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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望百年风云，我们党在内忧

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本报从今日起特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下设的“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栏目主要宣传报道企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各项工作的

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红色足迹”栏目则主要追寻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留下的红色遗迹，缅怀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

程，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专栏将与读者一起循着革命前辈的足迹，走进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要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奋勇向前，砥砺前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荫文化磨合是股份制企业运转和发展的

必要条件

不同的股东为股份制企业带来不同的文

化，相处时会有不习惯，会有怪异感，会有摩

擦。磨而能合，则构成优势互补，能量叠加；磨

而不合就会成内耗，会成抵消。

玉柴自 1992 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1993
年增加了境外股东，1994 年在纽约上市，增加

了公众股东。

单一的国家股东管理下的玉柴富于拼抢

意识，擅长团队精神的建议，擅长理想驱动和

荣誉驱动，擅长争取和运用中国政府给予的条

件快速进取，偏重在公司与雇员之间建设一种

长期、稳定、相互负责的关系。陆续投资玉柴的

境外股东则特别注重投资效能、资产质量、成

本控制和现金流状况的改善。

1992 年至 1994 年中国经济膨胀式发展。

玉柴的新老股东刚刚结合，处于一个能够容忍

对方怪异之处的蜜月期。比如，玉柴集团法人

股东初始无法理解和接受坏账准备金的提取

原则，觉得这个东西既怪异又讨厌；而境外股

东却像念咒语泼冷水一样，偏要把它弄得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时间长了，感觉变了，感到它

