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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一条消息震惊了 国 内外 ：川南泸
州市纳 溪区新乐 乡 石龙村 6组发现一位如空
谷幽兰般默默无闻隐身于山 野的 山歌王 。他
所唱的上千首 山 歌都是千百年来流传于四川
民间的 山歌 ，这些民歌不仅是四 川古代传 统

文明的 活化石 ，而且他唱歌的方式
非常独特 ，每每都是在梦中 唱歌 。

12岁 那 年 ，他 开 始 了

梦 中 的 唱 歌 “生 涯 ”
近 日 ，记者从成都赶到当地 ，在

深丘陵中找到了正在山 上打柴的 山
歌王银福弟 。

不巧的是 ，打完柴时天色已晚 ，
晚饭后 ，也许是疲倦和多喝了些酒 ，
记者躺上床就进入了梦 乡 。令记者

吃惊的是 ，一阵高亢的歌声却将记者从睡梦
中吵醒了 。

“十七十八的娇娘小妹儿哟 ，你在房中挑
花绣朵绣花鞋。忽然一阵轻风吹过来 ，这阵轻
风吹得怪 ，不知是哪一位哥哥带信来 。风不吹
怀怀不动 ，雨不浇花花不开 ，手不招郎郎不
来 ，娇娘妹儿的心思 已打开 。衣儿哟 ，衣儿哟 ，
米筛筛米重重叠叠 ，簸箕簸米摇摇摆摆……”

这是一首十分优美 的 山歌 ，圆润的 曲 调
以水墨画般的笔触 ，淡远而苍劲地勾勒 出 农
人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渴盼 ，曲意爽朗 ，乐思
开阔 ，令记者眼前一亮 ，睡意全消 ，顿觉有一
泓山 溪流过干涸的心灵 。记者立时明 白过来 ，
这是梦里的歌王银福弟在睡梦 中唱歌 。

最令记者吃惊是的 ，就在银福弟唱歌的
时候 ，门外却响起了有人走动的声音 ，记者探
头向外看时 ，才发现门外有不少上了年纪的
人在专注地听银福弟唱歌 。

第二天 ，银福弟向我讲述起了他的梦里
唱歌生涯 ，讲述 了 梦里唱歌带给他的奇趣人
生 ：

银福弟 1936年 出 生于 四 川 省 泸 州市纳
溪 区新乐 乡 石龙村 ，他在 9个兄妹中排行第
二。54年前 12岁 的时候 ，有一天夜里子时 ，睡
梦 中 的银母突然被屋 内一阵高亢嘹亮的歌声
惊醒了 ：

“ 那山没有这山高 ，这山有个美貌娇。美
貌娇妹儿我认得 ，圆盘脸儿细眉毛。美貌娇妹
儿哩 ，美貌娇 ，我的心思你可知道……”

这是一首名 叫 《这 山 没有那 山 高》的 山
歌 ，根据声音判断 ，唱歌者是 自 己的二儿子银
福弟 。银福弟虽然年纪不大 ，又没有读过一天
书 ，但他却是一个出 了 名 的唱 山歌的好手 ，无
论什么样的歌词 、无论什么样的 曲调 ，只要他
听上一两遍 ，就会熟练地唱 出来。不仅如此 ，
他还能即兴创作大量有滋有味的 山歌 。

但是让银母奇怪的是 ，银福弟早就睡了 ，
在这之前她还听到了 儿子熟睡时的鼾声 ，他

怎么会唱歌呢？
“ 睡 觉 就 好 好 睡

吧 ，你在唱什么唱？吵
得别人都睡不好。”银
母责备着二儿子 ，向二
儿子的床前走去 。但当
她来到儿子床前时 ，惊
呆了 ，儿子银福弟闭着
眼 睛 躺 在 床 上 正 唱 得

欢呢 。

她推 了 儿子 几把 ，
儿子 的 歌 声 才 戛 然 而
止 ，似从梦中 醒来 。

“ 妈 ，我正睡得舒
服 ，你把 我 推 醒 干 什
么？”

“ 你 不 是 在 唱 歌
吗？”

“ 唱歌？我没唱呀 ，
我明明在睡觉嘛。”

