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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差 ”上 的 “瘦 人”
——记安康东站货运主任王培科

于少 一

货运 主 任 是 “肥
差”，人 们 都 这 么 认
为。

1 987年7月 中 旬 ，
王培 科 任 安 康 东 站 货
运主任 。

安康 东 站 货 场 是
安康 地 区 最 大 的 货 物
集散 点 ，每 年 有 数 十
万吨 的 货 物 在 这 里 吞
吐。在 当 今 铁 路 运 能
与运 量 矛 盾 突 出 的 情
况下 ，货 运 主 任 自 然
受到众人 瞩 目 。然 而 ，
老王 却得 了 个 “瘦 人 ”
的绰 号 。

今年 41岁 的 精 瘦
的关 中 汉 子 王 培 科 用
平静 的 语 调 把 笔 者 也
带到 “昨 天”：

1 987年 冬 天 ，上
任才 4个 多 月 的 老 王 便
遇到 难 题 ，一 位 老 上
级的 亲 戚 手持 “批条 ”
找到 老 王 要 求 运 货 ，
但货 主 发 送 的 货 物 手
续不 全 。在 “人 情 ”
和原 则 面 前 ，老 王 舍
弃了 “人 情”。这 位
货主 见 事 不 成 ，忙 掏

出100元钱 ，也被老王
严辞 拒 绝 。后 来 老 王
亲自 到老 上 级府 上 “负
荆请 罪 ”遭 到 冷 遇 ，
但心 中 一 直 坦 然 。

如今 社 会 上 回 扣
成风 ，身 为 货 运主任 ，
有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 。
但老 王 却 以 一 个 共 产
党员 的 品 格 谱 写 了 一
曲曲 动人篇 章 。

去年 5月 ，一 个
操四 川 口 音 的 货 主 来
到老 王 的 办 公 室 ，开
门见 山 地 说 ：“王 主任 ，
我是 制 酱 厂 的 ，想 在
此地 买 一 批 蚕 豆 。如
果你 按 玉 米 品 名 给 我
托运 ，我 按 蚕 豆 价 的
5 %给你 回 扣”。边 说
便递 上 一信 封 。

老王 慢 慢 推 开 信
封：“只 要 手续 齐 全 ，
我们 尽 力 帮 助 。再 给
钱也 不 能违 反规定”。

来人 以 为 钱 少 ，
又掏 一信封放 桌 上 。

老王 霍 地 站 起 ：
“ 收 起 你 的 信 封 吧 ！

否则 ，你会 后 悔 的 ！！”
来人 只好 灰灰 地走 了 。

今年 夏 天 ，货 场

附近 一 单 位 劳 动 服 务
公司 刚 成 立 ，经 理 即
差人 送 来 两 筐 苹 果 ，
并捎 上 一 句 话：“刚
开张 ，以 后 多 关 照”。

老王 笑 道：“话
收下 ，苹果送 回”。

在任 二 年 多 来 ，
老王 先 后 退 “红 包 ”
十多 次 ，价 值 7000多
元。

王培 科 身 为 货 运
主任 ，想 的 不 是冰箱 、
彩电 、以 权 谋 私 ，而
是为 货 主 服 务 ，帮 货
主排忧解难 。

去年 11月 的 一 天 ，
湖北 竹 溪 粮 食 局 一 位
货主 来 找 老 王 ：“王
主任 ，这 次 救 灾 粮 多
亏你 们 帮
忙，我 们 在
城里 摆 了
几桌 。前 几
次都 被 你
借口 拒 绝 ，
这次 一
定要 去。”
原来 ，去 年
1 0月 竹 溪
县从 外 地
调进 大 批
灾粮 ，由 于
邻近 的 车
站胡 家 营
卸车能力有
限，危急之
中找到安康东站 。老王
在人 员少 、货位紧 的情
况下一 口 答应 。当 听 说
货主运输工具欠缺时 ，
又多方联系 。车 间还成
立了防湿小分队 ，保证
灾粮安全转运 。一个 月
中过手灾粮万余吨 ，未
发生一次湿损事件 。

老王望着 货主真挚
的笑脸 ，戏谑地说：“你
忍心吃灾粮么？”

