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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山寨老树红花
———访屏边县湾塘乡营盘村致富带头人、省政协委员王正保

营盘村是湾塘乡出了名的富裕村，而营盘村的王正保是
屏边县响当当的人物。人们说，营盘村造就了王正保，而王正
保又造就了营盘村，王正保和营盘村就像树叶和树根，村子靠
富裕出名，王正保则是靠 “带领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出名。

过去 “口袋队” 现在富裕村

屏边县湾塘乡伍家村委会营盘村，坐落在湾塘乡政府北面
的营盘山顶，与乡政府直线距离不过四千多米，可是，从乡政
府到营盘村，即使乘坐善于爬坡的吉普车也要两个小时才能到
达。因山高坡陡，过去的营盘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其他村民
称他们为“口袋队”。所谓 “口袋队”，是因过去每年在青黄
不接的 5月、6月，营盘村村民都拿着口袋四处借粮吃，就连
生产队也曾多次集体出动借粮来分给大家度饥荒，国家回销粮
指标一下达，乡镇府救济名单上列于首位的就是营盘村。

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王正保带领大家以稳定粮食为基
础，大力发展八角、草果等经济产业，营盘村自此甩掉了
“口袋队”的帽子，村民经济收入逐年提高，村里修起了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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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家家盖起了新瓦房，买回了电视机、VCD。至 2002 年年
底，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达 136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桃花开花 苗族已不搬家

当记者问起过去的住房情况时，王正保站在他那有四面回
廊的新房前感慨万千，刻满岁月沧桑的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
的抽搐，那段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辛岁月又回到他的眼
前……
“我们苗族祖祖辈辈无地无村无家，整个家在一匹牲口上

驮着，见哪个山洼稍平一点，就砍一片茅草树林，烧一块地出
来，种点玉米过日子，过上一两年又往别处搬。俗话说: ‘桃
花开花，苗子搬家。’能记事后我才晓得，父辈们原来住在白
云乡水头村，我出生前，父亲背着一口锈铁锅和两床破毡子，

带着正怀着我的母亲，搬到湾塘乡三迁马自然村，砍几棵竹子
搭个窝棚住了下来，后又搬到四田村、五家寨村，直到 1961

年搬到营盘村才长住下来。在乱风中烧过荞地的人才晓得烟熏
的滋味，苗家人祖祖辈辈最想办的事就是自己能盖起一间新瓦
房。分田到户后几年，肚子饱了，钱也攒起来了，我们集体烧
砖瓦，大家把茅草房掀了，盖起了新瓦房。那年，庆贺盖房的
爆竹几乎响了一个冬季。”王正保说到这里，舒展地叹了一口
气，皱纹里盛满了完成夙愿的惬意。的确，只有这一幢幢拔地
而起的新房，才能抚平“迁徙民族”心灵深处的斑斑创伤。

为人舍得自憔悴

营盘村村民都说: “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还全靠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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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这个致富带头人。”1983年，王正保将农科员郑重交给他的
3公斤杂交玉米种子精心地种在自己的地里，他知道这第一次
试种的分量，只有成功，才有普及推广的希望，才能使营盘村
改变缺粮的现状，否则，在最讲实际的苗家人面前，即便是非
常在理的说教也会变得一文不值，行政命令在长时间的沉默中
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他照农科员的指导，认真细心地管理着这
两亩玉米。自己种下的杂交玉米获得丰收，给村民带来喜悦，

其实最高兴的是王正保。收完玉米那天，他喝了一夜的酒。第
二年的杂交水稻试种就顺利多了，有好几家争着试种。 “两
杂”将营盘村 “撑”到温饱线以上，喷香雪白的大米饭不再
是苗家人过年的奢侈。

吃饭穿衣不愁了，但是，那让人眼馋的 “小电影”拿树
叶去买? 苗家人总不能只满足吃饱穿暖。王正保让会计读完县
政府关于中央 ［1985］ 1 号文 “增百致富”号召所下发的文
件后，几个月来都在苦苦地思索，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增加大
家收入的问题时时困扰着这个管着 90 多个人的社长。通过比
较盘算，他觉得种植八角是致富的一条好路子。他从供销社买
回种子，自己整墒播种育起了八角种苗。9 月，他将一捆捆八
角种苗分发给大家，督促大家一棵棵栽在地里。可是，十多天
后他一处处查看，很多地里的八角苗已悄无踪影。其实，大家
压根儿就不相信八角能赚钱，喜欢 “吹糠见米”的苗家人怎
等得 5年后八角上市，5年后咋样天知道? 除少数几家在田边
地角留下几棵小树苗外，其余早已拔了丢进箐沟。王正保此时
才清醒地认识到，普及八角种植要比普及杂交玉米、杂交水稻
难得多。王正保是一个性格和善儒雅的人，气恼发脾气骂人历
来与他无缘，只有示范成功用收入来证明一切。于是，他将全
部精力投入八角的管理中。第二年、第三年他仍然继续动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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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种八角，并将育好的苗无偿地送到几家困难户手中，几年里
为种成八角他瘦了两巴掌。5 年后，王正保第一次采下的 40

