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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8 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

书记胡锦涛同志到毕节地区调研，当

时的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陪同他重点

考察了金沙、黔西、大方、毕节 4 个

县。考察中，胡锦涛同志作了指示：

贵州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扶贫开

发必须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他设

想，将毕节地区作为开发扶贫、生态

建设试验区，探索一条喀斯特山区的

科学发展之路。他要求毕节地委、行

署抓紧对区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争

取在 1987 年年底前提出初步的方案，

向省委作正式汇报。

毕节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按照胡

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研究，并组建工作班子进行区情

调研，于 1987年 12 月初完成了建立毕

节试验区有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在之

前的 10 月，中央智力支边协商小组成

员单位——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在贵阳召开

相关省区智力支边座谈会，胡锦涛同志

出席会议并讲话。许多党派中央领导和

著名专家呼吁，把大西南岩溶山区的开

发治理列入国家科学研究的课题，选择

一个地区帮助制订发展规划，探索解决

喀斯特连片贫困地区生态恶化、人口贫

困、粮食短缺、能源匮乏问题的新路

子。这一呼吁与贵州省关于建立毕节试

验区的构想基本吻合。

1988 年 1 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

贵州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毕节开发

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和设

想，得到省委“一班人”的赞同。3
月 9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专

门讨论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

设”试验区的问题。会议同意胡锦涛

同志关于毕节地区的基本特征是人民

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准确判

断，一致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试验区，并委托时任省顾

委主任苏钢，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农

工部部长乔学珩率调研组，指导毕节

地委、行署制订、修改、完善试验区

工作方案，上报国务院审批。

1988 年 4 月，胡锦涛同志在北京

的贵阳饭店邀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民委的

负责人座谈。胡锦涛同志向他们介绍

了毕节地区区情以及建立毕节“开发

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紧迫性和

可行性，希望得到各民主党派中央和

全国工商联的支持与合作，呼请大家

以毕节为支边联系点。会上，经过各

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充分民主协

商，确定毕节地区中央智力支边协调

小组的联系点。

1988 年 5 月，中央智力支边协调

小组派出以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徐采栋为组长的赴黔调研组一行 17 人

来到毕节，开展为期 13 天的深入调

研。调研结束后，调研组与胡锦涛同

志以及毕节地委、行署领导深入交换

了意见。调研组认为，在毕节这样的

喀斯特山区建立试验区意义十分重

大，是一项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不仅

有助于突破长期形成的生态恶化、人

口膨胀、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且

有助于为西部喀斯特地区经济发展积

累经验，闯出新路。调研组回到北京

之后，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调研报

告，希望早日批准建立毕节试验区。

并将带回去的录像带、照片向有关领

导和专家展示，用真实生动的图片、

画面直观展示毕节地区生态恶化的程

度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状况，取得广泛

关注支持，对共同支持毕节试验区建

设达成了共识，对促成毕节试验区建

立起到重要作用。

1988年 4月 8日，胡锦涛同志和省

长王朝文带领毕节地委、行署的几位

负责同志到北京，专程向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建立

毕节试验区的有关事宜。4 月 11 日，

田纪云委托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

陈俊生召集国家计委、经开办、扶贫

办、统战部、农业部、林业部、商业

部、中国农业银行、国家烟草总公司

