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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 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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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轨”到高铁的铁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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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 ，我 们 共 同 奏 响 心 中 华 美 乐 章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匮乏。70年来，我国的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已蓬勃发展，日趋繁荣。以图书出版为例，2018年，有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
（张），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于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新华书店见证了我国文化事业70年来的发展变迁，
而近年来城市里兴起的时尚书店则探索出实体书店的另一种“活法”。

今天我们请来原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郑士德和年轻的书店从业者高宏宇，为大家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书
店发展变迁过程中的那些事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铁路努力奔跑，追梦前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截至2018年底，全国铁路营
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以上，比新中国成立时的2.2万公里增加了10.9万公里，其中高铁2.9万公里以上，建成
了世界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2018年，中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8000多列次，全年完成旅
客发送量33.7亿人次，电气化率、客运周转量、货运发送量、换算周转量、运输密度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今天我们请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的老列车员荀祖培和年轻的列车长薛燕，为大家讲述新中国成立
以来，铁路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事儿。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推进的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金融领域打响。同年底，人民币基本占领大陆市场，物价

开始企稳，经济顺利过渡，新中国金融体系的构建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相比，银行业是唯一贯穿

70年发展的金融产业。新中国成立70年来，银行业的成长壮大有效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今天我们请来在银行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先生付克恭和中国农业银行的年轻从业者朱戎秀子对话，为大家讲述新中国

成立以来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事儿。

一家银行管全国

付老：你才工作3年就当经理啦？我像你这么大时
可没当过经理，一直是在县支行工作。

小朱：我只是客户经理，给您理财的那种。
付老：客户经理也是经理。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银行，很长一段时间里，就独此

一家——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所有银行业务。1948 年
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当时行长是南
汉宸，也是解放后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我是 1950 年 9 月参加工作，一生都在银行工作。
那时候全国有六大区行，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中南
区、西南区和西北区，我在东北区行。1954年撤大区成
立分行，我们东北区行撤销，成立了辽宁、吉林、黑龙江
3 个省分行。一直到 1956 年，我都在辽宁清原满族自
治县支行，支行的具体工作都是围绕省分行下发的业
务来开展。

说到人民币，当初是多个地区发行，东北发行的是
流通券。从 1950 年、1951 年起，国家开展了几次币制
改革。1955 年币制改革后，新的 1 元人民币相当于币
制改革前的1万元。

人民币当枕头

小朱：您原来是做贷款业务的吗？
付老：对，农业银行贷款简称“农贷”，主要向农民个

人放款，如农民张三李四生产生活有困难，我们就下去
给他们贷款。实际贷款数额很少，拿现在人民币来说就
是几块钱，最多几十块钱。春贷秋收，即春天贷秋天收。

秋天是回收贷款的旺季。秋后农副产品上市，农民
有了收入，就有钱还贷款了。一到秋收，我们做贷款的

人就挨家挨户上门收贷，收上来的钱都装在背包里。因
为距离营业所远，当天回不去，为了安全，晚上睡觉时
就把背包当枕头，那时候治安状况还不是很好。

那个年代的银行业务除了放贷，还有储蓄。农民也
有富余的钱，有的家庭生活好的，卖粮的钱多的都存到
信用社或银行。银行工作人员同样是上门揽储，同样是
把收上来的存款放背包里，白天背着，夜晚睡觉枕着。
三五天才回一趟营业所上交。

小朱：从营业所到村里收贷款，都使用什么交通
工具？

付老：开始是徒步走，路程大约 40 里到 50 里。条
件好一点了就骑自行车，再后来改坐车，坐的是那种胶
皮车。

营业所对收上来的钱款有库存限额，超出部分必
须上交支行。那时候，超出限额的钱款也是打成包背在
身上去支行。坐火车去送那是条件好的，也有坐大板
车和公交车送款的，还有徒步到县支行送款的。

