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人物：
年广久，1937年生，安徽怀远人。早年创办“傻子瓜

子”，曾创造不少商界奇迹。因邓小平三次提及此人而闻名

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

致敬理由：
他目不识丁，却敢字当先，用一粒粒瓜子“炒”成中国第

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

他出身寒微，却在全面封杀民营经济的年代，不畏打压，

屡次锒铛入狱，又因邓小平的关注，化险为夷。

他因“傻”起家，又因“傻”落寞。

不管怎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华美篇章中，他以“中国第

一商贩”的典型标本，已然写下浓重的一笔。

年广久
“傻子”标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年广久都称得上是一个样本，出生

贫寒，被生活逼着没办法，开始“投机倒把”，1976年的时候就

赚了100万。之后，经历了三起三落、坎坎坷坷，他的人生几乎

与中国走的每一步息息相关。

那是1937年，淮河水灾。

出生不久的年广久随父亲沿途乞讨迁到芜湖。为了生

计，他早早学会了摆摊街头，沿街叫卖。新中国成立后，政治

运动接二连三，年广久的摊位几度受到清查和打压。1963年，

他还因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出狱后，年广久想起了炒瓜子。

年广久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活，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

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

睡一会。七点钟左右又开始，开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

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

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

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

的结果，“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

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

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的春风吹动着年广久的心，他又

来了一股“傻”劲，按捺不住想大干一场。他注册了“傻子”商

标，小作坊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

1986年，“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

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仅仅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利润

100万元。

然而，在那个整天为姓“资”姓“社”问题争论不休的年代

里，年广久这个私营老板的做大做强再一次触动了人们敏感

的神经，又有人提出要限制年广久的发展。让年广久没有想

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的问

题’，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家就说我

们政策改变了，得不偿失。”

这些年，傻子的影响力小了，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

了，但年广久并不这样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

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到如今，“傻子”年广久是这样回顾他这一辈子的：三起三

落，但始终觉得自己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记者 宛月琴

许海峰
“金牌人生”

致敬人物：
许海峰，中国射击运动员，1984年，夺得新中国奥运史

上首枚金牌。

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致敬理由：
1984年7月29日，27岁的许海峰以一名射击运动员

的身份成为了中国体育历史的一座里程碑。从金牌运动员

到教练、总教练，许海峰培养出著名射击运动员杜丽、陶璐

娜、王成意、王义夫，为中国体育争得多项荣誉。

许海峰在各个角色都做到了巅峰，他的“金牌人生”凸显

出——中国人在面对困难挑战时的坚毅、果敢和拼搏精神，

成为几代国人楷模。

1984年7月29日，已举办23届的奥运会场，第一次奏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一天，在洛杉矶郊外的普拉多射击赛场上，27岁的许

海峰端一把手枪，枪口正对靶心。最后一声枪响，许海峰成为

一个响亮的名字。

他成为洛杉矶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同时也成为中国历

史上的首位奥运会冠军。

回国后，许海峰把金牌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我是国家

培养的，荣誉也是党和国家给的，这第一块金牌，本身还是机

遇。”

从1984年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许海峰的人生便

和体育紧紧结合在了一起，他的名字成为了中国体育事业发

展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此后的许海峰，凭借着自己对体

育事业的热爱和中国体育人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不断创造

新的成绩。

1984年后，许海峰继续着辉煌，获得数次全运会、亚运会

以及专业水准最高的射击世锦赛的冠军。

1995年，许海峰担任国家射击队女子手枪班主教练。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许海峰指导的队员李对红获得冠

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陶璐娜为许海峰的执教生涯再度

添金。

2004年，他担任国家射击队主教练，雅典奥运会中国射

击队拿了四块金牌，在当时是历届奥运会拿得最多的一次。

雅典奥运会后，许海峰调任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主管现代五项。

面对这样一个始于欧洲、目前在中国还远未普及发展的

项目，许海峰表现出了中国体育人特有的自信和拼搏精神，全

身心地投入到了现代五项的发展事业中。在2006年现代五

项世界杯埃及站比赛中，中国队取得历史性突破——历史上

首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也是中国男选手在世界杯赛上首次

获得个人冠军。在北京奥运会现代五项比赛中，中国选手在

男、女项目中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钱震华更是取得了

第四名，距离奖牌仅一步之遥。

“末了，运动员、教练员、总教练，每一个角色都做到巅峰

了。”许海峰曾用这样的话盘点自己的人生历程。

记者 赵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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