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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健美南郑 “公
主杯”邀请赛，西北五
省秦腔新秀 “公主杯 ”
大奖赛，已使 “公主 ”
名扬海 内。“公 主 ”
者，香烟 之商标也。它
产自 城固雪茄烟厂大河
坎车 间，而使得该车 间
生产步步高 的 主 要 人
物，便是这里 的党政 一
把手李 峰。

（ 一 ）
1985年 12月 的 一

天，素以 稳健 练达 著 称
的李 峰被县 委 书 记 李
晃、县长张光中 召见 。

在听了李峰对该车
间形势的分析后，两位
领导 交换了一下眼色 ，
宣布了一个决定：“这
个摊子交给你了 ！”

良久 的沉默后，李
峰平静 地回 答：“让我
考虑一下。”

李峰的 内 心在进行
激烈斗争：1000多 名 职
工，500多万元的固定
资产，而面临 的形势却
是，产品积压 480万
元，报损材料 400万
元，欠外债 和银行贷 款

540万元，帐 面 仅 有
2 .40元流动 资金，售出
的烟频频退货 ，索债人
络绎不绝，职工纷纷要
求调 离……作为一个即
将出任的企业主要领导
者，这一 切他不能不想

“好，给 你 三 天 考
虑。”两 位领 导 快 人 快
语。

李蜂没吃晚饭，沿
着汉江边 沙滩小路行
而行，一个坚定 的信念
在心 中 形成 。

第二天一 早，李峰
给县 上两位领 导 回 了 电
话，掷出如金石 落地般
的两个字：“我干 ！”

（ 二 ）
集党政 大 权 于 一

身的李峰走 马 上任 了 。
人们 淡 然 地 望 着

他。以往 的 许多事情 ，
使烟厂 工人对领 导失去
了信 任 。

李峰并没 有 急匆匆
地宣布 什 么。在不 到一
个月 的时 间里，他走 遍
了车 间每个角 落，访 问
了众多 的职 工 家 庭 。
调查 访 问 中，一整套方

案在胸 中 酝酿成 熟……
李峰 召开了 车 间 自

1975年筹建以来第一次
情况发布 会 ，以 深切沉
痛的心情 、真 挚信任 的
态度 ，向 全体职工报告
了车 间所面 临 的紧迫形
势和为 摆脱困 境对职工
的基本要求 。

他的报告 赢 得 了一
片掌声。会议散了，火
在人们 心 中点燃了 。

接着 ，李峰主持 召
开了职工代表 民主管理
恳谈会，会上，对许多
重大问 题拍板定案，并
给提意见最多 、最尖锐
的五位同 志颁发奖品。
同时，组织职工对现职
中层干 部进 行 民 主 评
议，根据多 数 职 工 意
见，分 别 对中干进行 了
奖励晋升工 资、通报表
扬、调 整 岗 位 和免职处
理……这一 系 列 作法，
振奋 了 职 工的 精 神，使
人们第一 次 意 识到：在
这里 ，他们说 话算数 。

（ 三 ）
职工 的 向 心 力 得

到强 化 ，但 是 该 怎 么
干？人 们 期 待 着 李峰 。

李峰首先意 识到人
才的重 要性，他亲 自 去
省内 外兄弟烟厂 访 问 询

查，凭着 他的真 诚、恳
切、质 朴和对 事业 的执
著，王景 昌 等 在烟草行
业以 学问 深、技术全而
著称 的 6位技师被 请来
了。同 时，李 蜂大胆开
掘本企业人才 资源，调
整任命 了48名 工段长 以
上的 干 部，其 中有28名
是聘 用 的 农 副工和 临 时
工。人们对 此 议 论 纷
纷，但李峰坚定一 个信
念：企业要 振兴，必 须
不拘一格用 人才 。

