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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本报记者 许强

在宜昌龙泉，流传着许多蔡宏柱离奇的

故事，有些还被神话了。很多人肯定地告诉记

者：“蔡宏柱是一位好人，好人有好报。”

对于那些传说，蔡宏柱笑笑说：“人的命

运就像自己的手纹，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蔡

宏柱相信因果报应，做事时顺势而为。

三、顺势而为———振兴鄂酒

改革开放初期，蔡宏柱冲破了土地束缚，

毅然决然地创办企业；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

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蔡宏柱大踏步地

走入市场。那年，蔡宏柱定下“一年建一个厂、

一年赚一个厂”的目标，阔步走在了市场经济

的金光大道上。

一期、二期、三期，18 亩、28 亩、300 亩，随

着企业规模的增大，稻花香总产值也从 1992
年的 190 万，到 1998 年就达到了 5.5 亿。稻花

香做酒风调雨顺，有如天助。其实是中国人富

裕起来，对白酒等物质有了更多的需求，蔡宏

柱恰恰抓住了这一点。

1999 年，蔡宏柱的目光从荆襄大地扫描

到了全国，试图团结其他鄂酒树立鄂酒的旗

帜，策划举办“湖北名酒节”。蔡宏柱的请求很

快得到省、市两级政府批准，但许多人认为把

湖北名酒节放在 9 月举办欠妥。

9 月梅雨季节，雨水较多，雨天搞活动不

吉利也不“阳光”。

9 月初，雨季来临，宜昌阴雨霏霏、连绵不

断，一下就是半个月，雨滴重重地砸在湖北名

酒节组委会负责人的心上。

9 月 17 日，离名酒节开幕式只有二天了，

组委会一行冒着小雨又来到龙泉，为名酒节

是否能开成表示出了担忧。蔡宏柱却格外轻

松，时常讲点小幽默。一位领导拉住蔡宏柱担

忧地说：“千万不能办砸了！”蔡宏柱笑了笑：

“老天托梦给我，19 日晴天。”

18 日下午，绵绵小雨并没有停止。19 日

晨，淡淡的薄雾萦绕着龙凤山，晨曦微微地撕

开薄雾，溅出万道霞光。

“太神奇了！雨停了，雨停了！”走到名酒

节主会场时，蔡宏柱听到了组委会人员惊奇

地叫喊。

8 点多，省领导来了，市领导来了，主持人

朱军、周涛来了，全国的客商来了，国外的商

团也来了。那位为名酒节开幕式会下雨而担

忧的市领导，走到蔡宏柱面前，第一句话就是

“你预测得太准了，真是天助稻花香啊！”

9 时，震撼中国酒业的湖北名酒节开幕式

举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为本次

盛会亲笔提写了“湖北名酒节”以示祝贺，时

任宜昌市委书记的孙志刚出席会议并致词。

著名歌唱演员蒋大维、祖海、吕继红，著名相

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戴志成等名家纷纷亮相

名酒节。参会人员达 16.8 万人次，其中稻花香

签订购销合同 116 份。

正如知名酒类专家所说的那样，“名酒节

后，鄂酒在中国酒业里便占有了一席之地。”