小朱：原来的银行工作还是非常辛苦的，甚至有一
点危险，不像我们现在在营业机构工作，有报警装备，
有防弹玻璃，还有振远护卫押运，感觉过去跟现在完全
不一样。

见着牛才能放贷款

付老：上世纪 50 年代，我的主要工作是向个体户
放贷款。

那时候，贷款都是随着物走，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叫钱物结合。比如，农民种地需要简单的工具和牛马车
等，但购买有困难就申请贷款。银行工作人员会问：“你
贷款干什么？你买生产资料？你说买牛，牛在哪？”在确
定有牛后我们才能贷款给他。

和现在放贷比起来要繁杂多了。现在放贷就是转

一下账，连现金都不用拿。那时候转账必须从窗口取出
款来，然后再到另一个窗口存入。

小朱：现在银行给用户放贷款的操作程序是，用户
先在线上申请，银行根据大数据测算，判断该客户属于
哪种类型。比如，在农行代发工资的客户、缴纳公积金
满两年以上的客户等，通过大数据测算，可以看到这个
客户对应有多少贷款额度，在线上就可以实施贷款
发放。

付老：现在是真先进。我们那时候也提倡“三查”制
度，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和现在不太一样。
比如，为了支持养鸡场贷款养鸡，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去
了解情况，实地查看养鸡场，才能确定是否放贷。

买国债不图利息

小朱：我记得小时候，有很多人包括像我父母年龄
的人，会排队去银行买国债，每到卖国债的日子，银行
里的人就特别多。

付老：现在也是。国债保本保息，收益稳定，和理财
不一样，有的理财会亏本。

当年最早发行国债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带
头买，一般老百姓不买，有钱宁愿在兜里放着。当时买
国债可不是为了利息。

那时在农村，每到秋收卖粮时节，银行工作人员就
会去老百姓家动员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当时国债的
利息还比较高。现在不一样了，国债都是老百姓排队抢
着买了。

小朱：中国人喜欢存钱，您工作的年代也是这
样吗？

付老：也是存钱。那时候像我在银行工作是挣工
分，一个月76个工分。每到月底，国家公布这个月1工
分是一毛六或者一毛七，然后按本月挣的工分合算成

拿多少钱。那时候伙食费比较便宜，一个月七八块钱就
够。想办法省吃俭用，剩下个3块5块的，就存银行，那
会儿都是这个观念。

买东西不用掏钱了

小朱：我工作 3年了，3年中我感觉来银行办理业
务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年轻人。因为现在微信、支付
宝等支付方式很发达，银行很多业务在手机、电脑上都
能办理。比如像交水费、电费、燃气费等都可以用手机
支付，包括给别人转账也能在手机上直接操作。

付老：这种变化非常好，我现在出门也不带钱包
了。像买东西、吃饭等不用掏钱，用手机扫码付款即可。

现在一部手机把存款放款审核都解决了，将来银
行是不是没用了呢？我们也议论过，还是要用发展的眼
光看问题，银行会有新的业务开展。

小朱：很难想象，离开高科技的工作环境，像您当
年的那些经历，如果放在我们年轻人身上，不知道还能
不能有您那股干劲和冲劲？

付老：能有，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是摸着石头
过河没什么经验，特别在农村，究竟怎么搞银行，怎么
办农行，怎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那是大课题。近年来，
我感觉银行的发展有很大进步，相信你们会比我们做
得更好！

荀老：1949 年，我值乘的是昆明到开远的列车，
那时候的轨道是米轨，很窄，速度很慢，每小时仅能行
驶 25 公里，每天早上 10 点钟从昆明发车，晚上七八
点才能到达开远。

小薛：米轨就是一米宽的轨道吗？我们现在大部
分铁路都是标准轨了，标准轨道是1435毫米。

荀老：是的，1910 年，滇越铁路滇段正式通车运
营，这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当时的轨道就是米轨。
现在，我们国家只有云南省还剩下几条米轨在运行
中，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轨道了。当年除了米轨，
还有更窄的寸轨，车厢内非常窄小，两个人对面走来，
都必须侧着身才可以通过。