不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那一条箍，而是保护企

业、保护股东权益的“盔甲”。

比如，境外股东无法理解企业外购件质量

保证体系的意义和作用，他们和欧美的许多制

造商一样，睁大眼睛发问：“既然花了钱，就应

当得到合格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我们去组织质

量保证？”时间久了，磨合多了，他们开始明白

在中国国情下，“外购件质量保证体系”不仅是

一个必要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必须获得完全成

功的重大的系统管理项目。

1992 年至 1994 年经济气候适宜扩张，玉

柴新老股东文化磨合又比较顺畅，经营规模得

以迅速扩大。1994 年对比 1991 年，销售额自

2.7 亿元增至 20 亿元，利润自 2200 万元增至

4.8 亿元。自 1992 年起至现在，玉柴的产销量

与市场占有率始终领先于中型车用柴油机的

制造业。

荫文化磨合的三要素院信任尧竭诚尧有效监督

首先是信任。

信任出大器。大志、大商、大勇、大度、大量

都是大器的表现。企业要拼抢最好或更好，文

化磨合要能够兼收并蓄，集合最优，所有者代

表和管理者代表都应当大器。造就大器的条件

有许多，首当其冲是信任。股东之间、股东与管

理者之间、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要有

信任。发现 1%乃至 1译的人员失职、失误或剽

窃，就假设那个 99%或 999译都可能是追随

者，如此氛围，大器从何而来？！

信任出愉快。人有两求，一曰物质，二曰精

神。物质回报求相抵劳务付出；精神上则求愉

快，台湾人叫开心，香港人叫中意。其他因素可

能导致愉快有加有减，信任与否则具有否决性

质———得不到信任绝无愉快可言。没有愉快就

没有主动，也不会有大度，都会构成文化磨合

的障碍。

信任应当有，否则你为什么加盟？为什么

投资？

信任必须有。如果原有的信任已经失去，

那就应当通过股东结构的调整或其他人事调

整把新的信任建立起来。

其次是竭诚。

用心要诚、用力要竭叫竭诚。用通俗话说，

竭诚就是不留底，不绕弯，不藏话，不记恨。只

有竭诚才能沟通，才能合作，才有效率。沟通合

作就是磨合。

其三是有效监督。

监督必须要，效果必须有。这里说的效果

既有成本效果，也指工作效率。

实现有效监督的方法是完善章程、精心决

议、放手支持、定期检查。

完善公司章程有利于不断维护所有者对

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还能够排除所有者为经营

者无限负责的危险。

精心决议可以分期细化对经营者必要的

制约，以进一步降低所有者风险。

放手支持是指在大事被掌控的前提下面

对千变万化的日常经营工作，股东之间或所有

者对管理者所应有的态度。

定期检查。先决议检查周期与方法，后告

诉被检查对象，既不搞突然袭击，又避免放任

自流。到期一定检查，原则一定坚持。

有效监督的对立面是负效监督。主特征是

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大事糊涂拎不清，小事包

办搞不好，股东之间怨声载道，哪能产生文化

磨合？！

荫环境好袁易磨合曰环境差袁难磨合但更要

磨合

道理是浅显而易见的。

文化磨合既然如此重要，那就应当志在必

成，事在必成。

文化磨合既需要沟通，也需要调整。只要

大局能够包容，首先应当考虑调整自己，适应

对方。

可以调整的内容当然还有其他，必要时应

当进行，直至能够实现文化磨合。否则公司不

能运作，不能存活，不能赢利，不能发展。

宗旨要真
（2000 年 10 月 31 日·便函-00-024）

转李天生、杨建军

抄覃月芳、吴其伟、庞志勇等同志

请阅读来函与照片，并请认真思考和讨

论。有三句话我划了线。第一句针对的是我们

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服务观和质量观。什

么“倾我所有，尽我所能”，什么“竭诚用户，诚

信天下”全是骗人的。三包期过了不能赔物可

以赔礼吧，如果腰肌劳损不能弯腰不能赔礼总

还需要对如此明显的制造质量问题做一番调

查吧？守在无锡大门口对待用户物不到、礼不

到、情不到、义不到，这是争夺市场还是拒绝市

场？是求生，还是自杀？

第二句应当引发我们考虑健全三包制度

本身，姑且不做太大的涉猎，起码像照片显示

的铸造缺陷如果查实是玉柴所为（含玉柴采

购），那我认为即使三包期结束，玉柴也一定要

赔偿。否则用户不理玉柴，天理难容玉柴。

我希望通过各位的努力重塑玉柴的服务

形象，至少让江苏乃至中国的多数人说玉柴人

比日本人好，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以上一篇，只是一句，叫做“宗旨要真”。玉

柴的服务宗旨要真，不要骗人，不要挂羊头卖

狗肉。我恭候各位大人有系统性、有预防性、有

补救措施的反应。

西部环保产业开发的风险
与回报
———2000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西部

论坛的演讲

西部环保（环境）产业的前景取决于西部

开发的成熟度，当然又决定了西部生态与环境

的未来。

由于有了深圳、海南、浦东等地的经验，西

部开发应当是，也完全能够是成熟的开发。而

“成熟”的主要标志是顾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面对环境则是全面体现和落实“预防为主，保

护优先”。

要使西部开发避免重走过去的弯路，真正

成为成熟的开发应当努力做到四个并举和四

个有效。

四个并举是：末端污染控制，生产过程控

制，清洁产品推广和环境开发利用同时并举；

末端污染控制是对已经发生的污染的治

理，它在环保（环境）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当程度

地决定了工业化进程（即开发）的成熟度。

生产过程控制则已经是“预防”和“保护”

的体现，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是零污染。

清洁产品推广是指推进有益于人体健康

和无公害产品、即绿色产品的消费与生产。其

理想境界是零资源废弃和零公害。

环境开发利用比环境保护更积极、更主动。

就像着眼于小康，便自然解决了温饱一样；着

眼于把生态环境开发成为具有国际优势的旅

游资源，自然也就保护了主人的生存环境。

渊此文系本报整理袁待续冤

■ 苗成标

“1938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在《解放》

第四十期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文章针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

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

战略作用……”如今，在山东能源重装集团

莱芜高端装备制造园区党支部书记“钉钉

群”里，大家一上班，首先看到的是“党史百

年天天读”，这是该园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学习‘党史百年天天读’，让我了

解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取得的

辉煌成就，使我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

莱芜园区油缸事业部伊英杰说。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莱芜园区

精心制定活动方案，让学习教育主体都

“动”起来，广大干部职工都参与进来，整个

学习教育扎实深入下去，不断走深走实。该

园区为每名党员送上《中国共产党简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等

党史学习教育“大礼包”，并制定《党史学习

教育学习计划表》，以基层党支部为单位，

采取个人自学、集体研讨、线上线下相结合

等方式，充分运用好“学习强国”“灯塔-党
建在线”等网络平台和手机客户端，引导广

大党员随时随地开展学习，不断把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取得实效。

按照学习计划，莱芜园区结合工作实

际，在自学的同时，积极组织干部职工进行

广泛学习交流和深入研讨。围绕“党员话初

心”主题，开展“讲述初心故事，践行使命担

当”为主题的教育分享活动，通过追忆入党

初心、回忆入党历程、讲述初心故事，教育

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洗涤心灵、净化思想、

坚定初心，进一步激发岗位建功的热情。

结合党史教育学习工作的开展，从 4
月初开始，莱芜园区不断丰富“主题党日”

活动内涵，大力实施“五个一”培根塑魂工

程，坚持每月向党员干部讲述一个初心故

事，重温一部爱国电影，分享一首革命歌

曲，走进一个红色地标，推荐一本党史书

籍，激励广大党员赓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

责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汲取精神力量。

与此同时，莱芜园区挖掘红色典型事

迹，利用身边的榜样，传承红色基因。老党

员曹曰明 40 余年笔耕不辍创作抗战小说；

1944 年 4 月入党、1947 年参军，历经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医刘

新岐和他战友们传奇故事……他们用鲜活

生动的案例，把红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

为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全覆盖，莱芜园区积极开展以“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主题的有

