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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企业
最敏感的 区 域 是 分
配。

去年三 月 ，杨官
印入主安康火 车站，
先是任党委书记，尔
后站 长 、书 记 一 肩
挑。这个中等 身材、谈
吐平常 的 陕南 汉子深 谙
企业管理 的奥秘所在，
果敢地把焦点 投 向 分配
领域，严 己廉政，取向
贡献，弹拨 出一曲 勃勃
生机的企 业前进乐章 。
不能要不 明 白 的钱

安康 车站是襄渝 、
阳安 两 条铁 路 的 交 汇
处，是分局管 内 客流 最
大的车站。得天独厚 的
地理位 置，为 车站开展
多种经营提供了 条 件 ，
但是，上任 不久的杨官
印发 现，这个 优势并没
有转化为 企业的动力 。
尽管每年除 了 各 类 生
产、安 全奖，多 种经营
常给职工带来实惠，安
康车站职工的人均 收 入
已居全分局之首，可是
职工们 仍是牢骚 满腹 ，
挺着肚子 骂 娘，正 点 出
勤率仅有70%，原因何
在？

八月的一天，车站
劳动服务公司 悄 悄 给杨
官印 送去 150元 钱。

“ 都有吗？”杨官
印抬起头问 。

“ 都 有 ！大 家 都
有！”

但杨官印还是放心
不下，到 职工 中 一 了
解，果然有误，这次爱
钱仅限在领导层。杨官
印生气了，这样做 怎 么
能行！按劳分配并不是

按权分配呀 ！他立 即原
封不动地将 钱 退 了 回
去。半年多来，他 先后
退掉了 300多元不合适
的红包 。

八月 下
旬，杨 官 印
接任站长职
务，他任职
后的 第一件
事，就是重
新制订奖金
基数，把几
位站领导的基数和股室
主任 降平。

这下可 在站上引 起
强烈反响 。

“老扬 搞 大 锅 饭
了！”有人这样说。

“还不是想讨好职
工，先站稳脚！”有人
这样理解。

“ 这才是真正搞事
业的企业领导 ！”更多
的职工拥 护他 。

杨官 印 在职工大会
上坦诚地讲：　“按有 关
规定该我拿的钱我不会
送人情，不 明 不 白 的 钱
我一分也不 不 拿！”

会后，有几个职工
偷偷地燃起了爆竹……
牢牢把正权柄方 向

一个客站 的站长，
倘若要搞 “交易”，优
势确实很多，特别是价
格双轨 制 的 今 天，同
样，对握有权柄的人来
说，这又何 尝不是一种

考验？杨
官印在这
个位置上
牢牢地把
握着 方
方。

盛夏
的一天，
杨官 印正
在处理公
文，　突
然，安康
地区某单

位一个同

志走进来，是熟人，老
杨忙招呼坐下。

来人放下一麻袋西
瓜，擦着汗说：　“请 给
我们预订两张去西安 的

硬卧票，很
急，领导要
赶着 去 开
会。”

杨官 印
边应着边拉
抽屉取钱。
不想人家没

等他 取出钱 便 扭 头 走
了。

次日 这 人 又 来 取
票。杨官印 先把按市价
算好 的西瓜钱放在桌子
上，坚决地说 ：　“你把
钱装起来 ！不拿？那你
就走，卧铺没有你 的 ；
以后 我 们 也 不 再 来
往！”这人只好收了 西
瓜钱。

一天下午，杨官 印
的办公室走进几位老同
志。原来他们是汉中市
的退休职工，厂里组织
外出旅游 ，在安康 中 转
搭乘次 日 的77次列车去
武汉，请他 解 决 卧 铺
票。

一位老人边说边掏
出80元钱，要送给他作
酬谢。杨 官 印 笑 了，

“ 收起来 吧 ！卧铺莱售
完了，但我让值班员送
你们上车…■”

为了 搞好车站秩序
和堵漏保收工作，车站
雇佣了一些退休职工执
劫。往年，执勤 中 所得
功款，除支付这些 人的
工资外，全被领导和有
关人员分掉了 。职工对
此议论 纷 纷，颇 有 意
见。杨官 印上任 以后，
坚决取消 了 这个荒唐 的
作法，明确规定，这笔
钱纳入奖励基金，集中
用于这项工 作 中 的 先
进。

杨官 印任站长 时间
不长 ，但他 以 自 己廉洁
的行为和有效的措施阻
滞了 企业内 部分配中 的
不合理冲动，提高了职
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据说放长线 能钓大鱼 黄渝 文

秦陵 探 胜郦
山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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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我国 人民
生活 中 不仅重要 ，
而且源远流长。我
国人民中 间有一句
俗语：“无酒不成
礼”。古代也讲究

“ 百里之会，无酒
不成”（《汉书 ·
食货志 》）。许多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都发现过酒具，可见四 五千年前 的
先民们已经会造酒了。商周文献中
记载的酒就更 多 了 。古 代 的 《尚