等 17 个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毕节地

委、行署的汇报。大家一致赞同建立

毕节试验区。6月 9日，国务院以“国

办通 （1988） 38 号” 文件批复贵州省

人民政府，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

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1988 年 7 月，为了争取有关部门

的支持，毕节地委决定由行署副专员

王绪才带领智力支边办负责人到北京

向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汇报毕节试

验区建立的情况及需求。中央智力支

边协调小组办公室胡德平主持汇报

会。这次汇报会议定了三项工作：第

一，建议毕节试验区制定“开发扶

贫、生态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央智

力支边办商请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

挂帅，组成专家组到毕节指导；待规

划形成后，中央智力支边办在北京邀

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

论证。第二，根据常近时教授建议，

由每个党派和工商联选派二名专家组

成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具体帮扶

毕节试验区的工作。第三，要求各党

派、工商联进一步落实对毕节的支边

项目，帮助引进人才、资金、技术，

提供信息服务。

1988 年 10 月，钱伟长挂帅，常近

时教授 （农工党员）、李孝芳研究员

（致公党员）、杨金和研究员 （民盟盟

员）、叶文虎教授 （致公党员）、任华

巽副教授 （民建会员）、罗剑雄高级工

程师 （民革党员） 为成员的毕节试验

区专家组一行 7 人，在省政协副主席

汪福清陪同下到达毕节，与地委、行

署、人大、政协几家领导广泛交流意

见，听取汇报并审阅毕节地区起草的

规划，还实地考察了纳雍县姑开乡水

土流失情况及毕节县小煤矿、小水电

等。专家组对编制试验区规划的总体

意见是：提出一份毕节开发扶贫、生

态建设试验区发展总规划，代之以原

有的脱贫规划和其他规划。这个规划

包括几个部分：农业与生态环境整

治；地方工业与乡镇企业 （原来没有

这方面的规划）；能源与交通；教育与

人口。这 4 个部分在编制总规的前提

下，相应分别编制子规划。

毕节地委、行署根据专家组的建

议，组织了一个规划编写组，重新拟

出编写提纲，进一步修订完善试验区

规划。规划初稿送省委、省政府审

阅，并邀请省直有关部门、党派领导

和专家评审后，送北京请专家组进一

步评审。毕节试验区规划编写组在充

分消化、吸收专家组意见的基础上，

对规划进一步作修改补充，几次征询

了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意见后，

最后定稿提请论证。

1989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中央

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指导下，贵州省

委、省政府牵头在北京邀请了 160 多

位领导和专家对毕节试验区发展规划

进行论证，一致认为规划层次分明、

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符合毕节地区

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建议毕节地委、行署认真组织实

施。

1989 年 9 月，“支援贵州毕节试验

区规划实施顾问组”成立。顾问组长

由钱伟长担任，常务副组长由农工党

中央常委、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常近时

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纪珂、九

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民革中央

副主席胡敏任副组长，成员由各民主

党派、全国工商联的 18 位同志组成。

专家顾问组成立 29 年来，充分发挥联

系面广，知识密集等优势，对毕节市

的发展建设提出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

意见和建议，促成一批重大项目投资

建设，并促成东部十省区统战部对口

帮扶毕节市。

（作者系毕节市档案馆党组书记、

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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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永

刘 殿 英 （1854—1945）， 本 名 刘 成

南，“殿英”是其表字，人称“刘大老

爷”，是曾经毕节刘氏家族的族长。光绪

元年乙亥 （1875） 科，21 岁的刘殿英考

取了武举人——光绪五年 （1879）“学宫

版”《毕节县志》“卷之五”（下）“选举

门”（二）“武举”“光绪元年科”相关记

载为：潘镕，刘成南，秦克壮，钟鸿

材，秦实颖，徐允文，丁光斗，范春

华。乾隆、同治、光绪三版 《毕节县

志》 的记载均表明，这是毕节最晚的一

次武举人情况记载。与刘殿英同科考中

武举的其他 7 人，大多湮没无闻，没有

更多资料记载。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

代 ， 兴 盛 于 明 清 ， 一 共 举 行 了 约 500
次。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三级考

