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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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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第二十五集 情倾兴国 ③③
10 兴国县长岗乡古林村列宁小学教室里 内 夜

教室里由几张课桌并拢成一个大桌子，上面放着两盏小
油灯。

贺昌带领县委一班人走进教室里来，招呼李奎应、王仁
森、李其商上边坐：“请三位坐，请坐！”

李奎应：“那上席应该你们坐，你们是领导嘛！”
字幕叠出：兴国县长岗乡古林村消费合作社主任李奎应
贺昌将三位按到主席位上，边按边说：“不客气，今天我们

来是要向你们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
王仁森：“我们是些受苦的，向我们有什么好学的？”
贺昌：“你们的经验太宝贵了。”
钟循仁：“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搞经济封锁，弄得老百姓买

不到生活必须品，极大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整个苏区的其他
地方都没办法。”

贺昌：“而你们搞的消费合作社却打破了这一困境，老百
姓出低价就能买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这是一个很了
不起的发明啊！”

杨尚奎：“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字幕叠出：中共兴国县委秘书杨尚奎
贺昌：“我们不仅要把你们的办法在咱县的各个地方推

广，而且还要向全苏区介绍啊！”说着吹灭桌上的一盏灯，把另
一盏往小拨了拨。

李奎应：“我们的组织很小，而且面临着重重困难。”
钟循仁：“只有你们三个人吗？”
李奎应：“对，”说着指了指王仁森：“他当会计兼管营业。”

接着又指了指李其商：“他负责采办。我呢，就全面负责了。”
贺昌：“你们是怎么想到搞消费合作社的？”
李奎应：“今春以来，生活用品天天涨价，群众买不起。我

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用打土豪时留下的一百元银洋做
基金试着搞个消费合作社。”

王仁森：“于是让其商带上钱走茅店那边到白区进了些群众
最急需的盐、煤油、火柴、肥皂、牙刷牙粉、电池、药材和布匹等。”

李其商：“市面上每斤盐四毛，我们卖两毛，刚回来就卖完
了。”

李奎应：“群众说怎么不多买些呢，我们说钱不够呀；群众
说钱不够大伙凑嘛，我们都愿意入股，于是生意就火起来。”

贺昌：“你们每人一个月挣多少工钱？”
李奎应：“开初我们不仅不挣工资或补贴，而且饭也是吃

自己从家里带来的。”
李其商：“后来生意做大了忙不过来，我们才在社里吃。”
李奎应：“大家说每月要给我们两三元钱，我们觉得我们

是党的干部，为大家尽点义务有饭吃就满好了，还能挣钱！所
以谁也没要。”

贺昌：“你们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办社完全为了群
众，你们的精神真好啊！”转而对众县委干部：“这经验，那经
验，一心想群众，一心为群众，这才是最根本的经验！”

杨尚奎接着：“号召各地学习他们的办社经验，首先应该
学习他们这种可贵的办社精神啊！”

李其商：“现在敌人已经有了觉察，到白区进货越来越不
容易了。”

贺昌：“是否可以在白区约些商人，让他们把货物运送到
红区边界；或者和白区的老板们交朋友，让他们来咱们这里做
生意，这样不就可以省去好多麻烦了吗？”

李奎应高兴地：“对了，这办法好。”
王仁森、李其商：“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贺昌：“以后可能还会遇到其他一些困难，但是困难再多再

大，咱们也要坚持把它办下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百姓失望。”
李奎应等：“我们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办下去，办好！”
贺昌：“不仅要往回进货，还得设法把咱们的产品往出

推。咱们兴国自古就是以农业为主，群众历来都是靠卖自己
生产的大米、黄豆、花生、茶油以及鹅、鸭、鸡、兔等农副产品赚
钱，然后再向外购买自己需要的工业品。”

众：“是！”
贺昌：“现在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咱们的农副产品无法

外销，价格猛跌。”
众：“五角钱一担谷子还没人要！”
贺昌：“而工业品的价格却一涨再涨，时间长了，货物即使

进回来也没人能买得起，提高群众生活便会成为一句空话。”
众：“现在群众也买不起。”
贺昌：“如果咱们利用消费合作社这一形式，通过收购和

代销的办法，把储存在群众手里的粮油等农副产品收集起来，
销往白区或红白交界的边沿地区，搞活经济，让群众手里有了
钱，他们不就可以买东西，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了吗？”