多公斤八角在屏边城卖得两千多元。 “好事”变成无声的号
召，当年全村 22户人家几乎都登门向他订了种苗。从此，营
盘村乃至伍家村村委会 8个村民小组在王正保的带领下都走上
了种植八角、草果的致富路。那年王正保在党旗下举起了右
手，“先进队伍”中又多了一名群众贴心人。

人生路上留芳香

王正保热心助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良好品质赢得了村
民的赞誉，自 1985年被选为屏边县历届政协委员至今，他多
次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2001 年被评为省级优秀
政协委员及劳动模范。尽管他文化水平低，但群众就是要选他
当社长，他还被选举为县、省政协委员，由此，他成为大小会
议上唯一一个带秘书参加会议的人。古人云，“德馨非一日之
累”，王正保正是在那平凡的人生路上忠心为民不谋私利，留
下了一串串芳香的脚印。

1996年，通村公路须占用几户村民的耕地，通过做工作，

大多数农户都勉强同意了，但唯有王正德不许路从他的地里通
过。王正保将一块上好的八角地代表集体补偿给他，而自己什
么也不要。他一心为公的举动感动了大家，路修得非常顺利。

项自新、黄忠祥等四五户困难户，现在已是八角种植大户。当
初，王正保作为社长，总把这几家困难户 “挂在头个纽子
上”，不但多次无偿送给他们八角种苗，而且还主动上门传授
栽培技术，并到地里参与剪枝施肥。王正保当时说，共同富裕
是他的工作目标。乡宣传干事李成对记者说，王正保当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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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时时事事都想着大家。1994年，他买回 20多只猫分发
到各家，并规定大家好好饲养看管，养死的自己出钱买回补
上。自那年至今，营盘村很少再看见老鼠的影子。

王正保对人谦和，但对于原则问题从不含糊，村里的大会
小会他都将“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等公德教育放在第一程
序进行强调。平时，他常告诫那些年轻人: “谈恋爱可以，但
必须遵纪守法，不要出格。”
“苗族虽有早婚现象，但在王正保的疏导教育下，全村至

今还未出现一例抢生超生的情况。”乡计生办主任杨家清对记
者说。多年来营盘村人人遵纪守法，爱老敬老蔚然成风，几年
来从未发生偷盗事件。2001 年，营盘村被省政府授予 “省级
文明村”称号。

离开营盘村时，正值骄阳当空，王正保和几个村民挥手与
记者道别，村口一棵石榴树花正开得火红。

( 本文刊登在 2003年 6月 6日《红河日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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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访河口商人黎相祺

在河口国贸大厦 5楼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办公室，记者见
到了在商界政界都颇有名气的黎相祺先生。办公室的桌子沙发
上，书籍资料摆放得有些零乱，黎相祺正专注地用笔记本电脑
写着文章。他起身相迎笑容可掬，一打开话匣子，就离不开
“改革”这一主题，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美国西部大开发、越
南口岸开放，有关维新的名家名句脱口而出，叙事说理柔声细
语，逻辑严密，好一派儒雅风范。

黎相祺祖籍广东湛江，1958 年出生在越南广宁省。1978

年 2月从越南回国，先后从事过军队翻译及云南省广播电台记
者、编辑等工作。1993年下海经商来河口发展，经营矿产品、

木材、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矿山机械设备等进出口贸易。

黎相祺嗜书如命，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哲学、经济、商
业贸易、企业管理等书籍都买来或借来细细阅读。最近他正研
习《世界贸易体制发展史》一书，将 WTO有关规则同目前中
国外贸运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还写了一些心得体会。交谈
中，美国商界巨擘约翰·洛克菲勒、希腊前船王奥纳西斯、日
本的松下幸之助以及中国的胡雪岩、李鸿章、李嘉诚等的经商
之道，他都能娓娓道出。