其实，名酒节出太阳只是蔡宏柱许许多多次

“神机妙算”的一个单一案例，稻花香举办的

各种活动时间安排都很巧妙，时间点选的“恰

到好处”。蔡宏柱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顺势而

为的生态磁场作用”。

四、百折不挠———涅槃重生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文联副主席林文楷

曾经写过一首诗《致稻花香集团董事长蔡宏

柱先生》是这样说的———

稻花香里苦耕耘，

一路春秋一路痕。

历尽难辛成大器，

滴滴美酒是诗文。

蔡宏柱创业苦辣酸甜都有，但没有什么

苦难能把蔡宏柱吓倒。

2001 年秋的一个中午，蔡宏柱开完会急

急忙忙地跑回家，当掏出钥匙打开家门的一

瞬间，天昏地暗，血压突然升高，视野模糊，腿

脚无力不听使唤，他恍恍惚惚倒在地板上，身

体右侧完全失去知觉。

经过诊断，蔡宏柱得了中风。那一天，蔡

宏柱的人生旅途蒙上了瘫痪阴影，最坏的结

果就是蔡宏柱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一些“人才”觉得没有蔡宏柱的稻花香前

途渺茫，另攀高枝，稻花香两个月之内流失了

20 位业务骨干，大多是跑到竞争对手那边去

了；那些曾经千方百计到稻花香拉广告、搞推

销的也渐渐失去了踪影。2002 年，稻花香年

销售额由 6.7 亿元陡降至 2.8 亿元。

面对苦难，蔡宏柱勉励自己“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并积极要

求高强度地治疗。

蔡宏柱戒了烟酒和麻辣食品，输液，中药

烫水泡脚，上午下午扎针，最多的时候十指和

全身扎了四十多根银针；他坚持走路，从挪动

一点点开始，站立———摔倒，又站立———又摔

倒，他终于以超人的毅力地能够独立的站立

走路了。

“永不言败，永不言退”，后来蔡宏柱这种

百折不挠的精神被作为稻花香的核心价值

观，支撑着稻花香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是勇往

直前的。

是什么力量支撑蔡宏柱每一次的倒下都

能够站立起来呢？蔡宏柱相信信念的超能量，

他心存信仰，矢志不渝。 渊待续冤

7 月 8 日，《销讲》新书发布会暨签售仪式

在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成功举办。该书由

广东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发行，系北京华韵

大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精心策划、90 后青年

销讲专家陈飞老师潜心创作的精品图书。该

书是一本针对性企业职场人士提升销讲能

力、营销能力的实战型销讲训练书。

该书作者陈飞老师在新布会现场发表了

精彩的主题演讲，并与读者互动交流，探讨销

讲的核心内容。

陈飞老师独创的销讲系统，帮助数百家

企业现场成功招商、融资，销售金额达数亿

元。《销讲》可以说是由陈飞老师实践中得来

的销讲经验凝结而成，具有非常强的学习和

参考价值。

作为一本实用的营销推广实战图书，《销

讲》讲述了很多具体的销讲方法，还有不少实

战的案例，让读者容易读懂并学以致用。本书

深度阐述了“能量、信念、说服、销售、发问、成

交”等六大销讲系统，并提出了销讲的六大黄

金步骤：讲趋势、讲优势、树标杆、用工具、挖

痛点、给方案。

我们身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需

要学会一点销讲知识。销讲对我们的生活和

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其实，做销讲并没

想象中的那么难。当然，对没有任何基础的人

来说，也许会感到无所适从，但读了《销讲》这

本书，读者就能够对销讲有一个系统而全面

的认识，在需要讲点什么时，便不会手足无措

了。

作为一名职场人士，面对领导、内部团队

成员、客户，应该讲些什么，又要努力避开哪

些讲话的误区？作为一名领导或企业家，面对

其他领导、下属、客户，应该讲些什么，怎样体

现出自己的个人魅力？这些问题，读者在《销

讲》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渊吴晓冤

姻 本报记者 王剑兰

不领工资的社区书记

“这么多年以来，新民社区真的出了一

个好书记！”“这几年，社区的变化简直就是

翻天覆地的。”

七嘴八舌地，社区群众们热烈地说开

了。他们所说这好书记，就是新民社区支部

书记刘升奎。

几年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四川省都

江堰市胥家镇新民社区基本上就是一个村

落，封闭而落后，社区的基础设施更是贫乏。

2013 年，刘升奎出任社区书记时，提出了一

个响亮的口号：让新民社区成为宝山村！

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是全国

知名的富裕村，该村先后荣获“全国百强村”