听 了 儿 子 的 话 之

后 ，银母顿时什么都明

白 了 ：她在嫁到银家之前就听 乡 邻们传言着
一件事 ，那就是银家人什么都好 ，就是半夜三
更 会在熟睡的情况下高声地说梦话 ，将 白 天
说过的话在梦 中 重说一遍 ，这种奇怪的事 已
经在三代人身上发生过了 。嫁到银家后 ，这一

切都得到了证实 ，因为 自 己的丈
夫会说梦话 ，自 己的公公会说梦
话 ，自 己 的几个儿子也会在梦 中
长时间地说梦话 。但是她没想到
自 己 的二儿子会在半夜三 更梦
中 高歌 。

就从那 天 晚 上起 ，银 福 弟
“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唱歌 。所唱的歌曲大 多为 当
地 山歌，歌曲 的内容既有种 田 、

砍柴 、薅秧等普通的劳动歌 ，也有家长里短的
生活歌 ，更 多 的是情歌 。

让银母始料不及的是 ，自 从老二夜半歌
声后 ，他的兄弟姐妹偶尔也会在梦 中 唱歌。如
果某天晚上刚好遇到这几兄妹都在梦 中 唱歌
的话 ，那银家可真是热闹非凡。几间屋 内歌声
此起彼伏 ，各唱各的 ，好似在进行唱歌比赛 。
但在银家 ，最出名和最执著的 “夜莺”，还是非
银福弟莫属 。

梦 中 的 歌声 让他

当 上 了 “十 品 ”芝 麻 官
在解放前的纳溪 ，山歌的根系和庄稼一

样深扎在农人的心灵深处 ，每天 ，从东方露 白
到 日 落西山 ，村村寨寨里都会有山歌缭绕 ，只
要 多情的 山歌在漫 山 遍野飘起来 ，农人的 日
子也就在沉闷和苦涩中 充满了欢乐 。

自 从银福弟开始梦 中 的 “唱歌生涯”之
后 ，他的人生就因此而充满了戏剧色彩 。

在 白 天 ，银福弟是一把唱 山歌的好手 ，只
要他一扯开嗓门唱起 山 歌 ，方圆一二里地都
能听得见。随着年 岁慢慢长大 ，他的情歌更是
唱得山 花浪漫 ，春风荡漾 。

邻居家有一位与他青梅竹马 的 “美貌娇
妹儿”深深地喜欢上了他 ，成了他的追星族 ，
那位美貌娇妹儿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

银福弟梦 中 唱歌的 “癖好”除了给他带来
甜蜜的爱情以外 ，还给他带来了其他一些好

运 ，甚至还让他 当 上了十 多年的 “十品”芝麻
官。那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一次 ，银福弟无意间看到有两人偷队
里的谷子 。最不好的是 ，就在他发现两人的时
候 ，两人也发现了他 ，怕他举报 ，那两人决定
先发制人 。

两人想来想去 ，终于想 出 了 一个 罪 名 ：
道德品质败坏 、妄想复 辟封建主义社会 。因
为他总是在梦 中 高 唱解放前的 山歌 ，二人认
为这些 山 歌是黄色歌曲 ，可以作为一条罪名
来批斗他 ，于是将这一情况给工作组的同志
汇报了 。

工作组特意安排银福弟和保管 员到 山 上
守夜 ，准备趁银福弟熟睡之后唱起那些 “黄
色 ”的 山歌之时 ，将他逮个正着 。

夜半三 更 ，银 福 弟 果 然 在睡梦 中 唱起
了 嘹亮 的 山 歌 。但是想逮他 的 工作组 的 人
却被他 那意境悠远 、旋律 优 美 的 曲 调深 深
地吸 引 住 了 。颇具 戏剧 色 彩 的 是 ，就在此
时 ，银福弟 又 唱起 了 《东 方红 》和 《井 冈 山 上
太 阳 升 》两首歌 。工作组 因 此而彻 底改变 了
“ 逮 ”他的 想法 。

自 己 的计划落了 空 ，两人很是难堪。谁
知 ，还有更令他们难堪的事情 也在同一天晚
上发生了 ：当 银福弟停止唱歌后 ，又说起了梦
话 ，将两人偷谷子的事和盘说了 出来 ，也将 自
己与妻子讨论是否举报这件事的 内容给讲了

