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万里 今日虎门
计敏

在1840年6月 爆发
的鸦片战争 ，由 于清 朝
爱国 大吏林则徐在虎 门
焚销鸦片并率众抗击侵
略者 ，演出 了历史悲壮
一幕 ，震撼中 外 ，从此 ，
虎门便名传遐迩 。在纪
念鸦 片 战 争 爆 发150周
年之际 ，我和几位友人
相约 ，便去了虎门 。

南国 的仲夏 ，雨过
天晴 。我们驱车从广州
出发 ，在平直 的柏油路
上驰行 ，不到一小时便
进入了 充满现代气息东
莞市区 。自 86年原东莞
县改为地级市以后 ，各
方面 的 工作都 “更上一
层楼”，属下 的虎 门镇
更是频添风采 。从莞城
市区到虎门 的路上 ，公
路两旁不尽的绿色蕉林
和那一行行硕果 累 累 的
荔枝树 ，与那无边 的金
滔稻浪以及座落有序的
无数南方农村新式小洋
楼，组成了 一幅绵延不
断的画卷 ，一直铺 向 白
云海天相接处 。

同车 的 记者小石告
诉我 ，改革开放以来 ，
虎门镇大力发展创汇农
业，在东莞市率先走 出
了一条贸 工农结合的新
路子 。全镇8万人 口 ，4
万多 亩 山 林，6万 多 亩
耕地 ，通过综合开发 ，
建立起 了 一批农副产品
生产和加工 出 口 基地 ，
过去 的荒坡 ，现在都变
成了 “金 山地”。每年
农业 出 口 创汇达1200多
万美元 ，全镇 工农业产

值近 2亿 元 。多 数农民
都顾用外地人来种地 ，
每天工 资10元 。比大学
教授的 工 资还高 。家 乡
富了 ，以前的一些 “逃
港仔”，现在有 的也 回
来“捞世界”了 ，觉得

“ 比来比去 ，还是社会
主义好。”

说话间 ，车 已到虎
门镇 。昔 日 的古镇 ，已
经旧 貌换新颜 。一座座
现代 化 的 建 筑 拔 地 而
起，街上人来车往 ，各
式各样的广告牌 ，五彩
缤纷 ，为这 自 古 以来就
是商 品集散地的商业城
镇增 添 了 几 分 现 代 色
彩。我们无暇细看 ，直
奔虎 门海滩而去 。

当年 曾 销毁230多
万斤鸦片的虎门海滩 ，
现在 已 建起了 风光 秀丽
的林则徐公园 ，一座巍
峨的纪念碑直 插云天 ；
在当 年林则徐指挥销烟
的牛背岭耸立着林则徐
虎视南天的塑像 ；一座
新建的威远大桥飞架南
北，把沙角炮台 、威远
炮台和林则徐公园联结
起来 。虎门销烟这一珍
贵的历史遗迹经过虎 门
人民 的 精 心 修 葺 与 点
缀，变得愈加肃穆 、愈
加雄伟 。触摸着那重新
粉刷装修过的古炮台 、
古城墙 ，历 史 的 回声又
一次在我心 中 鸣响 。林
则徐虎门销烟 、关天培
血染炮台 、陈连升等700
名将 士 战 死 疆 场 合 葬

“ 节兵 义坟”。啊 ！古

炮台写下了一个古老坚
毅民族 的节气 ，也记录
了外来侵略者血腥挑衅
的罪行 。

当我们来到林则徐
塑象前时 ，一群天真烂
漫的 中学生和港澳青年
正轮流站在塑象前摄影
留念。从他们留影时瞬
间表现 出来的敬穆庄严
的表情里 ，可 以知道林
则徐和全体抗战英 烈都
还活在人们心 中 ，黄炎
子孙将世世代代铭记着
他们不朽历史功勋 。

