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活”与“死”的

辩证统一的 关 系，充分认识到“搞死”一些企业

是为 了“搞活”更多的企业。因 为“该死”企业的

“死”，可以 使国家积聚有限的资金、能源、原材

料和人力，投 入到一些技术含量高，产品 适销对

路，投入产 出比 率较高的企业，为“搞活”企业创

造条件，对于一个能源 紧张、资金匮乏、原材料

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的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搞活”企业是一个 整体的概念，是以 提 高整个

经济的效益为前提的；而“搞死”只是就 个别“该

死”的企业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正 确认识“活”与“死”的关 系，才能制定好

符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政策。当然，

对于那些通过采取 措施，还可焕发生命力的企

业，“救死扶伤”也 是必要的。

“搞活”与“搞死”从另一方面反映 了宏观经

济环境与企业约束机制的关系。在一部分人的

观念里，以 为搞活就是给企业创造无限宽松的

经济环境，就是减税让利，是十分错误的。搞活

企业的关键是转换企业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

如果不让“该死”的企业“死”去，企业就 没有危

机感，就会使一部分企业以“搞活”为名，不注重

经营机制的转换，不注重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

仍旧吃国 家的“大锅饭”。“搞活”也就 成了一句

空话。相反，让那些“该死”的企业“死”去，就 可

使“活”着的企业警钟长鸣，防微杜 渐，深化改

革，建立健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永葆青

春的活力。

关于“搞死”“该死”的企业，过去，我们 主要

是依靠行政手段 实行“关、停、并、转”，虽然也 起

到 了一定的作用，但手段 单一，随意性较大，有

的甚至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企业

走向市场，搞活企 业需要形成新的运行机 制，

“搞死”企业也 有了新的内涵。《条例》规定，企业

可以 通过转产、停产 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

产等方式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要改变过去单一

的以 行政手段 为 主的方法代之 以 运 用 经 济 手

段、法律手段 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对企业进行调

整，“搞死”那些“该死”的企业，搞活 更多的 企

业。

艺苑一位脱贫户的心里话

上联：三间东倒西歪屋

下联：一对四 肢不全人
  横批：何 日 翻身

上联：红鲤摆尾摇金浪

下联：瓜果飘香庆丰收
  横批：感谢财政

我叫张代银，上 面 两 副 对联是我分别 于

1988 年春节和 1992 年春节作的。我家住湖北

省荆门市官垱 镇张庙村，夫妻两人都下肢残废，

家境一直十分贫困，全家四 口 人住的是破草房，

穿的是救济衣，吃的是返销粮。1988 年春节到

了，看到别家孩子穿红戴绿，两个孩子也挤在我

身边，吵着闹着要新衣、买鞭炮，可是穷啊！苦闷

之余，我在茅屋前贴 了第一副对联。春节过后，

财政所李所长、熊所长带着几 个同志来到我家，

拿出 100 元钱说：孩子快 上 学 了，你把这钱 拿

着，替孩子交学费，千万别让孩子荒废学业。在

闲谈中，我对李所长说 ，我虽是残废人，但 对养

鱼 在行，可一无钱二无塘，有力无处使。李所长

知 道这一情况，连忙找来了村干部，商议把村里

废弃的鱼塘让我承包下来。几 天后，财政所的同

志又 给我送来1 000元周转金，帮助 购回 10 000

尾鱼 苗，1.5 吨饵料。见财政所真心帮我脱贫，

我养鱼的信心、劲头也 更足 了。我干脆在鱼塘边

搭起简易棚，吃住 在那里，与 鱼 为伴。一年下来，

光卖鱼收 入就 达 1 万 元。1989 年春 节，我家破

天 荒大人小 孩每人做 了一套新衣服。三十晚上 ，

孩子们拖着长长的鞭炮放 了 15 分钟。1990 年，

财政所又建议 我在塘边种柑、喂猪，专门替我购

回 种柑指南书，请来外地专家为我家柑树嫁接、

剪枝。1991 年柑桔开始 挂果，一年下来产柑桔

2 000公 斤，创 收 入 2 000元，喂 猪、养 鱼 获 得

5 000元。这年我推倒了破草房，请人盖起 了三

间瓦房，春节前全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于

是，在新瓦房门前我又 写了第二副对联，以 表达

我对国家、对财政干部的感激之 情。

（马学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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