出来 。
第二天 ，工作组的 同志给银福弟戴上了

大红花 ，并在社 员大会上表扬他 ，说他是毛主
席的好农民 ，他不仅 白 天想着毛主席 ，而且晚
上也在歌颂毛主席 。

莫名 其妙地得到表扬 ，这让银福弟吃惊
不已 。更令他吃惊的是 ，不久后 ，他 当 上了生
产队的副队长 ，再后来又升任为生产队队长 ，
当 上了 “十品芝麻官”，而且一 当 就是 10多
年 。

自 从那天晚上听了银福 弟在梦 中所唱 的
山歌 以后 ，工作组的组长成了银福弟忠实的
听众 ，虽然 白 天听不成银福弟所唱的 山歌 ，但
是他也有 自 己 的办法 ，他总是隔三差岔五地
“巡视”银福弟所在的生产队 ，并找理由 住在
银福弟家 ，还将他梦 中所唱的 山 歌的歌词记
下来 。

有了 工作组组长的默许和支持 ，本来内
心深处就喜欢 山 歌的村里人就对银福弟充满
了崇拜 ，对银福弟在梦里所唱 的 山歌喜欢有
加 ，对银福弟梦里唱歌所发生的那段传奇经
历更是津津乐道 。

从 乡 村 到 城市 ，

梦 中 歌 唱 在城里 也 受 宠
1999年春 的一天 ，纳 溪 区 乡 企局一位名

叫 韩爱 民 的职 员 到石龙村妹妹家走亲戚时 ，
无意间听到了 银福弟在梦 中 歌唱 ，竟也狂热

地喜欢上了 银福弟的歌 。为了 听到银福弟的
歌 ，他不仅常到石龙村走亲戚 ，如果 因 为工
作忙脱不开身 的话 ，他还会隔那么一段时间
就将银福弟请进城里 ，到他家 作 客 ，用 好酒
好菜招待他 ，以便能够听到银福 弟进入梦 乡
后唱 的 山 歌 ，并通过这种方式收集整理了不
少山歌 。

2001年 10月 ，银福弟住在纳溪城里的大
哥生病了 ，于是他与妻子一道从 乡 下前往探
望 ，在哥哥那里住了 10来天 。

刚 到城里的时候 ，他的 梦里 山 歌让人们
很是新奇 ，人们一传十 、十传百 ，不少人 怀
着好奇 的 心理到他大哥所住的 宿 舍 楼下听
他的梦 里 山 歌 。这些听众既有年长 者 ，也有
年少 者 。

让银福弟意外的是 ，他居然在城里 也有
了 “山歌迷”，这些 “歌迷”多数为那些昔 日 在
农村居住 、劳作过大半生 ，如今随子女生活在
城里的一些老先生 、老太太们。为了听山歌 ，
他们甚至会如听大戏一般 ，端来凳子 ，坐在银
福弟大哥家 的那幢楼下 ，静静地等待他熟睡
后唱 出动听的 山歌 。这种纯朴而美好的歌声
已经消失近半个世纪了 。在流行歌曲 大行其
道的今天 ，是绝难听到的 。

除了有一批 “忠实”的听众以外 ，银福弟
也万万没有想到 ，自 己在梦 中所唱 的 山 歌居
然能令窃贼闻风丧胆 ，成为他挣钱的本事 。这

件 事 说 来 十 分 有
趣 ：

有一天 晚 上 ，
一个潜入他大哥家
偷盗的小偷正在作
案时 ，突然听到他
那高亢嘹亮的歌声
而 惊 吓 得 屁 滚 尿
流 ，夺路而逃。由
于慌不择路 ，逃跑
中竟摔断了腿 ，痛
得坐在地上动弹不
得 ，并大叫不 已 ，被
前来的人们逮个正
着 。

这件事情发生
后 ，左邻右舍的人
们纷纷传言他有特
异功能 ，说他不仅
能在睡梦中 清醒地
知道梦外所发生的

一些事 ，而且还能让盗贼从窗 口 “飞 ”出去 。
事实再加上传言 ，使他带上了某些神秘

色彩 ，并被塑造成了小偷的克星。消息传出去
以后 ，有很 多单位宁信其有 ，不信其无 ，都争
着聘请他 当 门卫 ，值夜班 ，甚至不惜出 高薪 。

银福弟虽然一字不识 ，可他是一个有 自
知之明 的人 ，自 己这个半夜三更唱歌的 “怪
癖”能算特异功能吗？既然没有特异功能 ，那
又怎能蒙人家的高薪呢？因而 ，他放弃了诱人
的高薪 ，选择了工 资相对较低的纳溪区委大
院某部门值夜班 。

