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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
成为“第一工商名城”的鲜明标识

□ 刘俊、胡晓阳

■主动对接服务，让经济学家
的“情感”与无锡紧密起来

积极联系经济学家及相关学术群
体，为他们寻根故里、溯源问道做好服
务，是故乡对游子应有的姿态。孙冶方
经济科学基金会是为了纪念无锡籍学
者孙冶方于1983年成立的。基金会自
1984年起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孙冶方经
济科学奖，是我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具
权威、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奖项。通过基
金会，可联系到中国大部分顶尖经济
学家，影响辐射到最前沿的经济研究
领域。无锡加强与基金会常态化互动
交流，积极为基金会在锡举办各类活
动提供服务、创造条件。据悉，惠山区
正筹划建设“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无锡基地”，拟设在玉祁礼社村古建筑
群“九十九间半”。建议从更高层面加
强对此项工作的谋划推动，努力把“孙
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无锡基地”打造
成一个具有较强区域影响力的城市人
文符号。

■做好引进争取，让经济学家
的“思想”在无锡激荡起来

高端的会议论坛，往往会带来巨大
的流量和资源。瑞士达沃斯、海南博
鳌，因成为“世界经济论坛”“亚洲论坛”
永久会址而举世闻名。经济学界有着
讲传承、重根脉的传统，切准这一内在
逻辑，打好感情牌、服务牌，就能够将我

市经济学家辈出的人文优势进一步转
化为经济论坛集聚、经济思想激荡的现
实优势。可积极策划具有鲜明无锡特
色的财经高峰论坛，比如在一年一度的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上增设与产业发展
相关的财经主题论坛；加强与各类高端
经济论坛的对接争取，主动对接清华五
道口金融学院、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
浦山基金会（为纪念无锡籍经济学家浦
山而设立）、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中国经
济50人论坛等机构组织，争取将经济、
金融、产业等方面的论坛会议多放到无
锡举办，此外还可尝试邀请历届孙冶方
经济科学奖获得者齐聚无锡，为把无锡
打造成为财经论坛荟萃、经济大咖云集
的现代化、国际化工商名城助力。

■诚恳开门邀约，让经济学家
的“理论”在无锡实践起来

近年来，部分城市善用学术研究的
“聚光灯”，借助知名经济学家做好自身
经济发展的总结和展示，相关做法值得
借鉴。如广东佛山邀请北大周其仁教
授连续多年调研，提出了“品质革命”

“佛山新模式”等新论点，帮助佛山制造
打响了知名度。当前，无锡迅速发展的
十大千亿级产业，脱颖而出的一批批

“小巨人”企业，更有理由成为新时代经
济学深入研究的生动案例和实践素
材。多年来，在经济研究热点领域活跃
着不少无锡籍经济学家的身影，如长期
关注房地产发展的复旦大学原经济系
主任尹伯成、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

庆，长期致力于金融市场和公司金融研
究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
刚，在产业经济领域研究颇有建树的复
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在现实经济应
用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的上海社科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等。建议可诚邀
著名经济学家及其团队“常来锡看
看”，为无锡经济发展“把脉问诊”“提
级赋能”。此外，还有一些城市纷纷聘
请经济学家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如第
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南
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受聘为上
海、南京、苏州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
苏州工业园区聘请任泽平为金鸡湖合
伙人首席顾问。无锡目前已经有了文
化、规划等方面的城市顾问，建议可顺
着本市籍经济学家这条脉络，引入更多
经济学领域领军人物，组建经济高端顾
问团，为无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的智力支持。

■注重延续传承，让经济学家
的“印记”在无锡厚重起来

调研中了解到，孙冶方、薛暮桥旧
址故居之外，更多经济学家的旧址故居
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呈现。上海
市名人故居星罗棋布，该市通过设置二
维码、“扫一扫”导览历史的方式，使得
265个名人故居、1098 幢优秀历史建
筑成为海派文化的实物缩影。吴江为
纪念社会学家费孝通，专门投资2000
万元建立了占地1万平方米的费孝通
江村纪念馆。借鉴这些做法，建议设

立无锡籍经济学家“群英馆”，全面盘
点市域范围内的经济学家故居，结合
历史建筑申报、数字无锡建设、“百宅
百院”活化利用工程等做好保护和展
示，让与经济学家相关的屋舍巷弄、学
堂书院成为一道独特的文旅风景线，
向外界展示中国农村调查发祥地、“苏
南模式”发祥地、知名经济学家汇聚地
的独特魅力，让无锡成为经济学家“此
心安处”的“吾乡”。