“全国文明村”“全国绿化千佳村”“四川省小

康示范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社区发展，最重要的是资金问题。刘升

奎的办法是，尽可能争取项目，获得财政资

金，并引入社会资金。于是，人们看到，刘书

记的身影，总是忙于到相关部门“跑项目”，

而这确实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一条湾湾的龙桥河从社区经过，这让社

区素有“水乡”的美好景色。但龙桥河也是社

区多年的一个心病———年年的水灾搅得人

们心神不定，一到夏天发大水，社区就会遭

殃，甚至造成财物损失。刘升奎争取到了市

里的财政支持，并融进了一部分民间资金，

轰轰烈烈地建起了高 4 米、长 100 多米的大

堤。用水泥建成的大堤似如一道坚实的屏

障，保护了社区的安宁。董晓英曾是社区的

妇女主任，据她介绍，事实上，自从堤坝建成

之后，新民社区再没有遭过水灾。

要想富，先修路。社区原有的主道路长

约 2.5 公里，但只有 4 米宽。刘升奎再次争取

到资金，对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修成了

一条宽 7 米的水泥路。“道路一改变，整个社

区都像是点亮了一般。我们的心里，更有了

信心。”70 余岁的退休教师张允贵说。

过去，夏天之时，因为没有一个乘凉的

地方，人们经常会端起板凳在路边树下坐，

这既不利于大家的生活，也影响社区的观

瞻。于是，刘升奎个人出资 10 余万元，在社

区修建了两个巨大的乘凉亭，并在亭子附近

植了不少树木。71 岁的董顺秋是社区老干

部，讲到这样的变化，掩不住内心的欢喜：

“这样的建设，确实让大家得到了方便和实

惠！”

社区一共 1700 多人，老年人有将近 200
人。“要让老年人舒适、开心地过日子。”在一

次工作会上，刘升奎说。没过多久，社区的老

年活动中心就开工建设起来了。中心建成之

后，很多人深深地感叹：“刘书记又为我们做

了一件大实事。”

除此而外，这些年，每到重阳节、春节等

重要的时节，刘升奎都会自己花钱，为社区

老年人买礼品，给全社区的老年人办宴席，

还会为一些困难的老年人捐钱。

向着宝山村发展的道路一直在进行着。

刘升奎有自己的实体经营，因此也和国内不

少企业家有着联系。在社区，人们经常会看

到，他笑容满面地带着一些外地企业家，乃

至上市公司的老总来社区考察，商量投资事

项。每一次，他都会十分详尽地向对方介绍

有关投资和发展的具体情况。

“为了给社区的发展找机遇，刘书记有

相当频繁的社会活动。但是，所有的事务与

活动，刘书记没有动用社区的 1 分钱。各种

跑路费、车旅费、接待费等等，刘书记都是自

掏腰包。他就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社

区的会计张久良对这些事项最有发言权，谈

起这事，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音。

不仅如此，刘升奎担任社区书记期间，

从来不领取工资。他的工资都直接分发给社

区有关工作人员了。作为会计，张久良亲身

见证过这件令人感慨的事迹。此外，社区群

众大致一拿捏，当书记的几年里，刘升奎为

社区捐助的钱至少超过 20 万元。对此，张久

良只有一句感言：“刘书记就是一个焦裕禄

式的书记，他为我们带来了从来不曾想象的

社区改观与提升。”

从不断弦的大爱义举

刘升奎自己经营着一家组赁企业。作为

一位企业家，他的大爱义举深深地令人感

动。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他主动

为汶川县银杏乡小学全体师生捐献了几十

万的钱和物。当时，刘升奎正在西南交通大

学工商管理 14 班读书，地震发生之后，他立

即向班上同学发出捐助倡议，并且及时与汶

川县银杏小学取得联系，开始了一场大规模

的捐助活动。在此后的 6 年中，每年固定向

该小学捐赠 6 万元。与此同时，还另外向全

校 200 多学生赠鞋子、藏羌服装、校服、文具

等，向全校 20 多位老师每人捐赠两套衣服。

“刘总不同于一般的捐献者，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直主动和我们保持联系，随时问我们在

哪些方面需要些什么。基本上，只要我们一

个电话或者短信，说需要什么，他就会派大

卡车把东西源源不断地拉来。”讲起这些，银

杏小学前校长王安强不住地交口称赞。

2011 年，刘升奎和他的同学李政华了解

到，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的一所小学的校舍

属于危房。于是，他们组织西南交大的同学

一起去考察，并见到让人心酸的事：不仅校

舍破旧，而且一些不到 10 岁的小学生带饭

到学校，中午就以盐菜和冷饭填肚。见到这

种境况，刘升奎和他的很多同学们都哭了。

在刘升奎和李政华带动下，大家决定在此建

立一所希望小学。于是，大家一共投入 150
万元，建起了巴中市恩阳区万安乡唐家梁希

望小学。村支书蔡礼伦感言道：“希望小学让

我们周围几个乡镇的小学生们都更有了希

望！”

