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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灾面前思良策    信心百倍搞自救

白河县振奋精神积极开展救灾工作

白河县在再次遭受风雹袭击的情况下，毫不气馁，信心百信地

搞好自救工作。现在，受灾地区的农民，人心安定，已全力投入到

灾后恢复生产中去。

7 月 25 日下午，猛烈的大风包裹着鸡蛋大小的冰雹，席卷白河

县西营区，横扫了西营区的双河、朱良、阎家、西营、小双、仓上

6 个乡，使 40 个村的 4795 户农户受灾，受灾面积约 27655 亩，粮食

减产约 75 万公斤，损失桐籽约 90 担，损坏树木约 128000 株，倒塌

房屋 113 间，约 100 人受伤。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

会议，商研救灾措施，抽调粮食局、农牧局、交通局、民政局等单

位的同志，分组到受灾区进行实地察看，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

同志，立即深入灾区，慰问受灾农民，指挥救灾工作。在乡村干部

的紧密配合下，他们每乡每村每组每户地进行灾情检查，摸清底子，

并召开村、组长会议，首先对那些受灾严重的农户，进行精神安慰，

稳定情绪。灾后，有的农民因着急秋后生活无着落，竟离家出走了，

有的农民看到被风雹肆虐过后的一片惨象，蹲在地头号啕大哭，情

绪低落。面对这些情况，乡、村干部坚持包村、包组、包户核实灾

情，帮灾民卸掉思想包袱。同时采取安置措施，动员受灾群众加强

田间管理，尤其是对回茬作物进行锄草、追肥，引导灾民多种蔬菜

和萝卜，做到“以秋补秋”。县供销社还调拨库存仅有的 150 吨化肥，

帮助灾区搞好晚秋作物的追肥工作。交通局表示要抓紧时间修复塌

方地段，保证化肥、粮食和其它物资畅通无阻地运往灾区。县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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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县粮食局也将根据受灾实情调拨一定数量的种子、粮食，民政

局也将发出一部分救济款，使灾区人民有饭吃，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一些乡还将拿出扶贫资金中的一部分，发放给重灾村民，解决粮食、

化肥的资金问题。

                                                         （原载1987 年8月11 日《安康日报》）



 一线传真    3

纸坊村稻田养鱼的实践表明

种田兼养鱼    稻鱼两丰收

稻田养鱼，在白河县还是第一次，作为试点的纸坊乡纸坊村，

今年获得了稻鱼双丰收。6 月中旬向 10 亩试验稻田投放 3000 尾鱼苗，

成活率达 95%，收稻时节，大鱼重达一斤半，养了鱼的稻田稻谷增

产 20%。

去年，县上把稻田养鱼当作科技扶贫的短平快项目，把纸坊村

作为稻田养鱼的试点，面积先定 10 亩。10 月份，县水保局在纸坊村

和 25 户村民签订了合同。但是，合同签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挖鱼

坑的事还只停留在口头上，签合同的 25 户村民无一户肯先动手。虽

经多方说服动员，但一直到今年的栽秧前，挖鱼坑的事仍没有落实。

经县委蹲点工作组和水保局的同志反复做工作，才了解到这些村民

思想上有三怕：一怕不会管理，怕搞砸了；二怕修了鱼沟，挖了鱼

坑没有鱼苗；三怕鱼苗被偷被毒。针对村民们的顾虑，县委工作组

和水保局在乡领导的紧密配合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及办法。首先，

请地区鱼种站长在纸坊乡办了为期 3 天的学习班，讲稻田养鱼的管

理知识，并让水保局派一名技术员长驻纸坊乡，指导养鱼户养鱼；

其次，是加紧打山洞的通水工程，以保证养鱼的水源，为控制水源，

修了牢固的闸门，同时派人到安康拉来 3000 尾鲤鱼幼苗，免费送给

签合同的 25 户村民，再次，是水保局和茅坪区派出所联系，制订炸鱼、

毒鱼处罚条例，晓谕大家，禁止毒鱼。村民们见有了具体得力的管

理措施，纷纷开始抽沟，挖鱼坑。鱼苗投放后，由于村民们有了稻

田养鱼的基本知识，又有水保局技术员的经常指导，投放的 3000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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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苗成长顺利。养的鱼没有被偷、被毒，稻田也未出现水涸的现象，

