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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今年以来， 北梁市加大了招
商引资的力度 ， 市委市政府提
出， 要抓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 ，
“腾笼换鸟” 的机会， 利用后发
优势， 把北梁的经济搞上去， 力
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 ， “再造
一个新北梁”。 负责招商工作的
令行止到处宣传： 我们的招商政
策总结为一句话就是： 法治环境
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
服务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开心
怎么办， 人文环境的目标是老板
怎么舒心怎么办。

他说， 只要有利于北梁经济
发展 ， 什么样的做法都可以试
行。 在与香港裕翔公司洽谈时 ，
他还说， “来北梁落户的企业家
是恩人， 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
人， 能吸引来投资的是能人， 影
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 欢迎各路
资本家到北梁来剥削， 你们越剥
削、 越赚钱， 我们就越发展、 越
欢迎。 你们是前来给我们的工人
创造就业机会， 给我们的政府创
造税收， 给我们的城市创造GDP
的。 这样的剥削， 越多越好。”

在如此强力招商措施下， 一
时间北梁显得门庭若市， 不时有
沿海地区、 港台以及欧美的商家
上门考察投资环境。 这种接待资

本家的事儿， 一般是由令行止出
面， 所以一时间， 令行止成了热
门人物， 经常和一些西装革履、
金发碧眼的人物出现在报纸上和
电视上， 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市
委书记董明海和市长遇世安。

事实上， 北梁在招商中招来
的内商要比外商多。 有些本来是
提供给外商的政策， 也让一些内
商看准了商机。 白广发就是其中
之一， 他与港商韩金成合作， 利
用招商引资的政策， 在象城县新
辟的工业园区弄了一大块地， 合
资成立了北梁裕翔科技公司， 号
称是朔方最大的高端金属制品加
工企业。 据称产品有上百种， 包
括手机外壳、 汽车零部件， 也有
金属饰品， 还有纳米离子保健炊
具。 令行止以化解产能过剩补偿
政策的名义， 配给了他们一块百
万吨级的煤田， 把白广发去年关
闭几座焦炉的损失不仅全部补了
回来， 还大赚了一笔。

全部手续办完之后， 白广发
拎了一只密码箱丢到令行止的车
里 ， 长出一口气说 ： “这下好
了 ， 本来那几个小矿怕是保不
住， 现在不仅保住了， 还能扩大
规模。 下一步我就加大投入， 挖
我的煤， 炼我的焦。 韩金成那家

伙， 喜欢加工什么金属， 就让他
弄去。 我从煤矿里一天能挖出来
一辆奥迪， 比他那些乱七八糟赚
得多了。” 令行止说： “人家那
叫高端制造业， 是未来经济发展
的方向。” 白广发说： “高端个
屁 ， 别人不知道 ， 我还不知道
他？ 他自己就不是个高端人， 当
年在北梁装神弄鬼， 冒充神仙非
法行医， 把病人治死了， 政府要
抓他才跑到香港去的， 他腚上那
点屎， 老子清楚得很。 他搞的那
点玩艺， 都是南方淘汰的。 这回
合资， 也是我出的钱， 要不是他
身上那张香港皮 ， 我才不理他
呢。 我就想不明白， 你们政府，
为什么对外商就高看一眼？”

令行止不屑地说：“给你说你
也不懂，这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而
是政治问题， 政治就是最大的经
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

再后来， 令行止又把白广发
和韩金成安排进了市人大和市政
协， 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算是报了呼维民不让他当劳模的
一箭之仇。 （连载19）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妈妈生活在郊区延庆， 是个
不 善 言 语 的 农 村 妇 女 ， 但 是
提 起 近40年的变化 ， 却也有说
不完的话。

她叫崔占英， 出生在战火纷
飞的1937年。 童年是在极度恐怖
的环境中度过的，直到解放，才过
上太平日子。 她婚后养了四个孩
子，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虽
说孩子们没有挨饿， 但总体上还
是营养不良。实行分田到户前，每
年年底生产队分粮食， 她都要找
人接济工分，为此没少欠人情。

农村分田到户后， 激发了农
民的热情。 她像爱护自己的孩子
一样呵护自己家的庄稼。那一年，
家里终于有了余粮， 不但不用找
人接济了， 而且再也不用天天吃
玉米面了。每到秋天，家里的小院
就堆起一座玉米山。 她说没想到
一个小家庭会收这么多粮食，快
赶上生产队一个小队的产量了。

