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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前进来挨着赖常坐下说：“今天开个

大家没有想到的会。昨天省委王副秘书长

专门来布置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任务，

全国政协港澳委员下月来省视察，省委同时

还邀请了香港十大富豪来我省视察。省委

确定重点参观视察新官镇。”对这样一件破

天荒的事，使与会人员精神为之一振，气氛

顿时活跃起来。卞前把省政协港澳委员说

成全国政协委员，加上邀请但并不说首肯，

这样用虚言巧妙地转移了大家的视线，而又

引起大家的注意力。

卞前说：“省委很重视港澳知名人士的

这次视察，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这是提高

我县知名度、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的极好机

会，也是我们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的极好机

会。一定要把握住。昨晚我想了一下，让他

们视察的单位、项目和具体准备工作，咱们

一项项落实。”说着打开本子。

“参观农业项目，新官镇万亩油菜丰产

片。四月正是油菜的盛花期，是很好看的。

现在要突击再抓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彻

底搞好清沟理水；二是每亩再追施 10 公斤

复合肥，现油菜正值营养生长期，这不光是

为让人看的，也有利于增产；三是把丁坪村

头一公里的机耕路和田间小路修好，与大公

路相接，让他们在那儿下车，往油菜地里转

转。”说到这里，卞前面对赖常、蒋天化说：

“这项工作，我看由新官镇吴镇长抓落实。”

赖、蒋二人都点了点头，“老吴有困难吗？”吴

镇长立即表态：“没问题，只是有些户，刚过

年手头紧，拿不出钱买肥料。”“有困难的户，

临时由信用社贷点钱嘛。”吴镇长再没言语。

“省委指定要视察大树村的居民点和甲

鱼养殖场。”韩大军站起来说：“参观甲鱼养殖

场没问题。只是还有两公里的土路，汽车一

过，尘烟滚滚，有碍观瞻。”卞前说：“突击建成

水泥路。”“买水泥要钱，现在一下子拿不出那

么多现钱来！”卞前对蒋天化说：“蒋总，先赊

账，从青岩水泥厂拉水泥，钱以后再说。”蒋天

化忙答：“回头我同刘厂长讲讲。”韩大军见今

天卞书记事事拍板干脆，显得财大气粗，便借

机狮子大开口地提出：“参观养殖场，就要路

过食品加工厂，由于缺乏流动资金，春节后食

品厂还未开工生产，卞书记能不能给 300 万

元贷款，不然人家来了工厂关着门不好看

呀！”卞前毫不犹豫地说：“行！给 100 万元开

工生产。”这时赖常也纳闷了，没有征得银行

同意算得了数吗？韩大军却喜不自胜，想不

到企业生产正面临着“严冬”，却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岳王庙仿古一条街还有 200 多个门面

关门闭户，有场无市显得很萧条，要让它繁

荣起来。请财贸办在四月组织一次庙会，商

业、供销各公司负责把东面一排门面打开；

工商局动员一批个体工商户把西面一排门

面打开，一律自带商品，自来人员于月底前

开业做生意，镇上施行优惠政策，暂时不收

租赁费和管理费。没什么困难吧！”供销社

的赵主任较会看领导眼色行事，立即响应

说：“卞书记，没问题，我们包 50 个门面，叫

各公司和附近几个乡的供销社各来一负责

人带队，一家包几个门面，这也是扩大销售

的好机会。”但商业局张局长有点儿为难地

说：“从公司到基层商店都承包了，叫他们搬

到这里来营业，怎么个说法？”工商局赵局长

对此举甚是反感，显得有点儿不识时务地接

着说：“把城关镇和别处的工商个体户硬性

搬到这里来经营，还没这样干过。市场是随

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用行政命令去制造市

场繁荣，那卖的人多，买的人少，没生意可

做，赔钱谁负责呀？”卞前听着听着来火了，

站起来指着他俩说：“这点儿事你左一个困

难，右一个困难。你们只看到一点儿蝇头小

利，不懂政治，不顾大局。这是关系到全县

改革开放的大事，各部门都应为西洲县争

光。谁要丢了我的脸，我就撤谁的职。在月

底前都给我开门营业，不管你们赚钱赔钱，

都要给我坚持一个月……”这时吓得两个局

长再不敢吱声了。财贸办的余主任说：“卞

书记，这件事会后我们具体研究，保证按你

的要求开业，决不给县里抹黑，请你放心。”

