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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

814

厂
：

新时代的
“

小延安
”

■

本报记者程莉莉
在外人看来

，

814

厂似乎始终与这个时
代保持着一定距离

。

或许正是这种距离感
，

使
得

814

厂铸就和传承了一种特殊的企业文
化

。

这是一家国防企业
，

厂址选在一片与世隔
绝的山坳里

，

至今已有三代人在此扎根
，

他们
的身上肩负着维系和发展国防事业的重任

。

一位历经沙场
、

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
814

厂住了一段时间后
，

临别时只说了一句
：

这里让我想起了延安
……

忠诚
在厂区一片静静的山岗上

，

翠柏傲挺
，

青
碑林立

，

展现着
814

厂第一代创业者劈山而
过的风骨

。

上世纪
60

年代
，

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

，

来自大江南北的精英们汇集在这片热
土上

，

同洒青春热血
，

共铸报国信念
。 “

为了国
防事业

，

父辈们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

坚守这份事业
，

我们无怨无悔
！”

这是
814

厂第二代
、

第三代的国防情结和信仰根基
。

创业不易
，

发展弥艰
。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
断深入

，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积弊和
陈旧思维严重制约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

2000

年
，

工厂陷入了严重政策性亏损
、

濒于
停产关门的危局

。

2001

年初
，

在关乎企业生
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

临危受命的杜伟华带领
他的团队

，

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车间
、

下班组
、

询师长
……

苦苦探求拯救企业之路
。

在冷静分析了行业现状和国内外形势
后

，

领导班子制定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并
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

，

先后撰写
12

份专题报
告和分类规划

，

秉书力陈
，

得到国家高层的关
注和有关部委的支持

。

2005

年
3

月
，

一位德
高望重的老将军在视察

814

厂时感叹
：“

感谢
伟华同志的战略分析和真实反映

！ ”

出身军人世家的杜伟华
，“

精忠报国
”

的
人格色彩异常强烈

。

在他身上找不到时下一
些老板的普遍特征

。 “

他脑子里只有国防事
业

，

想的就是
‘

壮国威
、

强企业
、

富员工
’

这些
愿景目标

。 ”

厂办公室主任王芳说
。

在他的感召下
，

814

厂所有的党员
、

干部
和职工群众筑起了国防建设的坚强堡垒

，

企
业一年扭亏

，

三年产能提升
45%

，

五年实现技
术升级换代

，

职工收入九年
“

翻三番
”，

迎来了
决胜明天的发展局面

。

“

在深山峡谷之中
，

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
情况下

，

我们既有创业艰辛
，

也有奋进辉煌
；

既有徘徊低迷
，

更有拼搏崛起
，

我们的每一
步

，

都凝结着拳拳爱国之心和悠悠报国之
志

。 ”

5

年后
，

登在
《

求是
》

杂志上的这段话
，

是
814

厂对于
“

忠诚
”

这两个字的真实诠释
。

奉献
甘居山坳

，

默守平凡
。

814

厂三代核工业
人

“

壮国威
、

强军威
”

的雄心壮志和
“

铭记使

命
、

恪尽责任
”

的坚贞情怀
，

如同大山一样厚
重

。

在不了解他们的外人眼里
，

这群山里人
是

“

另类
、

落伍
、

死脑筋
”

的代名词
，

但
46

年的
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

，

已使
814

厂人做到了
“

心力不被外物所奴役
”，

形成了一种
“

立得
住

、

留得下
”

的精神境界
。

面对外界的冷嘲热

讽
，

一位普通职工这样说
：“

没有国防就没有
民族的脊梁

，

大山大沟的人不是观念落后
。

干
这个事业

，

总得有人做出牺牲
！

我们的厂长不
就放弃升迁入京的机会

，

选择和我们战斗在
一起了吗

？ ”

大停电
、

大地震
、

堰塞湖
，

面对突如其来
的灾害

，“

危情就是命令
！”

