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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州
长”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德高望重的原州长
召存信的敬称。召存信连续 7 届、40 年
担任州长，是西双版纳各族干部群众的贴
心人，更是全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心
骨。他带领各民族群众艰苦奋斗半个多
世纪，将西双版纳建设成为文明、稳定、开
放、发展的美丽边疆。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西双版纳走
访了傣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村寨，跟他
的家人、同事、老部下和少数民族干部、群
众一起追忆老州长。

从封建领主到人民公仆

老州长召存信的传奇故事在西双版
纳妇孺皆知。他们说，讲述最准确、最
权威的是老州长的邻居、著名傣族作家
征鹏。征鹏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
员，与老州长共事多年，对老州长十分
了解，并著有以召存信为主人公的长篇
纪实文学 《从领主到公仆》。

在征鹏的客厅里，记者听到了召存
信从封建领主到人民公仆转变的传奇事
迹。他说，老州长勤政为民、廉洁奉
公、兢兢业业、平易近人，当了 40 年州
长仍两袖清风，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
生，更是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

召存信出生于傣族的一个土司家
庭，早年曾担任勐捧抗日中队长、勐捧
土司、车里宣慰使司署议事庭庭长等
职，是西双版纳封建领主集团的主要成
员之一。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
策和腐败作风不满，他于 1949 年投身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组织民族
自卫大队与国民党九十三师“在乡军
人”展开了殊死斗争。1950 年 2 月中
旬，他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双
版纳。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冲破
重重阻力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刀世勋
一道，把象征着封建领主权力的金伞献
给了毛主席。1951 年 1 月 1 日，他带头
在普洱地区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名，表
示要永生永世搞好民族团结，跟着共产
党走到底。1957 年 1 月，中央特批召存
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实现了从封建领
主到人民公仆的人生转折。

征鹏说，解放初期的西双版纳局势
非常复杂。1951 年底，因盘踞在中缅边
境蒋军残部的骚扰破坏，不少民族上层
人士人心惶惶。这时，老州长把几十名
头人和群众召集在一起，向大家介绍了
在北京等地的所见所闻，讲解祖国的大
好形势，号召大家跟着共产党走。在他
的耐心说服下，头人们的心终于安定下
来。1956 年，西双版纳实行和平协商土
改，在头人们等待观望、不敢自报剥削
量和阶级成分时，老州长现身说法，第
一个站出来自报剥削量和领主阶级成
分，使土改运动顺利进行。

“在 1953 年 1 月西双版纳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大会上，召存信当选为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区（1955 年改为自治州）政府主
席和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征鹏介绍说。

今年 1 月 23 日，召存信因病去世，
临终前，他嘱托前来探望的州领导，你

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搞好民族团
结，努力发展边疆民族经济。

征鹏说：“老州长一心向党，把一生
都交给了党，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
耿，无论遇到多大挫折、遭受多大委屈
也没动摇过。”

傣家院里火热的炉灶

推开老州长的家门，傣家小院里最显
眼的是那一溜儿排在墙边的 6 眼简易炉
灶。虽然老州长离开近一年了，家人们还
是保留着这些灶具，招待时常来访的村寨
客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客人盈门。他们
说，西双版纳的 20 个世居民族中，几乎每
个民族的干部群众都来过他们家里。

老州长的儿子、女儿、女婿、外孙
都在，大家坐在院里聊了起来。儿子召
亚伟说，“老百姓来家里一般是看望老父
亲，他们通常会带点水果，或者自家的
土特产，还有用芭蕉叶包点糯米饭来
的。村寨里或家里遇到什么困难的，也
会来请父亲帮忙，父亲一般都会想办法
帮助他们”。

女儿召亚群说，老父亲原则性太
强，我曾哭闹过让他帮着解决一些待遇
问题，但父亲从来没有答应过。

女婿李宁华给老州长作了个总结，
他说老州长有四个不贪、两个热爱，即
不贪财、不贪色、不贪杯、不贪玩，热
爱党、热爱群众。老人常常给他们念

“三本经”：党的民族政策好、民族团结
很重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很重要。

外孙召西利勐从小就目睹了外公对
待老百姓的态度，他说他现在也学着
做，军校毕业后去了最艰苦的边防。

当我们要离开时，召亚群把我们带
到炉灶边，她说，以前父亲在屋里与来
访的老百姓说话，儿孙们就在院里做饭
菜招待来访百姓。有时来的人太多，厨
房的两眼灶根本不够用，就加了墙边上
那排简易炉灶，忙时七八眼灶同时用。
她指着最边上稍好点的炉灶说，这是曼

养利村小组的傣族群众来看父亲时，看
我们炉灶又简陋又不够用，就自己动手
做了一眼送过来。父亲虽然去世了，村
寨的老百姓来到家里，我们照样生火做
饭招待他们。

曾任州委秘书长的王贵生回忆说，
州里考虑到来访的群众多，老州长一年
下来开支不小，就打算给他一些接待
费，但他从来没用过。

南糯山的新式茶园

坐在南糯山村口的茶室里，且娘一
边泡茶一边回忆老州长。她说：“从小就
听父辈们讲老州长的传奇故事，我们哈
尼寨子里没有不崇敬他的。他在解放前
当游击队长时就来我家住过，后来当州
长了也经常来我们寨子。老州长退休的
时候我才 12 岁，虽然那时还懵懵懂懂，
但我明白，我家过的富裕生活离不开老
州长的帮助。”