赖常也连忙打圆场说：“这件事就让财办具

体落实吧。”

卞前说：“那好，散会。”并指着赖常、蒋

天化说：“你们留下，咱们还商量个事。”待大

家走后，卞前对他俩人说：“昨天与市委覃书

记已谈好，支持我们 1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要尽快让青岩水泥厂和棉纺厂满负荷生

产。积压的水泥由市里分派各建筑工地拖

走，你们两个下午就去市里找覃书记、王市

长落实这两件事，我下午还要与孟主任研究

汇报材料的问题。”这时赖常才明白，为什么

卞前很干脆地答应韩大军 100 万元的贷款，

原来他手里有了尚方宝剑。

晚上十时许，赖常从市里赶回来向卞前

汇报说：“我从下午跑到晚上，找到市领导和

市工行、农行的行长，他们已接到省行领导

的招呼，为支持这项特殊任务，签应各给 600

万元短期贷款，要三个月后归还，明天调动

资金，下个星期到位。”

卞前说：“三个月就三个月。”他想，贷不

贷由你，还不还由我。只要把资金打到我的

账户上，主动权就握在自己手上了。

赖常继续说：“青岩水泥厂积压的水泥

明天由管基建的伍市长召集城建、交通、水

利、建委等有关单位协调，把水泥任务分下

去。他说，这是覃书记交待的硬任务，保证

完成，他要蒋天化留下参加明天的会。”

卞前说：“很好，两件大事算落实了。老

赖，还有件事，你叫财政给宾馆拔点儿钱，搞

些必要的添置和生活物资的准备。因为他

们一来，连陪同人员、新闻记者、保卫和交警

约有 100 多人。据省里来检查的人说，总统

套间的床铺和沙发都太软，不适合上年纪的

人。说要换什么催眠床，什么牌子的沙发，

我记不准，一套要四五十万元，还要开车到

广州去买。吃的就准备些山区特产、野生甲

鱼、野鸡野菜、竹鼠竹荪，突出本地特色。再

准备点儿好酒、好烟，那些名人不一定吸烟

喝酒，可是要打发那些随行人员。”赖常说：

“要多少钱？”“袁经理估算了一下，至少 100

万元。”赖常有点儿为难地说：“那先给 70 万

元吧。”“也可以。”他俩商量：这段时间把其

他事先放一放，要集中力量抓这一特殊接待

任务的准备工作。赖常说：“幸亏按你的意

见，我们‘两会’在春节前开完了，不然挤在

一块儿，真要忙得焦头烂额了。”

（四）

老马自得到两位行长的承诺后，便在家

一天盼一天。三月份过去了，莫说未见新官

镇还款的动静，连不能兑现承诺的解释也没

有。中间几次打电话找卞前、赖常、蒋天化，

从电话中传来的回答都是“人不在”、“找不

到，不知哪里去了。”