书》中还专门 有一篇文
章叫 《酒诰 》，声讨殷
纣玉荒耽于酒，在宫 中
建“酒 池肉林”，而群
臣效法，以至 “庶群 自
酒，腥闻 在上”。
　秦人好饮酒。秦穆
公时，歧 下 野 人 300
人，偷杀了 穆公 的马，
分食其肉。穆公说，吃
马肉 不饮酒会得病的。
便赐美酒给他 们。国有
大事及时对外接待都要
有酒。始皇帝 也好酒。
公元前 213年，始皇帝
置酒咸 阳宫，与群 臣 议

事。所以，二世的时候，群臣提 出
祭祀先帝庙，除牛 羊 外，还 要 献

“ 酎酒”。这是经过多次酿制而成
的酒，香醇无比。这种建议当 然是
为了投其所好的了。既
然如此，在修建秦始皇
帝陵的时候，依据 “鬼
犹求食”，　“事死如事
生”的原则，秦陵陵园
当然要建立 制 酒 的 官
署。

1983年，考古工作
者在始皇帝陵北的吴中
村发现了一个陶盘，高
7 .2厘米 ，口 径34厘米 ，
上面刻有 三 行 文 字：

“一斗二 升。丽 山·茜
府。”二斗二升是这个
陶盘的 容 量。秦 代 一

斗，约合现在2000毫升，一斗二升则
约为2400毫升，也就是两瓶啤酒多一
点，古代喝酒，以斗 计 量，直 到 唐
代，李白 还是 “斗酒诗百篇”。丽山
是丽 山 园 的简称，即秦始皇帝陵园。
《 史记 》中 多次称 修 秦 陵 为 “治郦
山”。秦称天子陵为 山。营府是做酒
的官署。茜字读缩 音，是 用 茅 草 滤
酒，使酒清无糟，就象现在农村老乡
做醋那样。茜府为制酒 的官署，最高
长官为茜府令。这就是说，为了祭祀
需要，当 时在秦始皇陵 园 中 还有做酒
的机构 。

如果我们沿 着这点向前考察，这
个制度还不始于始皇帝 。在他的祖先
建都于雍 （凤翔 ）的秦公陵园 中 ，较
早也 出土过两 件茜府 铜壶，各 容 三
斗。实测每斗为 1967毫升，与2000毫
升近似。这就说 明，秦人祖先很早使
在陵 园 中 设立了祭祖时用 酒的 制酒机
构。

秦陵中 不但有做酒的机构，在秦
陵铜车马 的安车 （俗谓二号车 ）中 ，
有一只 扁长方体的铜方壶。壶高16.1
厘米，宽13厘米。这应该是供乘车的
主人饮酒用 的酒具，名 叫 鸱夷，是用
皮革做成 的酒袋。

祭祀用 酒，行进中用 酒，可见始
皇帝 饮食中 ，酒是不可缺少的饮料。
从这里可以看 出 秦代酒文化的一瞥 。
不过，这种酒文化，同文 字 文 化 一
样，它同广大的黔首 即 老百姓是没有
多大关系的，它是权势者 自 己 的高级
消费 品。固为秦统一 以后，曾 禁止三
人聚饮，法律是严厉 的。但这同二切
统治者的法律一样，禁 民不禁官。官
儿们，尤其是最大的官儿，是 以酒为
乐，照饮不误。高 兴 时，还可以 令天
下都沾点光，喝 几杯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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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水溶洞
解师 曾

溶洞美景 隐南川
奇姿斧工分外妍
百兽千峦万 般态
恍在仙 境攀瑶 山

妙笔丹青难尽画
琼林美景招百仙
只疑身在桂林 境
却是秦地别有天

古画与算盘

杨德盛

　我 国 已 故 的 珠算 史
专家 余 介石 教授，为 搞
清算 盘 起源 的 年 代，曾
亲自 到 故 宫 博 物 院 ，对
宋代 《清 明上河 图 》真
本进行了 详 尽 的 考 察 。
他几乎 用 了了个上午 的
时间 ，终 于 在 画 卷尾端
“赵太 亟 家”药 铺 的柜 台
上发现 了 一 架 算 盘 。余
教授惊喜若 狂，因 为 这
一重 大 发现足 以 证 明早
在九 百 多 年 前，算 盘 已
经成 为 商 业 中 普 遍使 用
的计算 工具 了。现在 ，
中国 历 史 博物 馆 还保存
着一 枚1921年 在 巨 鹿县
出土 的 木质 算 盘 珠，其
规格 与 今天 的 算 盘 珠相

同，据 考，这 是 北 宋 大
观二年 被 洪 水 淹 没在 巨
鹿城的，因 此，珠算产
生于唐 朝 末年 之说，已
为许 多 人所 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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