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人文minzhuxieshangbao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淑娟
e—mail:253611572@qq.com
联系电话：0931—8926371

甘
肃

（接一版）

在宕昌县南河采砂产业园，机器轰鸣，工人忙

碌，大家正在为投产运营做最后的准备。产业园项

目负责人告诉视察组，这个采砂园区采用压滤系

统，将砂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泥水全部打入浓缩罐

内迅速沉淀，沉淀后的清水循环利用，分离的泥浆

则用于制砖、园林绿化、平复河道等用途，真正实现

了“封闭式、工厂化、生态型、高环保”的生产标准，

完全避免了污水直排，杜绝了传统砂厂的小、散、

乱，实现了资源的集约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

经济发展双赢的路子。

视察组了解到，陇南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严格落实从取水到用水、排水全程各阶段联

合管控，全市范围内取水口均办理取水许可电子证

照，建立信息化管理制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取用水行为。2021年全市地表水用水量1.534亿立

方米，地下水用水量 0.1998亿立方米，地下水用水

量仅占总用水量的12%，通过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

切实保护水资源，实现了用水“双控”目标，水生态

环境不断向好，全力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有力支撑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问题为导向推动水资源高效利用

天水，虽因“天河注水”得名，但却是一座资源

型缺水和工程型缺水并存的城市，全市水资源呈现

出人均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调蓄能力偏低

等特点。

为此，天水市有关部门向视察组建议，要科学

构建水资源配置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引洮供水二期

天水配套工程、曲溪城乡供水工程，构建全市骨干

水安全供水网络，打通跨流域、县区水资源调配通

道，逐步解决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问题；同时，不断

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

束制度，引导工业企业实施循环化改造，加强再生

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陇南，虽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2542立方米，是

全省人均量的 2.3倍，亩占有量 806立方米，是全省

亩均量的 2.2倍，但水资源利用和管理难度大等问

题十分突出。比如，节水载体创建和非常规水源利

用量需进一步加强，缺少中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回

收利用基础设施，中水仅靠机械运输少量回用，无

海绵城市等大型雨水收集利用建设项目；从城乡居

民用水看，西和、礼县、宕昌、徽县、康县等 5个县无

远期保障水源工程，需建设骨干水源工程。

为此，陇南市有关部门向视察组建议，建立健

全取用水监测计量体系，实现计量全覆盖，全面推

进用水管水向精细化迈进；进一步争取河湖健康评

估、美丽幸福河湖示范创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建设，加快把陇南建设成为甘肃绿色发展

典范城市；同时，加大节水工程建设，申请中央各类

水利项目资金和专项债券，构建水利工程体系，提

高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构建现代水治理体系，加

大农业、工业、城镇管网等节水改造，促进雨水、中

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加快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接一版）比如，张掖市政协深入开展政协协商向基层

延伸工作创新提升活动，按照“籍贯回乡、住所就近、方

便参与”的原则，将政协委员选派下沉到乡镇、街道委

员工作站和协商议事会开展工作，在协商全过程中凝

聚起了强大共识。二是用好建言资政“智囊团”。把凝

聚共识贯彻政协委员履职全过程，通过整合智力资源

和统筹发挥委员专长的集合效应，切实为党委和政府

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智力支持。比如，张掖市政协

聚焦各类重点调研视察课题，组织有关界别政协委员

带着问题、带着政策进行调研履职，通过建言资政和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促进协商理念融入社会生活各方