这些年来，刘升奎十分低调地资助了不

少大学生就学。2012 年，经过他人的介绍，了

解到一位正在四川大学读研究生的一个学

生家境贫困，面临交不起学费即将退学的境

地，于是他果断地表示，出资赞助该学生读

书期间的费用。2012 年和 2013 年两年之中，

他一共资助了这名学生 40000 元的学费。除

此而外，他平时还与该学生随时保持联系，

并定期派人开车到四川大学，为受助者提供

肉类等食物和生活用品。这样的资助，刘升

奎做了不少。

刘升奎一脸带着轻松，谈笑之间，会讲

出不少有趣的故事。他获得了社会各界无数

的赞誉，他的事业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他也

有自己的烦心事。有人欠下他一笔不小金额

的欠款，最近虽经法院判决确认，但要判决

兑现，却因于各种因素而并不容易。“尽管遭

遇眼前的困难，但是，我的社会资助行为绝

对不会断弦！”刘升奎坚定地表示。

一句简单的话，让人对这个男子汉更充

满了敬仰！

“我在塔河油田工
作挺好的”
姻 吕德群

“我在塔河油田工作挺好的，阿爸，阿妈在家

都很放心！我决定在这里坚持干下去，力争干出一

番成绩来！”6月 26日，江苏油田综合二大队招聘

为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劳务服务的

新工，今年刚满 18岁的藏族小姑娘吉西草面带笑

容，用略显生硬的汉语坚定地对笔者说。

6 月初，江苏油田矿业综合二大队从青海

省玉树地区技校招聘了 5 男 3 女藏族青年新

工。他（她）年龄最大的今年 23 岁，最小的刚满

18 周岁；全部是背井离乡，远离父母，第一次出

远门。初来乍到，人地两生。面对荒漠戈壁，准军

事化的管理模式，两班倒 12 小时的工作制度。

加之语言交流沟通存在障碍，他们无不感到压

力很大及太多的不适应。因此，他们几乎因为想

家及思念亲人而留下了眼泪，想打“退堂鼓”。

然而，当他们遇到困难，需要关心帮助的时

候，无论是他们的“东家”—江苏矿业综合二大

队大队长蒋震、党支部书记梁长久，还是甲方采

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经理海涛、党支部书记李

成贵等主管领导及很多热心职工，一点也没有

把他们当“外人”看待，而是从工作、生活及学习

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甲乙两个单位的干

部商定后，专门挑选责任强、技术过硬、工作有

耐心及富有爱心的 2 名男女班站长，负责他们

的生活问题及技能培训学习，千叮咛万嘱咐要

求他们要多关心、多帮助、多鼓励，少批评。在平

日里，干部职工主动定期或不定期走访与他们

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只

要能办到的，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遇到他们生

病或身体不适，干部总是及时前往慰问看望，并

安排职工为他们洗衣服、打扫宿舍卫生及购物，

还安排职工食堂特意给他们做病号饭。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举动，让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西

北油田工作的少数民族“外乡人”，真正感受到

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如今，这些年轻的藏族兄弟姐妹，通过干部

职工的关怀、严格的培训学习教育，加之自己的

不懈努力，他们完全适应了塔河油田的生活和

工作岗位，已提前进入“角色”单独顶岗，独当一

面。

“我们这批少数民族新员工，能够坚持在塔

河油田工作，非常感谢这里广大干部职工对我

们的关心关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里虽然

艰苦，但正是历练年轻人成长的好地方。所以，

我们经过商量后，决定全部留下来，同西北油田

的干部职工一道并肩战斗，共同建设更加美好

的西北油田！”说到这里，22 岁的的藏族青工万

玛尖产眼噙热泪显得非常激动。

顺势而为的奋斗者
———探访改革开放40年中国酒业功勋人物蔡宏柱（二）

刘升奎：一心为民的奉献者
编者按：

刘升奎，一个一心一意埋

头做实事的人，一个从来不领

取工资的社区书记，他成功带

领社区群众发家致富，被人们

称为“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他

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多年

以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并在

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捐赠活动，

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销讲》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办

党员争当降本先锋
进入七月份以来，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唐

口煤业公司在党员中深入开展“降本增效、从

我做起”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积极引导广大职工在报废设备维修

下功夫，对达到报废期的各类溜槽及其他电气

设备进行更换维修，节约成本 20 万元。图为 7

月 5 日，该公司机厂党员国成伟对烧坏的隔爆

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嵌线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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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银杏小学的学生为刘升奎戴红领巾

荫刘升奎（右）和李政华在捐助的希望小学门前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