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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月宝今年 70 岁，个头不高，按她自己的话说，已经
到了“越缩越小”的年纪，但是她的手指依然细长。

这是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 8 岁那年起就开始绣花补贴
家用，别人一天绣 80 根线，她能绣 100 根。

靠着这双巧手，钱月宝一针一线地织出了梦兰这家中国
纺织行业百强、中国家纺行业十强企业。

也是这双手，竟在知天命的年纪改行去做一件一般人摸
都没摸到过的东西——— 芯片。

“做家纺的怎么能做芯片产业？”

“她一个农村妇女， 50 多岁了才第一次碰电脑，当她
告诉我要做龙芯时，我觉得她疯了。”钱月宝的大女儿钱珏
红说。

连家人都反对，更不用提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
43 岁的张福新是当年中科大少年班的尖子生。还是学

生的他就参与了我国第一块国产芯片——— 龙芯的研发。 29
岁那年，他因为贡献突出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对龙芯的产
业化充满激情。但他万万没想到，从实验室向产品的“关键
一跳”，院里不但没有交给“国家队”，反而交给一家八竿
子都打不着的民营家纺企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
可能’！”张福新说。

不疯不成魔。能让钱月宝放下捏了半辈子的绣花针，这
块龙芯，有着它独特的魅力。

作为一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芯”，龙芯具备微数据处理
能力和拓展能力。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台汽车，微数据处理能力
决定了这台汽车的驾驶性能，拓展能力则决定了未来这台汽
车能不能进一步改造升级。正是这一独特的优势，让龙芯至今
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可以实现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

“我们这代人多少有些报国情怀。”钱月宝慢慢地搓着
手，略带回忆地说，“那时候我和中科院合作，原本只是想
吸引人才支持企业发展，结果很多科学家跟我讲，国家正缺
芯片，龙芯产业化缺合作方。于是我就想，梦兰有今天全靠
国家支持，我应该帮助国家解难。”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朴素的想法，没有概念包装，也没有
过多解释。

亿万次穿针引线练出来的韧劲，早就让钱月宝对认准的
事坚持到底。在一片“农村妇女做 IT”“家纺企业做芯片”的嘲
笑和质疑中，她从市跑到省再到北京，四处奔走寻觅支持，尽
其所能筹备场地、购买设备、引入团队，她还用自己细腻的心
思为远道而来的专家们装修住处，添置家什。这份执着和真诚
感染了很多人，让不少心存疑虑者转变态度。

“我第一次见钱董，她给我展示的不是纸面上的规划，
而是已经在推进中的项目，这份真诚和效率让我非常吃

惊。”张福新说，“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让我相信，龙芯的
产业化大有可为。”

2004 年，梦兰与中科院正式签约，在常熟建立梦兰
“龙芯”产业化基地，合作推动“龙芯”项目的发展。

十多年间，龙芯产业化之路几近夭折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 4 年。不少企业为了
挣“快钱”涌向一个个风口，很少有人会在一个看不到盈利
的项目上长久驻足。然而在梦兰龙芯产业化基地，这个拥有
着国内领先的通用 CPU 技术的地方，却嗅不到一丝躁动的
气息。

时间拨回到 2004 年的签约仪式。那天，中科院计算所
李国杰院士就给钱月宝泼了一盆冷水：“龙芯得慢慢来。开
始的时候不能靠这个养活职工，要用家纺赚来的钱养活研发
人员。”对这个“亏本”项目所面临的风险，钱月宝心中当
然知晓，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了约，因为她懂得“国家战
略”这四个字的意义。

李教授的话一语成谶。在那个追逐高速增长的年代里，

龙芯的产业化之难，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想象。十多年间，龙
芯产业化之路几近夭折，但每一次又都涉险过关。

如今已经是龙芯重要骨干的吴少刚在谈及这段经历时感
慨颇深。“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专家认为芯片‘造的不如买
的，买的不如租的’。最难的时候，我们研发经费要不到，
产品卖不出去，一度陷入绝境。即便如此，集团的资源也始
终向我们倾斜，钱董自己还身先士卒，四处奔走帮我们寻找
支持。”吴少刚说。