历史不会重演 ，今
天古炮台高 昂 的炮 口 正
象征着虎门人民改革开
放振 兴 中 华 的 勃 勃 雄
心。前来陪 同我们参观
的虎门旅游公司 的 同志
告诉我们 ，这几年虎门
镇的 商业和旅游业非常
兴旺 。每天 ，成千上万
的中 外游客汇聚古镇 ，
他们有 的来追寻古迹 ，
有的来投资办厂 ，也有
的来这个美丽的海滨小
镇观光渡假 。虎门镇 的
旅游公司开展了 多 层次
的旅游服务业务 ：与香
港“新世纪”、“遨游
乐”“等旅乐”等旅行
社联合举办 “香港——
虎门一天游”，“香港
——虎 门——东莞——
广州三天游”，同时还
组织港澳同胞 、海外华
侨以 及 中 外 游 客 到 深
圳、珠海 、广州 、肇庆 、
北京等名胜地方旅游参
观。每天虎 门 的 车流量
达5千 多次 ，人流量达2

万多人 。这奔流不息 的
车流人流 ，就象人的血
管一样 ，给虎门 的经济
供血输氧。1983年 ，国
务院批准虎 门太平港为
开放 港 口 ，同 时 设 立 海
关、边 检 、动 植 物 检
等相 应 机构。1986年 ，
镇政 府 又 建 立 起 了 全
国第 一 个 镇 级 货 柜 码
头，可 以 同时停泊1000
——3000吨的货轮2艘 ，
并可办理直接轮运世界
各地港 口 商 埠 业 务。87
年以 来 ，虎 门 镇 的 外
贸出 口 总 值 和 人 均 创
汇额 一 直 是 广 东 省 领
先的 镇 级 创 汇 大 户 之

我真切地感到 ，虎
门镇变了 。虎门 ，这个
曾写下 中 国近代史 第一
页的小镇 ，今天 ，在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 的建设 中又率先迈
开了新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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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的遐想
王淑娟

不久前听 一位朋 友说 ，某 公 自
从当 了 领 导 干 部后 ，就 没 见 他 笑 过 。
我想 ，或许 领 导 者 本 是 不 该 笑 的 。
一笑 岂 不 失 去 “官 ”的 威 严 ，而 与
平民 百 姓无 甚 区 别 了 ？然 而 ，近 日
又听这位 朋 友说 ，某 公 那 天 见 到 某
上司 ，眼 睛 都 笑 成 了 一 条 线 。原 来
某公 并 非 当 了 领 导 干 部 便 不 会 笑
了，只 不 过是 对 百 姓 不 笑 罢 了 。有
的人 虽 然 没 有 当 “官”，不 是也 见
了“官 ”满 面 春风 ，见 了 百 姓 ，尤

其是 无 甚 “用 处”的 百 姓 ，便冷若
冰霜 吗 ？我
似乎 突 然 发
现：人的 脸

原是 会 变
的。

按说 ，人 的 脸 受 之 于 父母 ，眉 、
眼、耳 、鼻 、口 的 形 状 、位置 是 不
会改 变 的，（当 然 ，作 整 形 手 术 和
化妆例 外 ）脸 的 改 变 ，不 过 是 表情
的改 变 而 已 。喜 则 笑 ，悲 则 哭 ，怒
则威 ，喜 、怒 、哀 、愁 皆 可 表 于 脸
上。

脸带 微 笑 ，表 情 动 人 ，可 使 人
感到 亲 切 可 爱 ；表 情 冷 若 冰 霜 ，
便可 使 人 望 而 生 畏 ，只 好 敬 而 远
之了。

某公 见 上 司 满 脸 堆 笑 ，或 许

是出 于 对 领 导 的 尊 敬 ，
或许 是 为 乞 求 其 “官
运亨 通”。都 是 可 以
理解 的 。然 而 ，缘 何

见了 小 民 则 赏 一 副 “冷
面”呢 ？

据我 所 知 ，“冷
面”一 般 说 有 两 种 含
义：一 是 把 脸 拉 长 ，表 示 不 高 兴 ；
一是 把 脸 绷 起 来 表 示 威 严 ，加 几 分
蔑视 。某 公 赏 小 民 的 “冷 面 ”大 概属
第二种 ，在 小 民 面 前 摆摆 官 架 子 ，附