面。三是畅通政情民意“直通车”。一方面要定期召开

政情通报会，让委员了解外情，知晓上情，熟悉内情；

另一方面，鼓励引导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和基层一

线，把凝聚共识工作延伸到委员所在领域，延伸到基

层群众。比如，张掖市政协组织开展政协委员走访联

系界别群众和助力“四城创建”志愿活动，定期征集编

印《社情民意信息汇编》报市委、市政府参阅。

三、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关键是要在健全完善制度

机制中为政协委员履行凝聚共识职责提供保障。推动

政协委员有效发挥凝聚共识的职责和作用，需要从制

度设计上把凝聚共识融入委员学习教育、履职实践、考

核考评全链条，健全完善理性有序的双向发力机制。

一是延展汇聚共识的工作链条。构建“横向协同、纵向

联动”工作链条，健全完善上下贯通的联系走访制度，

经常性开展协同履职，更好发挥政协系统整体优势。

比如，张掖市政协建立联系工作暂行规定、主席会议成

员联系和走访委员、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等相关制度，构

建形成了两级政协千名委员联系万名界别群众的共识

传播链条，切实提升了凝聚共识工作整体效能，实现了

履职成效最大化。二是健全增进共识的工作机制。要

健全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建立完善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同参加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经常性联系和与

党外委员谈心谈话制度，寓思想政治引领于团结民主

中。比如，张掖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每年深入联系市

级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联系走访工作不少于 2次，党

员委员联系走访党外委员不少于1名，及时通报市政协

工作情况，听取对市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关注党外委

员履职情况，关心党外委员思想、工作和生活，有力拓

展团结联系社会各界人士的新渠道，形成了多方聚智

汇力的良好局面。三是建立凝聚共识的评价机制。要

将凝聚共识工作评价机制纳入政协协商议政质量评

价体系，进一步激发委员履职热情，增强委员履职实

效。注重就凝聚共识工作存在的问题开展协同调研，

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研究解决共性问题，切实增

强凝聚共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张掖市政

协将凝聚共识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纳入政协委员

年度考核，对政协委员履职进行计分、量化考评，有力

提升了凝聚共识工作的规范性和实效性。

（作者系张掖市政协主席）

让“五水”共治润泽大美幸福城 强化思想引领 优化履职保障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凝聚共识中的主体作用

1911年10月10日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

发动起义，两天后，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

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首

义之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脱离

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大势已去的清

政府发布清帝退位诏书，结束了清朝的历史，这也意味

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这样一场在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肇始于