在家休息的
814

厂

干部职工
，

都会第一时间赶到自己的岗位
，

投
入抢险奋战

。

2006

年
7

月
31

日
，

当供水车间
35#

泵房成功处置大停电危情后
，

职工们发
现队伍中多了一位老者

，

原来是摸黑步行数
公里赶来抢险的

67

岁退休职工邓祥友
。

他
说

：“

这里永远是我的岗位
。 ”

2007

年
4

月
，

在得知厂里生产急需关键
数据的消息后

，

刚刚在外地做完肿瘤切除手
术才三天的高级工程师彭晓莉

，

不顾医生的
责备和母亲的嗔怪

，

拖着羸弱的病体
，

乘汽
车

、

坐火车
，

辗转赶到办公室
，

强忍伤口的疼
痛

，

一直工作到凌晨
2

点
，

当最后一个数据报
出时

，

她却被急救车送到了医院
……

守土有责
，

奋争不止
。

危急中
，

厂领导一
线指挥抢修

，

雨里一泡就是一宿
；

为了清理被
淹厂房

，

党员干部第一个跳进泥浆里
；

42

摄
氏度高温的试验场上科研人员不顾个人安
危

，

细细打磨易爆装置
……

他们早已把自己
的一切交给了这方热土

，

交给了这份轰轰烈
烈的事业

。

和谐
近几年

，

一座座漂亮精致的小高层公寓
在某旅游名城市郊拔地而起

。

这是
814

厂职
工共同的美好家园

———“

红华苑
”。

2003

年
5

月
，

退休工人马世富一家高高
兴兴地搬进

“

红华苑
”

新型生活基地
，

住进
120

多平方米的新居
，“

真没想到
，

退了休还

能够搬出大山
。 ”

2009

年
，

1800

套新房的钥匙
交到了职工手里

，

近
4000

万元的住房补贴及
时到位

。

“

红华苑
”

承载着
814

厂老老小小的心愿
和梦想

，

而以杜伟华为首的领导团队把梦想
变成了现实

，

兑现了
“

一定要把职工家属带出
大山

”

的承诺
。

安居工程被誉为在国家没有任
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

，

完全依靠自身发展和
市场运作解决军工企业安居问题的成功典
范

。

如今
814

厂老一辈人走出了深山坳
，

在
优美舒适的环境中颐养天年

；

新一代核工业
人过起了新型生产

-

生活模式
，

职工们的天
地豁然开阔

。

“

厂领导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来操持
，

我
们每个班组也要操持好自己的

‘

小家
’。”

供电
车间女班长谢素梅说

。

来自生产一线的职工
宋敏忠介绍

，

凡涉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

改
革发展举措

、

关系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等

，

都必定通过民主程序议决
。

2007

年
，

814

厂荣获
“

全国厂务公开
、

民主管理先进企业
”。

“

厂里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
，

在去年金融
危机

、

就业难的情况下
，

千方百计解决了子女
就业

，

还投资数百万元购置大型优质的医疗
设备

，

再也不用为生病检查发愁了
！ ”

供水车
间主任杨建辉感叹道

。

“

没想到几年前还在愁厂子垮了咋办
，

现在前途一片光明
，

收入翻番
，

能考虑的福
利待遇厂里都替我们考虑到了

！ ”

一分厂
101

车间的张巨林由衷感慨
：“

在这样一个
温馨的大家庭里

，

我们没啥说的
，

就三个字
‘

好好干
’。 ”

“

在那里深藏着我们的梦
……

在这里奉
献着我们的爱

……”

清晨
，

春日的暖阳晖映山
谷

，

社区广播传来了
814

厂厂歌
。

“

延安
”

今犹在
，

精神永生辉
……

(

上接第
1

版
)