众点头称是。
贺昌：“在满足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多为部队上

做贡献。”
黄发桂：“敌人的经济封锁不仅给农村，更主要的是给部

队上造成了许多困难。”
贺昌：“部队里红硝、硫磺、绵纸、锉刀、钢丝钳、甘油、西

药、绷带等必需的物品器材越来越紧张。”
钟循仁：“一旦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咱们就很难对

付了。”
贺昌：“所以，咱们还必须设法为部队上多购买这些东西。”
李奎应等：“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支援前线！”

11 河滩沙地上 外 日

太阳已经很高了，脚穿草鞋、身背干粮袋的贺昌与手提灯
笼的警卫员向这里急匆匆地赶来，却见十余头牛闲在那里，几
个教犁田的老农坐在一块大石头前抽烟，只有黄发桂、李玉英
在一边认真地练习着耕地技巧。

字幕在李玉英身边叠出：中央苏区著名劳动模范李玉英
贺昌停下来擦把汗问一位老农：“黄大爷，学犁田的姑娘

们，她们……”
那老农：“她们今天没有来啊，奇怪的是回去叫人的人也

不来了。”
黄发桂接着：“是啊，我让谢培兰叫人去了，她走了也已经

好大功夫了！”
贺昌抬头看看远方，远远看见谢培兰带着几个姑娘向这

里走来了。贺昌与黄发桂才安心地又学起犁田来。
谁知，姑娘们走来后却并不去抓犁把。有的蹲在石头上

脸背着贺昌坐着，有的低着头站在一旁。
谢培兰走到贺昌身边：“村里人都说，女人学犁田、母鸡学

啼明。因此大家都……”
贺昌放下犁把走到姑娘们跟前：“绝不会有这事的，打雷

是高空阴电与阳电相遇爆发出来的巨响，与学犁田是毫不相
关的两回事，学犁田怎么竟会遭雷劈？咱们应该相信科学，要
敢于站起来做大自然的主人！”

众姑娘仍然低着头一动不动。
贺昌：“至于天神作祟之类，那纯粹是胡扯！”
谢培兰：“近来病的人特别多。刘长秀的儿子体质本来很

好，从来没有生过病，就在刘长秀学犁田这当儿却突然病倒
了，人们都说就是因为他妈妈学犁田造成的。”

贺昌：“病了要请大夫看，绝不能相信谣传。如果真有神，
大家学犁田搞生产是大好事，神看见了一定非常高兴，怎么竟
会让儿子病呢？”转而对黄发桂：“快找大夫给病了的乡亲们看
病，千万不能让那些胡说八道的话延误了病情。”

一姑娘：“人们都说女人停下耕田来，赶快在村西北建天
神庙还可以挽救，要不全村人都要病死或遭雷劈！”

贺昌：“这分明是有人在蓄意搞破坏！到底是谁造的谣，
一定要追查清楚！”

正说着，蔡畅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姐妹们，学犁田就要遭
雷劈，哪有这回事？大家只管学，要劈就让它劈我一个人好
了！”说着绾起裤腿，抓起犁把学起犁田来。

字幕叠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蔡畅
众姑娘亦跟着学起来。

12 刘长秀家中 内 夜

身背干粮袋的贺昌端着灯照着让大夫给孩子打针。打完
针，大夫开始清洗注射器。

贺昌：“现在缺医少药是个严重问题，好几个村庄都没有
一个会看病的这怎么能使得。”

大夫边洗注射器边说：“是啊，这孩子要不是贺书记今晚
把我带来，延误到明天，病恐怕就麻烦了，有生命危险啊！”

刘长秀的爱人深情地：“感谢贺书记，贺书记真可是我们
的救命恩人啊！”

贺昌：“大哥这是哪里话呀，咱们这里医疗条件这样差，我
作为县里的主要领导却对这情况没有一点了解，更没有采取
有效措施，应该是我对不起大家。”

刘长秀的爱人：“我们这地方偏僻，自古就这样。”
贺昌：“咱们县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这么大的支

持，我们发出的号召，大家总是竭尽全力响应，要钱给钱，要人

出人，而我们对大家的生活却关心得这样不够，我这县委书记
实在需要大家多加原谅啊！”

大夫：“贺书记心里时时想着人民的需要。为了咱县的工
作，这么晚了还没顾得上吃饭，快给弄点什么吃的吧！”