他原本对两位行长的承诺就有点半信

半疑，现在证实了又是谎言，又一次使他极

度愤懑，无限痛苦，又感万般无奈。令他百

思不解的是，现在有些人怎么变得这样，真

不可思议。

他整日在家中闷闷不乐，食不甘味，夜

不安寝。老伴儿叶枫一再安慰他说：“身体

要紧，现在这种事情多哩！不要过分自责，

把老命搭上不值得。”从来不相信命运的老

马这时却说：“莫非这就是西方人说的‘这是

上帝的惩罚。’可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

的事，为什么上帝派两个魔鬼来惩罚我呢？

可见，上帝也有不公平的时候。”老伴儿说：

“契诃夫不是说过，美好的人啊！我是爱你

的，可要警惕啊！”俩人正说着话，这时方音

来到老马家。他一方面对卞、蒋等人欠债不

还、无法兑现群众集资款，思想压力很大。

另一方面对这位老领导，对此事过于自责，

终日郁郁寡欢，有损健康感到担心。他最了

解老马一生无负于人的做人原则，对自己的

承诺是不惜一切代价、不遗余力努力兑现

的。他多次听说老马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

未抓一个右派和批林批孔时保护干部的故

事；也曾亲眼看到老马为水淹的灾区亲自跑

粮食局、农行落实粮食和贷款的事。他答应

别人的事总是每日挂在心头，一直到完全落

到实处他才放心，从不失信于人。他退下来

后，感到一生既不欠别人的政治债，也不欠

别人的经济债，本来是心地坦然，心无遗憾，

安然的休息，谁想到竟然出了这么一档子

事。所以，方音虽然思想上承受着很大的压

力，但在老马面前，他还是竭力掩饰自己内

心的焦急而劝慰这位老人：“这事主要是我

自己拿的主意，你老只是介绍我和他认识，

你老不要过分自责。这事虽然现在未了，经

济形势一好转总会好的，你老不用管了，我

会直接找他们的，我来不是请你老人家催债

的，而是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老马对着老伴儿和方音说：“借债还钱，

天经地义。旧社会北山乡里有个习俗，凡欠

了债的人，哪怕你只欠一升米，也不得在乡

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之类的角

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的堂屋最显

眼的位子叫主位，欠债的人不能就坐，否则

就有辱主之意。”徐大姐和方音听了后笑着

说：“这是旧理旧俗了，现时行不通了。”“周

总理说过‘中国人说话是做数的……’”叶大

姐向着方音说。“他呀！满脑子的老传统，难

怪女儿也说他是‘原版马列’不合时宜了。”

老马依然不愤地坚持说：“做人总要讲

点信用吧！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方音笑着说：“现在官场只有利用，哪还有什

么信用啊！”方音仍在竭力劝慰这位老人，对

当前一些事要看得惯，不要过分耿耿于怀。

老马更是奋然地站起来说：“那不行，明天我

再去找他们去。”方音忙着劝解说：“你老这

么大年纪了，老是来回这样长途跋涉，对身

体不好，实际去了也不一定起作用，这事你

老就不要操心了，由我和他们交涉吧！”再三

劝阻无效，老马执意要去，并说：“他们再不

给钱，我就死在那里。让我以身殉义吧！”到

了这个份上，方音思索了一下说：“马老，你

非去不可吗？这样吧，我亲自陪你去，咱讲

好一条，到那里由我和他们谈，你老就甭管

了！”老马答应后，方音说：“这两天，让我把

公司的事处理一下，大后天我开车来接你。”