寻水之路充满艰辛
。

一处没有
，

别处再
挖

，

还没有
，

再挖
……

从找水到挖水
，

陈秀泰
用了大半个月

。

这股地下水从田里通过
１０００

多米管线引到了家里
，

水管搭在一个
大木桶上

，

水质清清亮亮
，

水量不小
。 “

除了
人饮

，

多少还能灌溉
，

挽回油菜的一点收
成

。 ”

陈秀泰说
，

村民纷纷按照他家的模式挖
田找水

，

现在已有近
３０

户村民打出水来了
。

贵州威宁县斗古乡的人们则是在几公
里外的峡谷里找到了水源

。

斗古乡距县城
８８

公里
，

与云南相隔一
条牛栏河

，

是威宁县这次大旱中饮水最为
困难的乡

。

当地党委政府去年
１２

月就着手
找水

，

找了一个多月
，

最终在牛栏河边找到
一处地下水源点

。

多方筹集了
２０

多万元
，

买上水泵水
管

，

全乡
２０

多名党员干部带着洋芋
、

面条
进了山

。

铺水管
、

架电线
，

天天干到半夜
。

经
过

１４

天艰苦施工
，

２

月
５

日
，

地下水在
３

台变压器和
５

台抽水机的推动下
，

经过
３５００

米的管路从牛栏河峡谷源源不断地
汇集在中关村的一口小山塘里

。

自从通了水
，

５５

岁的村民陈小二就在
抽水沿线的一处悬崖边安了

“

家
”。“

崖下离
不得人

，

山塘蓄满了要关闸
，

停电了要关
机

，

还要维护好管线
。

群众
、

庄稼都需要水
啊

！

村干部
、

乡干部都带头下悬崖勘查水
源

，

我也要出点力
。 ”

陈小二说得坚决
，“

老
天一天不下雨

，

我就一天不回家
。 ”

崖上临时的
“

家
”

里
，

一床被子
，

一张塑
料布

，

一床破了洞的毡子
，

就是睡觉的地
方

。

三块石头支起的炉灶
，

就是
“

厨房
”。

因
为风大

，

没法支帐篷
，

老陈望着星星入睡
。

碗口粗的管道把地下河水引来
，

哗哗
地往山塘里灌

，

村民们在塘边排队挑水
。

他
们说

，

去年
１２

月前就缺水了
，

那时要到陡
峭的山下取水

，

下去
１

个小时
，

背上水回来
３

个小时
。

如今
，

这个
５

级提灌工程每天把
１２００

多
吨水送到家门口

，

解决了乡里
４５００

多人的饮
水

、

７０００

多亩田地的灌溉
，

几千亩苹果树
、

烤
烟和核桃林的收成也有了指望

。

打水井
、

建水柜
、

筑塘坝
、

截潜流
、

掏山
泉

，

一场找水自救的战役正在西南各地打响
。

水滴石穿
，

这是水的韧性
。

而这场战役必
将以胜利告终

，

因为
，

大战面前
，

人们的意志
坚韧如水

。

“

再骑
６

公里山路就到了
，

我
隔三天给他们送趟水

”———

困境之
中

，

他们的行动上善若水
两桶

５０

公斤的水
，

从县城防汛抗旱指挥
部送到

４２

公里外大石山里
“

五保户
”

蒙正容
的家

，

需要多长时间
，

经过多少人的努力
？

３

月
２３

日
，

我们在广西旱情严重的巴马瑶族自
治县跟踪了一趟

“

爱心接力送水
”。

早上八点半
，

个体户何智刚组织的
“

寿星
车友抗旱队

”

就到防汛抗旱指挥部院子里集
合装水了

。

这是一支
“

杂牌车队
”，

各种排量的
家用轿车

，

还有带货斗的轻型卡车
，

是县里一
群朋友自发召集起来的志愿车队

，

２

月份就
开始义务下乡送水了

，

每周一两次
。

一辆车能装
１０

桶水
，

１３

辆车才装
３

吨
多

，

不及一辆专用水车
。 “

虽是杯水车薪
，

但尽我们的力
，

能送一趟是一趟
。 ”