古人云: “通理而明志。”黎相祺过去担任翻译、记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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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政策、讲求严谨正确的工作要求，以及不懈追求知识积累
的态度，奠定了他后来经商文化思想的根基。在进出口贸易
中，他始终抱守自己铭刻在心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
信条去处理一切商务，从而得到与之交往的商人、工商界组织
及政府部门的称赞。

经商的最终目的是赚钱，但这钱如何赚，其行为与每个人
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密切的联系。黎相祺认为: “‘道’既
是道义，又是方法和规则。这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终
是社会的。我努力赚钱谋求发展其目的是对自身能力及价值的
证明，另外，在经商中能为某个地方或是某个角落的人带来一
些益处，这是我的初衷，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奖赏。”

黎相祺又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掌握供求第一信息是他经
商中最主要的工作。六七年前，越南农业改革迈开了大步，种
植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化肥需求量的猛增，而红河州的化肥生
产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黎相祺抓住机遇做足了化肥生意。

为维护及恢复生态，我国木材采伐限额加大，而越南丰富的木
材及矿产品都可进口填补我国这方面的空缺。随着地表露天煤
炭逐渐采空，越南的采煤已转入地下，大量的坑道采煤机械设
备需求又成为黎相祺的主要出口产品。正是这准确的信息和遵
守规则的交易，有力地支撑着黎相祺的外贸事业正常、稳定地
发展。公司由原来的 3 人扩展为现在的 18 人，资产已逾千万
元。

找大钱的“买卖”很有吸引力，但黎相祺却以 “是否正
当”来加以取舍。2001 年，昆明一食品生意人邀约他从金平
进口美国冰冻鸡脚运往昆明，可获利几十万元。黎相祺知道那
是违规的走私生意，不但不答应，还晓之以利害劝那人别干，

后来那个老板一意孤行，栽进海关 “大网”被判刑。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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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相祺又回绝了两起撮合他走 “另门”做锌锭买卖的 “生意
人”。

黎相祺的儒商风范还体现在他谙熟世界贸易中 “双赢共
利”的原则。他在生意上既讲诚信，又经常让利于他人。他
说，只有互利才能求得长期的合作，从而达到长期的得利。个
旧市沙甸旭永公司经理马旭永、越南老街正通公司经理孙春庭
等人都对黎相祺的商德有极好的评价。其实，做生意跟打天下
一样，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利于他人，才
能换取他人利己。

在河口，黎相祺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在县、州政协委员
这个位置上，经常为河口的边贸建设、对外关系处理等进言献
策。工商联主席庞国强、县委统战部部长李开福说，黎相祺同
志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个私老板，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
员，在遵守规则经商的同时，他还热心参与工商、行政及党务
工作。他为越南来河口经商的人牵线搭桥，积极参与 “边交
会”“联谊会”及出访调研等策划工作，并担任翻译。2001 年
8月，当黎相祺获悉南溪镇瑶族学生路云发考上郑州大学而无
钱就读的消息后，主动承担了这个贫困学生四年读大学所需约
5万元的费用，还对该学生家庭给予生产生活方面的资助。公
众是存储个人档案信息、评判个人行为优劣的最大的 “硬
盘”。2002年，黎相祺被推举为县、州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
席等。自 1998年以来，黎相祺年年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表彰
和奖励。

中国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 “儒商文化”。价不虚二、童叟
无欺、货真价实、仁商无敌……铺衍出一代代商贸的昌盛，派
生出数不尽的“深巷酒香”，折射出贯穿东西南北的 “丝绸之
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热闹祥和、唐代 “长安夜市”

8



的“摩肩接踵”，无不显示着 “商贾德运”及 “儒商文化”

所带来的繁荣景象。如今，河口这个关系中国形象的国际贸易
口岸，多么需要“儒商文化”的回归和传承。

面对中越进出口贸易的热闹景象，黎相祺说，WTO 需要
规则，我们自己也需要规则。局部地方的诚信丧失，将会带来
国家公信的损伤，那种 “商场如战场”的意识应当摒弃。目
前，外贸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竞争，有序与无序、守
规与违规在贸易往来中发生着无形的碰撞，这需要经商者在运
作中自我约束，在金钱的诱惑下保持理智，遵守原则，让产品
交易、外贸出口处在“风和日丽、互利共赢”的持续和谐中。

( 本文刊登在 2003年 6月 21日《红河日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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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希勤: 脚踏竞争风云的人