虽 然 今年 已 经 66岁 的 银福 弟仅是一 介
能唱 山歌的 山野村夫 ，他满头华发 ，脸上皱纹
密布 ，一双大手更是老茧丛生 。但是他却无异
于是一座四川 民歌的艺术宝藏 ，对他所知晓
的 四 川 山歌如不进行及时的抢救 ，可能会造
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

“ 您现在就跟刘 德华和张学友一般 成 了
不少歌迷心中 的偶像 ，对此你怎么看？”记者
问银福弟。“我认为这很正常 ，如果没有人喜
欢 ，四川民歌哪能流传千百年？”

在记者结束对银福弟的采访之 后 ，纳溪
区文化局一位负责民间文化收集 的负责人表
示 ，他们将于近期对梦里歌王银福弟的 山歌
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收集整理 ，以抢救行将消
失的川南民歌 。

（ 未经作者同意 ，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
载 、转发 、改编 、网摘。）

梦 里 歌 王 银福 弟 与 爱 人及 小 孙 女 在 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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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 2月 25日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
克在《皇家 日 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 目 格外
醒 目 ：“《中 国访问团学 习 外国 的 国家管理》，已
于 2月 15日 离开纽约 ，向 汉堡驶来。”

1904年 ，在 中 国 国 土上 爆 发 了 日 俄战
争 。实行立宪政体的 日 本打败了专制政体的
沙皇俄国 。这就为 国 人长期积压的 危亡意识
和变革要求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当 时 ，驻外
大使纷纷奏请朝廷 “仿英 、德 、日 本之制 ，定
为立宪之 国”。。

1905年 ，清朝政府决定派遣政府代表 团
“赴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 ，以期择善而从。”
这就是著名的清末的 “五大臣出洋 ”考察 。

此次考察 ，名为政治考察 ，实则政治 、经
济 、教育 、文化 、军事 、社会福利 、公共设施 、礼
教习 俗 ，无所不包 ，考察大臣载泽 、戴鸿慈 、端
方等 皆 “立宪派”，从他们的考察水准看 ，也确
非等闲之辈 。

1905年 9月 24日 ，北京正阳门车站冠盖
如云 。戴 、端与另外三位大臣镇国公载泽 、兵部
侍郎徐世昌 、商部右丞绍英已 登上 火车 ，整装
待发。忽然一声巨响 ，一颗炸弹在车上爆炸 。

第二天 ，光绪再次召见戴鸿慈 、端方等未
受伤的考察大臣 ，询问 当 时情况 ，他竟在大臣
面前凄然泪下 ，感叹办事之难 。之后 ，考察团 只
得调换人马 ，在袁世凯的周密布置下 ，兵分两
路 ，分期启程 。

戴 、端所率一路考察 团经 日 、美 、英 、法四
国后 ，于 1906年 3月 6日 半夜时分进入德国 ，
第二天一早到达德国 的首都柏林 。

如今在德国一家公司的档案里 ，一份是当
年埃博非尔得市市长的邀请信 ，两份是考察 团
的 日 程安排 ，再就是一张考察团在车站与德国
人在一起的合影照片 。

1906年 5月 12日 ，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
世在离宫宴请 中 国 考察 团 。考察 团 游 览离宫
时 ，惊奇地发现 ，皇家园邸居然对公众开放 。在
美 国 ，当 看到华盛顿故居陈设俭朴 ，同普通老
百姓的家没什么区别时 ，戴鸿慈发出 了感慨 。

此次考察 团 在西方国 家参观访问了 大量
的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甚至公园 、动物
园 。

据故宫档案记载 ，此次考察单是旅费就花
了库银 379544两 8钱 1分 ，超支了 36187两 1
钱 4分 5厘 7毫 7丝 。当 时中央财政拿不出这
笔开支 ，是由 地方政府筹集来的 。

清末一向被视作封闭守旧 社会 ，但戴鸿慈在丹麦一家工厂
主办的美术馆里看到众 多的裸体女像时 ，没有一点尴尬之态 。
相反 ，不仅神色 自 然 ，且表现出了对西方艺术尊重的严肃态度 。