武昌起义，之后迅速传导到全国大部分省份的，旨在推

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就是辛

亥革命。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的纪念年，

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重温辛亥革命在甘肃不同寻常的历

史。

最晚的共和

武昌首义之后，西北三省积极响应，最早响应的省

份是陕西，其次就是甘肃，最后才是新疆，但最终甘肃

成为全国最晚承认共和的省份。甘肃的辛亥革命过程

可谓异常的曲折复杂，充满着艰难险阻。

陕西与湖南同一天起义，属于最早响应武昌起义

的省份。在陕西，哥老会与刀客等会党组织颇为活跃，

尤其是哥老会，其势力广泛渗透到新军之中。武昌起

义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在西安的同盟会与会党联合，于

10月22日成功发动起义，西安全城光复。随即，陕西

各属地相继光复。25日，革命党人与会党首领联合组

织军政府，张凤翙正式担任大统领。

当时陕西和甘肃两省同在陕甘总督治下，两省联

系紧密，陕西光复的消息传到甘肃后，极大地振奋了甘

肃人民反清起义的革命精神。清代甘肃包括现在的甘

肃、宁夏和青海的一部分。当时甘肃各地先后爆发了

宁夏起义、西宁反清暴动和陇东、陇南、河西的三陇起

义。虽然这几次反清起义和暴动最终都失败了，但是

这几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甘肃的封建统

治，更表明辛亥革命的火种很早就在甘肃的土地上燃

起过烈焰。这革命烈焰最终都被扑灭，说明当时清朝

在甘肃的统治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在凶狠镇压甘肃境内各地反清起义的同时，当时

坐镇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和从西安逃到兰州的前任陕

甘总督升允又迅速组织军队前往陕西镇压革命。11

月中旬，长庚组成“援陕各军”，主要由驻河州的马安良

的精锐军（俗称西军）和驻兰州的陆军第一标陆洪涛部

的振武军组成攻陕东路军；由驻固原的提督张行志部

的壮凯军组成攻陕南路军；另调崔正午的回军五营与

黄钺新军一营组成骁锐军，由黄钺统领，开赴秦州（天

水）。

长庚将甘肃攻陕的东、南两路大军全部划归升允

统率。攻陕甘军虽然给陕西革命政权造成了很大的损

失，但是并未能彻底击败陕西革命政权，在攻打乾州陷

于胶着后，双方在多个地区形成了互有攻守、互有胜负

的对峙局面。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

长庚、升允向甘军隐瞒消息，仍命令部队继续攻陕。后

来，陕西革命军向甘军宣布清帝已经退位，攻陕甘军将

领马安良等拒绝继续攻陕。长庚、升允技穷，1912年3

月2日，甘陕双方议和。

此后不久，黄钺于3月11日在秦州举行起义，建

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自任甘肃临时都督。黄钺是

1906年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他利用其父黄万鹏

（原新疆提督）与长庚的旧谊，于1911年春从湖南长

沙来到兰州，得到长庚信任，被任命为督练公所总参

议。甘军攻陕的同时，长庚命黄钺统领骁锐军开赴秦

州。黄钺早就想发动起义，无奈麾下崔正午不服黄钺，

带领回军五营脱离黄钺，黄钺只剩下一个营的新军力

量，不能轻率发动起义，直到3月11日，经过比较充分

的准备后，才适时地发动了起义。这是整个辛亥革命

时期全国范围内最后一次起义，在当时受到全国广泛

关注。但是4天之后，即3月15日，在甘肃省城兰州，

布政使赵惟熙等致电北京袁世凯承认共和。之后，长

庚被迫辞职，3月19日，兰州正式宣布共和。至此，甘

肃成为全国最晚承认共和的省份。

大时代催生的共和

辛亥革命期间，甘肃响应革命的起义既早且多，但

除了最后的秦州起义之外，都以失败告终。直到清帝

退位1个多月之后，甘肃才完全承认共和，成为全国最

晚承认共和的省份。在此之前，甘肃就像清朝统治的

最后一个堡垒，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造成这一情势

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甘肃地处西北内陆，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落

