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粒粒皆 辛 苦
——关于粮食的思考（大型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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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荒 ，威胁着人类社会
我们这个星球显然变得陌生了 。曾经被人类奉为上帝的大自 然 ，对它的

子民们戕害生态的轻率行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南极上空的大气臭氧层出现
了可怕的空洞 ，蜂涌而入的紫外光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已造成了世界范围的
灾难性气候 。穷困的北部非洲被连续数年的干旱折腾得奄奄一息 ：土壤沙化 ，
耕地皱裂 ，蝗虫肆虐 ，长河断流 ，再加上连年战乱 ，在南斯拉夫和非洲的一些国
家，几乎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老人儿童被饥饿夺去生命……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1987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产4%，1988年
则为17.3亿吨 ，比减产的1987年又减产3.8%。到1989年3月 底 ，全球粮食储备
将减少到2.51倍 ，仅够54天的供应 。世界必须在明年净增粮食2.2亿吨 ，才能
达到最低的库存安全线 。

紧随着粮食匮乏而来的是世界市场上的粮价猛涨 ；
这样的涨价幅度 ，是第一世界许多缺粮国难以承受而又不得不承受的现

实。
新华社罗马1994年3月25日 消息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发表报告说 ，目 前

世界上有45个国家 ，其中30个为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危急或处于低水平
状态 。

该组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 ，1993年世界粮食产量比1992年减少百
分之五 ，为18.73亿吨 ，在被调查的93个发展中 国家中 ，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因内
部战乱 、自然灾害等因素 ，其1993年的粮食产量比1992年有所减少 。报告还列
举了1991年至1993年间粮食安全出现危急的中非共和国 、海地 、阿富汗和莫桑
比克等15个国家 ，以及粮食安全处于低水平的伊拉克 、刚果 、印度等30个国
家。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又指出 ，今年世界粮食产量大约
下降4%，至少20个发展中国家明年将面临严重粮食短缺 。

报告指出 ，由于今年粮食减 产 ，储备将会减少 ，为了避免储备降低到安全
线以下，1994年的粮食生产至少要增加
6000万吨 ，否则 ，将对世界市场谷物价
格，以及粮食安全前景等产生严重的后
果。

世界上仅发展中 国家就有7.9亿人
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况 。近20亿人属于
“ 隐性饥饿 ”状态 。

——粮荒 ，正在残酷地威胁着世界
万物之灵的人类 。

中国农业 ，基础的“贫血症 ”
八十年代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 ，初步

解决了十一亿人的温饱问题 ，令世人瞩
目；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 ，在九十年
代的 中 国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却
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影响了整个国
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亿资金用于农业
开发 ，这些钱的使用情况如何？国家审计署1993年初曾对16个省 、自 治区 、直
辖市的17.4亿元农用资金进行了审计 ，结果表明 ，大量资金滞留在省 、地两级 ，
县级财政用于农业资金明显减少 。

据10个省区统计 ，1991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7.06亿元 ，到
1991年底 ，有3.23亿元没有下拨到县 ，占45.8%，其中滞留在省 、地两级财政的
资金分别为2.57亿元和6600多万元 。据11个县（市 ）的统计 ，因1100万元资金
没有拨付到位 ，致使4.5万亩开荒，2000亩草场改良 ，2.3万亩大棚育秧、112座
桥、涵 、闸 ，234眼机电井 ，408台套农机具和900头种畜设置项 目 没有完成 。

审计部门还发现 ，一些地方政府的主管部门挤占挪用农业资金 。共查出
这类违纪资金75万多元 ，占审计总金额的4.4%。

与此同时 ，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被挤 占挪用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据中国农
业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 ，他们去年曾对山东 、江苏 、河南 、安徽 、江西 、湖北等10
个农副产品生产省在农业银行开户的收购企业的收购贷款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 ，1992年未收购贷款余额1234.4亿元 ，被挤 占挪用435.1亿元 ，
占贷款的35%。其中财政挂帐 占183.5亿元 ，占14.9%；收购企业挪作他用
140.8亿元 ，占11.4%。

仅山西省农业银行截至1992年底 ，全省本应用于农业而转入非农业的资
金达30亿元左右 ，约占 当年农行和信用社存款余额的六分之一 。

据悉 ，甘肃省1991年全省的农业资金有36%不到位 ，1992年又有32%的

资金不到位 ，达1.259亿元 。
1986年 ，江西大旱 ，受灾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 ，其中开裂发白 的耕