货主很是尴尬 ，但
还是红着脸不走 。

老王拉下了脸：“你
这是让咱犯错误哩。”

今年 元 月 ，竹 溪 县
人民 政 府 把 一 面 绣 有

“ 车站情暖万民心”的

锦旗送给老王 ，老王把
锦旗 端 正 地 挂在 办 公
室。

在一 些 人眼 中 ，身
居货 场 主 任 能 “上 天
入地 ”可 老 王 的 爱 人
和孩 子 至 今 还 是 农 村
户口 。

1 987年 以 来 ，老
王连 续 三 年 被 评 为 车
站优 秀 共 产党 员 。

笔者 在 采 访 过 程
中来 到 他家 。一家4口
人除 几 床 棉 被 ，几 只
木箱 外 ，最值 钱 的 就
是一 台 半 新 缝 纫 机 和
一辆 八 成 新 的 自 行 车
了。

唉，这个“瘦人”。

腊月 名 称 的 由 来
封五 昌

我们 习 惯 上把夏历 （农历 ）十二 月 称作 “腊
月”。这 是什 么缘故 呢 ？

“ 腊”，本来 是 我 国 古代 的 一 种 祭祀 的
名称。《史 记 》秦 本纪 中 ，已 有 记载 ，其 实 ，
它的 起源还 可 以 上溯 到 春 秋时 期 。那 么，“腊
月”究 竟 是 怎样 来 的 ？唐 朝 人 张 守 节 在 其 《史
记正 义 》解 释 道：“十 二 月 腊 日 也 。秦惠文 王
始效 中 国 （中 原 ）为 之 ，故云 初腊 。猎禽 兽 ，
以岁 终 祭 先 祖 ，因 立 此 日 也。”是 说 “腊 ”本
祭祀名 ，在十二 月 间行之 。秦时 以 岁 终 为腊 月 ，
后世 沿 用 至 今 。

至于 说 到 古人为什么要在年终举行这种 “腊
祭”呢？《玉 烛宝典 》云：“腊 者 ，猎也 ，猎
取禽兽 以 祭先祖 ，重本始也。”又据应 劭 《风俗
通义 》云：“腊 者 ，接 也 ，新 旧 交 接 ，故大祭
以报功也。”古时，“腊”、“猎”是 同 义 词 ，

“ 腊 ”字 原 是 “合 ”的 意 思 ，并有 “接 ”的 含
义。古 人常 在新 旧 交 接 （即年 终 ）时 ，用猎 获
的禽 兽 来 举 行 大 祭 ，并把 祭 祀祖 先和天地神灵
合在 一起 ，称为 “腊 祭”，相应
就把冬 末 的 十 二 月 叫 做“腊 月 ”
了。

麦积 山 李根 成　摄

笔
走
龙
蛇

凤姐 的 “高 姿 态 ”
袁方

如果 有 谁 说 ，王 熙 凤 的 思 想 境界 高 于 我 们
的一 些 同 志 ，大 概 没 几 个 人 会 赞 同 ，因 为 说 到
底，她 实 在 算 不 上 “正 面 人 物”。可 是 ，王 熙
凤在 探 春 “主 政 ”时 期 的 “高 姿 态 ”却 很 能令
人深 思 ，也 不 由 让 人联 想 到 时 下 有 些 干 部 的 作
为。

《 红 楼 梦 》第 五 十 五 回 写 道 ：熙 凤 因 病 谢
职，王 夫 人 便 扶 持 探 春 上 台 ，接 手 管 理 家 事 。
那时 的 贾 府 合 府 上 下 都 似 乎 觉 得 家 要 败 ，于 是
一种 类 似 “世 纪 末 ”的 情 绪 便 左 右 了 那 男 女 老
少。眼 看 着 贾 府 的
光景 一 日 不 似 一 日 ，

“ 受 命 于 危 难 之 际 ”
的探 春 决 心 “兴 利

除宿 弊 ”。“兴 利 ”