以往缺粮的时候常常是几个
孩子把饭吃光了， 无奈的母亲只
好再去做玉米面糊糊泡腌菜汤胡
乱地对付一顿。有了余粮，她开始
“落实”设想已久的奖赏机制。 看
到我们考试得了高分， 她会多做
几个菜庆祝一下； 每次期末考试
前她总要炒上一盘鸡蛋为参加考
试的孩子们补补脑子。 1983年我
考上了北京农学院林学系， 母亲
高兴得合不拢嘴， 说现在政策好
了，儿子有机会上大学了，以后的
日子会越过越好。

母亲婚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
在只有三间的土坯房里， 共用一
个外地（过堂），四个孩子两个大

人挤在一个炕上。冬天勉强对付，
夏天热时让人受不了。没办法，她
只好把西屋的柴房打扫干净，让
我和哥哥住在里面。 1976年地震
柴房倒了一面墙， 要不是哥哥拉
着我跑得快，人就被埋在里面了。
回想那时的情景，母亲没少落泪。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母亲搞多种经营，渐渐有了一
些存款。 1986年她拿出存款盖起
四间砖瓦房，实现有独立小院，住
砖瓦房的理想。谈起新房子，她说
有一个独立的院子是农村媳妇最
基本的想法， 我为此奋斗了30多
年。如果不是政府的改革政策，我
可能还要再等几十年。

2015年为了实现母亲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的新梦想， 我和哥哥
在原宅基地翻建了一栋两层的小
“别墅 ”。 住在属于自己的 “别
墅 ” 内 ， 再也不用发愁院子积
水、 家具发霉和冬季取暖的问题
了。 她说这样的房子， 旧社会的
县长也住不上， 我可算是有福之
人了。 要不是改革开放， 你们哥
俩怎么会有钱盖这么好的房子，
还是应该感谢党的政策好， 政策
对了头， 群众有奔头； 政策不对
头， 百姓愁上愁呀！

随着年龄的增大， 母亲常常
会唠叨以往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40年前家里只有一辆手推车 ，每
到秋收或冬季运农家肥， 推手推
车上工的人每天可以比别人多挣
2分。 手推车没少给家里创造“财
富”。村里很多家庭把拥有手推车
作为奋斗的目标， 有些家庭几年
下来也没有实现。分田到户后，家

里很快就添置了毛驴车， 赶着毛
驴车运送货物快捷多了。 生产队
时代村里只有四辆马车，秋收、春
耕全靠这些工具， 所以常常是地
冻了庄家还没收完。 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后， 一个只有60多
户人家的村子养活了20多挂马
车。 国庆节后一个星期，粮食、秸
秆全部收运完毕， 速度超过生产
队时的四五倍。 无怪平常少言寡
语的母亲说起改革的政策， 也有
说不完的话。

最使母亲挂在嘴边的是她如
今有了自己的养老金。 她说是共
产党发的，从当初的280多元已经
涨到600多元了。 除了这些收入，
她说还有水库移民补贴款和政府
给的百万亩造林土地补偿款，加
起来每年有1万多元。逢年过节儿
女给她钱时她总说， 政府给我的
钱足够我花了。 她还说政府给的
养老金， 解决了咱们村很多老年
人的生活问题。 有了属于自己的
钱，才算是幸福的人，我们这些农
村老人现在都很幸福呀！

母亲就像一本封面普通的
书，细细品味她的话，体会她走过
的岁月， 才能感觉到书的厚度和
内容的丰富。 回首改革开放的40
年，是母亲奋斗的40年，更是国家
飞速发展的40年。我为母亲喝彩、
点赞，更为国家喝彩、点赞。

□韦耀武

■图片故事

□卢兆盛 文/ 图

两两根根冰冰棒棒
带带来来的的高高考考记记忆忆

39年前 ， 我第一次参加高
考 ， 就 因 为 多 吃 了 两 根 冰 棒
而失利以致落榜。

那是1979年7月上旬 ， 时值
盛夏， 骄阳似火。 全县考生都集
中到县一中这个唯一的考点， 参
加为期三天的高考 。 7月6日下
午， 我们学校100多名考生赶到
县城， 统一安排住在县教师进修
学校学生宿舍。