有了人才，李峰着
手抓旧 品 的改 良 和新 品
的研 制。在技师王景 昌
主持下，改 进 了 “红
玉”烟 配料 ，研 制 成

“ 公主”、“石 马 ”卷
烟，仅八六 年 后 六 个
月，便获利944万元 ，

全部还清贷 款和外债。
“ 消 费者是皇帝 ，

谁砸烟厂 的牌 子，我就
砸他的饭豌”，这是 李
峰向 全体职工宣布 的。
由于强化了 质 量管理，
这里生产 的 “红汉江”
雪茄获全国 19届 旅游品
评比优秀 产 品奖；“公
主”、“石 马”、“红
汉江”在1987年全省 旅
游品评比中 ，连 夺 三
冠，这个名 不见经传、
在全省摆尾的大河坎车
间，其以质 量 力 压 群
雄，在全国卷烟生产供
大于求的今天，烟 以 它
可靠 的质量打入山 西、
陕西、内 蒙、河南 、湖
北、四 川、青 海 等 100
余个地县 。

（ 四 ）
一切改 革 的 立 足

点都是最大限度 地调 动
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而阻 碍劳动者 积极性发
挥的最大障 碍 莫 过 于
“ 大锅饭”了。李峰 的改
革，就以 打破大锅饭 、
推行经济责任 制为 突破
口。

1 986车 8月 ，李峰
主持 制定了 大河坎车间
一个实 行经济责任制细
财，责任制使烟厂如虎
添翼 。据一 年 多 的 统
计，全员 劳 动生产力增
长57.4%，成 本 下 降
20%，职工个人收入增
长15%。这些数 字鼓舞
了职工 的信心，也坚定
了李峰的决心。经过一
段时间 的实践、探索，
李峰又抛出一个更大胆
的方案。1988年4月 ，
全面进行了 工资 改革的
实验，把 以 往的工资级
别全部装 进档 案，以 岗
位、质量、效率、消耗
定工资。不管正式工 、
农副工、临 时工 ，第一次
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实
现了真正 意义的平等 。

这在全国 也许是第
一家，但李 峰却做了 。
这需要企业家 的胆略 与
气魄 。

（ 五 ）
当李 峰 在 酝 酿

施政纲领时，就给 自 己
设计了四个台 阶：

1986年还清欠债扭

亏为 盈 ；
1987年 现 实 税 利

5000万元 ；
1 988年实现税 利 1

亿元 。
1990年实现税利比

1988年 翻一番 。
他登上了 第一个台

阶，1986年扭亏为盈 、
还清欠债 ；轻而易 举地
攻下了 第二 个 台 阶 ，
1987年实现税 利6640万
元；按现在每天实现税
利36万元的效率计算，
1988年突破亿元大关并
非难事 ；那 么第四个台
阶呢 ？我们 寄希望于未
来。

党和人 民对李 峰所
做的努 力，给予 了 充 分
肯定：1987年 他被省 政
府授予劳动 模 范 的 称
号；1988年 5月 他光荣
地出席 了 第七次党 代会
… …而李峰却 说：“这
一切都属 于过去。”现
在，他又 以新 的姿态 ，
沿着 自 己选定 的路，艰
难地跋涉着，路在 他的
脚下 伸展 、起伏、盘桓

笔走龙蛇

脚情
屈超 耘

如果 有 人 告 诉 你 ，他 在 街 上 买 了 一 双 太 大 或
太小 的 鞋 ，根 本 没 法 穿。你 一 定 会 马 上 批 评 ：
呶，你 腿 上就 带 着 两 双脚，为 什 么 不 用 脚 量 一
量？应 该 说 你 的 批 评 是 无 可挑 剔 的。但 是 ，买 鞋
忘记脚 的 小喜剧经 常 演 出 ，却是 事 实。

买鞋 何 以 忘 记 脚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鞋 子 的 质
量太 好，或 款 式 新 颖，或 制 作 精 良 ，或 面 料 独
特，或 比例适度 ；买 鞋 者 一 看 到 它 ，为 其 “丰
采”倾 倒 ，加 上 卖 主 巧 语 芯 恿，觉 得 不 买 是 一 大
遗憾。于 是 ，便 忘 记 了 自 己 的 脚
情，演 出 “买 回 的鞋不 能 穿 ”的 喜
剧。　（也 可 说 是 悲 剧！）