地有数百万亩 。然而 ，正是7、8月 间 ，急需水利设施发挥效益的时候，“江
西日 报 ”却向读者描绘了宜春地区的骨干水利设施袁惠渠被破坏后的惨
状：堤旁数以万计的油桐和柽柳已被砍光 ，堤内堤外立起了数以百计的
砖瓦窖 ，脸色黑黝的农民在挖土烧砖瓦 。堤面已成了 当地人开荒种菜 、
铲草积肥的好去处 ，150多公里长的南北两条干渠 ，渠堤变形 ，千疮百孔 ，
泥沙淤塞 ，塌方塌坡数十处 ，几十座小型闸门被撬窃 ，600多个分水管口
已随意开挖到1150个 ，“上游水汪汪 ，下游旱死秧”，还有人在渠内炸鱼 。
灌渠流经的新干县三湖镇的大部水田 已无法灌溉 ，清江县洲上 乡 由于渠
水无法进入 ，大批水 田 已改为旱地 ，原来3米多深的渠道已被夷为平地

……
这就是60年代投资1000多万元 ，受益面积达30多万亩耕地的袁惠

渠！类似袁惠渠的遭遇 ，在全国许多地区 已屡见不鲜了 。据统计 ，自
1980年以来 ，由于水利投资大量削减 ，到1987年 ，农田灌溉面积不但没有
增加 ，反而净减1400万亩 。

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 ，国家投向农副产品收购和农业生产的资金是
非常有限的 ，但是 ，农村资金通过各种集资流向非农产业领域的现象都
相当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 ，热遍全中国的恐怕非“集资 ”
莫属了 ，对农业来说 ，这种社会集资简直是釜底抽薪 ，仅此一项 ，全国农

村每年就有近千亿元资金流入非农业 。
工农业生产品“剪刀差 ”继续拉大 ，使得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进程加快 。

这几年 ，农用生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据农业部门调查 ，每亩耕地生产的平
均费用 已 由 十几元上升到百元以上 。这种状态导致农民收入减 少 ，种粮积极
性下降 ，加速了农民持币 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

农民负担过重 ，占用了生产性资金的投入 。据农业部在29个省份的调查 ，
近两年我国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社会费用已 占农民人均收入10%以上 。

“ 白 条子”、“绿条子 ”等不合理现象使农村资金被 占用 。据调查匡算 ，
1992年在农民担负上百亿元“白条子 ”之时 ，邮政部又欠下外出打工农民的汇
款（即“绿条子”）近百亿元 。去年以来 ，中央和各级政府狠抓了这一问题 ，虽然
在多数地方已基本解决 ，但如何根本解决 ，仍需要做大量工作 。

农业投资被挪用 ，农业投入的短期行为正在引起难以估量的后患 ：水利设
施严 重 失修 ，砍伐 山 林成风 ，土壤沙化 ，耕地板 结 ，生态遭到破坏……这
些都是摆在我 国 农业进一步 发展 之前 的重大 问题 。

丰收带来 的 困 惑
●一笔越算越蚀本 的帐
粮价涨落近年 已成为大街小巷 、集贸市场 、民居农舍的敏感话题 。
这是 一个 不 容 回 避 的 问 题 。多 年 来 ，我 国 可供种粮 的 良 田 越来越

少，而人 口 数量愈见看涨 。同 时 ，工农 产品剪刀 差早 已 有之且裂缝越发
拉大 。种 田 划不来 ，弃 田 抛荒 ，务 工经商 者 日 渐增 多 。拿什么样 的杠杆
来调动农民 的积极性呢 ？

让我们来 看 看 江 西 省永修县 滩 溪 乡 一位 叫 钱永松 的 农 民 ，对他去
年每亩早稻 的投入所作的结 算 ：

种子5斤 ，每斤3.30元 ，计16.50元 ；
尿素40斤 ，每斤0.60元 ，计24元 ；
碳氨60斤 ，12元 ；钾肥20斤，7.50元 ；磷肥50斤 ，8元 ；

耕牛 （以 租
用计），10元 ；

钾氨 磷 （农
药）半斤 ，9元 ；

水草 4元 ；
柴油 10元 ；农膜
1 5元 ；

交税 粮 34
斤，计5.10元

合计：121.
1 0元

以亩 产800
斤稻 谷 计 ，按
合同 订 购 可 卖
得136.70元 。
从表 面 上 看
来，似 乎 每 亩

可盈 利 15元 多 一 点 。但 这 笔 帐 中 还 有 几 宗 支 出 没 列 上 去 。首 先是摊
派，如 今降 落 到 农 民 头 上 的 摊派名 目 可 列 出30项之 多 。粮食生 产 的 周
期长 ，随时 可能受气候 变化及病 虫 害影 响 。况且劳动力 风里雨 里 ，烈
日底 下 的 操 作 ，尚 未 打入成本 ，还 有 屡 见不 鲜 假化肥 、假农 药 事件
……