而且，养了鱼的稻田泥土疏松，鱼吃杂草，同时有利水稻的成长。

看到稻田养鱼的好处，远近有藕田和稻田的村民，主动找上门来，

和工作组、水保局的同志挂钩联系稻田养鱼事宜，已搞了稻田养鱼

的村户，也要求明年扩大面积，继续养鱼。

                                                 （原载 1987 年 9 月 24 日《安康日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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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一片绿油油 
——记鱼儿村村主任吴显君带头兴桑养蚕的事迹 

白河县茅坪乡鱼儿村，形同马鞍，地薄人多，且山陡坡大，旱

三天缺粮，涝三天粮缺，当地农民道的逼真：山陡坡大土层浅，地

挂山边粮靠天，十年九灾收成少，生活无着靠外援。当然，这种现

象已不复存在，今日的鱼儿村，绿油油片片桑园，桑叶茂盛粮丰产，

不愁用钱不愁穿。为何鱼儿村变化这么大 ? 富得这么快？原来是共

产党员吴显君，带领全村村民，兴桑养蚕，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的

捷径。

今年 56 岁的吴显君，当鱼儿村领导多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

后，粮食够吃了，养猪卖点钱是当时他的主要经济收入，但一家 8

口，卖猪最多能得 300 元左右，经济依旧十分拮据。他思忖：这不

行，得想想其它的挣钱路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朋友那里，

看到《陕西科技报》有篇题目是“怎样用铁简孵化小鸡”的文章，

他受到了启发，心里不觉一动，向朋友要了这张报纸揣回家，与村

里的几个村民反复研究、揣摸，设想是否可以学学用铁简孵化小鸡，

他首先作了试验，结果，1OO 个鸡蛋成功了 77 个，于是他开始大规

模孵化小鸡。在他的带动下，全村 19 户村民也跟着干了起来。不久，  

全村就孵化成功 1000O 只小鸡。吴显君孵化 30OO 只，卖掉 2800 只，

收入 1400 元，吴显君和村里人孵化小鸡的成功，吸引了不少的村民，

很多其它区、乡的想养鸡的人，蜂拥而  至，来他家取经学艺。1983 年，

他被县上评为养鸡重点户，  带了红花并领取了县兽医站颁发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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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养鸡需要大量的粮食，往往是收入可观，但投入也多，

不太划算，不是鱼儿村脱贫致富的根本路子。吴显君和他的村民又

在思索着新的法子。

1983 年秋，县上号召养蚕，针对具体情况，发展多种经营，利

用坎边、地边、扒边、沟边、路边大力栽桑，地中间种粮，两手抓

丰收，吃粮靠中间，用钱靠边边，做到寸土必争，寸边必用，发挥

边际效益。当时，许多群众一时想不通，怕栽了桑苗占了地。身为

村主任的他，耐心地说服大家，并率先把自己承包的土地都栽了桑

苗，经他的努力，全村共栽桑苗 7 万株，而他一家就栽了 5 千株，

且是一次性成活。l984 年，他开始试验养蚕，开始，由于没经验，

无技术资料，所以，他第一次喂了半张蚕，只卖了几十块钱。有人

在打退堂鼓，可执拗的吴显君偏不信邪，非要把养蚕搞成功不可。

为此，他订了《蚕桑通讯》和《陕西农业》等有关杂志，学习、借

鉴、摸索。l985 年春，他花钱盖了两间蚕室，当年喂蚕两张，收入

280 元。以他为榜样全村兴起了养蚕热，鱼儿村成了全县养蚕最多的

村。去年全村共养蚕 16 张，吴显君家就占了 6 张，收入 750 元。他

被安康行署评为养蚕先进生产者，被茅坪乡评为模范党员。今年，

全茅坪乡养蚕 3O 张，鱼儿村就有 22 张，吴显君 8.5 张，收入 1200

元。4 月份，他出席了地区蚕桑先进代表会。现在，他计划带领全村

的村民在今后 3 年内发展百亩桑园百张蚕，达到户均收入两百元。 

　　                                      （原载 1987 年 10 月 2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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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两张皮”为“一条龙” 

改革使白河县畜禽产品公司出现生机 

白河县畜禽产品公司狠抓畜牧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

一改过去产、销脱节的两张皮的局面。

去年 4 月底，这个县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使农民早日脱贫致富，

根据县上的具体情况，将原来条块分割畜牧业生产的县兽医站和为

畜牧业服务的食品公司合并成畜禽产品公司，把生产、流通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其宗旨是发展生