试，通常是每 3 年举行一次。考试要考

举重、骑射、步射、马枪、才貌、言语

等科目，分三场进行：第一、二场统称

为“外场”，主要考“射”“御”两种技

能；第三场被称为“内场”，考武经，即

考文，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考试。考武举

人比考文举人还难。刘殿英年纪轻轻就

能脱颖而出，在省级考试中得中武举

人，表明他除了一身好武艺，文才也不

错。

在毕节城的刘氏大家族中，刘殿英

属于以来自汉高祖刘邦发迹之地河南南

郑的刘起蛟为始祖的这一大支系，是

“起儒玉仕水延昌，南郑传来世系长”这

14派行中的第八代。与“刘孝子”“刘京

官”“大夫第”同支。

据刘氏家族族谱资料，刘殿英考中

武举后，曾诏授“武功将军”，是毕节城

声威煊赫、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刘殿英思想开明进步，身为清朝武

举人却支持反清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

帝制，拥护蔡锷民主共和——

1911 年，刘殿英 57 岁，辛亥革命武

昌首义成功，贵州贵阳宣布光复，刘殿

英曾出任毕节团防“管带”，带领民兵训

练、巡逻，维护毕节社会治安。 1913
年，周素园在北京任参议院秘书员及稽

勋局调查员时，为贵州省在辛亥革命前

后 的 有 功 人 员 作 《稽 勋 表 册 底 稿》，

“丁”等功勋中有刘成南的事迹简介：

“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推

成南为管带。与黄占春 （时毕节哥老会

头领） 昼夜督巡，维持秩序，地方赖以

宁谧。”而在同样是“丁”等功勋的“周

培藻”（素园三哥） 词条中，与刘成南相

关的表述更为详细：毕节光复后，四川

尚未反正。闻清吏有由永宁进攻毕节之

说，川滇边界土匪亦时虞蠢动。周培藻

等乃实行团练，募足三百人，推刘成

南、黄占春管带教练之；饷需则由葛亮

曾 （威宁巷“葛家龙门”葛子惠进士侄

子、义子，时毕节商界领袖）、杨樨林

（百花山“杨家公馆”杨汝偕进士长子，

科举秀才，从日本留学归国，毕节光复

后被选为省议会议员） 担任募集，合力

维持。地方赖以宁谧。

1916 年 1 月 29 日至 31 日，云南护国

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领其司令部并四

个支队进驻毕节城，刘殿英时任县团防

局长。29 日当晚，刘殿英同县知事聂树

楷、电报局局长缪桂卿、商会会长宁焕

卿、“少白楼”老板名厨李春庭等官绅，

到龙蟠山下三省交界最著名酒楼“少白

楼”，为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帅接风洗

尘。次日晚间，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

帅，就在刘殿英家新建的“公恕堂”里

回请毕节绅、商、学、农各界代表并合

影留念。“公恕堂”刘殿英、“宁家龙

门”宁焕卿等及其后人，把这张照片当

“传家宝”一样珍藏多年。

护国军在毕节的短暂停留，还留下

了一段“刘大老爷”用“捞渣”为朱德

治愈战马的传奇佳话。民国初年，刘殿

英到京城做生意时，结识了一位身陷困

境的人，并对其进行扶助；这人无以为

报，便传授刘殿英一味名叫“捞渣”的

特效药及其炮制技艺。刘殿英回毕节

后，用“捞渣”治愈了不少百姓的眼

疾，在毕节城，“刘大老爷的捞渣”远近

知名。朱德时年 29 岁，任护国军第一军

第六支队队长，在司法路和广惠路交界

处“城隍庙”指挥部内办公，在南门口

威宁街宁焕卿家“宁家龙门”住宿。由

于从云南入贵州十几天马不停蹄的长途

跋涉，朱德心爱的战马出现了视觉障

碍。朱德接受宁焕卿的建议，找“刘大

老爷”讨“捞渣”为战马“点”眼睛，

果然药到病除。朱德特别高兴地向“刘

大老爷”再三致谢。后来，朱德率部入

川讨袁，其坐骑在赤水河畔雪山关前再

次出现视觉障碍，又专门派人赶回毕

节，再次向“刘大老爷”讨要“捞渣”。

在毕期间，得到刘殿英及其下属的

大力协助，护国军在城内小校场搭成了

“阅兵台”。蔡锷在小校场成功举行了声

势浩大的阅兵式，观者如堵，聂树楷、

缪桂卿、宁焕卿、李春庭、刘殿英等，

也和普通百姓一起为护国军喝彩。蔡锷

特别欣赏刘殿英办事理财的能力，聘请

他担任随军银行行长，但此时刘殿英已

经 62 岁，有心报国却力不从心！其长子

自告奋勇替父从军入川护国，却因少不

更事受人蛊惑，挪用了一大笔军费。蔡

锷治军极严，欲将刘殿英长子军法从

事。刘殿英在毕节得知消息，赶紧变卖

家产筹措资金填补军费亏空，为长子保

住了性命。一直到 1928 年，基督教“安

息会”来毕节发展，刘殿英将“公恕

堂”变卖给“安息会”作教产——“安

息会”曾在“公恕堂”里办过“德生小

学”——才总算还清了所欠债务。

1936 年 2 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

军团驻扎毕节时，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夏曦、政治委员王震等，就在“安息

会”内办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 57 名开国上将中排名第一

的萧克上将旧地重游，亲笔为原“安息

会”所在“毕节中山路 34 号”题写“中

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 15