最初的火车都是大火车头，靠烧煤来运行，每到
火车钻进山洞时，煤烟就十分呛人。列车员的工作除
了服务旅客，还需要加煤加水，非常辛苦，现在这些都
不需要了。

小薛：现在的铁路都是利用高压电，列车靠电力
牵引。动车时速可达250公里，高铁可以达到380公
里每小时。

荀老：滇越铁路是我国第一条
国际米轨铁路，这条窄轨铁路从越
南海防港铺到云南昆明，全长854
公里，被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誉为
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并列的

“世界三大工程奇迹”。伴随着铁
轨和列车的几次升级换代，如今这
条古老的铁路依然活力四射，还在
为旅客、地方建设服务着。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铁路得到
了较快发展，成昆铁路、贵昆铁
路等铁路线相继建成。滇越
铁路历经多次修复重建，
能力也在不断加强提
升。河口作为滇越
铁路中国段的终
点、通往越南
的起点，在

铁路大动脉的发展中，成为“用火车拉来的旅游城
市”。

近年来近年来，，河口的铁道双轨由窄变宽河口的铁道双轨由窄变宽，，再经变宽的再经变宽的
准轨接入全国高铁网准轨接入全国高铁网，，为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游客为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游客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近55年来年来，，河口旅游人数从河口旅游人数从100100
多万人次增长到多万人次增长到 500500多万人次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旅游总收入从 2020..0404

亿元增长至亿元增长至6262..66亿元亿元。。
从米轨到准轨再到高铁从米轨到准轨再到高铁，，从绿皮车到空调车再到从绿皮车到空调车再到

高铁动车高铁动车，，云南铁路一路奔跑进入新时代云南铁路一路奔跑进入新时代。。是火车打是火车打
破了云南地险路狭破了云南地险路狭、、人马难行的窘境人马难行的窘境，，让昔日全国路让昔日全国路
网的网的““边陲末梢边陲末梢””悄然转变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悄然转变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
铁路枢纽和前沿铁路枢纽和前沿。。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小高：您在新华书店工作了一辈子，最难忘的经
历是什么？

郑老：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我们新华书店的代表当时就在城楼下西侧，面向广
场，清楚地看到欢呼的人群，每个人都非常激动。

3天后，在北京的东总布胡同10号，中央宣传部
组织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有 6
个代表团，作为新华书店哈尔滨分店经理，我是东北
代表团 10 名代表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一个，那年我
刚21岁。

会上，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问大家有什么
要求时，北京分店经理史修德站起来说：“我们非常
想念毛主席，渴望毛主席接见！”当时会场上一片掌
声。看到陆定一部长没有表态，大家想当时全国还
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毛主席的工作肯定非常紧张，
被接见的希望不大。

18 日下午，会议提前 30 分钟结束，主持人通知
大家立即用餐，晚 6 时集合。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事，我以为去参加晚会，或者看电影。

北京的深秋，天黑得早。我们坐着由中型卡车
改装的木棚后开门汽车，经东单沿着长安街一路向
西走。车里比较挤，我们都坐在小马扎上。不久，汽
车进入新华门，我看到路两边都是水，不知道这是什
么地方。后来大家下车，进入一个小红门，上面挂着

“丰泽园”的匾额。进了院子，看见一座古香古色的5
开间平房，门上匾额写着“颐年堂”。这时有人告诉
我们，这里就是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

我们一共 70 多个代表排成三排，很快，毛主席
来了，穿着藏青色呢子大衣，神采奕奕。当时，我们
高兴极了，没想到毛主席真的接见我们了。

当点到我时，我从队列出来，走到毛主席跟前。
毛主席跟我握手说：“噢，青年团员。”其实，我 1947
年已经入党了，因为娃娃脸，看起来像十几岁。现在
想想，当时毛主席说我青年团员后，我应该回答一
句，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忘了说了，太激动了，脸涨
得通红。

7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能在百忙中接
见我们，说明了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书店门口天天排长队