后。辛亥革命前，甘肃知识分子出省参加革命团体的

十分有限，出国留学的更少。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

京成立时，会员中唯独缺少甘肃籍的留日学生。这就

造成在辛亥革命前，甘肃省内有革命觉悟的人很少，往

往是省外的革命党人进入甘肃开展革命活动，但也是

比较有限的，他们对甘肃民众的革命宣传、组织动员工

作开展得都不够深入。当时甘肃虽然有不少反清的会

党存在，但会党成员往往没有清晰的资产阶级革命意

识，只有当他们得到外来的革命党人启发指导后，才有

可能真正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

辛亥革命期间，甘肃各地反清的起义、暴动虽然此起彼

伏，但除了最后的秦州起义之外，其他历次起义、暴动，

严格来讲，都很难算是完全在革命党人领导下举行的

起义。像宁夏起义，虽然得到了陕西革命党人的很大

支持，但起义的领导者主要还是会党成员。另外，像青

海的反清暴动，领导者中有不少是过去义和团的成员，

他们供奉自己的“皇上”，习练各种“神术”，带有明显的

封建迷信色彩。

其次，清朝统治者长期将甘肃视作西北统治的核

心省份，对甘肃的经营十分用心，投入很大，长期积累

之下，就在甘肃打下了一个相对比较厚实的统治基

础。当时的甘肃，虽然在人口、经济的规模上比不过陕

西，但是因为地域广大，又处在西北枢纽位置，因此在

政治、军事上对西北的辐射影响力比陕西要大，也正因

此，陕甘总督的治所设在了甘肃兰州。当陕西宣布独

立，脱离清朝后，清廷立即命令河南、甘肃两省分别从

东西两面夹攻陕西，但是由于河南大量清军先前已被

抽调去攻打湖北，因此坐镇兰州兼辖陕甘两省的总督

长庚就必须迅速组织甘军攻陕，甘军就成了攻陕的主

力军。当时甘肃西边的新疆尚未爆发起义，甘肃境内

的反清起义也很难真正起势，因此，陕甘总督长庚可以

比较放心地大量抽调甘军攻陕。

再次，攻陕主力——甘军有“勤王”传统，保清意识

较强。甘军是晚清兴起于西北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

其创建者是董福祥。董福祥自同治年间开始追随左宗

棠在陕甘、新疆征战多年，后来独当一面，成为甘军领

袖。1900年庚子之变，董福祥受命率甘军进京勤王，

抗击八国联军。辛丑议和时，列强坚持要将其处死以

谢罪，但清廷考虑到他在西北声望素著，因此，最后只

是将董福祥解除职务，将其所部甘军大加裁撤，遣回甘

肃。1907年董福祥病逝后，所部甘军分化为两大系

统：一为张行志的壮凯军，驻守固原，率陆洪涛、张兆钾

等汉族将领及马国仁等回族将领分驻陕西及甘肃东部

各地；一为以马安良等为首的回族部队，驻节西宁、张

掖、宁夏等地，统领甘肃西军。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

可资利用的甘肃地方军队依然主要是董福祥去世后分

化的两大甘军系统。他们有“勤王”传统，保清意识较

强，因此在他们得悉清帝退位之前，一直比较积极地攻

陕，同时积极镇压甘肃各地的反清起义。

最后，除了甘军，甘肃当时还有一批坚定的保皇权

势人物，主要是铁心保皇的前后两任陕甘总督升允和

长庚，以及一批强烈反对共和的汉族官绅。

长庚曾经担任过十几年的伊犁将军，还曾担任过

兵部尚书，1909年从伊犁将军调任兰州，接替升允担

任陕甘总督，可谓西北政坛上的常青树、不倒翁，长期

被清廷倚为“西北长城”。年轻一点的升允则是在甲午

战败后不久才被分发到陕西任职，但却很快成为西北

政坛的后起之秀。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升允先是统

领陕西威武新军拱卫京师，之后又在山西为慈禧“西

巡”保驾护航。因勤王护驾有功，升允曾先后三次受到

慈禧召见，得到快速升迁，1901年升任陕西巡抚，1905

年升任陕甘总督，1909年因上书反对立宪无果，愤而

辞职。1911年陕西光复后，升允从西安逃至兰州，积

极鼓动长庚派甘军前往陕西镇压革命。很快，长庚奏

请清廷任命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统率甘军攻陕。直到

清帝退位，长庚、升允仍不甘心，命令甘军继续攻陕，妄

图攻占西安，像庚子之变时那样，在西安迎驾清帝，将

西北作为清朝恢复全国统治的根据地。

再说当时甘肃一批强烈反对共和的汉族官绅。陕

西民军起义成功后，当时在兰州的一批汉族高官也积

极要求镇压陕西革命，其中尤以彭英甲和赵惟熙等人

最为积极。彭英甲当时是署理甘肃提法使，他和巡警

道赵惟熙联合布政使刘谷孙、劝业道张炳华一起请求

长庚举兵攻陕。彭英甲当时还兴奋地对僚属说：“革命

党何能为？谋起事者愈多，乃我辈升官发财之日大

至。”自告奋勇要求随最早开拔的东路军开赴陕西前敌

效力。经长庚电奏清廷，改授彭英甲为陕西布政使，负

责东征军总营务处（相当于总参谋长）。此外，彭英甲

和赵惟熙还劝长庚不要信任黄钺，更不要让黄钺指挥

军队，因为他们怀疑黄钺是革命党。长庚原本让黄钺

统率十营新军，听了彭英甲他们的话后，只让黄钺率一

营新军，并且派崔正午率五营回军随黄钺同行，暗中监

视黄钺。结果黄钺在秦州发动起义的时间大大向后推

迟了。另外，当时甘肃省内还有一批士绅名流也坚决

反对共和，他们主要集中在省谘议局内。他们不仅直

接参与了东征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而且还代表甘肃谘

议局致电袁世凯、伍廷芳反对共和。

综上所述，甘肃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反

对共和的各种势力还比较强大。虽然甘肃是全国最后

实现共和的省份，但是就当时甘肃实际的省情而言，甘

肃能够在武昌起义后不到半年就步入共和，节奏已经

算是相当快了，可谓辛亥革命大时代催生的结果。

走向共和的时代缩影

辛亥革命时期，甘肃走向共和之路充满险阻和曲

折的历程，与当时中国的整体趋势和格局又是何其的

相似，可以说甘肃正可被视为整个中国走向共和的时