有人 会 说 ，除 非 痴 呆 ，世 界 上
没有 不 晓 得 自 己 穿 多 大 鞋 的 人。乍
一听，此 话 似 有 道理。但 仔 细 分 析，问 题 就 来
了。市 场 卖 的 鞋 ，虽 然 都 标 有 不 同 的 号 码 ，然 这
仅仅 是 一 个 大 体 的 标 准 ，对 于 某 一 具 体 的 人 来
说，并 非 都 符 合 其 脚 实 际 。如 果说 世 界上 五 十 亿
人口 ，没 有 相 同 的 面 孔 ，属 于 绝 对 真 理 的 话。那
么，同 样 可 以 说 ，五 十 亿 人 没 有 相 同 的 脚。即 令
是长 度相同 ，其 脚 板 的 宽 度 、厚 度 ，也 绝 对 不 会
一样 ；即 令 是 宽 度、厚 度 一 样 ，脚 趾 的 长 短 仍 然
差别 很 大 ：有 的 人 脚 桥 口 大 ，有 的 却 是 平 掌，按
一般规 律，人 的 脚 都 是 前 掌 宽 、后 跟 窄 ，可 笔 者
就见 过 不 少 前 掌 和 后 跟一 般 宽 或 后 跟 宽 于 前掌的

人；就 准 上脚 的 多 数 部 位 都 符
合一般 标 准 ，可 脚 腿相 连 之 处
的高 与 低，却 是 百 人百 样 的 ，试
想想 ，如 果 想 买 一 双 可 脚 的 鞋
子，一 个 什 么 号 码 能 济 事 吗 ？
要想 履 适 于 足 ，只 有 十 分 熟 悉
自己 的 脚 情。然 而 ，遗 憾 得
很，不 少 堪 称 聪 明 的 人 ，却 对 自 己 的 脚 知 其 一 不
知其 二 ，算 得 上 一 个 “脚 潦 主 义 ”者。正 因 为 脚

情不 清 ，一 遇 见 好 看 的 鞋 子 ，觉 得
可以 ，就 慷 慨 解 囊 ，其 结 果 ，鞋 倒
是好鞋，因 为 不 可 脚 ，只 好 弃 置 一
旁。

问题 还 不 止 这 些，有 的 人 虽 然
对自 己 的 脚 情 这 个 主 观 方 面 熟 悉 了 ，却 对 什 么 时
候穿 这 个 客 观 方 面 不 熟 悉 ，还 是 不 能如 愿。夏 日
要求 鞋 稍 小 点 ；春秋要 求 鞋 子 大 点 ，而 到 冬 天 ，
所要 穿 的 鞋 ，和 夏 季 又 大 大 不 同 。如 果 对 这 些 置
若罔 闻 ，一 看 好 鞋 就 买 ，拿 回 去 还 会 变 成 “搁
货”。

读者 看 到 这 里 ，很 可 能 有 些 厌 烦 。你 呀 ，把
个脚 和 鞋 的 事 ，说 过 来 翻 过 去 ，这 道 理 谁 不 懂 ？
好，还 是 赶快 收摊，为 了 能 煞 住 尾 ，我 借 用 曹 雪
芹在 《红 缕 梦 》的 一 首 诗 改 了 几 个 字 作 结 ：满 纸
荒唐 言 ，一腔 忧 国 意 ，只 云 作 者 痴 ，谁 解 其 中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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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 三 趣
李鑫峰

重庆是一
座古老的 历史
名城，也是驰
名中 外 的 山
城，重 庆万 山
叠翠，长江、嘉 陵江环绕 ，风景 十
分秀丽。早在公元前十一 世纪时，
当时 的周 朝 即 封重庆为 巴 国 的 首
府，嘉陵江古称渝江，隋开皇元年