人人都说个旧市乘风冶炼厂名副其实，乘风冶炼厂的发展
的确是一路顺风。其实这 “顺风”是有前提的，那就是 “把
握时代脉搏”，抓住眼前机遇。

见到万希勤是在今年中秋节后的第 3 天早晨，武高武大、

虎背熊腰的他，让人怎么也联想不到他就是那个睿智有才，治
厂有方，资产逾亿元，每年上缴国家利税 500多万元的乘风冶
炼厂的主人。在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那个摆满
冶炼技术、工业管理图书的大书架。看到记者好奇的目光，万
希勤笑着说: “时代潮流激荡，竞争激烈，不学不行。”打开
话匣子，万希勤思维敏捷、条理明晰，有判断、有援引，观念
超前，话语充满时代气息。

说到冶炼业，万希勤与它有着难解的 “情缘”。1988 年，

高中毕业刚满 18岁的他还是个 “黄昏头”小子，他不再复习
高考，而是立志要以冶炼为业。他撺掇亲友帮其筹集资金，办
起了一个小型冶炼厂。那几年，金属一路走俏，验证了他睿智
的眼光。看人家 “耍龙”手痒，1994 年，他仿效别人建起了
一个电解铜厂，出乎他的意料，“到他卖姜姜不辣”，刚 “上
马”就遇铜价大跌，万希勤倒贴了几十万元。一气之下，他
真想“金盆洗手”，退隐 “江湖”。后来他说起那次 “跌跤”

后仍选择冶炼这一行，是割舍不断的起步创业情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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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万希勤刚刚建好厂房投入冶炼生产不到一年，

个旧锡山的冶炼厂就猛增到 36 个。在这 “硝烟弥漫”的竞争
中，“身体瘦弱”的乘风冶炼厂没有慌神，万希勤敏锐地意识
到，“只有技术改造提升科技水平”是唯一的出路。决策后的
他似乎吸到了来自成功高地的新鲜空气。首先，他从云锡下岗
工人中“捡”到了一些拥有冶炼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并
采用入股借贷等方式吸纳资金，购置了先进的冶炼设备，在炼
出纯锡的同时还能提取金、银、铋、锑、铜等混合金属，丢渣
金属含量不超过 0. 3%。他还大胆进行用电流冶炼的技术整
合，既缩短了冶炼周期，又降低了成本。设备更新加上技术改
造使该厂如虎添翼，年产量由原来的 1千多吨逐步上升到 1 万
多吨，企业运转进入良性循环，纳税额由几十万元上升到几百
万元。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强身健体”是竞争
得胜的第一筹码。万希勤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整合上也是
胜人一筹，他广泛吸收有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加入，每年
都选择招收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充实企业，并聘请技术、安全、

环保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培训。他还设立技术部、安
全环保部、工作考核部对厂内各项工作进行量化、细化管理。

在吸纳股份合作的同时，万希勤不乱花一分钱，将再生产投入
积累、壮大企业力量作为全厂的奋斗目标，每一个起点要求都
在为竞争创造条件。企业的实力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

融入世界科学发展体系是全球每一个生产企业必须面对的
现实，否则就无生路可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万希勤
敏锐地认识到实施技术改造不仅仅是单纯提高生产能力的问
题，而且应包括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他投资 130多万元，对
尾气排放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并从湖南购置引进 “脱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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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气作综合处理，使其变废为宝。与此同时，他又投资 50

万元在厂内种植树木花草，对厂房背后的 1000 多亩荒山进行
绿化，并派专人守护，经过 3年努力，荒山披上绿装，厂内厂
外都美了起来，空气得到了净化。几年来，该厂每一次都能通
过环保部门的达标检测。

在冶炼业的竞争中，矿产资源 “占有”的竞争更是 “剑
拔弩张”，不符合市场经济秩序的原料 “控制”行为依然存
在。万希勤没有硬着头皮去挤这座 “独木桥”，他另辟蹊径，

将采购矿石的目光投向更宽更远的广西、广东、湖南，甚至国
外的南美、缅甸等，设置了几个原料采购点，使该厂的冶炼始
终处于“吃饱”的状态。

假如说在多次竞争中胜出是因为万希勤有超前预见、把握
机遇的智慧，那么企业发展、利润增长的根基应归功于政策环
境的护爱。万希勤深深懂得这一点，“回报社会”的诺言他一
直在履行。招工聘员他首先想到的是下岗工人，每一年的税收
从未隐瞒或拖欠，企业也因此成为全州个体私营企业五个
“纳税先进大户”之一。

( 本文刊登在 2003年 9月 29日《红河日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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