承诺不难，难在始终信守承诺，更难在这种信守有时要
不计生死。

2006 年，在第一代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电脑
问世并即将产业化的关键阶段，梦兰担保的一家不锈钢企业
突然倒闭，钱月宝以极大的勇气和担当承担下这笔近 4 亿元
的债务，稍有不慎，不只是几十年心血付诸东流，更会影响
到两千多名职工的生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她依然坚持
为龙芯输血。 15 年来，梦兰先后投入 2 亿元支持龙芯发
展。尽管与市场上动辄巨资的项目相比有些少，但这却是梦
兰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全部。

科学家的执着与钱月宝的真诚就这么发生了化学反应。
那么多年来，“龙芯”骨干多次拒绝高薪诱惑，始终奋

斗在国产自主芯片研发的第一线，保证了核心技术路线的延
续性。龙芯也不辱使命，从家用电脑到大型服务器，从石油
钻探钻头到翱翔太空的北斗卫星，越来越多的龙芯上天入
地，为国家的信息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在龙芯电脑展厅，记者看到了龙芯系列的最新产品。一
排跳动“龙芯”的台式电脑运行流畅，不论是看视频、看网
页都和市场上主流电脑无异。唯有操作界面左下角的那个菜

单按钮变为了一条红色的龙，暗示着它的身份。
“这个最新款龙芯的性能在同主频的情况下与市场上

主流芯片相当。现在最缺的是应用，只要用的人多起来，

我们就能不断改进，让龙芯越来越好。”吴少刚说。
抱诚守真终迎曙光。去年，全国上下对自主可控芯片的认

识进一步统一。作为目前国内最成熟的国产芯片之一，龙芯获
得了来自政府的重要订单。今年，梦兰龙芯产业化基地正在为
新款龙芯量产作准备，力争将整条产业链实现自主化。

走进梦兰的会客厅，作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张张在
全国两会期间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挂满墙头。钱月宝
说，这里是她的“加油站”，每当快挺不住了，她就会在这
里坐一坐，看一看。“梦兰做龙芯以来，得到了多位国家领
导的关心，做不好龙芯，我愧对领导嘱托。”

“不做龙芯，会是怎样？”

用主业养副业不少见，但在梦兰，“绣花针”不仅仅要
撑起龙芯，还要撑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不做龙芯，家纺业务应该已经上市，老钱也不会那么
累。”梦兰集团工会主席沈惠英如此回答记者。

作为 40 多年前跟随钱月宝创业的“八姐妹”之一，沈
惠英一直是钱月宝的左膀右臂，对她的这份执着有着自己的
理解。“老钱是个苦出身， 16 岁就没了爸爸。没能尽孝是
她的心病。所以做家纺做龙芯，她都是想让别人过得好，结
果越是做得多，担子就越大越放不下。”

从 1972 年 8 个人、 8 根绣花针、几台绣花机、 2 万元
贷款干到如今拥有 2000 多位员工，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集
团，梦兰品牌也有了很好的市场和声誉，发展起来的梦兰逐
渐承载了全村人的希望。

1997 年，梦兰第一次企业转制，钱月宝坚持为村里
留下 30% 股份。在 2001 年的第二轮转制过程中，她再次
顶住压力，靠着企业发展帮助梦兰村集体拥有的股份价值
从 615 万元升值到 2003 万元。与此同时，梦兰累计投入 1
亿多元让全村村民住进花园别墅，平均每户村民承担的费
用仅为 4 万元。

如今梦兰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 4 . 38 万元，是常熟农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 . 4 倍，劳动力就业率和社会保险参
保率均达到 100% ，过上了“人人有活干、户户是股东、
年年有分红”的幸福生活。

