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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宁波情有独钟

1984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作出了进一步开
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这是继举办
经济特区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
举 措 ， 掀 起 了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又 一 个 新 高
潮。在这次高潮中，邓小平同志非常关注宁
波，对加快宁波开发开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指 示 。 其 中 ，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 把 全 世 界 的

‘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
其实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已经关注到了

宁波。1983 年，在视察完江浙一带后，邓小平
留在杭州过年。一次交谈中，邓小平同志随口
说道：“我在公园里遇到过几个宁波人，他们
穿着香港式样的衣服。”细节记得那么深刻，
说明这些宁波人的气质打扮是很不错的。为什
么会联想到是香港式样的衣服，或许正是基于
此前邓小平同志在香港接触到的不少优秀“宁
波帮”人士，认为宁波与香港两地有着天然的
联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海外侨
胞和港澳台同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
作用，把几千万海外同胞看成是中国大发展不
可缺少的力量。如何更广泛地团结、发动海外
同胞参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
他思考和关注的焦点。在与“宁波帮”人士的
接触中，海外“宁波帮”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
注意。

宁 波 人 素 有 外 出 经 商 谋 生 的 传 统 ， 俗 谚
“无宁不成市”。近代以来，“宁波帮”长期称
雄于中国工商界。20 世纪中叶，“宁波帮”企
业家纷纷转向港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创业。他
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起飞的历
史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4 年，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四位是宁波籍人
士 。 在 为 数 不 多 的 “ 世 界 船 王 ” 中 ，“ 宁 波
帮”也占有二席。他们不但拥有巨大的财富，
而且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
能量。

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远见、外交家的敏
锐，预见到了海外宁波籍人士对促进宁波经济
和社会发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中国对外开放
后，一批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海外和港台工商
界人士开始踏足国内，包玉刚就是其中的代
表。他是当时享誉世界的船王，香港工商界举
足轻重的人物，在海外“宁波帮”中享有崇高
威望。邓小平同志 1981 年首次会见包玉刚后，
他们经常见面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包玉刚每
次到北京，邓小平同志都亲自接见或宴请，前
后共有 15 次之多。

宁 波 有 着 数 目 庞 大 的 海 外 “ 宁 波 帮 ” 资
源，具有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得到了邓小平
同志的关注和青睐。宁波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腾飞。

从沿海开放城市到计划单列市

1984 年初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
海和厦门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
功，提出除现有的特区之外，可以再考虑开放
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
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为 了 落 实 邓 小 平 同 志 的 这 一 重 大 战 略 决

策，1984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
院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部分沿海开放城市领导
干部座谈会，着重研究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进
一步开放问题。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参加了这
个会议，会后邓小平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葛
洪升恰巧被安排在邓小平同志的座位后面，邓
小平主动和他握手。“这是我第一次与邓小平
握 手 。 握 着 他 的 手 ， 你 会 感 到 温 暖 和 有 力
量。”多年以后葛洪升深情回忆。

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后，中央正
式宣布了包括宁波、温州在内的 14 个进一步对
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
是继举办经济特区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
重大战略举措。

1984 年 8 月 1 日，宁波对外开放仅仅三个
月，邓小平同志就亲自过问宁波的对外开放问
题。他在北戴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
委员谷牧询问起沿海城市的开放情况，特别关
切地问到“宁波怎么样”，谷牧向他作了简要
汇报。听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同志说：“宁
波 的 事 情 好 办 点 ， 宁 波 有 那 么 多 人 在 外 边 ，
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
宁波人。”邓小平同志还说：“宁波的民航机
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拿出来，交地
方使用；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
好对外开放工作。”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 把 全 世 界 的 ‘ 宁 波 帮 ’ 都 动 员 起 来 建 设 宁
波。”

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指示精神，1985 年 10
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宁波主持召开宁波开
发和发展现场办公会。1985 年 11 月 23 日，国
务院成立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谷牧担任组
长，12 个部委、2 家银行和浙江省、宁波市共
16 人为协调小组成员，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
从 第 一 次 会 议 开 始 到 1988 年 3 月 最 后 一 次 会
议，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 3 年间先后
在北京、深圳、宁波召开了 6 次会议，协调解
决了当时涉及宁波的几乎全部重大问题，包括
实行计划单列、港口建设、栎社机场建设、城
市总体规划等。

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专门设立协调小
组，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绝无仅有，这是国务院落实邓小平同志加快宁
波开发开放指示所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对宁
波加快开发开放与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在协调小组帮宁波办的众多实事、解决的
许多重大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帮助促成了宁波
计划单列。

1984 年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宁波一下子成
了国内外的投资热点，仅 1984 年和 1985 年两
年，就完成了城市建设工程量近 1 亿元，相当
于前 32 年的总和。这种对投资的“饥渴”让宁
波感觉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城市各项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宁波进一步的改
革开放。

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宁波的发展速度
不会慢”，宁波要和大连比一比。但从各项基
础设施来看，宁波落后得实在太多，根本不在
一条起跑线上。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
办公室和宁波市整理了一份宁波和大连城市基
础设施方面的对照表，表中所列的数据宁波都
不足大连的一半，其中最关键的财政收入，宁
波全年可用机动财力仅为 2600 万元，而工业产
值和宁波相近的大连，留用资金是宁波的 4.2
倍。因为大连已经实行了计划单列。