■大力宣传弘扬，让经济学家
的“故事”在无锡丰富起来

无锡经济学家的故事，特别是他们
在无锡成长成才、治学研究、见证发展、
回报乡梓等事迹，需要我们去做好挖掘
记录、整理总结。2012年，原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卫国为主编、《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为顾
问，编写了一本《无锡走出的经济学
家》，对我市经济学家做了系统梳理盘
点。十年之后，无锡籍经济学家取得了
哪些成就、增添了哪些新秀，需要我们
再次开展进一步的整理编纂，并适时举
办重要经济学家的研究和纪念活动。
2023年是浦山100周年诞辰，2024年
是薛暮桥120周年诞辰，这些都为我们
做好纪念和宣传工作提供了良好契
机。要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大
力塑造“无锡——当代经济学家摇篮”
的地位和品牌，让“无锡走出的经济学
家”成为“第一工商名城”的鲜明标识！

（作者单位：市委研究室）

无锡在过去的100年里走出了一代代著名经济学家，高峰迭起，群星璀璨。以陈翰笙、孙冶方、
薛暮桥、胡焕庸、潘序伦、钱俊瑞、周小川、吴树青、周三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锡籍经济学家，根植于
苏南经济发展的深厚土壤，经受改革开放的洗礼，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热切呼唤、奋力拼搏，既在学术
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又在改革发展建设中贡献卓著，成为现代历史舞台上的独特景象，堪称我市一张
亮丽的“文化名片”。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中国第一工商名城”的发展愿景。市第十七届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第一工商名城充分打响”列入今后五年的总体目标。无锡在
迈步现代化新征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应当立足丰厚人文底蕴和历史积淀，用好用足这一
独特优势，深化提升其与城市的“关联度”“粘合度”，进一步丰富“经济学家出无锡，经济发展看无锡，
经济大咖聚无锡”的形象标识，为打响“第一工商名城”品牌添薪助力。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笼罩上
浓重阴霾。“经济寒冬”之下，面对变幻莫测、充满
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个体何去何从、如何应对，成
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秉持理性，拒绝情绪雾霾。“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前进的
道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艰难险阻。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苦难磨
砺，但每一次总能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国经济已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因新
冠疫情遭遇暂时的困难，这是客观事实，同时也是
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外部大环境有
潮起潮落，每一个个体的前进道路也会有起起伏
伏。由于疫情的影响，不少人承受着相当的经济
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以及心理压力，人生道
路也由此陷入低潮。面对困境，沮丧抱怨无济于
事，只会陷入情绪的深渊，乃至丧失意志、一蹶不
振。作为个体，唯有始终秉持理性，保持强大内
心，调整好心态，客观理性对待骤变的环境，及时
调整被打乱的生活节奏，才是正确的生存之道。
阳光总在风雨后，秉持理性才能拨开情绪的阴霾，
用积极的心态创造生活的美好。

夯本固基，涵养本领实力。因为疫情反复，人
们的前进步伐难免被阻滞，有力使不出，想做事做
不了，不少人的内心陷入了焦灼的泥潭。在此特
殊时期，与其把大量时间虚抛，不如趁此难得“闲
暇”，做一些平时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比如读书
学习、锻炼健身，涵养本领实力，为今后开展工作
夯本固基，奠定基础。疫情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
出不同的人生态度：有的人一遇到困难就手足无
措，只会不停抱怨环境的恶化；而有的人却敢于迎
着困难向前进，用扎扎实实的行动克服前进路上
的重重阻碍。不停抱怨、裹足不前的人，生活在原
地打转；勇于行动、阔步向前的人，人生必将一路
花香。疫情是一场危机，但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
居家隔离期间，仍然有很多人在坚持理想、坚守自
我、不懈努力，用好每一分时间，抓住点点滴滴的
机会提升自我。在逆境中保存实力、获得成长，才
能在顺境中厚积薄发、飞得更高。

调整重组，打造第二曲线。管理思想大师查
尔斯·汉迪把从拐点开始的增长线称为“第二曲
线”。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拐点，
在疫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侵袭下，原有的世界经济
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很多行业遭遇重创，同时，又
有很多新的行业异军突起。“明者因时而变，知者
随事而制”，面对大环境的骤然变化，因时而变、与
时俱进是更加务实的生存之道。个体唯有打破自
我的困囿，以更加全局性、系统性、发展性的眼光
来审视研判国际国内形势，挖掘自身优势和资源，
寻找新的破局点和增长点，积极打造个人成长“第
二曲线”，才能减轻疫情冲击带来的伤害，经历艰
难的考验依然能够实现全新逆袭。

（作者单位：无锡市委统战部）

“经济寒冬”之下的
个体生存法则

□ 姚静芳

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
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
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吴良镛先生从
1993年起，为无锡规划建设做了两件影响
深远的大事，一是总体规划的修编，提出了
山水城市的规划理念；二是古运河清名桥历
史文化街区的规划。

■指导描绘无锡山水城市蓝图

1993年，无锡启动城市总体规划修订
工作，由清华大学与无锡市规划设计院合作
编制。这是一次跨世纪的城市规划蓝图的
描绘。吴良镛先生在无锡乘船看了运河，又
爬锡山、惠山、马山、 嶂山等，年过古稀的
他语重心长地说，无锡可以做绝妙的文章，
画最好的图画，关键是如何下笔，现在需要
大手笔写大块文章。