好说 ，人 人 都 可 接 受 ，而 “除 宿 弊 ”便 要 触 动
一些 人 的 利 益 了 ，首 当 其 冲 的 便 是 其 前 任 王 熙
凤了 。平 日 “心 里 歹 毒 ，口 里 尖 快 ”的 凤 姐 ，
此时 的 姿 态 却 是 异 常 的 高 ，事 情 还 未 查 到 她 的
头上 ，她 已 明 明 白 白 地 对 平 儿 表 了 态 ：“如 今
俗语 ‘擒 贼 必 先 擒 王’，她 （指 探 春 ）如今 要
作法 开 端 ，一 定 是 先 拿 我 开 端 ，倘 或 他 要 驳 我
的事 ，你 可 别 分 辩 ，你 只 越 恭 敬 ，越 说 驳 的 是
才好。”自 然 ，王 熙 凤 知 道 探 春 是 不 可 能 把 她
怎么 样 的 ，但 是 作 为 封 建 时 代 的 一 个 女 子 ，为

自己 本 阶 级 和 家 族 的 利 益 ，能 有
这么 一 种 姿 态 ，不 能 说 不 高 。

按理 说 来 ，我 们 有 些 领 导 干
部，在 这 个 问 题 上 当 然 要 高 于 凤
姐，然 而 在 实 际 中 ，一 旦 自 己 的

私利 与 国 家 人 民 的 公 利 发 生 冲 突 ，
却总 是 旗 帜 鲜 明 地 维 护 自 己 的 私
利，而 置 国 家 人 民 的 公 利 于 不 顾 。

在这 次 廉 政 建 设 中 ，某 市 一 领 导 干 部 属 于 被 清
查的 对 象 ，当 他 的 部 下 去 查 时 ，这 位 “人 民 的

公仆 ”竟 大 光 其 火 ，
拍着 桌 子 指 着 部 下
的鼻 子 “慷 慨 陈 词 ”：

“ 你 这 不 是 吃 谁 的

饭砸 谁 的 锅 嘛 ！”

俨然 一 “主 人”、一 “老 板”。看 了 这 消 息 ，
不禁 瞠 目 。

廉政 建 设 ，涉 及 的 人 、事 大 多 是 领 导 干 部
或与 领 导 干 部 有 关 。我 想 这 “廉 政 ”的 内 容 ，
实际 上 就 是 让 一 些 人把 从 人 民 、国 家 那 儿 不 该
拿去 的 再 还 给 人 民 。因 而 ，这 是 天 经 地 义 的 ，似
乎不 存 在 “吃 谁 的 饭 砸 谁 的 锅 ”的 问 题 。所 以 ，
那些 不 那 么 “廉 ”的 “人 民 公 仆 ”们 ，实 在 应
当扪 心 自 问 ：是 否 该 拿 出 不 低 于 凤 姐 的 姿 态 ，
把“锅 ”还 给 人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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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歌俗
刘必 强

贵州省黄平 一带的 苗族人民 ，逢节爱饮酒 ，有
酒必唱歌 。而歌唱还有一套独特 的歌俗 。即什么节
令唱什么歌 ，不 同季节有不 同 的歌 ，各种生产活动
和生活 习俗也均有相应 的歌 。

正月 里 ，苗家人多 唱酒歌 中 的《菜花歌 》和 《游
方歌》。逢到过小年 ，举家欢聚时 ，就唱 《姊妹歌》、

《 祝寿歌 》和 《跟爹跟娘歌》，此时 ，兄弟姊妹触
景生情 ，勾起昔 日 的心酸之事 ，相对感伤 甚至哭泣 。
二月 里 ，苗家人唱的是 《回春 回季歌》；过敬桥 节
时，就唱 《跟桥歌》、《求子歌》。逢到送新媳妇
回娘家 ，则唱 《升亲歌 》等 。三 月 里 ，春季芦笙会
来临 ，苗家人借机走亲 访友 ，多 唱 《祝颂歌 》等歌 。
若在 上坟 祭祀之时 ，则唱《跟 阴 阳》、《寻老歌》。
春播时唱 《跟种歌》，四 月 唱 《跟牛歌》，五 月 唱

《 跟龙杀龙歌》，六 月 里 唱 《求雨歌》……此外 ，
逢立屋架屋就唱 《升天劈地歌》，秋后 的婚喜之期 ，
多唱 《造酒歌 》等 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