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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三三制」的民主實踐

宿正伯

連載連載2121

陳
堅環境就是生產力近年來，隨着中國環保意識逐漸增強，城市的環境質量亦普遍呈現恢復態勢。在福建龍岩市港區政協委員、龍岩新東陽環

保淨化有限公司董事長、龍岩旅港同鄉會會長陳堅看來，環境就是生產力。他更關注當前仍需努力改善的問題：在城市環境

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環境問題卻越來越突出，各種污染與生態問題交織在一起，生態破壞日益嚴重，農村的環境問題已是

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盧麗寬

作為連任三屆的龍岩市港區政協委員，積極調研提
交提案並盡力推動其落實，這是陳堅對履職政協

的執着。他亦堅信「要先把事情做好，用實際行動來驗
證提案的核心推動力」。
2014年，陳堅發現農村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經過

大半年的調研，決定成立專門針對農村垃圾與農村環境的
保潔清運公司。目前，該公司已在新羅區適中鎮及永定縣
展開業務。有了這樣的實踐，2015年的龍岩市兩會，他將

提交《關於將農村垃圾收集運輸處理費
列入各區縣財政預算》的提案。

「想為鄉鎮百姓做點事」
本報記者走進陳堅辦公室，與他對

話農村環境問題的實踐之路與破解之
道。他說，經過大半年的調研和對龍
岩7個縣市的走訪，他發現農村的環
境問題比較嚴重。雖然政府也有投
入，卻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將政府
投入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才是破解
農村環境問題的關鍵。
「農村垃圾處理我是真心想做，想

為鄉鎮百姓做點事，這也是在我個人
能力範圍內能做好的。我就是要用行

動推動各級政府對農村垃圾處理加大投入，真正做到建
設農村美麗家園、改善農民生活環境的要求。」陳堅如
是表達他致力農村環保事業的決心。
農村垃圾污染如何治理？陳堅認為，創辦農村垃圾與

農村環境保潔清運公司是可行的，「政府的無形之手與企
業的有形之手二者應有效地結合，形成一個長期的有效機
制。」他指出，企業必須有先入探路的意識：前期由個人
投資和試點，如可行，政府就要跟進加大投入。「用這樣

的方式，相信2至3年時間，龍岩各鄉鎮面貌會煥然一
新，老百姓得益了，他們的文明素質也就提高了。」
陳堅的保潔清運公司去年11月在龍岩市新羅區適中

鎮運行。「效果真是不錯。」陳堅表示，目前，整個鄉
鎮環境衛生狀況良好，老百姓自覺程度也提高了，「不
亂丟垃圾，能自覺地將垃圾放入垃圾桶，希望政府能以
此為試點，加大對農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入」。
「除了採用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之外，還需要加大與

民眾的溝通力度，邀請民眾參與決策的全過程，消除民
眾對垃圾焚燒的恐懼。」陳堅說。

力推垃圾焚燒發電
陳堅的農村環保事業還在拓展。目前，他的公司已同

深圳能源集團達成共識，將在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方面加
大投入，不只是在龍岩，而是要以龍岩為橋頭堡，把垃
圾焚燒發電推廣到福建的各個地方。
「做垃圾處理這個項目，一般人都不碰，因為它本身

不是一個高收益的項目，確切說應是一個社會公益項
目，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做。因為這是我的家鄉，我希
望家鄉乾淨。」 陳堅認為，農村只有環境好了，它的
農業、旅遊發展才有一定優勢。
陳堅相信，環境也是生產力，垃圾焚燒發電「錢」景

廣闊。現在，他的農村環保事業的視野還在拓寬，計劃

投資10億元人民幣左右，建設一個以鄉村為單位的垃
圾清潔收集運輸處理一體化系統。為此，他已在武平與
上杭、長汀與連城交界的地方各選一個點，規劃建設垃
圾焚燒發電廠，其中武平與上杭交界處的垃圾焚燒發電
廠已通過專家選址，估計在2016年年底投產。
「和別人相比，我所做的這些事情不足掛齒，但只要
家鄉需要，我一定會盡我所能，環保這個事業會一直做
下去。」陳堅表示，做環保不僅僅是投錢買設備、組建
專業隊伍收集處理垃圾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推動
與提升整個社會的環保意識。」

出生在閩西龍岩的陳堅，199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國際貿易
專業，其後分配到深圳一家大型國企工作。因父母都在香港創
業，一年後，他亦赴港參與到家族事業中，很快就賺到了人生
的第一桶金，事業也越做越大。
2000年龍岩市政府到香港招商，因看好家鄉發展前景，陳

堅於2001年返鄉興業。在投資建設混凝土攪拌站並取得不錯
的效益之後，陳堅憂心垃圾對環境的嚴重污染，遂決定投建
垃圾焚燒發電廠，「我並不是要從老百姓手裡得到或賺到什

麼東西，而是要幫他們解決問題。」他
說。
從此以後，垃圾焚燒發電廠也就成為陳

堅的事業主向，這一幹，就是13年。
一直以來，龍岩中心城區的生活垃圾處

理主要採用填埋的方式。但隨着城市的擴
張，垃圾日益增多，原有的垃圾填埋場已
無法滿足垃圾處理要求，龍岩一如中國的
許多城市遭遇了「垃圾圍城」的困擾。在
陳堅看來，垃圾焚燒發電將是龍岩市解決
垃圾問題的主要出路。