当时的宁波市委领导就想争取宁波计划单
列，但以当时宁波的地位和经济实力，难度可
想而知。在协调小组的不断协调努力下，1987
年 2 月 24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对宁波实行计划
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
波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宁波实行计划单列后，扩大了经济管理权
限，增强了财力，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的重要会
议，逐步增强了自主管理经济的能力，迎来了
崭新的发展起点，一批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推
动作用的大项目落户，从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发
展高潮，在国内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宁波得以实行计划单列，除了协调小组的
承上启下和多方协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邓小
平同志那几年特别关注宁波的开发开放，对加
快宁波的发展寄予厚望，作出了重要指示，这
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在条件极
其困难的情况下，仍决定支持宁波计划单列的
根本原因。

指示建设“东方大港”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对宁波情有独钟，除了
“宁波帮”的人文优势，还有“宁波港”的地
理优势。

宁波自古就是港口城市。汉武帝年间，宁
波沿海就成为舟师行动的起碇地。到了唐代，
宁波成为中国四大港口之一，各国贾舶交至。
宋代，宁波是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更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

宁波甬江口东侧、金塘水道南岸的北仑港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7.5 公里长的深水岩
壁海岸线，海域水深 20 米以上，能吞吐 30 万
吨 级 巨 轮 ； 地 处 我 国 大 陆 沿 海 中 部 与 长 江

“T”字形航线的交汇口，位置适中，辐射便
捷，自然条件优越，风小港阔，不冻不淤，被
誉为中国港口的“皇冠”。

1984 年 8 月，邓小平同志对主管交通工业
工作的副总理李鹏讲，他主张“宁波建设东方
大港”。1985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与国务院主要
领导谈对外开放时又说，“包玉刚先生说，宁
波可以进 25 万吨的货轮，是少有的理想港口，
25 万吨船的运输成本可降低 30%。”“发展金三
角 （长 江 三 角 洲）， 如 果 把 上 海 、 宁 波 连 起
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同
志的这一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意义十分重大，
既要求中央在全国发展的战略、规划、决策
上，充分发挥北仑港的作用，也给宁波指明了
发展方向。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1985 年，国
家正式把北仑港确定为全国四大国际中转港之
一。1988 年初，中央主要领导在宁波考察之
后，国务院决定建设沪杭甬和沪宁高速公路，
把北仑港与上海及整个长江三角洲连起来。同
时，中央决定在北仑港建设大型集装箱码头。

199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国务院总理
李鹏亲率国家计委、交通部、能源部和中国石
化总公司、国家旅游局、国务院特区办、国务
院研究室等国家部委的七位部级领导专程来宁
波视察指导工作，对宁波港口地位、作用和事
关宁波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和决策，并欣然命笔：“洋洋东方大港，改
革开放前哨”，对宁波的经济社会发展寄予厚
望。

1992 年 5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共宁波市委召
开七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明确了建设“东方
大港”的远期战略目标，制定了“以港兴市、
以市促港”发展战略。围绕这一发展战略，宁
波市着力进行了港口建设和以港口为中心的集
疏运网络建设，大力发展临港型工业，推动城
市工业化、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和港口国际化
发展。

港口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也是宁波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实行港口与城市有机互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潜力
不断释放，宁波在全国和全省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迅速提升。

宁波从此有了综合性大学

宁波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1984 年，
全国有 36 所高校的校长都是宁波人。然而由于
历史原因，直到 1986 年前，宁波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却还没有一所综合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于是，创
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宁波构织一个孕育人才
的摇篮，成了宁波人一个共同的梦。从 1982 年
开始，宁波市人大代表在市人代会上多次提
出，建议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市政府也
曾多次努力，终因财力有限未成功。

1984 年邓小平作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
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为宁波建
设综合性大学指明了一条路。当年，宁波市
委、市政府决定派人到香港拜访包玉刚，请他
回家乡考察、探亲，其中的第一目标就是想请
包玉刚在宁波捐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一想法
得到了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的同意。

这年的金秋时节，包玉刚回到阔别 40 多年
的家乡。当得知宁波尚无一所综合性大学，而
家乡人民正在酝酿创办时，回宁波才三天的他
欣然决定出资 5000 万元创办宁波大学。他说：

“ 宁 波 面 积 是 香 港 的 10 倍 ， 人 口 与 香 港 差 不
多，香港有 5 所大学，而宁波没有一所综合性
大学怎么能行呢？”

同年 12 月 19 日，宁波市市长耿典华与包
玉刚在北京签署了捐资创办宁波大学的 《洽谈
纪要》。邓小平同志对包玉刚造福桑梓的善举
深表赞许，并欣然答应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宁波大学于
1985 年动工，1986 年 10 月建成。邓小平同志还
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宁波参加奠基仪式和开
学典礼。至此，几代宁波人的一个共同梦想终
于实现了。在一代代宁大人前赴后继的努力
下，宁波大学不负众望，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宁波帮、宁波
港和宁波发展的一系列指示，对宁波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他日理万机，心系天下，却对
宁波这样一座普通城市的工作抓得这样细这样
深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不图
虚名、求真务实的作风，也体现了他希望国家
尽快富强、人民早日富裕的殷切愿望和高度责
任感。

可以欣慰的是，当今天宁波人民深情缅怀
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之时，他对宁波的每一个
关怀、描绘的每一个蓝图，都已化作美好的现
实。而“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的故事”，也在
浙东大地久远地述说着。

1984 年 8 月 1 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

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对于宁波人民来说，他不

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更是

宁波这座城市对外开放、现代化转型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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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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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部分成员合影。

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谷牧关于
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汇报，在谈到宁
波工作时他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
员起来建设宁波。”

撰文 王 益 东部新城美景。（陈乾斌 摄）

宁波舟山港。（陈结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