1906年 1月 31日 ，戴鸿慈和端方以及 当时的驻美大使梁诚
率领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参观中 ，他们除了浏览了
图书馆建设 ，了解了藏书量 、图书经费及图书来源之外 ，甚至还计
算出读者递交索书单到拿到书的时间是 1分 30秒 。

3 月 16日 ，戴鸿慈等人访问了柏林皇家图书馆 （现国家图
书馆），对图书馆的现代化管理 、借阅手续和规则考察甚详。当
时博物馆 、美术馆事业在西方已颇具规模 ，收罗广泛 ，门类齐
全 。

在波茨坦档案馆有一批德国与中 国关系的外交档案 ，共 80
多页 。档案对 1906年 中 国考察 团在德国 的考察做了极为详细的
记录 。

回 国后 ，考察大臣不顾一些顽固守旧人士的反对 ，毅然奏请
立宪 。

1906年 9月 1日 ，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从而跨出 了 中
国宪政史上的第一步 ，跨出 了 中 国 国家体制改革的 第一步 ，跨出
了制定宪法的 第一步 。

然而五大臣的立宪奏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顽固派反
立宪的奏折数以十计 。

辛亥革命的爆发 ，使清廷的预备立宪就此夭折。但围绕 “立
宪”所引 发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变革 ，却再也阻挡不住了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五大臣出 洋考察导引 出来的直接结果是开启了
国家现代公共文化事业的先河 ，且延续至今 。

当 时 ，清廷责成学部筹办 ，命各省兴办图书馆 、博物馆 、公
园 、动物园 。至此 ，作为社会公共文化事业重要内容的图书馆 、
博物馆 、公园正式为 国家认可 ，并将其纳入 国家教育管理体系 。

1908年 ，清廷责成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 ，这就是北京图书

馆的前身 。
在北京西郊 ，一处原 明 代所建 宫 廷 庄

园 ，后成为满清贵族的私人园邸 ，于 1906年
改为农事试验场 ，园 内附设了一个动物园 。
1908年正式对外开放 ，俗称万牲园 ，这就是
后来的北京动物园 。

至于博物馆 ，筹建工作略晚于图书馆和
公园。1912年 7月 ，民国教育部于国子监旧
址设筹备处 ，接收大量器皿等文物为最初馆
藏。鲁迅则亲 自 参与规划筹备工作 ，并将 自
己珍藏的 一些文物运至北京故宫 武英殿 等
处 ，成立古物陈列所。1925年 10月 10日 ，故
宫博物馆宣告成立 。

我们不应 该忘记 ，在 中 国 的改革历程
中 ，20世纪初也有一批改革者 。包括考察大
臣 ，他们也在寻找中 国 与世界的交接点 。

商海弄 潮　市 场 逐鹿
——记 户 县 烟 草 专 卖 局 局 长 杨 建 林

改革开放的商海有多少弄潮儿大展了一番 身手 ，竞争激烈
的市场又有多少群雄逐鹿 。这正是当今中 国大地上最为精彩和
引人关注的焦点和亮点……

在与古城西安咫尺之遥的户县 ，风起云涌的市场竞争大潮
中就浮现出 了一位弄潮商海 、逐鹿市场的时代骄子 ，他就是户
县烟草专卖局局长兼户县卷烟联销公司总经理杨建林 。

杨建林的骄人业绩表现在两个硬碰硬的指标上 。他 1998
年由 户县粮 食局调往户县烟草专卖局 （公司 ）主持工作时 ，面对
的是企业亏损超百万元 ，卷烟市场 占有率不足 30%的困境。然
而 ，在杨建林的努 力下 ，他和局领导班子一道团结和带领 200
余名职工奋 力拼搏 ，开拓创新 ，终于在三年后实现了甩掉亏损
百万元的包袱 ，创造了卷烟市场 占有率超 90%的奇迹。实现了
他上任时提出 的 “一年打基础 、两年上台阶 、三年迈大步”的奋
斗 目 标 。

户 县烟草专卖局在杨建林局长上任后的短短几年时间 发

生了 巨大的变化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卷烟市场
占有率的大幅提高 ；二是实现了企业的扭亏为盈 ；三是卷烟市
场经营秩序明显好转 ；四是企业面貌变化大 ；五是干部职工收
入 增加，干劲倍增。真可谓是利国 、利民 、利己，是一个 “三赢 ”