何智刚说
得真切

。

九点半
，

车友队出发了
。

山路崎岖
，

打着
双闪灯的车友队在之字形的山路上蜿蜒前
行

，

远远看去像是一条扭动的
“

水龙王
”。

１１

点
，

行驶
３６

公里后抵达东山乡文钱村集中供
水点

。

村支书蓝海金早就带着一支志愿摩托
车队和一支志愿妇女背篓队翘首等候

。

村委会的墙上张贴着这个供水点的责任
牌

：“

供水范围
：

一至六屯
１２５

户
４３５

人
，

供水
方式

：

群众现场取水
。 ”

像这样的集中供水点
，

巴马全县有
１１２

个
，

覆盖
１．５

万名需要政府送
水解决饮水困难的群众

。

除了何智刚的志愿

送水队
，

政府的送水车队至今已向供水点送
水上万辆次

。

“

五保户
、

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无法到供
水点来取水

，

我们就组织志愿摩托队和背篓
队送去

。 ”

蓝海金从何智刚的汽车里搬下两桶
水绑在村民覃万勇的摩托车上

。

覃万勇指了
指远处重重石山里看不见的地方说

，“

再骑
６

公里山路
，

就到蒙正容家了
。

他是智残
，

爱人
又腿瘸

，

我就隔三天给他们送一趟水
。 ”

若是摩托车也开不进的山里人家
，

就由
妇女背篓队送去

。

村支书的爱人就在背篓队
里

，

她说
，

背一桶水走山路
，

手脚并用
，

来回
一趟要半天

。

车载肩扛的志愿者们一会儿就消失在
山路尽头

。

将近下午
１

点
，

覃万勇打电话告
诉我们

，

５０

公斤水已倒进蒙正容家的大水
缸

。

“

上善若水
，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爱心
送水

，

人们送出的是大灾当前迸发的人性光
辉

，

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优良美德
，

是战
胜灾难

、

超越灾难的力量和精神
。

在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牙必克村
，

村民小组长施云安已坚持义务为村民送水
三个月

。

他开着自家农用车到四五公里外的
水源地拉水回来给乡亲们饮用

，

起早摸黑
，

每天少则送三四趟
，

多则五六趟
，

２０

来吨水
够全村人一天吃用

。

乡亲们要凑钱给他
，

他
笑着拒绝

，“

我不是为了钱
！

能为大家做点事
情

，

是我当尽的责任
。 ”

在广西巴马县那桃乡平林村糖乐屯
，

个
体老板卢振兴捐资

２０

多万元
，

为乡亲们打了
两眼水井

，

并架设管道
，

用水泵将水引入屯里
的水柜

，

解决了全屯
８０

多户
４３０

人的饮水困
难

。

第一眼
６０

米深的水井春节前就打通了
，

解决了大伙儿的吃水问题
；

另一眼
８０

米深的
水井完工在即

，

将解决全屯春耕用水
。

对自己
的义举不愿多谈

，

卢振兴只是说
：“

多年不种
田了

，

这次也买了
４

斤稻种播下了
，

看看自己
打出来的水井

，

浇灌的稻米甜不甜
。 ”

村里的玉米已长出一指多高
的绿苗

，

那是山区里唯一的新
绿

———

决战之时
，

他们攻坚之力
更胜于水

是战斗总要付出代价
。

抗击大旱的攻坚
战惊心动魄

。

３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

点
，

贵州长顺县长寨镇
冗雷村道路两旁摆满了花圈

，

当地干部村民
上千人洒泪送行献身在抗旱保民生一线的长
寨镇干部成名尧

。

为了帮助群众战旱魔
，

成名
尧连续数月带病坚守抗旱一线

，

因过度劳累
献出了

５４

岁的生命
。

当地干部班顶江指着冗雷村冲头组已种
下的

１３９

亩杂交玉米告诉我们
，

这里就是成
名尧和其他

５

名镇村干部负责的现代科技农
业示范点

。

玉米已长出一指多高的绿苗
，

那是
山区里唯一的新绿

。

班顶江回忆说
：“

在办点示范过程中
，

由
于干旱缺水

，

成名尧心急如焚
，

走村串户动员
群众

，

起早摸黑带领大家拉水浇地
。 ”