带点 对这些 无
名小 卒 的 鄙
视，或许 是 兼
而有 之 ，不 高

兴与 这些 无 甚
“ 用 处 ”的 人讲 话 。

古人云：“民 可 近 ，不 可 下 ，民
惟邦 本 ，本 固 邦 宁”。焦 裕禄 同 志 笑
脸对 群 众 ，做 百 姓 的 儿 子 ，被 群 众称
为“这 们 的 好 书 记。”一 个脱 离 群 众 ，
凌驾 于 群 众之上 的 干 部 ，绝 不 会 受 到
群众 的 拥 护 和 爱 戴 。威 信 是 靠 自 己 做
出来 的 ，不 是 靠 绷脸 “绷 ”出 来 的 。
过去 如此 ，今 天 仍 然 如此 。

劝君 还是 多 树 立 点 群 众观 点 ，把
笑脸 转 向 群 众一 半 ，而 且 是真 心 实 意
地笑 ，不 是 做 作 的 、伪 装 的 。

工行杯
本报与 商 洛 工 商 银 行 合 办

“娃，我来了”
铁岭

人常说 ，“和气生财”，
洛南县工 商银行 中 街储蓄
所的确生 了财 ，可财是咋
生的 ？

这个位于县城老街的
小小储蓄所 ，虽只有 一 间 门面 ，可十分
引人注 目 。进了营业室 ，当 我还没有来
得及细心观察时 ，忽听门外有 了人声 ：
“ 娃 ，我来了！”我被这叫 声吓了一跳 ，
这叫 声 中 带着一种神秘、气强 、命令式
的口 气 ，我猜来者是这所 内 工作人员的
长辈 ，单凭这语气也不难辨 出这是一家
人中特用 的称呼 ，抑或是位有面子 的贵
人，要不然能在这红火的银行里安排儿
孙。当 我还在猜测时 ，只见所 内上班的
四女一男 中 ，急忙走 出来一 男一女 。好
家伙 ，一个小所就有两个亲戚 ，可 当 他
们扶着一位七八十 岁 的 乡 下小脚老太太
走进来后 ，这下真把我搞懵了 。

经过他们一番对话 ，我方知这 乡 下
老太太是来这存款的 。

在了 解情况过程 中 ，女所长刘彦君
谈起了这叫 声 的原委 ：她们所有农村储
户几千人 ，光上了 年纪的就有几百人 ，
由于长期来所存款建立了感情 ，只 因所
里人都年青 ，这时间长了顾客也不再称
同志和张三李 四之类 的代号了 ，只喊所
里的 同志为，“这娃 ，那个娃”的通称 ，
天长 日 久了只要在门外喊一声这娃或那
娃，所里的 同志就能根据喊声辨 出来人
的年龄及身体情况 ，我眼前来过的老太
太上台阶需人掺扶 ，听说这老太太 已在
这存款多 年 了 ，他家离城近十华里 ，进
了营业室还要洗脸喝水休息 。

当我问起他们的服务顾客还有什么
要求是时 ，刘彦君说：“是顾客鼓励帮
助共 同创造完善了服务 内容。”他们在

营业室 内配备
了脸盆 、毛 巾 、
香皂 、茶叶 、
老花镜 、开水 、
休息椅 ，夏有
扇子 、冬有火
盆，看着这些 ，
不象银行 ，倒
活象 一 个 旅
社或 者 免 费
茶馆 。可这个
所的业务量 由
8 7年 存 户
27085户 、88年

3 0700户 、增

到了 眼下 的54000户 ，三
年中存户增加一倍 ，天知
道这些额外的服务项 目 吸
引来 了 多 少个顾客 ，可 这
些毛 巾 、香皂等 ，都是所

里这娃那娃掏腰包买来为顾客用 的 ，这个
所有个做好事不声张的 习 惯 。

在洛 南县城满街都是储蓄机构 的新情
况下 ，靠服务 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了，全所七人耍了个胆大 ，破天荒地想 出
了一招 ，根据这里人们的两顿饭 习 惯 ，乡
下人进城早 ，回家晚的 习俗 ，他们每天早
开门一小时 ，晚关门一小时 ，这一招还真
灵，多吸收存款200多万元 ，为储户带来
了方便 。而他们七人没有要一分钱的加班
费，不比行里其他同志多拿一分奖金 。他
们只有一个意愿 ，为储户负责 。

