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2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周玉冰 | 组版唐玉梅 | 校对夏君

16
热线 0551-62620110
www.ahcaijing.com

耿彦波突“回”太原

2月8日，太原市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任命耿彦波为

太原市副市长，同时决定他代理太原

市市长。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2月3日，

《大同日报》头版刊发山西省委组织

部“干部考察公示”称，“在民主推荐

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研究，

确定耿彦波同志为（大同）市委书记

人选考察对象，现予以公示。”

短短5天，耿彦波的政途突然生

变。

5年前，耿彦波曾提出，2007年作

为太原的城建年，太原要“建设一个新

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

耿彦波又回来了。

“大同没了耿彦波”

大同市民却舍不得耿彦波。

听到耿彦波突然调走的消息，上

千市民自发送别，并有不少市民用泪

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舍情绪。

2月8日上午，大同市民在耿彦

波修复完成的东城墙下，发起“签名

留人”活动。正月初三，大同市民再

次联合签名，表达对原市长耿彦波的

留念之情。

在百度大同贴吧里，多名网友将

耿彦波调任的消息发出，网友纷纷留

言表达留恋深情。有人写道：“谁知

道耿市长穿四几的鞋，我想有天去太

原某工地给他送双。”

2008年2月，从灵石、榆次、太原

一路走来的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后，

雷厉风行地修路、种树、拆迁、造城，

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似乎

要让“煤都”大同瞬间“回到明朝”，坊

间因此赋予耿彦波为“造城市长”。

此外，也因其“白加黑”、“5+2”

的工作方式，曾多次晕倒在工作岗

位上，当地民众也有称耿彦波为“耿

黄牛”。

市民上街
签名留市长

一位市长被突然调离，引发众多市民的悲伤和不满，并签字

请愿要求留住市长。市长叫耿彦波，今年55岁，自2008年2月

出任山西省大同市市长，整整5年，其间在媒体上出现时，总被冠

以“造城市长”。

干部任用与民意“沸腾”

耿彦波清瘦、温和，软绵的山西口音，给

人以文弱的感觉。据说他年轻时能全篇背诵

《论语》。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对中

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独特的情结，“四书五经等

百读不厌。”

在城市化建设中，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走

一条以特色为引领的道路，如何避免被平庸

化浪潮所淹没，一直是耿彦波在思索的问题。

担任大同市市长前，在山西榆次市、太

原市，耿彦波都曾掀起过“城建风暴”。

耿彦波在大同的时候，百分之九十的时

间都是在城市工作的一线上，发现问题、处

理问题、解决问题。大同的很多市民都认

识他，走在街上工作的时候，市民们都跟他

打招呼。

在耿彦波看来，复兴历史文化名城是大

同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次机遇”。

随着城建盘子越来越大，与时间赛跑的

不仅是修复工程本身，还有——资金。根据

估算，大同市政府6年内的投资共计600多

亿元。这对于年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的大

同来说，压力不言而喻。

耿彦波的办法是，贷款、自筹、争取支持

资金和“经营城市”。

面对“沸腾”民意，2月13日，新华社官

方微博称，“从吕日周、仇和到耿彦波，这些

个性鲜明的官员，是中国官场上的另类。有

人批评他们‘专断’‘人治’，有人赞扬他们勇

于任事。其实，批评与赞扬都是正常的，我们

应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民意的制度化表达，让

更多官员能尽职尽责，扬长避短。”

据《东方早报》

耿彦波语录：

我担当（城建）这个责任，所以我

走到哪里都在漩涡中。

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

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逃得了

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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