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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官山海

一个国家仅靠农业很难成为经
济强国。管仲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
的认识，为了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
之路，他以商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将
改革的触角伸向工商业。

管仲在想这个问题，齐桓公也
在想这个问题。

“国家财用不足，我想征收房屋
税。”齐桓公问：“仲父认为怎么样？”

“这等于叫人拆毁房子。”管仲
摇摇头。

“征收树木税呢？”
“这等于是叫人砍伐树林啊！”

管仲继续摇头。
“那就征收牲畜税吧！”
“这等于是叫人杀死幼畜。”管

仲仍然不赞成。
“那就征收人口税吧！”
“这等于是叫人抑制情欲。”管

仲继续否定。
齐桓公不高兴地说：“国家财用

不足，总得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吧？”
“当然有办法。”管仲胸有成竹

地说，“官山海，这是齐国走富国强
兵的主要途径。官山海就是政府专
营山、海资源，具体地说，就是国家
对盐、铁垄断经营，实行专卖政策。”

“过去，这两种商品实行自由放
任政策，完全私营，政府只是象征性
地征收山泽之税及关市之税，厚利
却被商人拿走了。”管仲道，“政府对
盐、铁实行专卖政策，将生产权放给
私人，但他们生产的盐、铁，全部由
政府收购，再由政府向外销售，控制
流通环节。买卖之间的差价，政府
经营盐、铁的费用，还有税收，都包
括在销售价格之中，这叫作‘寓税于
价’。如此一来，政府就可以将盐铁
厚利从商人手中拿过来。”

管仲说：“如果主公发布命令，
说要对全国的大人、小孩征税，一定
会在全国引起震动，也一定会遭到

强烈的反对。现在实行食盐专卖政
策，寓税于价，即使政府得到十倍、
百倍的收入，谁也逃避不了，谁也难
以反对。这就是理财之法。”

齐桓公激动地说：“我们该怎么
做？”

“齐国有渠展之盐，请主公下
令，无论是齐国人，还是其他诸侯国
的人，都可以来砍柴煮盐，不过所煮
之盐由政府全额收购，任何人也不
得带走一粒。”管仲说，“然后，盐由
政府统一销售，叫作官运、官销。禁
止私人销售食盐，有贩私盐者，抓住
后严惩不贷。”

“好！”齐桓公道，“请仲父草拟
文稿，明日早朝，向天下宣布：齐国
官山海。”

官山海，即盐铁专卖政策，是中
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项
专卖政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历史。

关于铁的专卖制度，具体做法
是：允许私人开矿冶炼，官私分成，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
三”。即铁作为原材料，按重量给官
府白拿三成，抵作赋税；铁的制成品
由官府统一收购，所得利润三成归
政府。铁器全部由官营机构销售，
按户籍编制，供应给农户，出售时价
格适当增加，以代征税。铁的民制
政策促进了铁器生产的发展，使铁
制农具的使用日渐推广。

一只乌鸦停在一棵树上，嘴里
叼着一块肉。狐狸被肉的香味吸引
了过来，馋得直流口水。为了得到
那块肉，狐狸笑着讨好乌鸦道：“乌
鸦先生，您的羽毛漂亮、歌声优美，
真该被封为鸟类之王啊！”乌鸦听了
高兴得大笑起来，这一笑肉就从嘴
里掉了下来，狐狸在下面刚好接个
正着。

以往读这则寓言，我们常会专
注于乌鸦的自大愚笨、狐狸的狡诈

奸猾，其实换个角度，它会告诉我
们，赞美就像一枚糖衣炮弹，任何人
都难以招架。用赞美的话把别人哄
开心，可以让你轻松达到目的呢！

赞美是有原则的，高帽绝对不
能乱戴，否则不仅不能博得好感，还
会让你的形象大打折扣。所以，赞
美话要把握最恰当的分寸，下面的
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

拿破仑一生建功立业，却非常
反感奉承的话。不过，事情总有例
外，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就聪明地抓
住了拿破仑的弱点，让拿破仑高兴
地接受了他的赞美。这名士兵是这
样说的：“将军居功至伟却最不喜欢
奉承话，您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啊！”就是这一句赞美，让拿破仑笑
逐颜开。

这名士兵之所以能够达到赞美
的目的，就在于他选准了切入点，并
给这顶高帽设计了最佳尺寸。他了
解拿破仑的脾气秉性，知道他讨厌奉
承，便就这一点入手，对他不喜赞美
这一点加以赞美。这是很别出心裁
的赞美，拿破仑心里恐怕也为自己的
这一点品质而沾沾自喜。这名士兵
恰到好处地找准切入点，轻描淡写地
说出赞美的话，自然可以“话半功
倍”，否则不仅不能让对方开心，还会
让人觉得他虚伪、爱奉承。