从
２

月
２４

日到
３

月
１１

日的半个多月里
，

成
名尧带领的抗旱小分队共给群众运水

４０００

余立
方米

，

浇地
１３９

亩
，

组织群众投工
１０００

余个
。

种植示范点的玉米发芽了
，

成名尧却因
劳累过度

，

身体每况愈下
。

同事和家人都劝他
去医院检查

，

他却说
，

等把这段时间忙过再
说

。

３

月
１１

日
７

时
３０

分
，

成名尧在组织群众
抗旱保苗时

，

突然出现剧烈腹痛
，

因过度劳累
引发上消化道出血

，

经抢救无效于次日病逝
。

在抗旱保春耕的关键时刻
，

像成名尧一
样忙碌奔波的身影在西南大地随处可见

。

大旱之下
，

传统的种植办法不奏效
，

农技
人员奔走于田间推广抗旱节水技术

。

在广西凤
凰乡一处保春耕示范区里

，

县农业局干部韦宇
宏带领我们来到一个黑色棚子前

，

但见棚里密
密麻麻生长着一指高的玉米苗

。 “

这些都是种
在营养杯中的玉米苗

。 ”

韦宇宏说
，

棚里共有
１０００

个营养盘
，

每个盘里有
６０

株玉米苗
，

一旦

种植条件成熟
，

可移植到
１０

亩玉米地里
。

现在
，

这个县已有
６０％

的水田无法按
时春耕播种

。

韦宇宏说
，

如到
３

月底旱情仍
无改观

，

农技人员将引导水稻种植区农民
种桑养蚕

。

与巴马县一样
，

灾区各地在拉水
、

提
水

、

引水抗旱保苗的同时
，

还积极引导农民
自觉调整种植结构

，

扩大旱作种植面积
，

推
广抗旱节水技术

，

为春耕生产做好充分准
备

，

力争做到小春损失大春补
。

３

月
２０

日
，

记者来到温家宝总理春节
到过的广西三石镇巴造村

。

一个多月过去
了

，

依然天旱无雨
。

但上级紧急拨款
１０

多
万元修建的应急饮水工程已经发挥作用

，

成了村里唯一的水源
。 “

人够喝
，

只是种地
还是没办法

。”