据产粮大 省江西某县 一个调查 队的 调查资料表明 ，粮农每生产50
公斤稻 谷 ，就要投入34元 以上 （劳动 力 除外），如按合 同订价收购 ，
50公斤 稻 谷 只 能 卖27.09元 ，农 民 反 要 倒 贴7元 钱 。种 粮 明 明 越 种越
亏，你说 ，谁还积极得起来 ？

时下 农 村 有 这 样 几 句 顺 口
溜：滑 头 滑 脑 经 商 ，有 头有 脑办
厂，犟 头 犟 脑栽树 ，呆 头 呆 脑 种
粮。这种说 法 ，一 点也不夸张 。

1 斤尿素＝3斤米　1斤柴 油
= 2斤谷　1根冰棒＞1斤谷

看起来有点 象天 方夜潭：1斤
粮食居然 卖不到1根冰棒 的价 。

然而 ，这 却 是 不 折 不 扣 的 现
实。

同时 ，与 种 粮 比较 ，栽植经济作物周 期短 ，风 险小 ，投入小 ，农
民何乐 而不为？工农产品比价扭 曲 ，农产品 内 部比价扭 曲 ，必然影 响
到农 民 的 种 粮 积极性 。归 根 结 缔 ，是粮食 还未取得其 应 有 的 商 品地
位，价格与价值严重偏离 ，而且长期不加 以 调整 ，以致在某种程度上
形成了物价的 恶性循环 。

●市场在给我们上课
1993年 我 国 粮食普遍丰收 ，总 产量达历 史最 高 水平 ，国 家计划收

购入库量与上年 周期持平 ，粮 食库存充裕 ，保持在安全线 以上 。这样
一种 喜悦的 局面 ，怎么会 出 现粮价上 涨 呢？是不是市场在有意与我们
过不去 ？

某食品加工 企业 ，准备1993年 利润再上一个新台阶 。可是到 了 年
底，不仅没有 利润 ，反而亏损30多 万元 。问起原 因 ，企业领导人无可
奈何地说 ，不是我们无能 ，而是无原料 。去年粮食是卖 方市场 ，农民
兄弟把粮食送到厂 里 ，就可 以加工 ，即 是办手续 ，也是打个 白 条 ，不
愁没有原料 。今年不 同 了 ，粮食是买方市场 ，不仅要现钱 ，而且一天
一个价 ，原料不 足 只能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 网 。要说 日 子难过 的 ，还
是那 些 工 薪 阶 层 。好 不 容 易 月 底 才 领 回 工 资 ，而粮 价 却 又 上扬 了 几
许。

务工经商 ，是改革开放带来 的新气象 ，也 的确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找到了 出 路 ，为卖粮难的农 民兄弟解除了 忧愁 。然而 ，就在这大好事
的背后 ，却潜伏着令人不安 的 因素 。去年 以 来 ，各地身强力壮者 外 出
务工经商 ，从事农业生产 的 多是妇女 、儿 童和老人 。城镇人 口 急剧增
加，粮 食供求矛盾越来越突 出 。过去 不屑 一顾的粮食 ，如 今却成为人
们的 热 门 话题 。为 了 稳定 大 局 ，安定 团 结 ，国 家 只好 采取应 急措施 ：
动用 国 库 ，抛售粮食 、平抑粮价……

其实 ，就是在卖粮难 的 日 子 里 ，粮食部 门 的 日 子 也是不好过 的 。
谁叫 他们承担淡贮旺供 的 责任呢？为 了把农 民手 中 的粮食收贮起来 ，
他们不得不把库存 的粮食 亏本卖 出 去 ，贷款 回 收收购新粮 以保护农民
的种粮积极性 。粮价大规模 回 升后 ，农 民 又不愿 意把合 同 定购粮 卖给
他们 ，有 的 地方 粮 仓 又 空 着 。粮 食 部 门 是 企 业 ，自 负盈 亏 。过 去亏
了，总得赚 回 来 。如今粮价 上涨 ，正 是他们赚钱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 。
不是要抓住机遇吗？这不是机遇 又 是什么 呢 ？要 是哄抬一下 ，不是利
润更可观吗？于是 ，哄抬粮价的热潮悄 悄兴起 。