产，搞活流通，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公司成立之前，兽医

站负责畜禽的防疫、治病，食品公司负责经营畜禽产品，往往是生

产不顾流通，流通不管生产，产品多了收购跟不上去，形成了卖猪、

蛋难的局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产品少了价格就上涨，同时

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旧的体制人为地割裂了生产、加工、销售和

流通各个环节。鉴于这种情况，县上决定成立畜禽产品公司，拟定

改革的核心是调整部门关系，改变产、销脱节的两张皮为产、销合

一，统一管理的一条龙。对畜牧业的生产和流通统一领导、统一计

划，对人、财、物统一管理、对购、销、调统一安排，形成产销结

合的整体优势，实行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服务，逐步实现技术

全程服务，发展生产，保价收购，扩大经营，经费由拔款到半自给，

直到全自给。

公司成立后，抓猪、鸡、牛、羊、蜂、兔的生产，培育养鸡、

养猪的重点户和专业户，建设畜禽基地乡，并和农民挂钩，进行批

量生产，对猪、鸡、牛、羊、蜂、免及鲜蛋实行保价收购，统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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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做到防疫和收购同步进行，使农民和公司双得益。为发展生产，

公司抓了肉用鸡、养猪的培训，到目前为止，共办培训班 11 期，培

训人员达 779 人次。干旱的去年，在各地生猪生产普遍呈下降趋势

的情况下，除存栏的 79054 头，上缴生猪 5188 头，今年截止 6 月底，

生猪存栏 103372 头，较 1986 年的 89621 头，增加了 15.3%，去年推

广养成肉用鸡 12992 只，饲养量为 350046 只，和 1985 年的 325020

只相比，增加 7.7％。鸡的出栏为 95106 只，和 1985 年的 62528 只相比，

上升了 52.1％，今年截止目前，鸡的饲养量和出栏又大大多于去年，

其中今年的鸡的饲养量较 1986 年的同期相比，又增加了 1.99％，另外，

公司进行了种猪的引进，良种的改良，饲料的加工。并对下属的各

乡站的门诊药房实行保本增值。

在一条龙生产的供应上，公司注意抓经济效益和信息。比如，

去年的一度时间，公司发现全县都无猪油，于是当机立断到湖北组

织拉回 17500 公斤猪油，回来很快销售一空，解决了吃油的燃眉之急。

此外，公司把 5 个区站，1 个养鸡场、县食品公司和公司本身共 8 个

单位实行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搞经营承包责任制。并改革人事、

管理、分配制度、落实责、权、利，做到责任人人负，任务人人包，

担子人人挑。分配上多劳多得，奖勤罚懒，把工资和奖金捆在一起

和工作任务挂钩。

从去年公司成立到现在，经过一条龙的改革实践来看，流通促

进了生产，生产稳中有升，生产反过来加快了流通，流通方面的调、

销一次性完成，去年下半年就一举甩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今年到

11 月底，减亏和盈利额已达到 11 万元。高效益的“一条龙”的改革，

使畜禽产品公司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走了一条适合白河县县情的企

业改革的路子。

               （原载 1987 年 12 月 24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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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凭鱼跃
——记白河县三位科技副区长

 

 

       金晓林、朱和平、艾明甫三人被白河县任命为科技副区长。三同

志接到任命后立即到基层，一头扎在工作中。时隔半年，三位科技

副区长便以精湛的业务和极强的素质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并以有目

睹的工作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过家门而不入

今年 27 岁的金晓林，走马上任后，他的科技致富项目选定在养

鸡上，结合构扒区的实际，中山和公路沿线有养鸡的先天条件，他

认为养鸡这个项目符合民意。

瞅准这个项目，金晓林宣传着他的养鸡，亲自到县种鸡场定购

小鸡。

第一次未买成，由于他要亲自办养鸡培训班、筹备建养鸡厂，

等等，需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他没有在县城逗留，甚至也没顾得回一趟家，就风风火火地赶

回构扒区。以后又多次到县城购买苗鸡，直到第五次总算如了愿，

买回了久盼的苗鸡。五进县城，他都未回家一次，虽然家近在咫尺。 

在这期间，出生才 9 个月的孩子病了，妻子一连打了几次电话。后

来在同志们的催促下，他才匆匆回家看了看孩子。

孩子病得最厉害，但危险期已过。他十二分感激自己的妻子。

他不能在家多停留，很多工作在等着他。是的，上任几个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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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已建了几个饲料加工厂，发展了 100 多个养鸡专业大户，而且

