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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初仕地在和县
第一任官职为税监

星报讯（常兴胜 记者 张发
平）“包拯及第后初仕地就是今天
的安徽和县，他当时任职古和州税
监。”3月12日，在和县举办的包拯
初仕地及其民生理财思想研讨会
上，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
飞等专家、教授得出共识：包拯不
仅是一位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

“大法官”，他更是一位从税官做
起，懂得财税和经济工作的“理财
官”和“经济官”。

初仕和县，包拯任职税监

“1027年，29岁的包拯任和州
税监。”对于“包拯与和州”的文化，
和县国税局局长饶亮和做过大量
调研。他说，在北宋时期，和州富
甲一方。根据《和县志》《宋史·地
理志》等史料考证：北宋时，这里就
有人口 66371 人，客尚 4961 户。
和州的商税 16124 贯 37 文 ，全国
排名 119 位，安徽排名第 6 位。按
照一贯300元人民币折算，当时的
和州商税在480万元。

“关于包拯初入仕途，有两段
记载可以作证。”安徽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翁飞说，从包拯妻《董
氏墓志铭》和 1973 年合肥东郊出
土的包氏家族墓志记载中说明，包
拯中进士后，朝廷分配他任建昌县
令，因为包拯重孝道，要侍奉年迈
的父母，便向朝廷恳辞，获得和州
税监的改任。和州紧邻庐州（今合

肥），父母还是不愿意随去，于是父
母就“遣公之官”。

不仅是法官，包拯更是理财官

对于这一论点，安徽师大资深
教授杨国宜表示“同意大家的说
法”。他说，因为多年风蚀或发掘等
原因，包拯墓志上有20多个字没有
了，这就造成他在和州干了多久、做
了什么事无从考证，建议和县政府
要继续夯实基础，能否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请考古等专家把那20个字
给推敲出来，向大家交待清楚。

“有一点可以确定，包拯在和
县任职时间不长。”杨国宜等教授
说，包拯在开封府任职也就一年半
时间，在他以后的仕途履历中，在
三司先后当过户部判官、户部副
使，又长期担任转运使，最后官至
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三司是北
宋最高财政机关。这与他在早期
当过基层税官熟悉财政税收政策及
运行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包拯在
给朝廷的奏章中，有三分之二是关于
财税和经济方面工作的建议，比如减
税、免税等建议也体现出他的民本思
想。因此，可以说，包拯是理财专家
和能手，他不仅是一位不畏权贵和为
民请命的“大法官”，更是一位优秀的

“理财官”和“经济官”。
昨日，和县政府县长戴瑞表示，

将进一步发掘包拯与和州的文化，
弘扬包公精神，结合历史文化名城
建设，拟建包拯税衙，努力打造文化
强县、经济强县和生态强县。

毛泽东命逮捕“三国四方”

9月13日深夜，得到林彪出逃的消
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立即
向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传达中央命令：

“中央跑了个大飞机，向哪个方向跑了不
清楚。中央命令我们严密监视，如果落
在我们这里再不准起飞。我们所有的飞
机不准上天，所有的舰船不得出航。不
准跑掉一架飞机，不准跑掉一只船。”

林彪出逃坠机身亡之后的第三
天，许世友被毛泽东、周恩来秘密召进
北京。秘密回到南京后，许世友再次将
肖永银召进自己家。许世友说：“主席
和周总理叫我到北京，交代了任务，秘
密逮捕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你马上
出发，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再回南京抓
南空的人，越快越好！”

所谓“三国”是指南京、上海、杭
州，所谓“四方”是指南京军区空军原政
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

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
司令员周建平。肖永银第一个任务是
到上海抓王维国。为了配合肖永银，毛
泽东决定由上海市革委会出面“引蛇出
洞”。周恩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到北京
面谈一次，又请他到南京，找许世友接
受具体任务。

王洪文受命“引蛇出洞”

经和王洪文商量，肖永银把“战场”
选在了锦江饭店。“引蛇出洞”的具体办
法是由王洪文打电话让王维国出来。

王洪文拨通空四军的电话：“是王
政委吗，我是洪文啊，你最近身体可
好？”寒暄过后，王洪文很随意地说，“中
央办公厅发来一份文件，上海党政军机
关太多，文件就一份，你过来看看吧。”

王维国乘车来到锦江饭店门口，像
往常一样，他的身后跟着4名挎枪的警
卫，他本人背着手往里走。刚进门，就
有人过来拦住他的警卫，说：“等一下，
首长进去开会，你们请先休息。”这也很
正常，以往领导开会，随从们也是在旁
边的屋里休息。他刚跨进会客室，便迎
面碰上坐在那里目光冷峻的肖永银
……“我代表中央宣布，你被逮捕了！”
肖永银话音一落，保卫干事上来给王维
国戴上手铐。

老办法再抓陈励耘

接下来，肖永银本来准备南下杭州
去抓陈励耘。但许世友来电制止：“你
不要到杭州去了，你去不得，去了就回
不来了，他们会把你扣了！你想办法把
陈励耘调到上海！”于是肖永银又用老
办法，让王洪文给陈励耘打电话。为了
怕陈起疑心，把二十军政委南萍也一起
叫来。