别看粮贩们个人手 中 的粮 食 不 多 ，但他们既可 以偷税 ，又可 以漏
费，还 不 负担粮 食 系 统 退 休 职 工 的 工 资 ，粮 食 职 工 经 营 粮 食 毛 利在
10%以 上 才敢 干 ，而粮 贩
们毛 利 在3%就 可 以 了 。
既然 如 此 ，你粮 食职 工敢
炒，我粮 贩 为 何不敢？于
是乎 ，他们也投入 到哄抬
粮价 的 洪 流 中 去 。就 这
样，你 抬 过 去 ，我 炒 过
来，粮价 自 然 上 升 。农 民
既没 有 沾上 光 ，市民 的 负
担却加 重 了 ，给政府 也造
成了 不少的 困难 。

惊人的挥霍与浪费
中国 有 十 一亿 人 中 ，

有十 一亿张 嘴 。人们常 说
“一人 省一 点 ，天 大 的 灾

也渡过 去 了。”然 而这 句
话的 反 命题却 是 “一人 浪
费一点 ，天 大 的 灾 也招来
了。”

“ 浪 费是极大 的 犯罪！”但是法律没有能 力 为这种 犯罪量刑 ，而
经济发展和体制缺陷却联手为这种犯罪铺垫起一条畅通 的路 。

哈尔滨 目 前有各种经营性质 的 餐厅酒家 饭 店 、旅 店 、招 待所 、单
位食堂 等 近 1万家 左 右 ，每 天 就要倾 倒 的 剩 饭菜达50万 公斤 ，价值人
民币 百 万 元 。附近 的农 民赶着毛驴 ，蹬着 三轮车将剩饭菜拉 回家作猪
饲料 。其 中 有一个姓叶 的农 民 ，他用12家 食堂 饭店 的剩饭菜喂 了50头
猪。

南方某市一家 有 几千 人就餐 的大 企业食堂常年在洗碗池旁放着 几
个很大 的泔水桶 ，每天桶 内 雪 白 的米饭与馒头等都在10公斤 以 上 。但
这仅是就餐人 员 浪费 的 一部 ，绝大 多 数的 人是端 着 饭 盒边走边吃或端
回宿舍 楼去吃。10多 幢单 身职工大楼 ，共有50个左右的楼层 ，计 算下
来，这 个 食 堂 每天 浪 费 的 食物 不 会低于200公斤 ，一年 下来 ，累 计浪
费粮食7万至8万公斤的惊人数 目 。

北京 人 ，每 天 仅 几 百 家 高 级 饮 食 单 位 就要 倒 掉10多 吨 的 美 味佳
肴。

深圳市附近 的许 多农 民喂猪 已 是用 大米 、面粉等 细粮作饲料 。
据有关方面统计 ，全 国 每年从餐桌上浪 费 的粮食达 到30亿公斤 。

由于 我 国 在粮 食生产 、管理 、储存 、运输 、加工 、使 用 等 方面 的技术
条件落后 ，也造成 了 巨大 的浪费 ，从其生产直到销售 的整个过程 中 ，
某些环节 的数量动辄就在亿公斤 以上 ，整个 浪费 约达 占 总产量 的10%
以上 。之 外 ，如 ：酿 酒 ，全 国 几 万 家 大 大 小 小 酒 厂 ，每 年 用 粮 已 达
125亿 公斤 。养 狗 ：全 国 有 1亿 多 条 狗 ，每 年 耗 粮 170多 亿 公斤 。鼠
害：全 国 近5000万只 老鼠 ，每年 偷粮1亿 多 公斤 。另 外 ，全 国 还有1/
4以上的粮食被加工成各类饲料 。

在大路小道上 ，有 多 少被抛洒的粮食 ，在家庭 的 小饭桌上 ，有 多
少被丢弃 的 残羹剩饭？中 国 有5.7亿城镇人 口 ，以平均每户3.5个人计
算，大约有1.6亿家庭 ，如果每个家庭一天 浪 费1两粮食 ，那么 ，全 国