除了带动一村人致富，钱月宝也热心于公益事业。几十
年来，她个人和集团捐款捐物达 2 亿多元，先后资助了千名
失学儿童，成为不少孩子们心中的“梦兰妈妈”……

满脑子都是他人的钱月宝，不得不把最亲的人“放在脑
后”。

“不做龙芯，她应该会分更多的时间陪家里人。”钱珏
红说。

钱珏红还记得，在她小时候，每当看到邻居一家其乐融
融吃晚饭时就非常羡慕。因为她的父母工作时间不固定，要
么来得很晚，要么就分开吃。特别是做龙芯以来，自知知识
欠缺的母亲将本就稀少的在家时间多用来钻研电脑，更少过
问自己和弟弟的情况。

对于钱月宝来说，忘我付出的背后，有时是身不由己。
2007 年，钱月宝的爱人言穆胜被查出身患重病。直到爱人

去世那天上午，她还在忙着处理向上级汇报龙芯电脑的最新进
展，协调与高校共同开发新电脑应用教材等事宜。直到下午稍
闲下来的时候才发现，静音的手机里有一长排未接来电……

“我没想到做龙芯那么苦，但如果不做，我会后悔一辈
子。”钱月宝认真地说，“当初选择做龙芯，我就是看好它
有能力让更多的人用上自己国家产的电脑，如今这个梦依旧
遥远，但我们正在靠拢。”

去年，梦兰受全国范围内的“去杠杆”等因素影响，部
分授信突然被取消，流动资金出现了困难，另一头，最新型
号的龙芯已研制成功，等待量产。古稀之年的钱月宝再次挺
身而出。“她白天四处奔走求助，一到晚上就独自一人长久
沉思，每每还要靠安眠药入睡。即便如此，她也很少向身边
的人诉过苦。”沈惠英说。

因为信任所以跟随

走进梦兰的智能化车间，当初妇女们围坐一团穿针引
线的场景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科技感十足的立
体化的生产线：一台台新式设备自动将原料注入被芯、床
垫中，再由吊挂生产线从空中将被芯、床垫送入下个环节
进行缝合，整个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质
量抽查。

“这套我们自己研发的生产线整合了梳棉、绗缝、包
边、检验、检针等环节，能节约 80% 的劳动力，生产效率提
高 5 倍以上，已经被评为‘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梦兰
集团副总经理、智能车间项目负责人何明说。

尽管为了支持龙芯，梦兰的家纺业务多年来未能实现大
规模扩张，但不断的技术创新还是让这里孕育着希望。去
年，梦兰家纺业务营收超过 10 亿元，其中过半数是出口国外
赚取的外汇。

走出车间已是正午时分，一群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梦
兰集团的大楼里鱼贯而出，他们或走向食堂，或走向不远处
洋楼。人群攒动，让空气里那股家常菜的味道更加诱人。

“多少次我想过放弃，但是那么多人对我的信任让我不
能停下。令人高兴的是，在梦兰村，年轻人都没有出去，他
们都是未来的希望。”钱月宝说。

“从 1991 年钱月宝第一次当梦兰村书记起，每次村里选
举，她都是满票当选，大家信任这个带头人。”村民钱巧林
说。

一个农村妇女和第一块国产芯片的传奇故事
靠 8 根绣花针起家的知名家纺企业家钱月宝，冒着极大市场风险与中科院签约共推国产芯片——— 龙芯产业化

苏州常熟有个沙家浜，这

里曾诞生了《沙家浜》这一出家

喻户晓的抗战故事。故事里的

阿庆嫂深明大义、胆大心细，备

受世人推崇

改革开放后，常熟的一个

小村子里又走出一位“当代阿

庆嫂”。她在风云际会的时代里

靠着绣花针带动全村老小发家

致富，更主动担当国家重托，竭

尽所能支持国产芯片——— 龙芯

的研发应用

她，就是梦兰集团和梦兰

村的带头人——— 钱月宝

钱月宝（中）与“龙芯”主要研发人员张
福新（左一）、吴少刚（右一）谈论“龙芯”新产
品研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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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栋才