南糯山村是勐海县格朗和哈尼族乡
的一个哈尼族村寨，张且是当时的南糯
山村村长，他说，老州长每次来都交代
我们要保护好古茶树，我们按照他的嘱
托保护好 1.2 万亩古茶树，这些树现在
成了全村人的摇钱树。

张且带我们来到水河寨的示范茶
园。他一边走一边指着青翠欲滴的茶园
说：“这些都是 1984 年老州长带着我们
开荒栽种的新式茶园，当时的 130 亩新
品种茶园现在已发展到 4万多亩。”

村小组长修爬说，老州长还帮我们
引进了星火茶叶厂，这可是当时西双版
纳少有的上规模茶厂。老州长对我们
说，保护古茶树，引进新品种，积极建
茶厂，南糯山才会有发展。

村党支部书记勒阳说，全村 4762
人，光茶叶收入就有 1.7 亿元。且娘家
就有 70 亩古茶树、100 多亩台地茶，家
里小轿车就有 3辆。

不管是对待傣族、哈尼族，还是其
他民族的群众，老州长都一视同仁，不

分亲疏，坚持帮他们搞好经济。
我们在嘎洒镇曼景罕村看到老州长

为鼓励发展经济而栽下的大榕树，在浓密
的树荫下，60 岁的老支书岩炳说，在老州
长帮助下修的路为村子发展旅游起了大
作用，现在村子已成为民族特色旅游村。

退而不休的老州长

1992 年 5 月，召存信因年事已高从
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任州政府顾问。征
鹏说，老州长退下来后仍然关心西双版纳
经济社会发展及边疆和谐稳定，关心各族
人民的生产生活，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
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建议。

从 1993 年 3 月至 2003 年 2 月，老州
长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认真
履行职责，为争取景洪撤县设市、景洪
港成为国家一类口岸、西双版纳机场成
为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口岸机场、磨憨口
岸成为国家一类口岸，他不顾年事已
高，深入基层调研，认真撰写提案，反
映边疆各族人民改革发展的愿望，争取
国家的支持。

王贵生还讲起在西双版纳流传很广
的一件事。修建嘎洒机场需要征用部分
农民的土地，州市和乡镇领导做了大量
工作，仍然有一部分群众不同意征用。
老州长凭着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深入
细致地给群众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
持，使机场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现在，
嘎洒机场成了云南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为西双版纳旅游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王贵生说，老州长在任时走遍了西双
版纳的村村寨寨，退休后，基层的干部群
众还经常到他家里看望他，向他反映村寨
的发展和变化。老州长及家人总是热情
接待，把群众当亲人一样，各民族群众也
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州长”。

我们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是：老州长的故事讲不完。其实，老州
长的事迹也写不完。

文/周 斌 郑 义

一 心 向 党 的 老 州 长
——追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州长召存信

初冬，江西上饶县华坛山镇漫山遍野
层林尽染。在恒臻竹业公司的简易厂房
前，一张张卷成圆柱形的竹席在阳光下排
列整齐。厂房内，几千根毛竹堆成“竹
山”，锯竹、破篾、编织，每一道工序都井然
有序。45 岁的公司负责人徐冬莲和工人
们一起忙碌着，几分钟的工夫，一张新的
竹席就从编织机的“嘴”里“吐”了出来。

别看恒臻竹业规模不大，产量可不
小。公司每天生产竹席 6000 多张，年产
值逾 2000 万元。“我们借力浙江、安徽等
地的大型竹企，把上饶的竹席铺到了汽
车、高铁上，还卖到了日本和欧洲。”徐冬

莲的话里不无自豪。
徐冬莲只有初中文化，1989 年，家

境贫寒的她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
她带着省吃俭用攒下的 3 万元在浙江温
州开起饭店。“在温州，我看到当地几家
竹业公司的生意特别好。”徐冬莲是个善
于捕捉商机的人：家乡漫山遍野都是竹
林，我也可以做毛竹生意呀！说干就
干，1996 年，徐冬莲专程到浙江龙游拜
师，学会了毛竹的采伐、目测分级、篾
条加工和编织工艺。之后，她回到华坛
山办起竹业加工厂，第一年就赚了 3 万
元。随后，她又购入十几台专用加工机
器，使产量迅速提高。

由于产品质量好，十多家大型竹业公
司先后和她建立合作关系，公司的销售量
持续增长。“我们的竹席送到上游企业进
行二次加工，制成各种高规格的重组板

材，在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徐冬莲说。
为帮助乡亲们共同致富，在当地政

府扶持下，徐冬莲创办了上饶县富邦毛
竹专业合作社，吸收本地及周边 400 余
户村民和贫困群众加入。徐冬莲帮大家
选购设备，培训加工技术，统一销售渠
道，把当地的毛竹加工业做得红红火
火。在她的带领下，华坛山镇办起近百
家毛竹加工厂 （点），涌现出一批竹业