第一批 1.2 万只良种肉用鸡马上就要上市出售。为了和十堰二汽劳动

服务公司签订肉用鸡销售合同，他不顾劳苦，又风尘仆仆地骑着嘉陵，

向车城方向急驰而去。

闲不住的人 

艾明甫到西营当科技副区长以来，经过调查，认为西营植被较好，

资源丰富，有着发展食用菌的天然优势。

他给县上立下军令状，在任期的三年内，发展袋料香菇 35O 万袋，

木耳 2 万架，产值达到 3OO 万元，使西营成为县上的食用菌基地乡。

能完成吗？有人在怀疑。

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已落实了 4O 多万架袋料香菇和 15OOO 架

坑道木耳，并已开始付诸实施。

最近，他又整天价泡到下面，指导农户给大田的袋料香菇紧水、

摘菇、烘干加工，跑外联系销路。区公所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孔。“真

是个闲不住的人！”群众一致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他们艾区长的最

大的特点。

艾明甫回答得好，“因为我的事业在这里 !”

“猪仔区长”

初夏，阳光毕竟有些灼人，一辆东风车，满载着从四川荣昌县

托运回来的“约克”“长白”“荣昌”良种猪仔，车厢里还坐着一

个皮肤黧黑、蓬头垢面的人。

一条小猪被猛然震得老高，只见车上那人一把将它抱紧，情形

真似在抱着一个可爱的胖娃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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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何人 ? 莫不是个猪贩子 ?

他就是中厂区新任科技副区长朱和平。为了到前坡火车站接这

批良种猪仔，他已经来去跑了许多趟。这不，他连早点都没吃，怕

猪受热出问题，硬指挥着一鼓作气把猪拉到中厂，然后马不停蹄地

分送到养猪专业户手里。见着小猪们开始吃食，平安无事，他才长

长地嘘了一口气。

待到把拉回的小猪安置完毕，朱和平也累得站立不住了。

他和猪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到任上，便大刀阔斧地筹划着搞良

种猪厂和配合饲料加工厂。有人善意地开玩笑称他为“猪仔区长”。

“猪仔区长”龙年恰好三十岁，而立之年。今年确实是他立事

业的时候。早在去年五六月份，他就去广州军区后勤部考察学习饲

养良种猪的快速育养法，回到县上，他就积极建议引进良种猪、推

广“饲料复合添加剂”。

他的建议很快被县领导采纳了。

一个月，他就正式耸起一个规模较大的良种猪饲料加工厂，并

已投产，专供全区良种猪食用。他还建议尽快办起良种猪场，为使

中厂成为商品猪基地区打下雄厚的基础。

每年增加 500 头商品猪和 50 个专业养猪大户，每年出拦 l000 头，

这就是“猪仔区长”的计划。

            （原载《安康日报》1988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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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清唱乐陶陶
——记白河县戏曲清唱业余自乐班活动

九九重阳节后，每星期五，白河县文化馆活动大厅内，灯火通明，

热闹非凡，一批年逾古稀的老人们相聚一堂，欢声笑语不断。他们

品茗话茶、闲谈、说笑，脸上都洋溢着欢快的神色。

蓦地，有人说开始，大厅内顷刻静了下来。片刻，一把二胡开

始了汉调二簧的西皮摇板，几阵悠扬，一老人早已蓄足气于丹田，

双目炯炯，唱道：“恨曹贼把我银牙咬坏，棒打我张永连该是不该，

叫书童你与爷把马来带，荆州堂见刘举细说开怀。”

这是汉剧《献图》一戏里的几句唱词。

唱者李明富，69 岁，60 年代前白河“新生剧团”的团长。昔日

曾率一队人马，走州过县，搭台演戏。后来，剧团解散，老人仍苦

练不辍，现在虽年近古稀，但宝刀未老；他字正腔圆，时急时缓，

换气变声都做到恰到好处。一曲终了，好——，大厅内一片喝彩声。

间歇的当儿，大厅里的人们似乎仍沉浸在刚才的艺术氛围中，

去体会，去玩味其中的好处。

这时，另一老人唱道：“白氏女站中途，自思自叹，思想起，

修行事，好不惨然……悔不该与许仙配为良缘。”这老人唱的是河

南曲子，功底也见深厚，唱、念、做、打，很是娴熟。

这是戏曲清唱业余自乐。

馆里的柯大荣老师告诉我，这个班大多数是离、退休老干部，

当然，青年人也有，他们中许多都是本县戏剧界佼佼者，特别是那

些老人们，免不了有些寂寞，凑到一块儿唱唱曲儿，聊聊天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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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怎比大家乐？剧目的品种真叫繁多，《捉放曹》《借东风》《打