城镇一天 就会浪 费8213吨粮 食 ，大 约 是5.5万人 口 一年 的 口 粮 （按平
均每人每年 消 费150公斤计算）。

走进大大小 小 的饭馆 、餐厅 、饭店 、宾馆……在这里 ，浪费是一
种体面 ，一 种 自 豪 ，在这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在这里 ，吃 的
原则就是 “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 ，酒不厌醇 ，量不厌大”。于是从普
遍的 时新 蔬菜 、米 饭 、馒头 ，到燕窝 、鱼翅 、熊掌 、毒蛇都会在一瞬
间从餐桌扫进泔水桶 。有人估计仅北京一地一年 倒掉的 美味佳肴 、残
羹剩 饭价值达30亿 人 民 币 ，那 么试 问 全 国447个市，1919个县会是 多
少呢？有好事 者估算 ，全 国 单 单 只是 “酒席桌上 的 浪费”就 已达到一
年410亿人民 币 ！

如果我们把所有 的饭桌拼成一张 巨大无 比的餐桌 ，那么 为这 巨大
的餐桌 ，巨大 的浪费做背景的 又 是什么呢？是贫 困 ！目 前 中 国城镇居
民家庭 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仅有1387元 ，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仅有
600多 元 。全 国 还 有18个老 、少 、边 、穷地区 （包括640个县 ，总面积
400万 平 方 公 里 ）的 人 民 温 饱 问 题没 有完全解 决 。我们 的 经济还很落
后，财政空虚 ，教 育 、卫生 、交通 、邮 电都急待发展 。总之我们还是
一个穷 国 ，还 没有 资格挥霍 ，但是我们却做了 自 己 的蛀 虫 。难道真的
像有 的 老 外 所 说 的：“中 国 是 最 大 的 贫 困 国 ，也 是最 大 的 浪 费 国 ”
吗？

加强 农业的 问题迫在眉捷
虽然随着全 国 改革开放的 步伐明 显加快 ，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进

入了 一 个 新 的 阶段 ，农业 上 也 出 现 了 一 些可喜 的 变化 ，但从深 层次
看，在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增长 的背后 ，一些长期制约 、影 响农业
和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商发展 的 深 层次 因素并没有 消除 ，并且还会不
断的 出 现新 的 矛盾 。在粮棉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把农业和农民进一步
推向 市场 的 同 时 ，对农 民利益缺乏相应 的保护措施 ；农业系统办实体
的初 衷是为 了 弥补 国 家事业 费 的不 足 ，增强综合服务 的 实力 ，但在有
些地方却成为 地方政府对农业机构 “断奶”、“断皇粮”的依据 ；部
门利益和地方利 益膨胀 ，导致农 民负担有增无减 ；在各地大办特区 、
开发 区 、保税区 的热朝 中 ，农业面临着 资源双 向 外流 的 趋势 。农业 的
基础地位受到 冲击 。

由此可 见 ，切实重视和加强农业 问题 已 经是迫 在眉捷了 ，农业基
础地位任何时候都 不 能 动摇 。中 央最近提 出 了 一 系 列 加 强 农业 的 措
施，必须得到切实的实施 。

狗年 伊始，“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已 形成各级政府 、
决策 层 的 最 强 音 、从 中
央到地方似乎都意识农业
这块大 地盘 ，已 经成 为我
国政治 、经 济 、社会稳定
的重 中 之重 。请 听听来 自
中国 最 高 决 策 层 的 声 音

1 994年 元 旦 刚 过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农 业 部 就

“ 张 榜”安 民 ：增加有效
供给 ，稳 定 农 民收入 ，和
盘推 出 1994年 农业整体改
革目 标 和思路 ；粮食播种
面积保 持16.5亿 亩 ，力 争
产量 达 到4.5亿 吨 ；农 民
人均 纯 收 入 再 增 加5%，
政策性贷款用 于农业 良种
和先进技术 的研究开发 ，
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 以提

高经 济效益 为 中 心 ，发展 乡 镇 企业 。紧 接 着 ，农 业 部又 派 出 了300名
干部到农业生产 第一线 ，开展 “百县万户 ”调查 ，了 解农业和农村经
济情况 ，农村政 策 贯彻 落 实 情况、广 大 农 民和 基 层 于 部 的 心声和 要
求，为党 中央和 国 务院制定农业和农村政策提供第一手材料 。

2 月 25日 ，在北 京 召 开 的 全 国 粮食 产销政策 发布及定 货会上 ，李
鹏总理高屋建瓴地强调 ，要建立 中 央和省两级粮食调控体系 ，要坚持
购粮合 同 制 ，要建立粮食风险调 节基金 ，粮食在任何时候都是基础的
基础 ，各级政府要真正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

3 月 4日 ，江泽民又在全国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 ，粮食是关 系
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 ，也是关 系社会稳定的 战略物资 ，各级党委和政
府都必须始终 密切关注粮食这个关 系全局的大问题 。不论什么地方 ，
粮食都要保持三个稳定 ，即稳定面积 、稳定产量 、稳定库存 ；两个平
衡，即 总量平衡 、地区平衡 。