村民黄启思带着我们来到一
片干透的水田

。

龟裂土地的裂缝有一拇指
宽

，

裂缝间留下了许多干死的田螺
，

踩在田
里

，

坚硬的泥土如同水泥路面
。

如今在旱区
，

所到之处
，

机关办公室除
留守值班人员外

，

人们全部扑到抗旱一线
：

水利和消防部门积极调度车辆送水下乡
，

财政部门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

民政部门及
时发放救济资金和物资

，

气象部门随时做
好人工降雨准备

……

能攻坚者莫胜于水
。

崖头滴水
，

穿石而
过

；

浪击礁石
，

迎头而上
。

党员干部日夜奔走的身影
，

给了灾区群
众信心和希望

：

只要是困难的时候
，

就有党和
政府同在

，

无论多么困难
，

都会无往而不胜
。

旱情
，

仍在发展
……

村落里
，

田野上
，

抗大旱
、

保民生
、

保春
耕的身影日夜川流不息

，

如同那盛开的木
棉花一样灿烂

，

一样坚强
！

为水而战
，

比水
之力

。

他们正在用双手创造新的奇迹
，

创造
更加美好的明天

。

（

执笔
：

郑晓奕
；

参与采写
：

董振国
、

张
辛欣

、

王丽
、

周芙蓉
、

任芳
、

浦超
）

（

新华社南宁
３

月
２５

日电
）

为水而战
———

记西南旱区的普通人

3

月
20

日
，

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兰木
镇纳核村纳辉屯村民为运用旱育秧技术
的秧田浇水

。

新华社记者李斌摄
3

月
23

日
，

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
东山乡的山间道路上

，

一队送水车队在为旱区
群众运送爱心水

。

新华社记者李斌摄

3

月
12

日
，

在贵州省水城县发耳乡发耳村
，

两
位村民在一新水源点建水井

。

新华社记者杨楹摄
3

月
23

日
，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乡文钱村群众从取水点取水回家
。

当日
，

政府和爱心人士
为文钱村群众送来了饮用水

。

新华社记者李斌摄

3

月
24

日
，

云南宣威市热水镇营沟
村上营第三小组组长张荐

（

左
）

在取水点
帮村民装水

。

新华社记者何俊昌摄

重庆
“

组合拳
”

抑房价

7

年家庭收入
能买上一套房
新华社重庆

３

月
２５

日电
（

记者朱薇
）

记
者从正在举行的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１６

次会议上获悉
，

重庆将采取
４

项措施管理
好商品房

，

防止房价不正常波动
，

要让百姓用
６

至
７

年的家庭收入能买上一套商品房
。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表示
，

要管理
好商品房

，

首先就要保证对商品房的投资量
达到供求平衡的状态

，

要保证市场上的商品
房既不能太多

、

也不要太少
。

目前
，

重庆对商
品房的固定投资量要保持在社会总投资量的
２５％

，

若超过
４０％

，

就可能导致房地产业泡
沫

；

其次
，

是对商品房建设总量的控制
；

再次
，

通过控制土地拍卖价来调控房价
。

拍卖土地
高价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

控制土地拍卖
价可达到控制房价飙升的目的

。

一般来说
，

土
地出让金的价格会占到房价的三分之一左
右

；

最后
，

还要对高端房进行遏制
。

黄奇帆说
，

事实证明
，

高端房的价格会对
中端房带来影响

。

不建议普遍征收物业税
，

建
议对高端房征收

“

特别房产消费税
”。

此外
，

黄奇帆还表示
，

重庆大规模推出公
租房

，

既是政府调控房价的
“

稳定器
”，

也是调
控住房市场供求的

“

缓冲器
”，

重庆将建立起
“

低端有保障
、

中端有市场
、

高端要约束
”

的城
市住房供给体系

。

财政部公开
“

国家账本
”

今年民生支出安排
8000

多亿元
，

比上年增
8.8%

，

仍是
预算安排重中之重

本报北京
3

月
25

日电
（

记者程莉莉
）

今
天

，

财政部公布了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10

年中央财
政预算数据

，

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介绍
说

，

在去年首次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四张表格
的基础上

，

今年公开的范围增加到十二张预
算表

。

预算信息公开性和透明度进一步提高
。

据悉
，

今年财政收支矛盾仍比较突出
，

将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

重点主要体现在
五个方面

：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

扩大居民消费
需求

；

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资
，

着力优化投
资结构

；

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
，

引导企业投资
和居民消费

；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保障和改善
民生

；

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调
整

，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据介绍
，

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
2010

年预
算安排的重中之重

。

尽管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

但财政部门将积极调整支出结构
，

继续加大
对民生的支持力度

，

努力让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

今年
，

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
接相关的教育

、

医疗卫生
、

社会保障和就业
、

保障性住房
、

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安排合计
8077.82

亿元
，

比上年增加
651.34

亿元
，

增长
8.8%

。

具体来说
：

安排教育支出
2159.9

亿元
；

安排医疗卫生支出
1389.18

亿元
；

安排社会
保障支出

3185.08

亿元
；

安排就业支出
397.17

亿元
（

加上列入其他科目的就业资金
为

432.67

亿元
）；

安排保障性住房支出
632

亿元
；

安排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14.49

亿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