雁、营门》《空城计》……短短的几个周，自乐班的活动有声有色。

“老人们的生活也是需要歌声的！”柯老师这句话，说得真是

耐人寻味……

            （原载 1988 年 11 月 19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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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书”
——白河县新华书店夜市一瞥

时间：深秋某夜 l9 点 3O 分。

地点：白河县新华书店城内门市部。

人流不断地拥进营业大厅，其中，似乎机关干部和离、退休老

干部居多。他们认为读书不是无用而是有用，总觉得以前书读得太少。

在当今改革风云年代，需要的是知识，否则，何以适应这生活的快

节奏呢。

柜台内的营业员忙得不亦乐乎，介绍新书，收钱、盖章、道声

走好。偌大的厅内站满了前来购书者，他们能在这里买到自己盼望

已久的紧俏书，掂着散发油墨清香的新书，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

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书。

说话者是一位举止潇洒，身着灰色风衣的青年男子，知情者晓

得他现就读于北京某学院。对于来自京都人的评价，在场的白河人

都感高兴，旋即和这位远方客攀谈起来，一群年轻人和他聊得特别

投机，向他了解外面的变化，这位京都人很健谈，走南闯北，见识

丰富，又兼刚买到几十本他在各地都未能买到的书，自然是心里乐

悠悠。他认为，夜市给白河山城更添特色。他和营业员也谈得开怀，

称这项工作是在为人们输送一种必不可少的营养。

人们是不可少了这种营养的，而输送者们又千方百计地寻找多

方位、多渠道，今年以来，这个店迈出了很大的改革步子，他们摸行情、

搞征订，了解信息，在全县乃至周围数十个邻县建立服务和销售网点，

利用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的传递，把销售工作做上了门。有一职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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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在安康，她利用探亲的机会，深入到地建司、二轻局、物资局等

各大单位，把一撂撂业务书送上了门，感动得人家不知说什么好 ! 结

果是加强了联系，开展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书店经理乐福生，搞

出了一整套改革的措施，一个“包”字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措施

得力，大伙儿们拧成一股绳。仅从年初到 9 月底，销售额已达 40 万元，

超出了全年任务的 1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80％。

开展夜市服务，方便更多的读者，这个大胆的想法，在乐经理

的脑子里翻腾了许久。终于，今年国庆后，新华书店城内门市部店

门大开，夜以继日；一时间，门庭若市，顾客交口称赞。

那位北京人，反复浏览了书架内的六大类书籍后，由衷地说：“白

河书店的书品种多，好书不少”。

提着一大提包书，他步出厅外，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恰在这时，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拥进了书店的夜市……

（原载 1988 年 12 月 3 日《安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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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尾楚头一条街

一条汉江在这里把秦和楚折山劈开；一条船撑过来的尽是操楚

音的郧西人；一条街和水旱码头的交汇处在这里形成了商业流通的

聚集点。即便是蒙蒙小雨的深秋时节，人流，仍沿着上河街到下河

街汇成一条涌动的长蛇，熙熙攘攘。这就是白河县城的河街。

这条街长约半公里，宽过 5 米。像一张报纸的中缝，却挤出了

照相馆，美容理发，电器经销，小吃铺，火烧饼子等鳞次栉比的铺面，

卖布的却最有特色，各式各样的料子挂在几十来米长的尼龙绳上，

任人挑选。商品大到电视、录音机；小到纽扣、打火石，应有尽有。

工商局的同志介绍：全县城 4OO 多户个体摊贩，河街就占了 2OO 多，

还不算从湖北、四川、河南、浙江等省来的生意人，全年的营业额

在 l2O 万元以上。

白河县河街的个体经营，除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外，与历史的

沿革有很大关系。这里上达旬阳、安康；顺流襄阳、汉口。跑江湖

落码头的生意，大都在此歇脚打尖，购食补物。现在许多个体的祖

上就是这样定居于此。l983 年遭一场水毁，国家想把河街住户上迁

县城，这里的人硬是不愿挪窝，他们看中的就是这块“风水宝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家户户又恢复了祖上的传统，把门面修缮

一新，拉开架子，搞起个体经营。

白河河街的个体经济形式不仅促进了地域性的商业繁荣，也把

竞争机制引进了商业渠道。有人说：现在资金在万二八千的都不稀

奇了，八万十万的藏龙卧虎之辈，大有人在。他们的进货渠道很方便，

到十堰、下武汉，一天一夜就打个来回，有的还建立了反馈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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