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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的吴昌期，白色衬衫整
洁而又笔挺，头发浓密，梳理得一丝
不苟。近两个小时的密集谈话间，他
一口水没喝，逻辑严密且表达准确。

从安徽省交通厅的桥梁工程师到
援藏的四十三项工程指挥，从参加开创
安徽第一个经济开发区到力推徽商文
化走向世界，这位八旬长者带给我们的
是人生的宏达智慧和坚韧开阔。

□记者 赵汗青

“歼灭”
安徽所有木桥

1954 年，18 岁的吴昌期从杭州
土木工程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徽省
交通厅工作。由于不知道安徽省省
会在哪里，几个同学结伴直接去了安
庆，到了安庆才知道省会在合肥。

当时，从安庆到合肥坐汽车要在
桐城、舒城各住一宿，需要三天车
程。汽车是蒸汽机车，烧木柴的，经
常抛锚。

到了合肥后，大家才发现没有
自来水，居民们到南淝河挑水，合肥
城只有环城马路这一圈，逍遥津有
个“淝滨电影院”，还是毛竹搭起来
的大棚。

“感觉安徽怎么这个样子，都是
农村。”看过苏杭的繁华，回忆起当年
的环境和经历，吴昌期很是感慨。

在安徽省交通厅，刚上班的吴昌
期是助理技术员，拿工资分，第一个
月165个工资分，有30多块钱。

“30 多块钱已经是非常富有，食
堂中灶 9 块钱，四餐一汤。人才紧
缺，初中生相当于知识分子，我们算
是高级知识分子，从 1953 年到 1983
年，在安徽交通厅我干了 30 年。”吴
昌期说。

在岗位上，吴昌期最主要的工作
是桥梁设计。安徽省当时的桥梁大
都是木头制的，还是抗日战争时留下
的木头桥。木头桥易损、载重小，而
且修桥木材紧缺，当时分管交通的桂
蓬副省长提出，“要打木桥的歼灭
战”。20多岁的吴昌期任公路桥梁设
计室主任，负责桥梁设计。

大概五年时间，安徽的木头桥经
过改造变成水泥桥，在1960 年前后，
全省的木头桥就基本消失了。

文革时期，吴昌期被打为反动
学术权威，尽管如此，作为副指挥的
他仍然主持了属于军事工程的五河
淮河大桥的设计，采用了当时国内
领先的“预应力大跨度 T 型钢构”和

“深孔大直径水下钻孔灌注桩”，这
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影响，作为
重要的技术项目，外省甚至外国都
前来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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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

——《养心要语》”
吴昌期：
从桥梁工程师到徽商社团创会会长

时代潮流风起云涌，而改革
则奔涌向前，粉碎“四人帮”后，国
家发展的思路很快就要调整到经
济建设上来。

也正因此，1979年，邓小平主
持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作为安徽
省科技代表，吴昌期同中国科技
大学的几位物理化学方面的专家
参加了此次大会。

回忆起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吴昌期只说了一句话：“最激动
的，就是邓小平说知识分子也是
工人阶级。”邓小平提出废除终身
制，而干部梯队自然从革命化、知
识化、年轻化开始。

作为安徽省参加党的十二大
代表，吴昌期成为干部梯队的人
才进入中央视野。

1983 年 3 月份，中央决定调
任时任安徽省交通厅副厅长、党
组副书记、47 岁的吴昌期担任西
藏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工业、交通
等工作。

西藏公路交通因路线长、高
寒缺氧、冻土等原因，通行困难、
危险，青藏公路万一有一部车堵
住，几百部车都上不来，冻、饿死
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排除险情
救人时，即便飞机空投面包，也难
以到达预投目标。

吴昌期有时为了抢救险情，

带着部队，清理堵车现场。
1984 年 3 月，中央召开了第

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要在
西藏兴建一批惠及高原各族人民
的现代化建设工程项目。“四十三
项工程”总投资 4.8 亿元，包括能
源交通、商业旅游、文教体育、医
疗卫生和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础
性设施，其中的 20 项修建在拉
萨，其余分布在日喀则、山南、那
曲、昌都和阿里 5 个地区，江苏、
天津等 9 个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分别承担了工程的设计和建设
任务。