人人都喜欢正面的赞美，而不

喜欢负面的批评。如果我们能真诚
地赞美对方，并适当添加一些幽默
的元素，不仅能让对方欣然接受你
的赞美，更能迅速拉近双方的距
离。譬如你要称赞一位男士长得
帅，可以这样说：“本来想夸我自己
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看你我什
么都不想说了！”

听了这话，对方一定会哈哈大
笑。笑这玩意儿，具有不可思议的
魔力，你只要能让他发笑，那么他带
来的良性回报会使我们更为自信，
也会使我们更有魅力，从而形成人
际关系的良性循环。

当然，夸奖别人也不能毫无顾
忌，我们应该出于真诚去夸奖别人，
不要让别人感到你言不由衷。就像
前文中狐狸夸奖乌鸦为百鸟之王，
这实际上是信口胡诌、另有所图。
并不是人人都像乌鸦那般愚蠢，一
旦被人识出了你的真实用意，后果
可想而知。另外，我们夸奖的内容
必须是对方所在意的，就像那位士
兵称赞拿破仑不喜奉承一样，必须
把话说到人的心坎儿里。譬如见到
中年女性，我们可以称赞她们身材
苗条、婀娜多姿，见到老年人我们就
要称赞他们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等。如果我们称赞青年人身体硬
朗、牙齿坚硬，恐怕就很难起到赞美
的效果。

赞美式幽默
要把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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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的已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代表，有的为新中
国美术创作了典型的绘画标志，有的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以
笔为刀刻下了战斗的青春，有的留学海外甚至漂泊终生，有的
人生坎坷大器晚成……他们的传奇，已经成了一个世纪中国
艺术的历史篇章。写在这里的，不是关于这些画家的艺术贡
献，而是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

有那么一群人，50多年前曾走近雷锋。他们是雷锋的
亲属以及生前的玩伴、同事、领导、工友、战友、摄影员与雷
锋辅导过的学生。多年来，作者深入长沙、望城、抚顺、鞍
山、辽阳、咸阳、南京、深圳等地，寻访这群特殊的知情者，翻
阅大量文献，寻找真实的雷锋，多视角再现雷锋平凡而伟大
的人生历程。

西南联大，一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一个大师的
摇篮。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
在昆明 8 年的时间里，它的命运与民国的政治走向紧密相
连。本书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
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
派的关系和纠葛……

大片林 绿栾川

如果用一种色彩来形容栾川，那无疑是
绿色。

栾川，因林而美。栾川的发展、栾川人民
的幸福更与林业密切相关。

栾川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深山区县，
人均耕地不足 0.5 亩，且山区小气候导致灾
害频发，以种粮为主的传统农业基础薄弱，群
众靠传统农业很难增收脱贫。依托工矿经
济，栾川也曾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县
委、县政府清醒认识到，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
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必须在危机未到之时主
动转型，才能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良好的林业资源基础和绿色产业的广
阔发展前景为栾川转型发展之路指明方向。

栾川发展的出路在林，希望在林。
2010 年，栾川确定了生态立县发展战

略。在 2011 年 1 月召开的县委十届七次全
体会议上，栾川进一步明确了培育壮大绿色
产业、由“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发
展思路。

由此，栾川揭开了围绕生态立县战略，大
力实施生态建设、发展林业经济的新篇章。

这片林 汗水林

3月12日，栾川黄石砭村山坡上、公路边
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县四大班子领导率先垂
范，各部门纷纷在绿化点内挥锹植树，林业部
门技术员现场指导，确保成活率。各乡镇也
组织了深入村组的植树活动，广大群众在房
前屋后栽种树苗。

今年植树节，全县共植树28万棵，免费
发放树苗2万棵，绿化面积1200多亩。

近年来，栾川大力实施林业生态建设，实
施了飞播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通道绿
化、村庄绿化、天然林保护等一大批增绿工
程。仅2012年，栾川就新造林地3.8万亩，完
成林业育苗7178.2亩，连片面积超过100亩
的育苗基地达16个、300亩以上的达4个，完
成中幼林抚育工程5.62万亩，义务植树65万
株。

栾川人用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培

育、浇灌了这片绿林。
2013年，栾川将抓好7项林业生态建设

工程，积极发展林业经济：一是高速公路沿线
及大环境绿化工程，规划绿化面积 4000 多
亩；二是城郊森林公园添彩增绿工程，将高标
准造林3200亩；三是绿化提升工程，以重点
村镇为主，建设进村道路风景林、河道两旁河
岸林、村庄公园休闲林及农田小道防护林，将
高标准造林2500亩；四是完成飞播造林1万
亩；五是完成退耕还林8000亩；六是完成废
弃矿山、尾矿库造林300亩，异地森林植被恢
复2700亩；七是完成森林质量提升工程3.7
万亩。

三分造林，七分管护。为让这片绿林“青
春永驻”，栾川林业部门殚精竭虑。

近年来，栾川林业部门累计出警 14675
人次，查处涉林案件2312起，处理违法人员
2401人次，创造了全省县级护林执法多项最
高纪录。全县建立3支专业森林消防队，建
设森林防火瞭望台3座、护林防火检查站28
个，累计开设防火隔离带300多公里。