出发前， 学校特地宣布了几
条纪律， 除了严禁下河游泳外，
还强调了要注意交通安全和饮食
安全， 要求同学们不要乱走、 乱
吃东西 ， 外出要向带队老师请
假。 吃晚饭时， 也是带队老师之
一的班主任又将上述纪律重申了
一遍， 尤其叮嘱大家最好不要喝
生水、 吃冰棒， 免得拉肚子。

宿舍没有安装吊扇， 热得要
命。 晚饭后， 我们几个平时玩得
好的同学不想待在房间里复习；
何况家离县城几十里路， 大家从
小到大都没到过几回县城， 都想
借此机会到街上遛遛看看。 于是
向班主任请假出去走走， 老师批
准了， 交待我们快去快回。

天实在太热了， 没走多远，
我们就都感到口干舌燥。 走到一
家国营旅社边， 正好门口在卖冰
棒 。 一位同学提议 ：“买冰棒吃
吧。 ”大家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异
口同声：“好！”似乎早就把老师的
叮嘱当成耳边风了。 我们每人买
了一根， 边走边吃， 感觉味道好
极了。 说实话， 那年头， 我们这
些乡里伢崽平时难得吃上一根冰
棒， 一是没钱， 二是即便有钱也
舍不得或者舍得也难得买到。

回到宿舍不久， 我还是感到
口渴得厉害， 想到刚才吃过的冰
棒， 忍不住还想去买。 我向班主
任扯了个谎， 说刚出去时不小心
把一本书落在国营旅社了， 要去
找回来， 班主任同意了。 我独自
一人径直走到卖冰棒的那家旅
社 ， 先买了一根 ， 站在边上吃
了， 接着又买一根， 边吃边往回
走。 没想到， 这下口福饱了， 麻
烦也来了！ 大约个把钟头后， 肚
子开始胀痛起来， 后面的结果可

想而知， 那个晚上我接连上了四
五趟厕所……书自然看不进去
了， 也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学，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熬到天亮。 早
晨起来又拉了两次， 只感到浑身
乏力， 虚飘飘的， 打不起精神，
走起路来双脚好像在打摆子……

这种状况怎么能进考场？ 当
初怎么不听老师的话？ 后面那两
根冰棒不吃就会渴死吗？ 自己怎
么那么嘴馋呢？ 我在深深自责、
后悔的同时， 更多的是紧张、 害
怕、 焦虑……我担心进了考场还
会拉肚子， 担心因此考砸而断送
了自己的前程。 想告诉班主任，
又怕挨骂———其实， 更多的是怕
他失望， 因为我本是全校文科考
生中的尖子生， 班主任对我青睐
有加， 就指望我能考上大专， 为
学校争光 ， 而我却如此不守纪
律、 不听话。 我在心里一边暗暗
打气： 一定要挺住， 挺住！ 一边
默默祷告， 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
顺利考完， 考出应有的成绩。

第一场考试是语文———我最
喜欢最拿手的科目， 平时考试都
是高分。 但考到一半时， 肚子又
隐隐作疼了， 我强忍着， 却总感
到心烦意乱， 精力很难集中。 终
于挺到交卷 ， 我第一个冲出教
室， 跑向厕所…….

等我出了校门， 同学们早都
走远了， 只有班主任还在门口等
着我 。 我拉肚子的事他已知道
了， 但并未责备我， 而是赶紧带
着我去医院拿止泻药。 尽管我在
后面的考试中没有再拉肚子， 但
因为第一场没有考好， 心态老是
调整不过来， 接下来的几场考试
也都很不顺利。 半个多月后， 成
绩揭晓 ， 我以0.5分之差而与中
专失之交臂， 逼得我忍辱负重再
苦读一年才挤过那座 “独木桥”，
考上， 一所师范学院。

多年来， 只要一提到高考，
我 就 会 想 起 第 一 次 参 加 高 考
时 贪 吃的那两根冰棒 ， 心中五
味杂陈， 不时提醒自己： 做任何
事情都不要任性， 要把握分寸、
守住底线， 否则， 将会付出沉重
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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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村老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