1994年3月 10日 ，中 外都为之关 注 的 第八届 全 国 人民代表大会 第
二次会议正式开幕 ，李鹏总理所作 的 《政府工作报告 》引 来一阵阵雷
鸣般 的掌声 。在确保 乡 镇企业持续增长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措
施时 ，这位共和 国 的父母官激动地说 ：适 当 提高粮食收购价和棉定购
价，支持农用 工业发展 ，加强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管理 ；增加 中 央和地
方对农业的投入 ，鼓励并 引 导集体和农民增加投入 ，加强农业基本建
设和综合开发 ；完善国 家粮食储备体系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保持粮
食市场的稳定 ；在稳定粮食棉花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
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发展 多 种经营，……

由此可见 ，切实重视和加强农业问题 已经迫在眉捷了 ，农业 的基
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这是中 央的重大决策 ，也是十一亿人民
的共同心声 。

（ 图　柳 影　雷 鸣 ）

大胡 子
文/殷俊明

在美丽山城宝鸡 ，提起宝鸡
车站的张大胡子 ，那是无人不知 ，
无人不晓 。

是他那黑红脸膛上的满脸的
胳腮胡子 ，使人联想到《三国志 》
中的 张 飞 ，还是他惩凶犯 ，斗歹
徒，振憾四方的威名 ，想必是两者
兼而有之 。

他有张飞的体魄 ，有张飞的
胆量 。大胡子原在宝成路上凤州
车站 当公安所长 。一群歹徒在龙
口镇持刀 斗欧 ，大胡子所长只身
一人来到肇事地点 。三下五除二
一顿拳脚 ，歹徒个个束手就擒 。

红花铺 ，数名毛贼正在偷盗
货运物资 ，大胡子赶来 ，毛贼勿忙
逃窜。“站住！”口平的一声 ，鸣枪
告警 。弹头打在山石上顿时火星
四射 ，碎石飞溅 ，吓的毛贼扑通一
声卧在地上 ，浑身抽动 ，还以为子
弹打在了 自 己的腰上 。

就凭这一股横劲 ，把个以乱
出名 的凤州地区整治的秩序井
然，人民群众拍手称赞 。

真抓实干是大胡子的本色 ，
1988年7月 ，大胡子调到陕西第二
大站宝鸡车站任所长 。一下车看
到围车叫卖现象突 出 ，他二话不
说，带着两名治安民警深入辖区
两侧的居民区 中 ，做社情调查 。
继而是宣传车 ；大标语 ；治安处罚
现场会 ；职工包保合同书 ，用各式
各样方法堵绝叫卖 ，终见成效 。

一名长期围车叫卖者本不愿
这样做 ，只是生活问题所迫 ，大胡
子知道后 ，二话不说 ，亲 自 帮助这
位青年跑工商 ，找个协 ，在市建国
路市场摆了个摊位 ，使其走上了
正当 的致富之路 。

去年底 ，群众反映快车站西
闸口 有人持刀抢劫 。大胡子所长
乔装改扮 ，埋伏守候 。在第七天
早上 当 场擒获持刀 抢劫犯樊立
让，王清利 。使西闸 口 又重新恢
复了往 日的宁静 。

今年腊月 三十傍晚 ，所里干
警都回去忙年了 ，除了 当班的全
所只留下大胡子所长一人 。大胡
子所长刚想打开收录机听一段秦
腔，就听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
来，“喂！……渭河铁桥下发现女
尸？”“676、676，670呼叫 ，快速
赶到渭河铁桥下。”胡子所长迅
速用对讲机向刑侦组队员发出了
命令 。随后只身一人驾驶摩托车
向现场驰去 。

夜，贼黑 ！风 ，贼冷 ！更有
那一人多高的枯草沙沙作响 ，令
人毛骨悚然 。可胡子所长顾不上
这些 ，他只有一个心思 ，尽快搞清

死亡原因 。死者 ，裤带断成三节 ，
上衣内有杂草 ，没有服毒迹象和
明显 的 外伤 ，很 像 是被 强 奸致
死。胡子所长不愿草草结案 ，又
仔细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终于作
出了高空坠落死亡的结论 。后来
地方公安局的技术人员来到现场
勘察 ，检验的结论也是如此 ，对大
胡子的刑侦经验十分佩服 。