焚燒發電成大勢所趨
「垃圾焚燒技術是全世界處理垃圾的主流
技術，從垃圾填埋轉向焚燒發電是大勢所
趨。」陳堅說，與填埋相比，焚燒的最大
優勢就是佔地少、減量效果明顯。
「因為我不是學這個專業，擔心今後在

運營方面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就考慮引入新股東。」2013年
底，陳堅引入深圳能源集團作為股東。深圳能源是中國最大
的垃圾焚燒企業，技術力量和管理水平在國內首屈一指。令
陳堅感到欣慰的是，引入深圳能源作為股東，不僅能更好地
管理垃圾焚燒發電廠，還能將深圳能源的資金引入龍岩。
目前，陳堅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每日處理垃圾規模達到800

噸，龍岩城區每天產生的近500噸垃圾都在這裡進行處理，
並發電15至20萬度，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垃圾焚燒發電化解「垃圾圍城」

「慈善特使」捐資促教育
2014年9月，陳堅被龍岩市新羅區授予「慈善

特使」榮譽稱號，這是當地政府對他熱心捐資
助學的肯定。陳堅說，捐資促教育主要是受家
族的影響，長輩們一直都教育我們「取之於
民，用之於民」，賺到錢就要做善事。「長輩
們也是這樣做的，無論是爺爺奶奶、伯父們、

父親還是兄弟姐妹都如此。」
據了解， 2013年，陳堅為新羅區慈善總會捐
資300萬元設立「柏地慈善基金」，該基金主要
針對教育領域，如農村的一些學校需要設備或
其他幫助，都可申請基金扶持。此前，他已陸
續向龍岩慈善總會捐資數百萬元。

來到延安之後的中共中央，比從前成熟了。他們總結
了建黨以來左的、右的各種錯誤，真正走上了理論聯繫
實際、實事求是的道路。就政權建設而言，不再單純地
認為只能依靠工人及其同盟軍農民，而是將視野放寬到
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鄉紳中的進步分
子，以及對革命並無危害的中間分子。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全民

族抗戰拉開序幕，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承認共
產黨的合法地位，共產黨將政權歸列國民政府。1937年
9月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
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變更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
府」，林伯渠任政府主席。
1939年，按照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決定的要求，陝甘

寧邊區參議會一屆一次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
邊區政府、高等法院。林伯渠續任政府主席，
雷經天任高等法院院長，高崗任議長。參議
會、政府機關、司法機關共同組成邊區政權。
此時的邊區政權已經容納各階層代表人物參
與。
1940年，中國共產黨總結抗戰以來根據地政
權建設經驗，正式提出「三三制」政權建設思
想，即「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
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
之一」。毛澤東說：「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
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
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
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

一戰線政權。」「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
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應使其
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或活動之權。」（毛澤東選集第
二卷《團結到底》）
推行「三三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讓一些曾經被
打倒的地主回來「做官」，部分群眾接受不了。受蘇維
埃政權模式關門主義的影響，有的共產黨員擔心政權變

得不純潔。還有不少黨員幹部憂慮，三分之一的名額能
否保證黨的方針政策得到有效貫徹。對於種種「想不
通」，中共領導人作了大量說服工作。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舉行，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高崗為參議會議長，謝覺哉、安文
欽為副議長，以及9名常駐參議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
主席，陝北民主人士李鼎銘為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
立、南漢宸、蕭勁光、賀連城、劉景范、馬明方、柳湜、
霍子樂、那素滴勒蓋、畢光斗、蕭莜梅、高步范、楊正
甲、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16人當選為邊區政府委
員，連同邊區政府正副主席共18人，其中共產黨員佔有7
人，超過了「三三制」規定，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
會通過，以非黨人士白文煥遞補。9名常駐參議員中，共
產黨員亦為3人。
事實證明，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不僅沒有削弱黨的

領導，反倒因為這三分之一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使得中
共的能力、形象和號召力得到更大的認可。同時，「三
三制」政權的實行，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不同於「打土
豪分田地」的減租減息政策，也使得一些離開解放區的
地主、鄉紳次第返鄉，參與到邊區建設中來，促進了邊
區經濟的健康發展。正如彭真所言，「三三制」政權能
「使地主資產階級容易脫離日寇的反動宣傳和頑固分子
挑撥離間的影響，比較安心地與我們合作抗戰，支持根
據地的建設事業。因為『三三制』這
種政權規定是用簡單的數字表現出來
的，所以異常明確，容易使黨員及各
界人士了解和執行。」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毛
澤東在會議上發表講話。 資料圖片

■1939年1月，陝甘寧邊區舉行第一屆參議會。 資料圖片 ■李鼎銘(1881-1947) 資料圖片

■龍岩市港區政協委員陳堅。 記者盧麗寬攝

■陳堅與技術人員交流。 記者盧麗寬攝

■陳堅現場指導工人作業。 記者盧麗寬攝

■垃圾焚燒發電廠監控室。 記者盧麗寬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