这是西藏第一次大建设，而
主持者就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多吉才让和吴昌期。

吴昌期谈到了建设时的一
个趣闻，西藏的很多建筑都是小
块石头和泥巴建成，虽然满山都
是花岗岩，但西藏当地却开采不
下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昌期将
此事汇报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后
经过地质所化验，确定为火山岩，
由援藏工作小组在福建惠安调来
一批石匠，带着铁楔子、锤子，很快
就开采出大块的石头。当时四十
三项工程中的西藏宾馆就是由石
材建设的。从此以后，花岗岩成为
西藏现代建筑的主要材料。

援藏主持
四十三项工程

因为四十三项工程内容多，
工期长，西藏冬天寒冷而漫长，吴
昌期由于长期工作在缺氧的高
原，出现了缺血性肝肿大。

病重的吴昌期住进了 104 医
院，整整四个月，不能吃不能喝，在
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才慢慢康复。

1985 年底，时任安徽省委书
记的李贵鲜，考虑到大病初愈的
吴昌期的身体状况，请他做些力
所能及的调查研究。不久，省委
任命他为安徽省政府党组成员，
担任安徽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党组
书记，创办了《决策咨询》杂志。

1988 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
时，吴昌期分管外事——外贸、外
办、外经、对外协调……

1988年，对外开放是国策，中
国对外开放首先是三个经济特
区，继后是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
到 1988 年，中央开始考虑向内地
开放，首先开放沿长江城市。吴

昌期具体负责申报芜湖为首批对
外开放的沿江城市。

国家批准芜湖作为沿江开放
城市后，就开始在芜湖申办国家
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昌期对办经
开区提出了“区位好、起步小、配
套全、起点高、效益好、不动摇”的
要求，接着就是芜湖港对外轮开
放，这也是长江对外轮开放的第
一个港口。

吴昌期回忆说，省委省政府
对芜湖开放非常重视，但工作非
常难做，开放就是开门，归多家部
门管，都想在开放的大门上挂一
把锁，每一把锁都涉及中央部委。

外国船进来，首先要引水、领
航、外供、外贸、外代、外理、边检、
商检、卫检、动检、植检……林林
总总有17家单位。

“要一家家去跑，建立省级相
应机构，跑了大半年才取得国家
的行政许可。”吴昌期说。

开创安徽第一个
经济开发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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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文化进京
再创新纪元

1993年，吴昌期担任安徽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
记，一干就是十年，为安徽立法
工作呕心沥血。他说，改革开放
迅猛发展，一批促进经济发展的
法律必须要跟上，一部法律的制
定要反复调研，协调平衡各方利
益，特别是“开发区条例”和“库
区条例”等地方性法规，部门利
益矛盾较多，协调很困难，好在
有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人大一班
领导、同事的勤奋工作，十年人
大的工作，在立法工作上我们交
出了合格的答卷。

从人大退下来后，吴昌期仍
不停思考、工作。

2001年2月，经中央组织部
批准同意，吴昌期兼任安徽省企
业联合会和安徽省企业家联合
会会长，同年 6 月 20 日，当选为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执行副会长。

2005 年 5 月 18 日，吴昌期
牵头创办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
会并任会长。

2005 年，在北京召开了第
一次国际徽商精英年会，在上海
市委老领导的提议下，年会准备
了一面“天下徽商”的会旗，大会
讨论认为，要重振历史徽商的雄
风，这是当代徽商的梦想，并提
出实现当代徽商梦分两步走的
策划：第一步是实现“徽商社团
遍天下”（2005年时，徽商社团只

有上海、温州、海南等几家，现在

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国内外徽商

社团已近150家）；第二步是实现
“徽商实力甲天下”，这个目标正
在加速实现之中（2005 年时，民

营徽商企业营业额达到百亿的

只有几家，现在超千亿和接近千

亿的已有几十家，当代徽商正在

向“徽商实力甲天下”这个历史

性目标迈进）。

今年，吴昌期又帮助和支持
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徽商文化促
进会”，这是第一家在北京注册
成立的现代商帮文化社团，吴昌
期说：“‘徽商文化进京’类似一
百多年前的‘徽班进京’，它证明
了‘徽商文化’在当代各商帮文
化中的突显地位，其作用和影响
力不可低估。文化是软实力，在
北京成立‘中国徽商文化促进
会’，对实现当代‘徽商实力甲天
下’这个宏伟目标，是正能量，是
大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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