的圆满结局。由 此看来 ，杨建林到烟草专卖局工作后一千多个
日 日 夜夜的心血和汗水没有 白 流 ，他的付出是得到了 回报的 。

想 当初 ，杨建林初到烟草局时曾慷慨陈词：“户县的烟草市
场管不好 ，企业职工吃不饱饭 ，我主动辞职。”这之中不仅表现
出了一种魅力和气势 ，其中也包含了 勇气和信心。杨建林还说
过一段富有哲理的话 ，他讲：“事情办成办不成 ，关键在人 ；事情
办好办不好 ，关键在方法”。这既是经验之谈 ，又是治企之道 。

在实践中 ，杨建林按着这个思路去探索和开拓企业管理和
经营的广阔空间 。他坚持以人为本 ，以管理为中心 ，以改革为动
力 ，全面深入地在烟草专卖局展开了一场大打翻身仗的战役 。

“ 以人为本”。杨建林首先从 自 身做起 ，他不仅在工作中 身
先士卒 ，深入市场做调查研究 ，而且十分注重知识的学习 和积
累 ，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报考了 函授本科的学习 ，《论卷烟品牌的
开发与发展》被评为宝烟市场营销研究会优秀论文。自 身业 务
知识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他的治企兴企之梦增添了理想

的双翅。与此同时 ，他还积极组织对全局干部职工进行学习 培
训 ，大力倡导职工 自学成才 ，对专卖管理人 员和执法人 员进行
专门的法律培训和业务知识的教育 。几年来 ，局里举办这种培
训 30余次 ，参加学习 的达上万人次 。职工中读成毕业于各类成
人高校的约 40余人 ，职工在业务技能竞赛获奖及县级 以上报
刊发表文章 10余人次。企业职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为企业各项

工作不断上台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 以管理为中心”。自 1998年以来 ，户县烟草专卖局狠抓了

建章立制 ，不断健全和完善了 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责任制。以
创建一个求实 、创新 、团结 、奋进的企业为 目 标 ，杨建林先后在
内部管理 、工资分配 、用工制度方面大胆改革创新 ，引 入竞争机
制和激励机制 ，极大地激发了干部职工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危
机感调动起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进取心和竞争意识。企业的
各项管理向着科学化 、规范化 、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

“ 以改革为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新理念和机制
的出现 ，并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的路子可以去遵循 ，这就要求我
们的每一位企业家去探索 、研究 、开拓 、创新 。为此 ，杨建林在不
断追求的过程中也探索出 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

——在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中 ，他提出 “一要规范 、二要改

革 、三要创新 ”的思路 ，大胆推行了卷烟市场的户籍化管理。一
方面积极探索户藉化管理和专销结合的新模式 ，把专卖管理和
卷烟销售工作形成合力 ，把市场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 ；另一方
面 ，逐步建立了全县的户藉化管理网络 ，落实责任制 ，加大烟草
专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营建了一个 “管理到户 、宣传到户 、
服 务到户 ”的专卖管理 网络 ，烟草市场净化率 由 30%提高到
90%，假冒伪 劣卷烟在户县市场基本绝迹 。

——在卷烟销售工作中 ，他提出 了 “以管理稳定市场 、以服
务护大市场”的思路 ，投资 60余万元购置了 13辆送货专用车 ，
在全县范围 内实施了 “访送分离”，并按照 “分步访销 ，统一配
送 ，专销结合 ，捆帮考核 ，改革体制 ，注重激励”的模式 ，营建起
了新的卷烟销售网络全面实现了 “访销到户 、送货到户 、服务到
户 ”的格局 ，从而使卷烟市场 占有率不断提高 ，非法卷烟被挤出
市场。卷烟销售网络真正网住了人心 ，网住了市场 。

无疑 ，在商海弄潮 、市场逐鹿的拼搏奋斗中 ，杨建林是个幸
运儿和成功者 ，他用 自 己 的一腔热血和聪明智慧 ，成功地将户
县烟草专卖局引 领上了一条通往理想彼岸的正确航道 ，那更为
广阔的市场经济海洋中 ，这艘航船将开足马 力 ，勇往直前……

（ 李 民 贵　王 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