字，被制成匾额悬挂在葛重辉创作并书

写的刘殿英住宅 16 字对联的“横批”位

置！“公恕堂”这副已有 100 多年历史的

刻石门联至今完好保存，只要从“中国

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门前经

过都可以看到，成为毕节城优秀传统文

化精神传承的吉光片羽，因为得到重视

和保护而熠熠生辉！

刘殿英曾多年担任毕节商会会长，是

毕节城商界的领军人物。在改朝换代之

际，他身体力行兴办实业——当时全城最

大的粮食加工场地“刘家水碾”——可谓

领当时毕节社会风气转化之先。

昔日“刘家水碾”，在今天的“人民

公园”旁边。

据刘殿英后人讲，灾荒年月，老人

家曾不止一次慷慨解囊，把水碾中自家

积存的米粮发放给饥民。

1934 年刘殿英 80 岁寿辰，毕节松山

书院末科 （1904 年） 十廪生之一、田坝

桥犀牛塘大才子糜雅凡曾作贺联一副：

度梁颢春秋，又差一岁；祝汾阳寿

考，快睹六亲。

梁颢是宋初人，82 岁进士及第，殿

试时被宋太祖赵匡胤钦点状元，《三字

经》 里有“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庭，

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

志”之句；“汾阳”代指曾被封为“汾阳

郡王”的唐代名将郭子仪，84 岁寿终正

寝。糜雅凡将文武兼资的刘殿英比附梁

颢、郭子仪，虽然夸大其词，但当时刘殿

英在毕节的受人敬仰，亦足见一斑。

原住朱昌白泥井的刘泽清，因为兄报

仇与大方土匪结仇，来毕节找“大老爷”

诉说苦情，寻求庇护。刘殿英和刘泽清同

姓不同宗，却毅然出手相助，帮其在城内

“砂石牌坊”附近安排了住处，并且借钱给

其在大横街摆小摊养家活口。刘泽清的儿

子刘熙乙，后来从十里八乡“赶溜溜场”

做小生意起家，变成了民国年间的毕节首

富，在贵州也属有名的大财阀。刘熙乙、

刘裕远兄弟，每次从贵阳或其他地方回到

毕节城，都要提了点心来松山路刘府看望

“大老爷”。其父母在世时，更是谆谆告诫子

女，不能忘记“大老爷”的大恩大德……

1945年，刘殿英逝世。

最后的武举人刘殿英
□ 翟显长

在交通闭塞的年代，从东边进

入毕节城区，东关坡的东安路是必

经之道。每日早晨，做生意的、读

书的、上班的，总是披着第一缕霞

光、迎着缥缈的薄雾，浩浩荡荡地

翻过东关坡，再来到双井寺车站。

这里有熟悉的老瓦房，琳琅满

目的水果摊、杂货店，横七竖八的

三轮车、黄包车，还有不绝于耳的

吆喝声。这样，就算是到城里了。

进了城后，很多人还会在双井

寺包子铺买个包子，再到县医院门

口的 （双井寺） 水井里喝一口凉

水，歇歇脚，就可以分道扬镳，各

忙各的了。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这是一条

令人向往又分外漫长的路。大人们

沿着这条路早出晚归，每次回家总

是变戏法般地取出我们几姊妹喜欢

的零食、玩具和衣服。

偶尔，父亲要是带回几条“小

金鱼”，那就是幸福感爆棚的一天

了。那种逆着光，自行车把手上挂

着红彤彤的金鱼闪闪发光的喜悦，

似乎是其他任何礼物都无法替代的。

每逢过年过节，父母总要带着

我们背着背篓进城置办年货，那种

满街好吃的好玩的带给我的那种味

觉、视觉上的冲击力，是成年后再

也感受不了的。

长大后，东关坡的东安路成了

我去城里的上学路。那时坐车极不

方便，因此我上学都是步行。通常

天刚蒙蒙亮我就要起床，走很久才

能赶到学校。由于当时还没有路

灯，冬天的路又湿又滑，摸黑读书

的道路更加艰辛和漫长了。于是，

父亲就把我姐安排在后座，我个头

小就把我安置在前面的单杠上。父

亲年富力强，自行车蹬得飞快，我

听着他的喘息声，并紧紧贴着他的

胸前，就不会感觉到冬天的冷。

有时候运气好，我会在放学的

路上与下班后拉货回家的父亲偶

遇。上坡时，我就帮他推车；下坡

时，他就把我拎起来放到车龙头

上，一溜而下。那真是清风微微

凉，日子暖洋洋。

小小的自行车，不仅承载了我

和姐姐的上学路，还承载了那美好

而温暖的回忆，让我们学会了知

识、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担当。

近些年，政府加大了对旧城的

改造力度，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

善，东关坡那条路沿线的老建筑、

旧事物等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车水马

龙。宽敞明亮的道路、美观大气的

路灯再也不会有摸黑夜行的恐惧，

不过，也不会再有一个伟岸的父亲

骑着自行车拉着我在街上驰骋，更

不会听到早读课的敲钟声穿越晨雾

而来……

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已住进了

城里。我的父亲——老韩同志，今

年也光荣退休，他斑驳的人生画卷

即将翻开新的篇章。他依然像年轻

的时候一样，每天早出晚归，走过

东关坡回老家种花养鱼。晨光暮霭

中，他的步伐坚定而祥和，一如当

年载着我在东关坡上按响的一声声

清脆的铃。

记忆里的东关坡
□ 韩一丁

晨光中的毕节城区（本报记者 郑林华 摄）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雄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