如今，栾川林地面积318.2万亩，有林地
296.6 万亩，森林覆盖率 82.4%，林木绿化率
85.05%，均居全省首位。栾川被誉为“中州
肺叶”“中原天然生态园”，先后获得“全国荒
山造林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全国
天保工程建设先进县”“全国森林防火先进
县”“河南省林业生态县”等荣誉36项（次）。
去年9月，该县成为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县，
其生态建设经验被全省推广。

这片林 民生林

有人把栾川林业称为“福民林”“民生
林”，栾川人民的幸福与林业密切相关。

林业福民，最显而易见的是老百姓居住
环境的改善。栾川将生态建设与改善人居环
境相结合，大地增绿的同时，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如今，无论是山水园林包围下
的栾川县城，还是依山傍水、草木葱茏的农家
小院，栾川百姓切切实实享受到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果。目前，全县14个乡镇都被命名
为“省级生态乡镇”，其中13个乡镇还通过国
家级生态乡镇考核验收。“全国最佳人居环境
范例奖”“中国最美的小城”等绿色名片纷纷
花落栾川。

林业福民，更体现在老百姓的增收致富
上。栾川人均林地面积10.5亩，为了将青山
变成林农的“金山”，栾川把发展目光聚焦在
林地综合效益的挖掘提升上，确立“林间种、
林下养、林中游”的立体林业经济发展思路，
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引导林农发展
林业产业，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依托森林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栾川已
经取得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目前，栾川以
森林景观为主的景区已有 14 家。2011 年，
全县接待游客60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1.9亿元，森林旅游与休闲服务业年产值3.1
亿元，占全县林业产业总产值的40%。在发
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栾川积极探索森林景
观资源的流转经营，引导旅游开发商与林农
合作开发景区。近年来，该县重渡沟、养子
沟、抱犊寨等景区已通过这种办法成功实现
林地资源流转。景区建起来，林农摇身一变
成了景区的当家人，农家乐、景区建设也为农
村富余劳动力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目前，
栾川 20%以上农民依托森林旅游业实现了
脱贫致富。

近年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成为栾川百姓
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且潜力巨大。林业的福

民效益，从该县的土鸡蛋产业链中可见一斑。
据该县家禽养殖协会会长陈世晓介绍，

近年来，栾川大力支持引导群众发展林下土
鸡养殖。小鸡蛋带动大产业，农民可在自家
林地散养土鸡，也可把林地流转给大户经营，
自己收地租或入股；经纪人把养殖户的鸡蛋
卖给龙头企业；企业做管理、包装并经营品
牌，最终使土鸡蛋“走”上游客餐桌，成为旅游
商品。目前，栾川已有土鸡蛋知名品牌 5
个。今年，栾川的土鸡存栏量将达300万只。

此外，靠发展林下种养业致富的林农还
有很多。2012年，该县食（药）用菌存量500
万袋（穴），中药材种植面积 7.15 万亩，野猪
存栏1270头，野鸡存栏3.6万只等；另外新发
展林业专业合作社 3 家，全县达 371 家。去
年7月，该县荣获“国家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典
型示范县”称号。

目前，栾川以森林旅游、经济林、林下经
济、苗木花卉、林产化工为主的产业格局已具
雏形，并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强劲的发
展势头，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将有更多栾川
农民脱贫致富。

这片林 财富林

栾川三川镇祖师庙村的杜建广在自家林
地旁创办了野鸡养殖场，这几年资金一直周
转不开。去年，一条喜讯传来，他的难题终于
得到解决。为盘活林业经济，2012 年 6 月，
栾川在全省率先挂牌成立林权交易服务中
心，林权可抵押贷款了！“我们家近百亩林地，
能贷款几万元，基本够用了！”杜建广对未来
的发展充满希望。

栾川县林权服务大厅集合林权服务中
心、森林资源收储中心、评估机构、银信部门、
保险公司统一办公，为林农抵押贷款和林权
流转提供优质、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了林
农“拿着本子进来，捧着票子出去”。此举不
仅有效解决了林农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而
且极大地激发了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内在动
力。成立至今，服务中心共登记符合抵押贷
款条件的群众227户、林地4.84万亩，预计可
贷款2000万元。
本报特约记者 李艳 通讯员 李伟 王红敏

——栾川林业产业开发纪实

生态立县 绿满栾川

目前，栾川林地面积318.2万亩，有林地296.6万亩，森林覆盖率
82.4%，林木绿化率85.05%，均居全省首位。

今年，栾川将继续围绕生态立县战略，抓好高速公路沿线绿化、
城郊森林公园建设、村镇绿化提升等7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累计
增加林地4.11万亩，完成森林质量提升3.7万亩，同时盘活林业经
济，持续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力争实现全县林业产值22亿元。

全民行动植树忙 李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