“小老板”和能工巧匠。残疾人郑德友在

徐冬莲的资助下买来一台编织机加工竹
席，家庭月收入超过 8000 元；曾经的贫
困户谢吉水的家庭工厂年加工竹席 10 万
张，年收入近 20万元。

这几年日渐兴起的乡村旅游热，使
徐冬莲产生了多元化经营的念头。加工
竹工艺品，开办农家乐，挖掘家乡的旅
游特产，都列入她下一步的发展目标。

“我只想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乡亲富起
来。”徐冬莲说。

江西上饶徐冬莲经营竹业加工江西上饶徐冬莲经营竹业加工，，带动带动 400400户农民致富户农民致富——

小小竹条编织致富梦小小竹条编织致富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 通讯员通讯员 罗春英罗春英

在唐古拉山西南侧海拔
4547米的沱沱河畔，一列橘红
色的救援列车静静地停在这
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
靓丽。

这里是青藏铁路公司沱
沱河救援列车驻地，常年驻守
着 24 名救援列车职工，担负
着青藏铁路楚玛尔河至唐古
拉山南 409 公里多年冻土区
段的应急救援任务，确保千里
雪域天路的安全畅通。

这里是生命禁区，虽已是
早上 10 时，但气温非常低，温
度计显示是零下 18摄氏度，刺
骨的寒风吹打在人的脸上像刀
割一样。救援列车技术员陈迎
帮带领职工正忙着检查保养救
援列车机械设备。救援列车上
排列着整齐划一的救援工具和
油光锃亮的救援设备。沱沱河
救援列车驻地目前是我国铁
路乃至世界铁路海拔最高、自
然环境最为恶劣的救援列车驻
守点，虽然环境艰苦恶劣，但是
驻守在这里的青藏铁路公司员
工却一刻也不敢放松。

“高原地区的机械设备跟
人一样，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高原反应。而且，冬季极寒低温气候环境容易造成设
备老化。”陈迎帮一边工作一边告诉记者，“日常检查保
养可以使操作人员了解救援机械设备的状态，在遇到
突发情况时可以及时应对”。凭借过硬的本领，2014
年 12 月，沱沱河救援列车班组获得全国矿山救援技术
竞赛优胜集体称号。

铁路应急救援是一项实战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工
作。2006 年，铁路部门从德国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
NS-1600 型轨道起重机，而沱沱河救援列车班组则是
全路首批使用单位之一。

如此先进的救援设备使用起来却不容易。沱沱河
救援列车班组当时既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
导，更没有相关经验可借鉴。

“我们不能等、不能靠，必须尽快‘驾驭’它。”陈迎
帮说，“我们凭着不服输的倔劲，采用‘蚂蚁啃骨头’的
办法，从一个按钮、一个开关、一条线路开始，逐个攻克
技术难题，很快熟练掌握了各项操作技能”。

救援列车班组的年轻职工结合 NS-1600 型轨道
起重机在高原地区的性能特点，总结出“稳、准、快”现
场应急救援操纵法和“眼看、手检、耳听”设备保养法，
并在青藏铁路公司其他救援列车组推广应用。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人人都要技术过硬，
高世才和沈海鹏不仅是 NS-1600 型轨道起重机操纵
和应急故障处理方面的‘土专家’，还是应急救援液压
起复方面的‘快速手’，他们制定和操作的液压起复方
案为现场救援工作节约了时间。”陈迎帮说。

在学中练，在练中学，沱沱河救援列车班组的职工
们不断总结经验，完善专业救援方案。现在班组职工
都是多面手，每个职工都精通自己的岗位技能、会操作
两种以上的机械设备、熟知不同环境条件下 3 种以上
应急救援方案，已经成为一支技术精湛、救援战斗力极
强的铁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救援就是与时间赛跑。2012 年 4 月 17 日深夜，一
场不期而至的暴雪降临在沱沱河站区，两尺多厚的积
雪严重影响到了车站道岔的正常转换。

接到除雪抢险命令后，技术员赵德成带领值班的
13名职工立即投入应急抢险工作。经过近 5小时的奋
战，他们和站区工作人员清除了道路上的积雪，确保了
雪域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救援结束后，他们才发
现，有人手冻伤了，有人鞋子已被雪水浸透⋯⋯

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空气中含氧量
只有平原地区的约 60%，人在休息时也相当于在平
原地区身负 20 公斤重物。虽然救援列车班组职工时
常会出现身体不适，但他们为了天路的畅通依然选择
了坚守。

在生命禁区守护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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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7070多岁时的召存信多岁时的召存信。。（（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 召存信召存信（（左二左二））为西双版纳嘎洒机场奠基为西双版纳嘎洒机场奠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③图③ 张且指着这片茶园说张且指着这片茶园说，，这些都是老州长带着我们开荒栽种的新式茶园这些都是老州长带着我们开荒栽种的新式茶园。。 郑郑 义义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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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成员分享设备操作经验。 吴道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