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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下午，山东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圆满闭会。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主
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决定任命郭
树清为山东省副省长，接受姜大
明辞去山东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决定郭树清为山东省代理省长。

在之前的全国两会上，姜
大明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部
长。

19日，郭树清，这位中国证
监会原主席被中央任命为山东
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尽管这次人事变动，属于
全国两会后中央对多个省份负
责人调整的一部分，但对于全
国一亿多股民和9000多万山东
人民来说，都值得特别关注。人
们希望尽快熟悉这位来山东工
作的证监会原主席。

本报记者通过采访郭树清
插队时的书记、大学同学、同
事、朋友、亲人及媒体记者，了
解到有关他从知青到证监会主
席期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
以便让公众更好地走近这位从
内蒙古走出来的“山东人”。

郭树清：
从哲学出发，与经济结缘
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郑雷

插队岁月

给知青们讲经济学名词

2013年3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四
子王旗红格尔苏木(苏木：蒙古语，介于
县与村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 编者
注)，依旧被白雪覆盖，北风中枯草摇
曳，稀疏的几排土墙房子，稀少的人烟，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草原。

这个位于四子王旗中北部的苏木，
因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锡拉木伦庙
闻名。如同40年前一样，这里依旧与繁
华的大城市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一条连
接四子王旗中心乌兰花和红格尔的公
路，也是这几年为了神舟飞船着陆才修
建的。

1974年，从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
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
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

郭树清一共有兄弟姐妹7人，其中5
个女孩、两个男孩。郭树清排名老三，上
面有两个姐姐，家境并不富裕。

当时的红格尔还被称为“公社”，一
共有9个大队。郭树清被分到阿日点力
素大队。那一年四子王旗一中往该大队
分了十几名知青，因为在学校期间表现
好，郭树清一开始便被任命为组长。

红格尔公社拥有广阔的草原，郭树
清来了之后，在阿日点力素大队书记杨
登扎布的建议下，开始跟当地几位汉族
老人学习种菜技术，再手把手教给当地
的蒙古族老乡。很快，队里的人也吃上
了新鲜的白菜、葫芦、葱和萝卜。

今年69岁的杨登扎布记得，郭树清
聪明、能力强、非常能吃苦，是当地人和
知青心目中的好青年。

“小郭不怕苦，领着当地人用泥土
盖房子。到了冬天，就领着大家翻地种
草。”杨登扎布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因为
郭树清会讲汉语、能力强，大队里很多
事情都交给他去办，所以他干的活也特
别多。比如去临近公社办事、运草，去物
资局运送木料和洗羊用的药水，郭树清
每次都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

每到冬天，草原上大雪纷飞，寒冷
彻骨。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一些知青抽
烟喝酒，打发寂寞艰苦的时光，郭树清
是红格尔公社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
酒的知青之一，郭树清对付寂寞和劳累
的方式是读书。

当时只是中学毕业的郭树清手边
就有成堆的书，汉语不好的杨登扎布甚
至连书名都读不全，但是杨登扎布知
道，这些书籍和资料有的是郭树清自己

存下的，有的是跟别的知青借来的，其
中很多书跟经济有关。

今年70岁的董正义，当年在红格尔
公社民族用品厂上班，他还记得“挺瘦
挺高、白白净净”的郭树清给知青们讲

“剪刀差”这个经济学名词时“头头是
道”的样子。

杨登扎布说，大队里很多知青都是
调走回城的，而郭树清是直接考上大学
走的，因为他一直没有放下学习。

离开红格尔后，郭树清还会经常给
杨登扎布打电话。2000年，郭树清从当
年一同插队的知青那里得知杨登扎布
腿不太好，生活比较困难，就通过邮局
给他汇去2000元钱。

“小郭给的钱不能乱花。”杨登扎布
用这钱买了台洗衣机，至今还在客厅里
摆着。

大学生活

同学叫他“蒙古牛”

经过三年多的插队磨练，1978年3
月，郭树清离开红格尔，考进南开大学
哲学系读书。

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
第一年，很多事情还未回到正轨。郭树清
读的是“哲学系1977级”，但直到1978年3
月才入学。

班上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年龄最
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几岁。虽然插队耽
误了三年，但郭树清仍然属于年龄小的
学生，有的同学直接喊他“小郭”。

已经退休的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
授许瑞祥，当年与郭树清同住一个宿
舍。在他眼里，年龄小他十岁的郭树清
就像个小弟弟，不爱说话，老笑眯眯的，
跟谁处得都不错。每次回内蒙古老家，
都会带些奶酪、酒之类的土特产，回来
跟同学分享。

刚开始，大家只知道郭树清是“内
蒙古农村来的，教学基础不好”，但很
快，郭树清凭借着勤奋好学，在大学里
崭露头角。

郭树清的同学、现任西安交通大学
中文系主任焦垣生回忆说，那时候同学
们学习很刻苦，教室晚上从不熄灯。后
来大家约定，谁走得最晚，谁负责锁门。
平日里，走得晚的学生能学到凌晨一两
点，同学经常在深夜教室里看到郭树清
的身影，“一半时间都是小郭锁门”。由
于拿走了钥匙，第二天一早，郭树清要
第一个来教室开门。

那会儿，郭树清已经显露出对经济
学的浓厚兴趣。焦垣生说，当时哲学系

的同学整天捧着一些经典哲学著作看，
而郭树清除了读哲学书，还经常捧着经
济学著作读。

郭树清的哲学也学得很好，他曾获
得哲学系第一届学生五四论文奖，1981
年他写的论文《论联系的普遍性》在人
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南开学报》上发
表。

郭树清的另一位同学、现任南开大
学哲学系教授阎孟伟认为，郭树清当年
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功底，使他的知识结
构比较全面，这对他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很有帮助。

“郭树清为人很随和，不张扬，但是
很好强，为人耿直，那时候他自己也没
想到将来会从政，就想多做点学问。走
上仕途那是后来的事。”阎孟伟告诉齐
鲁晚报记者。

焦垣生干脆给郭树清起了个“蒙古
牛”的称号，以形容他骨子里的那股

“倔”劲。多年后，郭树清任职证监会主
席，焦垣生还时常想起这个称号，觉得
郭树清想干好，还就得有那么一股“牛”
劲。

郭树清是典型的北方人性格，但焦
垣生记得，他也有害羞的时候。1977级
哲学系有七八十个学生，只有12名女
生，郭树清跟班上一个叫王颖的北京女
孩恋爱了。有一次，王颖生病了，需要回
北京治疗，但怎么让病中的王颖上车，
大家犯了难。后来焦垣生急了，喊了一
嗓子：“小郭，你赶紧把王颖抱上车去
啊！”结果“小郭”脸都红了，迟疑着就是
不敢伸手。

在同学的印象中，王颖是个干净利
落、很热心的女孩，曾在学校小树林里
教同学打拳。毕业后，两人一起到了北
京，郭树清考进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读研
究生。

焦垣生说，后来郭树清和王颖结
婚，夫妇俩在北京安家，经常一起去图
书馆看书。

郭树清王颖夫妇一直保持着从那
个年代走来的一些艰苦作风，家里的门
坏了，王颖都是自己维修；经济条件不
好时，王颖还会修鞋，甚至自己亲手制
造沙发。

眨眼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郭”
已经变成了老郭，当年的同学有的走上
仕途，有的依旧在做学问，但他们仍然
经常联系，同学见面，大家还是习惯喊
郭树清“小郭”，而他也很高兴。

（下转 B02 版）

内蒙古四子王旗一中，是郭树清读中学的地方。 本报记者 郑雷 摄

郭树清（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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