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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韩伟煜刚刚就任南华西街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生产。

那时的南华西街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脏乱，阴暗潮湿的木房子里住着

一家三代甚至四世同堂，许多人家没有自来水，用水要自己提着水桶

到一百多米远的自来水站排队取水。韩伟煜就想，街道工作难道只能

像知心大姐那样做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吗？应该做点什么，才能造福人

民，改变现在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经济快速发展，电

力供应十分紧缺，居民经常以“烛光晚餐”应急。韩伟煜敏锐地感觉

到这是个机会。于是南华西街办企业立刻跟上海柴油机厂、兰州电机

厂联系合作，联营生产中小型发电机。产品供不应求，最高峰时占据

中南地区发电机组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二，就此打响了南华西搞活经济

的第一炮。 

然而，想要在街道全面推行改革，发展经济，还面临着重重阻力。

当时的街道工业各级负责人主要是一些年龄大、资格老、文化水平低、

业务能力偏低的“街坊大姐”，她们的思维观念都还是老一套，大多

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为了打开局面，街道办事处不拘一格，提拔了

一批有知识、有技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安排到各个企业和厂的领

导岗位上。被替换的老干部们大为光火，认为想出这个主意的韩伟煜

是“神经病”，但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这些新提拔的年轻人

大多都展示了惊人的才华，他们雄心勃勃，大胆改革，南华西的经济



也随之迅速起飞。1978 年，街道企业实现利润 30 多万元；1982 年，

利润增加到 200 多万元，1985 年，实现利润达到 1500 万元，首次登

上全国街道榜首。 

这时的南华西，有了厚实的“家底”，但街道党委并没有因此满

足，因为除了富有，他们还要“文明”。南华西第一任党委书记韩伟

煜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光有钱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

同步发展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街道党委用搞活经济赚来的钱，

着力解决民生问题。通过私办公助的形式，对街道自来水管网进行改

造，把自来水引入每家每户，彻底解决群众“食水难”的问题；每年

拿出大笔经费改善居住环境，“见缝插绿”，在路边屋旁建花基花坛，

在社区内建立多个园林景点，在屋头街角增加攀援棚架绿化植物，并

将原来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一一敲平补齐，解决了群众出门“行路难”

的问题，也令这条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古老街道变得整洁美观，重新

焕发了勃勃生机。街道还组织开展各种公益文化和社会服务，自办了

敬老楼、老人康复中心、退休工人之家、文化活动中心、职工培训中

心、幼儿园、义务消防队等公共服务设施，真正践行了“老有所养、

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管、婴有所托、残有所辅”的思想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南华西多次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

国先进集体、全国最佳街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成为全国

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视察，全国各地

的街道工作者纷纷前来取经，南华西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华第一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