他们这样商定后，老马临上路前还写了一首

自嘲绝句：

儿时观剧白毛女，

最恨无赖穆仁智。

老来竟演此角色，

心中苦涩有谁知。

（五）

江南四月，正是春浓似酒的季节。新官

镇今年的春色显得格外壮美，因为这是一个

不平常的春天。尽管中央领导视察的消息

被一再强调保密，还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很

快在全镇和县城被传得沸沸扬扬。届时，一

清早全镇已万人空巷，拥向街头翘首以待，

争观中央部长领导人的风采。

上午九时，在警车开道的鸣笛声中，一

行十多辆车呼啸而至。警车后是一辆皇冠

轿车，其后是三辆中型日本空调车。第一辆

车乘坐的是中央领导夫妇，由省委书记、省

长陪同；第二辆是随中央领导视察的省里部

委陪同负责人；第三辆是中央和省新闻单位

记者和随员，其后是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

中央领导见到两旁欢迎拥挤的人群，便把车

窗打开，向群众微笑招手致意，这时，满街爆

发出经久不息地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在三个多小时的参观过程中，由卞前亲

自带路，边走边介绍情况。在这里中央领导

一行人看到了金光灿灿的万亩油菜田的丰

收景象；看到了青岩水泥厂，满负荷生产、产

品无积压、产销两旺的景象；看到了大树村

农民居住的别墅，王会计家的大彩电和时髦

家俱以及农民富裕的情景；还看到了仿古建

筑商业街，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市

场繁荣的景象。中央领导一行不住地点头

称赞，也使陪同的省市领导感觉很有面子。

白鹭洲宾馆三楼会议室经过一番布置，

改成两行长条形半圆桌式、中间放着三盆鲜

花，有点儿像国际谈判会议的形式。下午三

时，中央领导来到会议室坐上方中间，左有

省委书记，右有省长陪同，县里领导和农村

支部书记坐其对面，在其后三排是省市里部

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座谈会的有卞

前、赖常、蒋天化和大树村支部书记韩大军，

还有两人穿着旧式中山装，头上裹着白布头

巾，脚下穿着草绿色半胶鞋，完全是山里人

的打扮，在会场上引起不少人的注目。经县

委书记卞前介绍：一位是西峰乡东峪村支部

书记高玉亭，一位是长岗乡西沟村支部书记

张道明。中央领导热情地与两位从山区来

的支书握手。他俩不知是第一次见中央领

导心情紧张使然，还是另有隐因，总是低着

头，不敢昂首正视在场的众人。大家也没在

意，只有韩大军心有疑云地老盯着他俩，似

不明白，又似有所悟。他俩没敢笑出声来。

会上，省委李书记先让卞前将全县经济发展

情况做了全面汇报，接着，蒋天化汇报了“以

工兴镇，以法治镇”的经验。当讲到全镇乡

镇企业产值去年达 15 五亿元，比上年接近

翻番时，中央领导说：“增长这么快，有水分

吗？”对这一敏感问题，李书记忙插话：“对乡

镇企业的数字，我们专门派了几个工作组进

行核实，数字基本属实，多报的也有，少报的

也有。数字增长这么快，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统计口径有些变化。过去私营个体这

一块没有统计在内。二是价格。乡镇企业

都是按现行价计算的，这样数字就大了一

点。”中央领导似有所悟，再没有讲什么。其

后，东峪村支书高玉亭谈了他们村过去刀耕

火种搞粮食，结果是种一靴筒，收一皮鞋，常

年不得温饱，前几年利用“高山出好茶”的优

势种植茶，以茶换粮。茶园实行密植收益

快，“一年栽，两年采，三年过一百（斤）”。去

年全村每人平均产茶两担，人均收入过了千

元，脱了贫，走上了致富路。西洲村支书张

道明汇报了他们村如何利用盛产楠竹的优

势搞加工业，由穷变富。他说：“过去只卖原

竹，一根只卖几块钱，前几年加工垫子、凳

子、桌子等各种用具，去年还办起了竹地板

加工厂，这样，一根竹子通过加工可卖到 18

元，提高了附加值。去年人均收入达到 1500

多元。”他们同时讲道：“扶贫不能沿用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观点，无论什么地方都强调

人均产粮 400 公斤。要用商品经济观点来

引导扶贫，发挥本地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前者越扶越贫，后者才能脱贫致富。”中央领