听所里 的 同志告诉我 ，有一次一位干
部存单被盗 ，上午来所挂失 ，下午小偷来
冒领存款时 ，值班的刘所长便一边喊人一
边追了 出 去 ，她不顾个人安危 ，将小偷抓
送到 公 安 局。85年 以 来他们 共 堵塞 冒 领
存款34起 ，挽 回 金 额52000元 ，有 一 位
外县 的 顾客 了 解 到 这个所 的 安全情况 后
将15000元 存 入 。有 几 十 人 带 着 感 激 的
礼物来 感 谢 他们 ，他们 却 不 收一分钱 的
礼物 。

在洛南县城中 ，虽有15个储蓄机构 ，
全商洛地区也不知有几百个储蓄机构 ，可
他们存款余额跃居全区第一
名，荣膺全区第一家 “全优
标准化储蓄所”的殊荣 。难
怪有顾客留言 ：

一张窗 口 四季春 ，每逢
储蓄喜煞人 。不 图钱财积万
贯，却为热情服务心 。

雄
关
嘉
峪

杨
忠
明

自
贡
龚
扇

王
蜀
华

龚扇 ，又 叫竹 丝扇 。是我国 盐都
四川 自 贡老艺人龚玉璋 的家传绝技 。
由于他的编织 工 艺精湛绝伦 ，几乎巧
夺天工 ，被世人誉为 “龚扇子”。据
有关风物资料载 ：龚扇 ，是我国 四大
名扇之一 。

它工艺之精细 ，用 料之考究 ，工
序之繁复 多变 ，是其它扇种都不能与
之比拟的 。据有关资料介绍说 ：它 的
坯丝细如头发 ，轻似鸭绒 ；薄如蝉 翼 ，
柔似蚕丝 ；同时 ，还必须是明亮透光
的。换句话说 ，每根竹 丝就是一根既
柔和又光洁 的真丝 。

编制时 ，首先在预定半径约12—
1 5厘米左右的框架上 ，密 密 匝 匝地编
排七 、八百根竹丝作 “经线”，再用 同样 的竹 丝
作“纬线”。依照事先选定的画稿或图案 ，一丝
一丝地编织起来 。有时候 ，为了着意画面的浓淡 ，
强调色彩的直观艺术效果和突 出作 品主题思想 ，
一根纬丝常常要穿编七 、八百次 ，甚 至上千次 。
这般奇巧精美 的编织 工 艺 ，谁不叹为观止？！

高质量 的成品龚扇 ，必须是质薄如绢 ，扇面
光滑似镜 ；色彩柔和 ，或呈鹅黄色 ，或呈朱黄色 ，
或呈米黄色 ，或呈淡青色……。观其纹路无论是
编织的花卉 、飞鸟 、虫鱼 、走兽 、山 水和人物都
栩栩如生 ，别具一格 。

龚扇 的扇柄 ，也刻意追求精美 。一般以象牙
柄、虎头柄 、雀鸟柄 、人面竹柄等见常 ；再饰之
以七色 （或单一 色 ）丝穗 ，便成为一件高级的工
艺美术品 。

如果以书画名家 、诗人词客的大手笔为题 ，
那就更叫绝了 ！既清雅秀丽 ，又名贵古朴 。一扇
在手 ，非叫你拍案叫绝不可 。

笔者六十年代初在 自 贡读书时 ，曾听人说 “龚
扇子 ”家的编织高手 ，还特意为毛主席编了一把
很精美的竹丝扇 ，和一床可 以收折的竹丝蚊帐 ，
一时传为佳话 。据老年人讲 ，自 那 以后 ，龚扇更
加身价百倍 ，饮誉全国 ，备受海 内外人士的欢迎 。

西江月 ·刘 家峡水电站
宋余才

盘古 开 天 一 瞬 ，
黄河 行 地 万 年 。
浊浪 排 空 漫 平 原 ，
残屋枯草人怨 。

自信 回 天 有 力 ，

江山 正展殊颜 ，

喝令 长 堤 卧 其 间 ，
灌溉还要 发 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