刘长秀夫妇急忙：“哎呀，你看看，我们这啥都忘记了，快，
快让我来做饭！”说着就要和面点火。

贺昌：“快不要了，我这里带着饭哩。”说着把碗里洗注射
器的水倒掉，用暖水瓶里的水冲了冲，接着倒进自己身上背着
的干粮袋里的炒面，再倒些热水用筷子搅拌起来。

刘长秀夫妇急忙：“这，这怎么行？”
贺昌：“行，今年是大旱年，能吃上这还不算好吗？”
刘长秀的丈夫急忙过去夺碗：“贺书记救了我儿子的命，

不吃我们顿饭，我们怎么能过意得去！”
贺昌：“今年本来就是大灾年，你们还给政府捐出两担半

粮食，生活一定够紧张的了，有点好吃的就留给这孩子吧，他
是病人啊！”说完看看一旁的两个小女孩：“你们看，这两个孩
子这么瘦，她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给营养啊，
吃粗点不怕，但是要让吃饱。”

刘长秀：“不吃我们点什么，这无论如何使不得啊！”
贺昌：“大嫂，以后有空一定来吃，现在可真没那功夫等

饭，马上我还得去开会啊！”
刘长秀夫妇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
贺昌：“其实这炒面也是咱兴国老百姓给的，这其中说不

准就有咱们家的一份啊！”说完对那大夫：“你又跑了那么多
路，再吃点吧？”

大夫：“我吃得很好，你快吃吧！”
贺昌边吃边说：“咱们得赶快想办法培训一批医疗卫生人

员，一定要尽快解决这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刘长秀：“这可实在是现在最迫切的问题啊！”
刘长秀丈夫：“这次孩子病了，我跑到十多里外的村里请

大夫，结果人家早被人请走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家里人摇
摇头，不知道。又跑了好远，到另一个村子里去找另一个大
夫，情况还是一个样，可把我急坏了。”

刘长秀：“贺书记要是能给我们这村里培养下个大夫，我
们这全村人可都应该给你磕头啊！”

贺昌：“要培养，一个村至少得有一名医护人员。”转而对
那大夫：“咱们尽快搞几个培训班，由你来做这个计划怎么
样？”

大夫：“可以！”
贺昌：“包括讲授内容、时间、地点和必须购买的简单医疗

器械，如听诊器、注射器、温度计、血压计等所需的经费，以及
师资问题等等。”

大夫：“好，我马上就着手搞。”
贺昌：“你先把群众目前最常用的一些药物列个单子，我

让消费合作社他们尽快往回搞。”

13 中共兴国县委会议室 内 日

贺昌对众县委干部：“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固然重要，
而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破除
不卫生的陈规陋习，大力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更为重要。由于
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等原因，农村里大都不注重卫生：一些污
秽肮脏的东西随便堆积在屋里或居住地的周围。”

杨尚奎：“一些发霉、腐烂了的东西经过日光蒸晒最容易
发酵传染疾病了。”

钟循仁：“更有经过战争的区域，不少死尸没有掩埋好，腐
烂发臭，更容易发生瘟疫。”

贺昌：“我们各级政府必须把群众的健康事业放在心上，
迅速成立卫生运动组织，帮助群众清除致病根源。每个城镇
和大市场都要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以街道为单位，每十至十
五户组成一个卫生小组。农村每个小乡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
员会，大乡则分村组织几个卫生委员会，每五至十户成立一个
卫生小组。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小组，要对本地区、本单位
的卫生工作负责……”

14 兴国县某村庄 外 日

全村男女老少都在大讲卫生，一派忙碌的气氛。贺昌高
兴地看着这一切，边看边向村中的列宁小学校走去。学校里
刚下课，学生们正在玩着，贺昌微笑着向大家走过来。

众同学：“贺叔叔好！”
贺昌：“好，大家好，让叔叔看看你们的手好吗？”
众同学：“好！”说着伸出各自的手来让贺昌看。
贺昌边看边高兴地：“好，大家的手很干净！以后要经常

讲卫生，对吧？”
众同学：“对，我们老师也讲了，要时时注意卫生。”
贺昌：“如果渴了，敢不敢到下面那沟里喝水？”
众同学：“不敢，要喝烧开的水！”
贺昌满意地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