陈励耘后来回忆，他是接到南萍的
电话，说接上海王洪文电话，中央有一
个重要文件到上海，不发到省里，叫他
二人一起去看。陈励耘回忆：“到上海，
已是晚上 8 点，车在锦江饭店门口停
下。王洪文的秘书出来接我们，他跟南
萍握了握手，当我伸过手去时，他却把
手缩回了。我不由一愣，一种不祥的预
感笼上心头。进入礼堂，王洪文说：‘中
央有个文件，不发下去了，请你们来看
一看。’说着，把文件递给我，并对南萍
说：‘你就不用看了吧。’我屏住呼吸看
下去。看完后，我浑身的血快速凝固，
双手微微发抖。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
一切。看完后，我发现王洪文用一种异
样的目光盯着我，略带嘲讽的口吻说：

‘看完了吧？现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
指示，逮捕你。’”

在王维国、陈励耘被抓捕的同时，
“三国四方”的其他几个人，南京军区空
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南京被捕，南京军
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在北京被捕。

1907 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大余县
西华山发现钨矿，以后又在崇义、全南、
安远县境内发现大型钨矿，从此揭开了
中国钨矿开采的历史。当年赣南钨砂
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上世纪
30 年代初，德国开始复苏，军事工业急
需大量钨砂，于是在广州等地开办公
司，赣南钨矿产业初具规模。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1932 年初
派他的弟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
行行长的毛泽民到赣南调查。毛泽民
先来到大余县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钨
矿的工人，进行调查研究，动员了 500
多名工人，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
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接着，毛泽民又
来到仁凤山（亦称盘古山）。这是会昌、
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山区，1922 年
美、英、德、日相继在这里投资、办公司，
开矿收钨砂。1930 年红军曾来过，与
当地民团作战。1931 年 8 月民团放火
烧山，山上1000多工棚被毁，矿工被迫
出走。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后，当地又被苏区控制。毛泽民来这
里，意在恢复钨砂生产。

调查之后，毛泽民从苏区银行投
资，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亲自兼任

总经理。公司成立后，苏区政府统一组
织生产和收购钨砂，钨砂的销路有了保
证，政府收购价格实惠，矿工多产砂，多
挣钱，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1933 年，
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
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
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二矿的产量，
就由 1932 年的 648 吨上升到 1753 吨。
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
收购钨砂4193吨，公营钨矿职工发展到
5000余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苏区政
府通过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
运输队，负责运输钨砂和矿山的生产生
活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有20条木
船往返于白鹅墟、三门滩和江口之间，运
送出口钨砂到广东交易。

钨砂的丰厚利润引起了广东军阀
陈济棠的觊觎。1932年6月，粤军调集
6 个团的兵力向大庾集中，企图占据赣
南。7 月初，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首先
在大庾东北击溃粤军4个团，粤军退守
大庾。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南雄以北梅
岭关。粤军五个师分别由韶关、信丰向
大庾、南雄急进，企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合
击红军。红军向南雄以东水口方向截
击，击溃粤军第4师两个团，迫其余部退
守水口。随后红军对水口发起总攻，击
溃粤军10个团，迫其退守南雄。

南雄、水口之战，使陈济棠知道了
红军的厉害。中共出于统战考虑，主动
从韶关、大余和南雄撤兵，并遣返了上
万粤军俘虏。经此恩威并施，陈济棠改
为与红军合作。他消极应付蒋介石的

“围剿”苏区部署，南线渐趋稳定。中央
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获胜后，进入全盛
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控制了
大部分赣南钨矿资源。

在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全面经济封
锁时，中共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钨砂交
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
锁撕开一个口子。当时苏区的土特产
都无法出口到白区，盐、粮食、布匹等物
资也无法进口。唯独钨砂能通过陈济
棠的部队向广东出口，并且还能卖个好
价钱。当时 100 斤钨砂能卖 52 块银
元，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
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
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
红军，抗拒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
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 1933 年 8 月 12 日在赣南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的《粉碎五次

“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报告
中，强调了商业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把苏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的
（不是无限制的）运输出口，卖得高价，
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换得现
洋，购买必需品进来。努力去发展农业
生产与手工业的生产，使明年的收成更
加增多。使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
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种种特产恢复过
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输出到白区
去。比如钨砂，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
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
个钨砂出口是有极大希望的。我们要
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钨砂矿。”

1934 年 9 月 30 日，中央苏区东线
的最后一道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
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长
征路。红军长征后，中华钨矿公司和外
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或
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
队带领群众转移或就地掩埋。至此，中
央苏区的钨矿开采告一段落。

钨砂贸易养活了十万红军
□摘自《同舟共进》

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
从1932年到 1934年 10月红军长征
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
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
红军，抗拒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
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许世友联手王洪文抓捕林彪死党
□摘编自《黑龙江日报》《世纪》

许世友和王洪文，一个是开国上
将，传奇将军；一个曾经是党中央副主
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看似不
搭界，然而，1971年，许世友却和还是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联
手抓捕了林彪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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