导对两位村支书的汇报很感兴趣，连连点头

称赞说：“说得对，讲得好。”还向省委李书记

和 卞 前 说：“ 你 们 县 里 基 层 干 部 水 平 不 低

呀！”最后，中央领导充分肯定了西洲县的工

作成绩，并对如何加强农业问题做了重要指

示。座谈会在掌声中结束了。

散会后，蒋天化把韩大军和那两位村支

书带到房间内休息。这时，韩大军见无外

人，便对两位支书说：“你们二位今天的戏演

得很精彩，佩服！”原来那位被称为东峪村支

书的是县里管农业的田副县长；那位被称为

西沟村支书的是县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刘主

任，他俩齐说：“你别逗了！我们都紧张得出

了一身大汗。昨天晚上，卞书记临时把我们

找来，说东峪和西沟两村的扶贫点是你们亲

自抓的，情况熟悉。现在时间很紧，山高路

远来不及接他们了。你们俩稍微换换装，就

代替这两个村的支书汇报 吧！”韩 大 军 对

田、刘二位开玩笑说：“你们可是犯了欺君

之罪噢！”他俩本来在县里也是以口才好著

称的，便拉开腔调说：“臣有下情回禀，臣非

自愿，而是奉命不得已而为之哟。”蒋天化

忙说：“别开玩笑了，卞书记交待，没事了，

吃了饭你们都可以回去了。”他们齐道：“不

吃饭了，这身打扮实在很别扭。”韩大军忙

说：“你们赶紧走吧！不然一会儿朝廷捉拿

钦犯的来了，你们就走不成了。”他俩回嘴

说：“我们走了，你就不怕放走朝庭钦犯，吃

罪不起吗？”说罢，他们俩出门乘车一溜烟地

离开了宾馆。

为迎接中央领导的这次视察，西洲县经

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从参观到听汇报，

再到座谈会确已做到滴水不漏，未出一点儿

差错。不仅中央领导满意，省委领导也非常

满意。这使卞前不仅感到如释重负，而且是

抑 制 不 住 内 心 的 兴 奋，踌 躇 满 志，喜 上 眉

梢。一个县委书记还有什么比得上中央领

导的表扬更值得庆幸和骄傲的呢。

（六）

老马和方音乘坐的奥迪轿车从省城直

奔新官镇。从很远处就能眺望到屹立在镇

口的雄鹰展翅大型雕塑和闪闪发光的不锈

钢栏杆。他们一进镇，从车窗中见到满街的

人群，在四散各归家门，不远处有一位警察

在维持秩序，他们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当

车驶上轿头，欲往白鹭洲宾馆时，汽车被武

警战士挡了回来。他们只好将车调头驶进

镇政府大院。

镇政府大院内静悄悄的，只有两位男青

年值班，他们一见是老马来了，先给蒋天化

打了一个电话，一位青年便出来向老马说：

“有中央领导来视察，省委书记、省长都陪着

来了，现在都在白鹭洲宾馆。蒋书记说了，

只好委曲老领导先到镇上招待所休息。”

镇招待所与镇政府在同一条街上，出镇

政府大门往西走不远就是。当街五层楼房，

有个小院，后边是两层楼房，带卫生间，前几

年也是镇上用来招待重要客人的，只是白鹭

洲宾馆开业后，重要的客人都过那边去了，

这里便对外营业。这位青年小伙子把他们

带到这里，安排好住处，让经理准备中饭，并

告诉老马和方经理，蒋书记说那边下午开座

谈会，请老马先休息，散会后来看你。小伙

子交待后就走了。

老马和方音还有司机吃了中饭就休息

了。老马躺了一会儿，怎么也睡不着，起来

见方音闭门熟睡，便独自走上大街。从十字

街口转弯，向通往河边的一条街信步漫行，

就走到了河边的水闸门口，闸门只在涨大水

时才关闭，平时开着便于行人进出。这是上

世纪 60 年代他任县委书记时建的，上边他

题写的“新官水闸”四个大字虽然字迹有些

斑驳，但仍依稀可见。他从这里登上大堤，

在大堤上顺河逆上走向郊外。田野里金黄

的油菜、陌头婀娜的杨柳，这浓浓的春色好

像没有引起他的兴致。他一边走一边低头

思索“怎么这么巧，可能又是白跑一趟。”他

对来往的人既不看一眼，也不打招呼，这样

不知不觉地走出五华里，便在河道大转弯处

停下来。他对这里是那么的熟悉，早年防汛

时日夜在此来回奔，他记得，原本这里大堤

外有一大片洲土，一大片护岸林，怎么不见

了？对着剩下的一片沟沟坎坎、斑驳淋漓、

裸露荒芜的黄土，一个人在不解的发怔。这

时一个人从其背后忽然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转过身来，稍为定一定神忙说：“是你呀，

乔老爷，在这里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随

你身后走着，早就发现是你了。”

乔老爷本不姓乔，名叫柴樵夫，人们戏

称他”乔老爷“。上世纪 60 年代，老马任县

委书记时他是县一中的校长，办学办得很有

成绩。1965 年西洲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全部考入大学，甚得老马赏识。“文革”开始，

