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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20世纪60年代末，国民经济萧条，全国上

下粮食、蔬菜、肉食供应紧张。开办于1965年的

班洪饭店，隶属于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公社班洪

中心商店，是一家国营饭店兼旅馆。它处在县城

通往南腊、班老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是周围百余

里内仅有的一家饭店兼旅馆，由武国馨、罗灿

珍、李邦秀、李秀莲（以下简称“四大嫂”）4

位平均年龄40岁的妇女经营。

经过4位妇女3年多的艰苦努力，一个简陋

的小店被发展成全国闻名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的模范饭店，4位妇女同志也成为闻名全国商业

战线的“班洪四大嫂”。

  转变思想重开饭店

初创时期，班洪饭店和旅馆仅有6间破烂的

茅草房，店里困难重重，缺锅少碗，没桌没凳，

饭店仅有一口由3块土坯支着的大铁锅，就连加

工凉粉用的小磨也是从农家借来的，根本不具备

开办饭店的条件，更不用说开办旅社。起初，

“四大嫂”都不大安心在饭店工作，总觉得当服

务员低人一等，对工作不热心，过往旅客对她们

意见很大。这些事被驻地解放军知道后，就经常

来饭店开导她们，组织她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与

她们一块座谈，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经过反复学

习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

导，“四大嫂”心里亮堂了，转变了思想观念，

端正了工作态度，服务质量大大提升。

为帮她们修缮饭店，上级拨给“四大

嫂”240元，她们却选择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

智慧和勤劳的双手重建饭店。在群众和当地驻军

的帮助下，她们上山捡树枝、打树杈、抹泥、挑

水，经过1个月奋战，对所有房子和猪圈进行了

整修，饭店焕然一新。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过去，“四大嫂”抱着等、靠、要的思

想，国家供应多少肉食、蔬菜，就销售多少。随

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她们开始想办法解决食材供

应难题，通过种菜养猪，搞副业生产，既减轻了

国家负担，又降低了饭菜成本，菜的品种也从原

来的两三种增加到后来的十多种，深受工农兵顾

客欢迎。据统计，一年内，饭店共收获2万多斤

蔬菜，宰杀了32头肥猪，除了保证饭店的日常

供应外，还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肉类、鸡蛋、蔬菜

等。另外，她们还把种菜和养猪的经验传授给附

近社队的佤族群众，带动他们种菜、养猪，并无

偿支援了当地佤族群众18头种猪，她们自力更生

的精神在佤族地区得以发扬光大。

由于人少事多，4位大嫂从早到晚营业，有

时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天傍晚，大雨倾盆，

有20多位民兵赶来住宿，她们热情地安排住处，

提供热乎乎的饭菜，又挑来热水让他们洗脚。待

民兵们睡觉后，“四大嫂”把他们的衣服洗净，

连夜烘干。第二天早上，民兵们穿上干净的衣

服，握着大嫂们的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民兵们带着深深的敬意，离开了这个难忘的深山

小店。

  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尽管工作很忙，“四大嫂”坚持把宣传

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她们把毛主席

的画像端端正正地挂在正堂上，在饭店、旅馆里

放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供来往旅客学

习。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她们就立刻

写在小黑板上，让旅客们及时看到，同时还向附

近的群众宣传。

“班洪四大嫂”的事迹受到当地干部群众

的肯定和赞扬。1970年8月10日，班洪饭店“四

大嫂”的代表武国馨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商业工作

会议，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21周年庆典，还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了国

庆招待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70年10月6日，《云南日报》全文刊登了

新华社5日从北京发出的长篇通讯《红太阳照亮

了深山小店——记云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

进集体班洪饭店的先进事迹》。同年10月9日，

《人民日报》第二版以《红太阳照亮了深山小

店》为题，报道了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公社班洪

饭店“四大嫂”的事迹，在全国掀起向班洪饭店

学习的热潮。

50多年过去，现在“四大嫂”或已是80岁

以上的高龄老人或已离开人世，但她们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真情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阿佤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创

造美好生活。为使“班洪饭店精神”得到传承和

发扬，在沧源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班洪乡

党委、政府的努力下，2019年1月6日，班洪饭店

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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