认识并宣传公安干警陈虎，缘于一次调研座谈时的好
奇。

工作生活中，但凡我们加微信，不是亲戚，就是好友。
但陈虎介绍，其微信好友中有 600 多人，其实他并不认识。
不认识的人，怎么要加入微信“朋友圈”呢？

“他们大部分是当地普通群众，里面不少是有信访诉求
的人。”陈虎给记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全面放开微信，加入无需验证，欢迎咨询问题，感谢
支持公安。”这是他微信号上的备注。“担当！”一名群众
简洁的点赞，让记者心头一热。

其实，处理信访案件，并不是陈虎的“本职”。但他
说，处理信访案件是他的“本能”。

从基层派出所，到县公安局，再到如今的十堰市公安局
经济开发区分局。一路走来，陈虎处理了不知多少起信访案
件，开放的微信好友也越加越多。他把微信号绑定手机号，
不管来电熟悉与否从不拒接。

2010 年底，当地两名村民，因宅基地发生矛盾，多次
争吵打架。“处理不好，就去市里、省里上访！”一开始，
两家都放出狠话。

宅基地是农村人的命根子。农家出身的陈虎，知道这起

纠纷的份量。他和同事给双方反复做工作，并组织村委会、
街道办、律师事务所协助调解，后来甚至请当地电视台栏目
组参与调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数十次的艰难调解，
两个“冤家”最终握手言和。“我忘不了陈警官的大恩大
德，我们全家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当事人给陈虎发来
微信。

“小警陈虎”，这是他的微信名。陈虎自称“小警
察”，但在当地群众眼里，他可是个“大能人”。一名街道
办事处的干部说，一些积压多年的信访案件，找到他总能
“化腐朽为神奇”。

2013 年，陈虎在竹溪县工作时，一名当地群众找到他
哭述，其儿子 16 年前被人拐卖，孩子母亲因受思念折磨，
患疯癫病而去世，本人现在又身患癌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
见儿子一面。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这种痛苦感同身受。”陈虎与同
事迅速展开全力侦查，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侦办，最终把
两名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并辗转多地将其已结婚的儿子找
到。

这对父子团聚时，时年 60 多岁的老人，“扑通”一声
给陈虎跪下。老人在自家大门上，歪歪扭扭地写上这样两句
话：“感谢共产党，感谢公安局”。困扰老人 16 年的心愿

终于达成，中央电视台为此拍摄了纪录片《九成子回家》。
处理信访案件，光有热情还不够，还得有“本事”。接

到信访案件后，陈虎有一套自创的处理流程，研究、走访、
约访、调处、结案；他还有一套屡试不爽的“五心”接访
法，暖心接访、诚心倾听、细心记录、同心查核、公心调
处。

陈虎虽然堪称接访的专家，但信访并非公安一家的事，
更不是他自己份内的职责，但他就喜欢多管这样的“闲
事”。当地干部群众这样告诉记者。

去年，陈虎到十堰市经济开发区工作后，发现有十几起
因企业改制、征地补偿、建房质量、退伍安置和案件判决等
原因引发的信访积案。他认为，这些案件虽然与公安机关本
身无关，但都与当地的和谐稳定有关，于是主动申请约访并
最终圆满调处。

“视信访群众为家人，把群众问题当家事”。这是陈虎
把普通群众，尤其有信访诉求的群众，加入微信“朋友圈”
的初衷。

“这几年，你一共处理了多少起信访案件？”记者想要
个具体的数字。

“不知道，也没刻意记。矛盾不上交，信访不越级。十
几年来，我工作过的几个单位，从未发生因公安事由赴省进
京上访的事件！”陈虎对此颇为自豪。

一名公安干警和他陌生的微信“朋友圈”

▲“小警陈虎”微信截图。 （图片来自网络）

▲钱月宝与“龙芯”产业化基地研发人员
在一起试用最新研发出的“龙芯”自主可控计
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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