大学生来县“点火”的也就多了。学生们令

他们一同挂牌游街时，老马对柴说：“都是你

教 出 来 的 好 学 生？”柴 此 时 只 是 无 奈 地 摇

头。文革中，县一中被工厂所占，文革后，柴

仍任一中校长，为恢复一中昔日胜况，四处

向人求助。也曾找到时任专员的老马，当时

行署刚恢复，老马停建了办公楼，拨 150 万

元给西洲一中，令柴校长感激不尽。他俩都

喜欢舞文弄墨，私交也甚融洽。前几年柴樵

夫虽已离休，仍被奉为名誉校长，他离休移

居新官镇老屋场居住。今天也是出来踏青

郊游，无意中与老马相遇了。

“你大概在问那片护岸林哪去了？”柴樵

夫针对老马的疑问回答说：“都填进窑眼了，

镇上在前边建了一个大砖厂，把树砍了，取

洲土烧砖。原来以为洲土每年可淤起来，谁

想到，上游大型水电站建成后库容量很大，一

般年景发电，水下来的都是清水，含沙量很

少，除了大水泄洪才是浑水，加之树砍了挂淤

也就少了，待不了几年，土也没了，树也没了，

砖厂自然也就没了。”老马听了气愤地说：“怎

么能这样干呢，这不是遗害子孙吗？”柴樵夫

说：“现在有的领导就是急功近利，短期行为，

子孙、未来，对他们来说不在这里，而在市里、

省里，甚至北京。”他以惯有的幽默嘲讽的回

答后，连忙说：“老领导，多年不见了，到我家

去好好聊聊。”俩人便转身往回走。

（七）

柴樵夫的家住镇西郊边上，他的老屋在

街上，因扩街搬迁至此。新修的五间平房，

平时无人居住，只是过年过节孩子们回来住

一住。屋后几株水杉树已高出屋顶，屋前有

花圃，还有一棵大樟树，显得庭院深深，老俩

口便在里过起了隐士生活。老马一进院便

说：“你这里像世外桃源啊！”柴樵夫说：“我

只是闹中求静罢了。”说着话，俩人进了书

房 。 柴 樵 夫 忙 呼 老 伴 儿 黎 明 上 荼 。 她 一

见老马便说：“真是稀客。难得相见，今天

就在这里吃晚饭，你们两个老伙计好好叙

谈 叙 谈 。”柴 樵 夫 忽 有 所 发 现 地 说 ：“ 好 ！

我 把 老 县 长 也 叫 来 ，咱 们 一 起 聚 聚 。”说

着，便 给 朱 同 年 打 了 个 电 话，同 时 他 又 给

镇上招待所打了个电话，告诉老马不回来

吃晚饭了。约一刻钟，朱同年来到这间温

馨 的 小 书 房 。 他 们 见 面 后 相 互 望 着 双 鬓

的白发，朱同年说：“ 君老，臣也老了。”老

马 说 ：“ 你 们 天 天 在 家 干 些 什 么 ？”朱 说 ：

“ 一 张 报 纸 看 半 天，快 活 似 神 仙 。 我 们 知

道，你 为 镇 上 那 笔 款 的 事 来 过 多 次，因 为

县里接待领导，为避嫌，不好去宾馆看你，

真是近在咫尺无缘相见啊！”

柴樵夫的话匣子一拉开，便用毫无顾忌

又带有调侃的味道说：“我说，老领导，你是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一个下台的省长，斗

不过一个台上的乡长呀！”并对着朱同年笑

着说：“咱们的老领导人生这台戏，想不到最

后演起穆仁智来了。”老马也笑答：“按现在

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尴尬人生，或者说人生

无奈吧。”他们俩齐问：“你知道他们为什么

请你找资金吗？”老马摇摇头，表示不解。

“ 当 时 青 岩 水 泥 厂 扩 建 项 目 ，银 行 给

5000 万元贷款，他们挪用了 1000 多万元修

建白鹭洲宾馆，结果两处都成了半拉子工

程。找银行增加贷款，省行坚决不同意，银

行一时实在想不出办法，他们忽然想起你，

说你有个老部下，新任省建设投资公司的老

总，才请你先来看这里的变化，显示一下经

济实力。的确，新官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发展很快，变化也大，可是这几年他们把摊

子越铺越大，到处搞个人‘形象工程’，搞全

省第一、百年不落后的工程，搞得内部负债

累累，老百姓不堪重负。”

“先说负债累累。你知道他们占用了多

少贷款？大树村是 2 亿多元，镇办企业大洲

富民集团公司占用贷款 8 个多亿。过去，农

业学大寨培养了一个大队的高产典型，不过

是每亩田照顾 20 斤尿素的指标，现在树立

一个村的经济发展典型，国家要拿出上亿元

资金才行。”

“那么，银行就不催他们还贷吗？”

“他们从来就是只贷不还。一位大款不

是说，种田不如办厂，办厂不如贷款，贷款不

如不还。银行拿他也没办法。莫说还贷，年

年利息也没还，银行没办法。比如今年欠 80

万元利息，就再贷 l00 万元，收回 80 万元利

息，这 100 万元就转为第二年贷款基数。就

这样，他就永远不还，银行也就永远贷下去。

卞前对银行收贷常讲的一句话：要钱没

有，要厂拿走。其实，银行里有的人也得了

他们的好处，不仅常来白鹭洲度假，还请他

出国旅游。所以，现在的领导借钱比赚钱的

本事大。谁能从银行贷到款，谁就算有本

事。贷款越多，本事越大，政绩也越大，高升

的希望越大，机会也就越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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