胡子所长家在凤州 ，一年十
二个月 ，三百六十五天 ，他几乎 日
日守在公安所 。那年他家 中 被
盗，损失近千元 ，妻子打电话催他
回去 ，当时正值他在西安开会 ，他
居然没有回去 ，说公事比家事要
紧。……

有耕耘必
有收获 ，短短两
年，宝鸡车站公
安所被郑州铁
路公安 局评为
“ 双基 ”先进 单
位；被陕西省公
安厅评为整顿
铁路 先 进 集
体。大胡子本
人也被郑州铁
路公安局树为
双基 先 进 个
人。

这时 ，大
胡子笑了 。

本版编辑　周 矢
刊头设计 董 凤 山

上当 就 此 一 回

（ 纪实文学 ）　　文/刘书斌

时间 ：某 月 底的一天 。
地点 ：西华路厂职工 医院门

口。

这天早晨 ，天上云层厚重 ，
板着 冷峻面孔 。八点钟过后 ，路
上人稀少了 ，但南来北往的 ，拉
车骑三轮的 ，做生意人仍不断 ，
开始了一天忙碌的 生活 。

宋师傅跟往 日 一样 ，提上菜
篮子下楼去采购 。

职工 医院门 口 ，门外南侧路上 ，一男 一女在站
着说话 。从外表看 ，女的三十 五 、六 岁 年龄 ，手里
提个带背带的小黑包 ，系着洗旧 了 的 绿色方 围 巾 ，
穿着 灰卡叽布衣服 ，一看就是农村妇女 。男 的是个
工人模样 的小伙子 。看见前面有人来了 ，小伙用眼
示意女 的 ，俩 人 便 不说 话 。小 伙 很 快 离开 了 那 女
人。

还没 等 宋师傅从南边走过来 ，小伙紧 走几步 ，
朝宋 师 傅 迎 过 来 。走近 后 ，小 伙 客 气地 对 宋 师 傅
讲：“师傅 ，有 点 事 ，请 帮 个 忙！”，宋 师 傅一
楞，站住了：“我不认识你。”

小伙对宋师傅的话并不在意 ，仍好像见了老熟
人似 地 说：“我 认 识你 ！我 是 咱 厂 106分 厂 的 工
人，干炼胶工 ，在单 身宿舍住 ，我经常见你 ，你一
天老提着篮子买菜。”经他一说 ，宋师傅仔细瞧了
瞧对面小伙 ，白 净脸 ，长相老实 ，他身 上 穿着厂 里

发的 黑底细 白 条料子做的西服 。
好像见过面 ，又好像不太认识 ，
便说：“你说 ，啥事？”

小伙用 手暗指 了一下背后那
个女人 ，又贴近她耳旁小 声神秘
地说：“她卖香料 ，药店里收要
一百 多 块 ，我 身 上 没 带 钱 ，怕
她走 了 别 人 买 去 。我 姐 在 陕 广
厂，我 给 她 打 电 话 让 她 把 钱送
来，你帮我看一下 ，别让她走 ，
你看行不？”宋师傅听说：“看一
下人 ，这行 。我可有事 ，你得快点
来！”小 伙 快 步 迈过马 路 去打 电
话了 。

再看 那 个 女 人 ，手 里 提 着 小
黑包捏弄着 ，一脸愁云模样 ，低头
站在那 里 ，谁一 看都觉得 怪可怜

的，宋 师傅无话 找话 问 ：“哪来 的 ，卖 什么香料？”女人
仍低着头 ，声音难受地说 ：“是从泾阳 来的 ，小孩 得了 大
脑炎 ，我 男 人耍钱把家 里 东西都 卖 光 了 。现在值 钱 的
只有这 点 香料 ，等 卖 了 ，急着 给娃住院看病。”话 虽 不
多，却越说越难受 ，说到痛心处 ，不觉掉下几滴眼泪 。

听罢话 ，宋 师傅也 觉 伤 心 ，对女人 甚是 同 情 ，忙用
好言 好语 ，劝解安慰 。又 听女人说 ，上次她卖 药 ，被人
家把药骗走没给钱 ，回 到家 ，她 男 人还把她打了 一顿 。
宋师傅听 了 这话 ，又 为 怕 这女人再次受骗而 多 了 一份
担心 。

等了 一会 ，小伙还不见来 。女人怕上 当 ，说不 等 了
要走 ，脚 下 并 没 动 。宋 师傅 受 人 之 托 ，对 女 人 好 说 一
阵，总算勉强 留住了 。正在留 人谈话紧 要时 ，小伙急忙
忙赶 回 来 ，同时对俩人说 ：“我给我姐把 电话打了 ，她说
十一点多把钱送来 ，再等一会儿吧！”