奖知识竞答走进车间。活动在园区 10 个事

业部巡回开展，主要内容涉及党史、党风廉

政相关知识，同时兼顾安全生产、质量提

升、两化融合、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利用

各事业部职工早会时间，采取现场提问、职

工抢答的方式进行。为提高职工竞答兴趣，

莱芜园区购买了肥皂、牙膏、牙刷等部分小

礼品，对答对题的职工现场奖励。

“通过参与党史知识有奖竞答活动，我

既学到了党史知识，又得到了小礼品，感到

十分高兴。”荣获“2020 年度全国煤炭行业

优秀团员”荣誉称号的青工颜炳南说。

莱芜园区邀请老干部、老党员参观新

园区，让老一辈建设者感受企业在改革发

展中的新变化；通过微信公众号、《莱芜机

械报》等宣传阵地，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

栏，及时报道各单位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优秀成果；编发《党史学

习教育简报》，截至目前，已下发 8 期；制作

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宣传牌

板，全面展现了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莱

芜园区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党史学习教育的

生动画面，激发了干部职工干好本职工作

的内在动力。同时，该园区通过举办庆祝建

党 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征文、“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读书会、主题演讲比赛、庆祝

建党 100 周年文艺作品展演、“弘扬劳模精

神、建设美丽园区”党员义务劳动、党组织、

党员“双报到”志愿服务、到莱芜战役纪念

馆接受红色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党

史学习教育“活”起来、“深”下去。

不仅如此，莱芜园区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聚焦基层困难

事、职工群众烦心事，把党史学习教育凝聚

的精神力量转化为职工群众办实事的生动

实践，以暖心举措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增强企业向心力、凝聚力。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当前，莱芜园区正处在转型升级、推

进市场化精益化‘两化融合’的关键时期，

通过对干部职工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引导

广大干部职工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精神力

量，坚定信心，明责担当，提升竞争优势，努

力打造国内一流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莱

芜园区负责人路星表示。

（长篇连载之五十）

王建明：动力大王的传奇故事

■ 唐霁

100 多年前，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中

华大地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上千名

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一面做工，

一面求学，寻找救国图强之路。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记者探访法国部

分城市，回望中国青年在这里探寻民族复

兴梦的青春岁月。

觉醒
走进蒙达尔纪独吉公园，假山水池旁

矗立的告示牌上一张黑白照片引人注目，

照片中是一群英姿勃发的中国青年。1920
年 7 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这里召集留法

学生会议，做了关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

的专题演讲。

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蒙达尔纪共同学

习生活中结成革命伴侣。蔡和森“猛看猛

译”多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

的书籍。除了学习，他们还在这里参加了

轰轰烈烈的学生和华工运动。

法国共产党全国执委会委员萨马巴

克斯评价说：“思想先进的中国青年，通过

与法国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和工会的联系

以及对报刊的刻苦阅读，发现了马克思主

义著作和思想。”

成长
记者驱车来到位于蒙达尔纪城郊的

哈金森橡胶厂，这里还保留着当年厂房的

外观。从 1920 年至 1927 年，数百名中国

青年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

长期研究蒙达尔纪的法国历史学者

让-路易·里佐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他

们生活条件艰苦，工资很低，了解法国工

人阶级的困苦，在政治上变得非常敏锐。

他们很快从工作实践上升到对政治的分

析，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

这些进步青年，在繁忙工作间隙交流

思想、分享各自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他们

中的一些人自此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的道路。1922 年 6 月，在巴黎西郊的布

洛涅森林空地上，周恩来、赵世炎等 18 名

青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邓

小平也加入这一组织。

斗争
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有家不起

眼的“海王星旅馆”，这里见证了青年周恩

来旅法期间的革命生活。

1920 年，22 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

赴法。他在 1922 年至 1924 年期间曾住在

这家小旅馆。在此期间，他白天勤工俭学，

晚上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法通讯，并发

起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展党团

活动，编辑革命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

光》）。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富春等都

曾在这间斗室共同工作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发生严重经

济危机，勤工俭学学生纷纷失业失学、陷

于困境。1921 年，法国当局停止发放留法

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与此同时，里

昂中法大学的中方负责人违背承诺，将留

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拒之门外。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蔡和

森、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回里

昂中法大学”运动，但在法国当局的镇压

下，运动最终失败。留在法国的赵世炎、周

恩来、李维汉等人，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继

续开展斗争，被迫回国的蔡和森、李立三、

陈毅等人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洪流之中。

在法兰西探寻民族复兴梦的
中国青年

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的女学生在蒙达尔纪
女子公学合影留念 （拍摄日期为 1920 至
1921 年间）

山能重装莱芜园区：
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山能重装莱芜园区党史知识有奖竞答进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