小高：新中国成立之初，书店是什么样子的？买
书的人多吗？

郑老：那时的书店有两个人就可以开起来，一个
经理，一个会计，之后再在当地招聘两三个服务人员
就行了。不像现在，连县城里的书店都需要几十位工
作人员，还忙不过来。那时，一本书就卖几分钱、几毛
钱。买书的人不少，有干部、解放军、知识分子，也有
普通群众。那时候文化普及程度还不高，知识分子
不多。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县城里的书店都改
为新华书店，毛主席给新华书店题了字。当时我所
在的哈尔滨书店改为新华书店哈尔滨分店，书店内
部设立门市股、会计股、支店股、邮购股、总务股、服
务股。我们分店比较大，有 70 多人，绝大部分人员
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学毕业生，20岁上下，年龄最
大的才 27岁。那时候中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现在
可不行，至少得大学毕业才能算是知识分子。

仅过了一年，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就超过了民
国出版业最繁荣时期。新华书店的书便宜，种类多，
门口总是排长队购买。私营书店就不行，没人去。
后来私营书店逐渐改成公私合营书店，在店门口挂
个牌子，告诉读者，这里也是新华书店。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引发一书难求，印
刷厂日夜加班赶印相关书籍。很多人连夜在新华书
店门口排队，门一开，买书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很多书店不得不临时发放购书卡限号购买。

读者为啥“用望远镜看书”？

小高：70年来，书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体现在

哪些方面？
郑老：改革开放以后，书店变化很大，比如说提

高服务水平，实行开架售书。1978年，著名漫画家华
君武画了一幅漫画，登在人民日报上，画的是一位读
者在书店用望远镜看书，其实就是批评新华书店。

为什么用望远镜看书呢？因为离得远，书架和
读者之间，有柜台玻璃隔着，很多读者都看不清到底
有哪些书。这幅漫画讽刺说，到书店买书需要带个
望远镜。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初年，就争论过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要看书到图书馆去看，书店是卖书的，
不是看书的地方。改革开放后，书店越来越重视服
务，闭架售书成为历史。

再一个重要改革就是利润留成。1979 年 7 月 1
日起，全国新华书店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试行
全行业利润留成，上缴50%利润，留下50%利润。当
年，财政部文教司司长说：“在国有企业的各行各业
中，只有新华书店试行全行业利润留成，希望总店抓
紧抓好。”

这项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新华书店的发展，全国各
地的新华书店焕然一新，改变了之前“少、小、危”的面
貌，县级书店都盖起了两层以上的楼房。上世纪90年
代后，积累的资金多了，大城市的新华书店盖起了八九
层、十几层的大楼，图书种类更是达到了几十万种。

电商时代书店如何突围？

小高：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买书，都不去实体书店
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老：买书不是买沙发，必须要翻看才知道好不
好。现在有很多书店都是 24小时营业，读者去了随
便看书，我有时候也到书店去翻看。但是书店仅靠
卖书很难盈利，现在大的书店都搞一些非图书商品，
比如文具什么的，以后文化创意越来越多，书店才好
发展。

小高：今天的书店与过去不同，它们面临的是完
全不一样的市场环境。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很丰
富，书籍也不再稀缺。为了吸引更多读者走进实体
书店，阅读空间的打造十分重要，装潢、布局、书籍摆
放等都会影响和提升读者停留阅读的欲望。

“书+X”是现在很多书店的经营策略，X 可以是
茶室，可以是咖啡馆，也可以是黑胶唱片室等。我觉
得书店的多元化经营并没有削弱书在书店里的主导
地位，反而能够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带来一种美好
的沉浸式体验。

如今，我的很多同龄人都沉浸在电子媒体中，
但事实上，书籍给我们带来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
的，它可以让人静下心来去接受知识，感受不一样
的社会，感知不一样的人生。在快节奏的今天，虽
然很多年轻人是单纯为了打卡而来，但美好的书店
总会把他们吸引到阅读中去，让他们走的时候不忘
带上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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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 1996年的火车车厢。

图⑥ 1994年的火车车厢。王福春摄

图⑦ 杭州湾跨海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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