中国的城市建设一直强调自然环境条
件和精心组织的人工环境相结合。1994
年，吴良镛先生在指导无锡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时，提出了无锡要建设山水城市的规
划方向，这是他对无锡市构筑山水城市的
基础和条件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研究后提出

的。1994年1月29日，在无锡梁溪饭店会
议室，吴良镛先生对无锡领导干部说：“无锡
山水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要搞山水城
市……”“无锡市的城市主体在太湖之滨，十
分难得。城市坐东向西，山体坐北向南环抱
太湖，有山有水，大有文章可做。无锡的山
水城市应将山、水、城、河、湖联系起来，不只
是一张二维平面图，也不只是一张立体三维
静态图，而是一张将时间的流逝组织进去的
立体四维动态图……”“无锡‘山水城’的建
设重点应放在对山、水的自然空间及其绵延
地区保护，而不是开发，更要千方百计地防
止建设性破坏。”“中国有几千年的山水文
化，凝聚了深厚的文化渊源。太湖数千万年
前就有了，有各种传说、故事、诗篇，这都是
文化精华，中国讲‘山水城市’不光讲自然与
人工相结合，还要与人文相结合。”“无锡的
山水城市应将锡惠山区纳入城市，融入山
水之中，无锡的运河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应善为利用。”

要真正实现钱学森倡导的、吴良镛教
授描绘的无锡市山水城市建设模式，还需
要运用整体性、系统性、连续性原则，始终

坚持把城市和山林、河湖、农田湿地及文化
等统筹布局、整体规划建设，通过无锡一代
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提出无锡古运河清名桥历史文化
街区规划四条原则

城市建设中有新的、有旧的；有历史的、
有现代的；有过去的、有眼前的，还要考虑到
未来的。这样才能从建筑群的组合、山水的
景观到历史的保护中，看出一个城市的变
化，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京杭古运河穿无锡市区而过，运河畔的
南长街一带曾是江南漕运重地。明朝时有

“窑码头”“官码头”“布码头”等，店铺林立，
热闹至极。运河两岸，留下多座名人故居、
民族工商业厂房遗址。1993年，吴良镛先
生带领清华大学团队在做无锡古运河历史
街区规划时，提出全面保护、合理利用；总体
规划、分步实施；统筹兼顾、协调推进；以人
为本、改善民生四条原则，使无锡古运河成
为最具江南文化特色、最显运河古韵风情的
绝版地、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运河段，并题字

“古运河南长历史街区”。

无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世界文
化遗产1处（中国大运河无锡段）、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1处（惠山祠堂群）、国家历史
文化名镇1处（荡口）、国家历史文化名村1
处（礼社），历史文化街区4处（清名桥沿河、
惠山古镇、小娄巷、荣巷），等级文保点240
处（国保19处、省保54处、市保167处）。
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文物古
迹，强化文化名城历史格局拥有良好的现实
条件。无锡山在城中、城在湖边、运河穿城
而过、文脉源远流长，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
优势，激发了古往今来无锡人打造山水城市
的梦想。

荷尔德林的诗《人，诗意地栖居》经由
海德格尔哲学的阐发，凝练为“人，诗意的
栖居在大地上”之后，充满了浪漫色彩，令
人神往。吴良镛先生说：“我毕生的追求，
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
境，就是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
地上”。为了这个目标，他为之持续不断地
努力。

（作者系无锡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高级规划师）

军

《从农业1.0到农业4.0：
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

温铁军 唐正花 刘亚慧 著
东方出版社

乡村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隐藏着中华文
明演化的原动力。该书以人类文明发展受气候
变迁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竺可桢假说开篇，以最新
的“浙江人”考古发现为引线，从宏大的历史和地
理视角概述了气候变迁、各大洲地理环境的差异
对于农业多样性起源的深远影响，对农业发展的
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近代以来世界农业
发展模式三分天下的格局给予了详细阐释，进而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介绍了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丰富经验，能够为中国实施生态文明战略、
在两山思想指导下推动农业生态化转型走向可
持续路径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速读
重温山水城市理念，精绘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

□ 孙志亮

编者按：吴良镛先生提出的山水城市规划理念极具前
瞻性，对无锡的影响功不可没。山水城市的规划理念不仅
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生态化、可持续化大趋势，而且与

“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等新的城市
建设理念一脉相承。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无锡作为一座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宜居宜业的山水城市，得益于自然的馈
赠，更离不开超前的眼光与规划，离不开人们对它的保护性
开发与接力建设。近日，《凤凰卫视》在制作有关吴良镛先
生的专题节目时，专门采访了无锡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高级规划师孙志亮，详细了解了吴良镛先生指
导描绘无锡山水城市蓝图的往事。重温山水城市理念，努
力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吴良镛先生带给无锡的
山水城市理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必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
持续发挥作用。本报今日刊发此次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随地制宜，意匠独造。规划之艺术意或在此，谨与无锡规
划院同志共商讨之。 （吴良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