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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出台，所以各地对摆

摊都采取禁、关措施，

但农民穷啊，便偷偷摸

摸的干，打不倒、关不

掉、禁不住、赶不跑，

群众摆摊之事，成了义

乌县政府头疼的大“包

袱”。

每天给谢高华反映

问题的材料一大堆，这

边要打击倒把，那边要

摆摊生存，而农民要活

路，要着要着就要到了

谢高华面前。

1982年5月的一天，

走投无路的小商贩冯爱

倩鼓足勇气，把谢高华

堵在县政府门口，向他

讨说法：“我们饭都吃

不饱，做点小生意养家

糊口不容易，你作为父

母官应该多支持我们。

不 摆 摊 我 们 吃 什

么?”

冯爱倩大声诉说着

委屈。

听完她讲述的，谢

高华深思熟虑后，拍板

了：“你继续摆摊，有

人来查就说谢书记同意

的。”

也 就 是 这 一 次 对

话，改变了整个义乌。

之后谢高华调查具

体情况，坚定了开放义

乌市场的决心。

但当时农民有“三

个不准”，凡是涉及米

面、棉花和木头产品，

农民一概不得办厂加工

和自由销售。

可 谢 高 华 ， “ 叛

逆”而行，农民致富无

罪，繁荣市场有功。

1982年6月23日，谢

高华主持召开县委会，

明确提出四个允许：

允许农民经商、允

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

道竞争，允许开放城乡

市场。

他一锤定音：

“ 出 了 问 题 我 负

责，宁可不要‘乌纱

帽’！”

“只要对义乌发展

有利，我签!”

“只要对义乌发展

有利，我干!”

“只要对义乌发展

有利，我做!”

但县委也不免忧心

忡忡，既无明确政策也

无先例的状况下，开放

小商品市场，这无异于

踏足一条无人走过的“

禁区”，谢高华，担着

巨大的风险。

没 有 先 例 ？ “ 叛

逆”的谢高华，再次敢

为人先，9月初和县委一

起发出市场开放通告，

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

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

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时 人 惊 呼 ： 计 划

经济下“开闸放水”，

石破天惊之举，一场伟

大的革命，从义乌开始

了。

三天后，义乌小商

品市场正式开业，当天

人潮涌动，交易摊位爆

满，市委书记来参观，

车在几百米外就开不进

来。

多达5 0 0 0人的市

场，预示了一个不平凡

时代的来临。

而随着义乌小商品

市场的兴起，导致国营

商业面临严峻挑战。

谢 高 华 面 临 的 压

力也越来越大，质疑喧

嚣：

“谢高华不关心国

营和集体经济，只关心

个体经济。”

回忆起谢高华面临

的多面重压，当年的县

委办公室的秘书说：

“面对质疑之声，

谢书记干脆利落地回了

一句话：

你有本事开，没有

本事就关门，

大家和老百姓一起

公平竞争做生意。”

有次下乡调研，工

商部门发现该村不止一

处代销店，指责这是违

法经营。

因为规定是一村开

一店。

谢高华立即说：“

你们不要吃饱饭没事

干，只要百姓需要，他

们想开几家都可以，不

要去限制”。

谢高华还在大会上

放狠话：

“你们所有部门，

谁如果不执行县政

府的决定，你那个庙我

拆不掉，庙里的菩萨随

时可以搬掉！”

这位已经55岁的老

人，用瘦弱的身躯，替

义乌的百姓，扛下了来

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而 开 放 小 商 品 市

场后，谢高华要闯更大

的“禁区”。

因 为 商 品 不 标 价

格，没有发票，往往上

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

如何收税成了一个大问

题。

经过讨论，他拍板

了在市场，推行“定额

计征”税制，即对每个

摊位设固定计税额，目

标额度之外收入不再计

税。

“给够国家的，留

够市场的，剩下的都是

自己的”，这又是一项

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

举措，实实在在的惠利

于民。

但 这 样 的 开 创 ，

属于税收包干，违反税

法，谢高华摊牌算账，

虽据理力争拿下试行

权，但还是在1984年，

被调离义乌。

改 革 者 必 然 在 争

议中前行，据说针对他

的告状信少说也有一麻

袋。

可这位平常心的老

人，言及仕途中个人际

中国最“叛逆”书记去世  中
 他做的事让99%的国人不敢想......

冯爱倩晚年，展示与谢高华合影 义乌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

义乌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