（ 公元581年 ）把重庆始称渝州 ，
故重 庆一直简称 “渝”。

笔者在重庆短暂 的几天逗留 ，
见闻颇 多，择述 “三趣”。

“ 自 行 车王 国”竟 无 自 行 车
我国 自 行车 之多，居 世 界 之

冠，外人称“中 国是 自 行车王国”，
无论你掷足我国那个城 市 ，几 乎
先看 到 的，是 自 行车 多如牛毛。可
是，当 你在重庆闹市 中 心 漫 步的 时

候，却 出 奇 地
发现，除 大大
小小 的汽车 及
摩托车 穿梭之
外，竟 然一辆

自行 车的倩影 也不见。何 也？原来重
庆的大街小巷、居 民住 宅 等 ，都 是
沿着 山 山 沟 沟 、坑坑坎坎就地形而建
成的。不是拾级百层，便是弯弯 曲 曲
的大坡。在这山上建城，城建 山巅 的
自然环境下，自 行车尽管有 “不 吃草
的千里马”之誉 ，也是 “英雄无用 武之
地”了，故而成 为一趣 。

闪闪 星 光 天 地 间
坐晚班车一到达山城，只见天上

地下、前后左右，处处星光 闪 闪。有
的呈白 色，有 的 呈红色，有 的浅黄，
有的淡绿，身 临其境，犹如处于天上
人间 之中。其实，这耀 眼的光芒，并
非金星、北斗，而是山 城里 的万 家灯
火罢了，由 于重庆高高 低低 的 房 子都
建在 山 间，有 的在 山 顶，有 的 在 沟
道，有 的在山腰，高低相 差 少者三、
五十米，多者数百米，所 以 夜 晚在山
城观景，使人如 置身 于千万颗群星之
中，构成一 幅美丽 的特异 图 画，情趣
盎然 ，喜不胜收 。

五百 罗 汉 栩 栩 如 生
笔者曾 在苏州 的西园看过 “五百

罗汉”，印 象本来殊深。但万万未料
到，在重庆罗 汉街里的 “罗 汉寺”，
又看 到 “五百 罗 汉 ”。而 这 五 百
罗汉，比苏州塑得更大更精美，个个
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各 有 个
性，各具特色，给古代传说 中 的人以
神化，虽 是泥塑 的雕 像，却弄得一群
老婆老汉、善男 信女 们又是叩头，又
是烧香，顶礼膜拜，诚惶诚恐。

据说重庆这个罗 汉寺 是清光绪十
一年（L885年 ）时修建的，占 地约十
多亩，1940年 曾 被 日 寇飞 机 轰 炸 毁
坏，1982年 由 四川 美术学校重新雕塑
的。对罗汉信奉究竟 灵验不 灵验，这似
乎不是无神论者探讨的 问 题，但欣赏
艺术性 的罗 汉雕塑却不能不算一趣 。觅 席元

陕西省 杂文学会成立
杨乾 坤

使命 昂 昂 势 态 宏 ，　更 将 风 骨 铸 精 诚 。
杨清 激 浊 情 无 限 ，　自 有 杂 文 为 正 声 。

朱元 璋 曾 欲 建 都长 安
福荣　昭 明

长安，“左据 函 谷二崤之阻，表以 太 华终南
之山 ，右界 褒斜陇首之险，带以 洪河泾渭 之川 ，
众流 之隈 ，汫 涌 其西”（班 固 《西都 赋 》），自 古
就是帝王之都。周 秦汉唐 等十一 个王朝在这里建
都，就是 明朝开 国 皇帝朱元璋 也 曾 想建都长安一

洪武元年 （公元 1968年 ）正月 ，朱 元璋在应
天（今南京 ）即 位。但应天偏 于江左 ，且六朝在
建康 （今南京 ）设都都为 时不长 ，朱元璋觉得应
天风水不吉利，便 “会议群臣”迁都。不少大臣
建议在 “险固金城、天府之国”的长安设都，但
随朱元璋起事的都是江淮人，不愿挪窝，朱元璋
也考虑到 “平定之初，民未苏 息”，时机尚 未成
熟，便只好作罢。

但朱元璋此心未灭。洪武三年 （公元 1370
年）把次子朱椟封为秦王，都会设在长安。他一
直深感长安地理位置举 足轻重，于是，在洪武二
十四年 （公元 1391年 ）又派太子朱标巡视西北 ，
绘制关洛地形图 ，拟迁都长安。讵料，朱标回 到
应天就 因病而死 ，朱元璋伤 心 感叹，打消了迁都
长安的念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