代缩影。

辛亥革命自武昌起义之后，迅速在全国大部分省

份形成骨牌效应，但清政府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推翻

的。很快清政府就重新起用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向南

进攻湖北等已经光复的省份。之后又很快从南北对

抗的局面进入到南北议和的局面。再之后，孙中山回

国，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对革命阵营和清廷

同时展开威逼利诱，最终迫使清帝退位，承认共和，又

迫使孙中山接受袁世凯取代自己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

统。

甘肃辛亥革命大体也是如此这般的曲折走向。在

陕西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后，甘肃各地也是迅速响应，但

并没能一下子推翻清朝在甘肃的统治。清朝在甘肃的

统治者迅速组织力量一方面镇压甘肃省内的各地起

义，一方面又东征攻陕。之后，在陕甘之间形成了东西

军事对峙的局面。清帝退位后，很快陕甘之间完成了

军事议和。再往后，黄钺在秦州成功举行起义，建立了

甘肃省临时军政府，自任都督。但很快，署理甘肃布政

使赵惟熙在兰州也宣布承认共和，建立甘肃军政府，要

求黄钺取消临时军政府。最后，大总统袁世凯任命赵

惟熙担任甘肃都督。

原先镇压革命的前清大官僚袁世凯最终取代了中

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原先镇压革命的前清甘肃旧官僚赵惟熙最终取代了甘

肃辛亥革命的领袖黄钺当上了中华民国甘肃省都督。

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全国和甘肃的历史进程和结果何

其相似。辛亥革命，无论是狭义定义的自武昌起义开

始，还是广义定义的自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开

始，在其革命过程中，真正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党

人的力量一直是比较弱小的，他们只有积极联络各种

反清的会党力量，才能有机会取得局部起义的成功。

但总体上，中国的广大民众并没有被充分地宣传动员

起来参与到辛亥革命运动之中。这就导致在进入民国

后，不仅甘肃，整个中国，社会新的统治阶层还是旧式

的派别和群体，新式的社会精英和新式学生群体尚未

大量出现。各种封建势力和守旧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地

支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反封建仍然是共和

中国的时代主题。

110年前的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

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是辛亥鼎

革却不再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重复，而是开启

了中国的崭新历史，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亚洲第一

个共和制国家。孙中山对共和中国寄予了各种美好的

期望。早在1894年兴中会创建的时候，他就率先喊出

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进入民国之后，孙中山撰写了

《建国方略》，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

图。其中对于开发西北，建设甘肃也作出了具体的规

划，认为开发西北，交通建设首当其冲，详细制定了“西

北铁路系统”，而甘肃省会兰州则是其中极重要的交通

中枢。

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方略设计，对于开发

西北、建设甘肃的具体规划，不仅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

付诸实施，而且在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也没有能够取得

多少切实的成绩。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

立新中国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步入历史

正轨。经过72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中国，正如习

近平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指出

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

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

实”。对此，我们身处今天欣欣向荣的陇原大地，在回

顾辛亥革命时期甘肃走向共和之路的艰难而曲折的历

史，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的时候，无

疑更有一番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感悟。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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