、嘉山等县领导班子中许多同志不
顾个人安危，大胆领导农民群众推行包产到
户或大包干到户时，万里同志高兴地说：“我
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带头人呐！”

万里在凤阳小岗村考察 新华社发

1986年10月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上海参加华东地区铁路建设会议后，在丁关根、邓楠等陪同下到安徽黄山考察调研。万里深情
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上黄山了。图为万里在黄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群众中流
传着“要吃米找万里”这样一句口号。邓小平
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
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提起万里，安徽
人则有着特殊的感情。

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
一书记后，任职不足三年，跑遍了安徽所有七
十四个县市。与安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回忆起万里为安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回忆万里在安徽的点点滴滴，许多人禁不住
热泪盈眶。

情系合肥环城公园

万里一生中第一次题字
“环城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