女人 听说 还 要 等 ，不 答应 了 ，马 上 要走 ，说她是坐
拉沙子车来的 ，怕去晚了 车不等 人走了 。这时 ，宋师傅
提上 篮子准备走 。见俩人都要走 ，小伙慌了 神 ，央求宋
师傅说：“宋师傅 ，你看她不相信我 ，要走 ！你看能不能
一起 到你家 里去 等 ，她就放心了 。咱是一个厂 的 熟人 ，
麻烦你帮个忙吧！”

宋师傅真是一片热心肠 ，被这俩人 困境感动了 ，没
有再多想 ，就把这一男一女领到了家里 。

走到楼下 ，那个女人 不走了 ，问宋师傅家里有小伙
子没？宋师傅如实说：“家里小伙都上班去了 ，现在家里
只有我一个人。”听了这话 ，女人才又移动脚步上楼 。

进了家 ，宋师傅热情招待来人 ，让坐倒水 。客人 刚
坐定 ，小伙便开言对女人讲：“你坐这等着。”又 回过脸
对宋师傅说 ：“我回宿舍拿钱去 ，一会就来 ，麻烦你了 ！”
这一等就到了十一点左右 。时间一长 ，宋师傅有点不耐
烦，那女人也嚷嚷着要走 。就在这时 ，小伙子又推门进
来了 。

小伙好像跑得很急 ，一边喘气一边从兜里掏出 一沓
钱，放在女人面前：“这是600元 ，你点 点！”女人看一眼

钱，不 高兴地说：“我这香料值几千元 ，
不是等着给娃看病 ，我还不卖呢 ！这点
钱太少了 ，我不卖！”说着 ，把钱往小伙
桌前推了推 。小伙子说：“那你再等会 ，
我姐一会就把钱送来”，女人说不等要
走，却坐着不动 。

小伙急了 ，急中 生智 ，对宋师傅说 ：
“你看她要急着走 ；我姐还不来 ，真把人
急死了 ！我看这样吧 ！你先借点钱给

我，等一会 ，我姐送来马上还给你。”
这时 的 宋师傅像看 电视听马季 演相声一样入了

迷，从柜子里拿出 了800元钱 。
小伙 只 要500元 ，顺手又拿起那600元 ，放在一块

递给女人说 ：“多谢宋师傅 ，这下行了吧！”，女人慢慢
把钱接到手 ，仍低着 头说 ：“不行 ！这点钱太少了 ，我
不卖 ，我走呀！”把钱又放在了桌子上。

小伙有点生气 ，对着女人大声说：“你这人真难说
话，我 借 宋 师 傅 这 么 多 钱 给 你还 嫌 少？不 卖 就算
了！”女人提起包说 ：“不要就算了 ，我走呀！”站起身
就要走。

小伙急忙掐住女人 ，急得像热锅上蚂蚁 ，笑容满
面对宋 师傅说：“宋师傅 ，这女人真难缠 ，我看不如把
那300元一块借给我吧 ！给她让她走算了 ，最多两个
小时 ，一会就给你送来。”

宋师傅确实不放心 ，说 ：“给 你可以 ，这是我们家
一月 生活费 ，你不能骗我 ，一会一定要送来。”说着就
把手 里300元递 给 了 小伙子 。小伙 感激地说：“你放
心，我把香料先放你这 ，等会我来送钱再拿。”听了这
话，宋师傅觉得心里踏实了 。

临出门 ，宋师傅还叮咛那个女人 ，把钱不要放在包
里，小心小偷把钱偷走 。又帮她把钱装在内衣里 。心善
的宋师傅 ，把这一男一女客气地送下楼 ，给女人指了指顺西华
路搭车的路 ，又眼瞅着男的朝单身楼宿舍方向走去 。

故事讲到这好像完了 ，并没完。12点钟 ，上班人回
家准备吃午饭 ，看见桌上纸包里放的东西 ，闻了闻 ，香香
的，却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问宋师傅 。宋师傅得意地
把自 己办的好事 ，就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末了说 ，家里人
便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有说“这香料是假的时 ”宋师傅不
高兴地说“你们这些年青人 ，说的邪乎 ，世界上全都成坏
人了 ？人家老实巴结农村妇女还会骗人 ？一会儿小伙
子就会把钱送来的。”

夜，降临了 ，西华路亮起了红紫色的镁光路灯 。但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看到那一对男女的踪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