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学正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全面推动乡
村振兴的浪潮中，一大批乡镇企业生根开花，让农
民实现了从“种田能手”到“技术工人”的转变。 事
实上，乡镇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奋楫者
先》一书聚焦中国乡镇企业发源地之一的无锡，依
托大量档案史料和口述资料， 客观翔实再现上世
纪无锡乡镇企业敢为天下先，创造出“苏南模式”
经济奇迹的故事。

《奋楫者先》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由起步、
升腾、磨砺、转型四辑组成，串联起无锡乡镇企业
的 1956 年到 2000 年。 “当天，村子里红旗招展，锣
鼓喧天……这个高级社由 10 个初级社合并组
成。”1956 年 2 月 12 日，无锡的春雷高级合作社成
立，随后由 47 名木匠、拈船匠聚合成立的修船场，
拉开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序幕。 本书作者感慨，谁也
想不到， 这家在今天看来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修
船场，日后会被公认为“乡镇企业第一家”。

到了 1984 年，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创举犹
如石破天惊，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一包”即对所
有社队工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三改”即
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
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据记载，当时不到一
年， 就有全国各地的 30 多万人前来堰桥取经，堰
桥“一包三改”的风靡程度可想而知，它不仅吹响
了乡镇企业发展史上改革的嘹亮号角， 更极大激
发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实现了上世纪八
十年代乡镇经济发展的“惊人一跃”，千百年来以
土地为生的农民从此迎来了一个工业化、 城市化
发展的崭新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无锡， 集体企业发展郁
郁葱葱的同时，私营企业开始萌生。 《奋楫者先》讲
述了无锡航运公司的航船司机许林生辞职 “下
海”，自主创业的故事。 凭着抵债得来的数万元写
字板零配件， 许林生和全家人将其组装成儿童练
习写字用的磁性写字板，然后推着板车销售，每天
行走几十里路， 跑遍市县所有小学和幼儿园。 后
来，产品销路逐步打开，生意越做越大。 第二年，许
林生租用三间房屋，开始对外招收工人，扩大生产
规模，并向县工商局申领营业执照。 “经办同志说，
这在无锡乃至省里尚无先例，要汇报后答复。 ”许
林生回忆，后来县工商局以 0001 号为他办理私营
企业(独资)营业执照，创下无锡乡镇企业史上的又
一个第一。

从起步之初的春雷响起，到升腾时分的异军突

起，再到拥抱磨砺的商海弄潮以及勇于转型的喷薄
而出，《奋楫者先》以大量案例分析为基础，深度探
究乡镇企业发展的密码。 “在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
里，普通家庭不断宽裕的手头上，透过高速行驶的列
车车窗……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 乡村的
巨变有目共睹。 ”作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乡
镇企业都是极为重要的存在， 尤其它在国民经济
由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扮演了探路者的角色。

产业生机勃勃，乡村迸发活力。 站在新起点上
回眸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而是为了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诚如作者在结语中
写道：“在无锡经济辉煌的长卷上， 近代民族工商
业、当代乡镇企业已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期
望着新一代的企业、 企业家续写无愧于时代的更
加辉煌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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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监员的 “安全经 ”

马背上的钢板
重申着丛林的茂盛

螺丝钉和螺帽一起组装
一部骨头生长的通史

铁骨的前生是草木
任何草木都可堪大用
即使眼前柔软如发丝
也终有坚毅的来世

炼钢炉作为驿站
向深山更深处分发塔材

恍如三生石上
映照出一片森林

生前的雄姿
每一枚碳元素争相发言

在脚下的崇山峻岭
竞逐无法撼动的岗位

铁塔拔节如同昂首挺立的
无双国士或十万丈夫

在疾风中唱响雄壮的长歌
在雷霆下袒露奇绝的风骨

（作者供职于《国家电网》杂志）

■王建 时东峰

“群监员，无官衔，不图名，不图利，干
好工作是本分；到现场，先排查，除隐患，
防事故，控好风险是本事；作业中，先确
认，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守好安全是
本钱。 ”这是兖矿能源东滩煤矿群众安全
监督检查员马锐挂在嘴边的“安全经”。

马锐为何能胜任群监员？ 这得从他
当初被选拔为群监员的“小秘密”说起。

在电修班，马锐不仅个头最高，长得
最精神，学历也最高，而且他性格耿直、
敢说敢做，干工作有股不服输的拼劲。 就
凭这些优势， 区队极力向矿工会推荐他
担任群众安全监督员。

成为群监员当天， 马锐立马进入角
色，并往工具包塞进一个“隐患排查记录
本”。 从上岗到班中，从班中到下班，每个
环节他都认真对待， 每个细节都严格管
控。 发现隐患随时记录，能当场整改的当
场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汇报值班人员
落实责任并限期整改。

有一次， 马锐在巡检生活污水车间
鼓风机房时，发现电机声音异常，于是立
即通知运行工停机检查。 经排查，是电机
对轮间隙增大导致， 他又叫来一同巡检
的机修工，一同处理设备故障，避免了一
起机电事故。

还有一次，他在登高作业中发现，班
里小刘佩戴的保险带没有生根牢固就开
始作业， 便当场制止不规范行为：“小刘
师傅，登高作业管理规定，保险带必须生
根牢固可靠，确认安全后，才能施工。 ”小
刘当时不服气，但在马锐耐心劝导下，最
终纠正违章行为。 事后，区队对小刘进行

了通报批评。
“怕得罪人就不要干群监员，咱是为了

大家的人身安全，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敢
于制止‘三违’现象。 ”马锐语气坚定。

严管就是厚爱，马锐深知这个道理。
煤矿职工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做
到刚性制度刚性落实，不断形成由“要我
安全”向“我要安全”的思想转变。

班里职工贾东洪患有心脑血管疾
病，长期吃药治疗。 一次班前会上，按惯
例大家都要测量血压， 但贾师傅说自己
已在家测量，指标正常，可以上岗。 班长
也没有深究细查，要直接安排他上岗。 在

场的马锐却提出， 班前身体监测不仅是
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谁都不能
违反制度的硬性规定。 一番规劝下，贾师
傅主动测量血压，一测竟发现，血压远超
正常指标，班长只好让他回家休息，待身
体康复后上岗。

在执行安全管理制度方面， 马锐对
自己同样严格。 有一次作业，他忘记佩戴
电工专用试电笔， 按理说借用同事的也
无妨，不耽误工作就行，但他主动向班长
汇报扣减绩效工资，做到以身作则，警示
他人。

打铁还需自身硬。 想要当好群监员，

必须要有过硬的技能和业务能力、 全面
的安全知识。 参加工作 20 年来，马锐勤
奋工作，坚持学习，一步步成长为班组中
坚骨干。 工余时间，他不断“充电”，拓宽
知识面，提高创新力，先后参加各级群监
员业务培训班， 提升应知应会能力水平
的同时，学习借鉴同行业经验知识，取长
补短，学用相长。

凭借多年积累的知识和工作经验，
马锐主动参与区队和班组的矿井水自动
化补水系统改造、 井下供水控制系统升
级、 中央空调机房变压器改造等科研项
目，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其中，2022
年实施推广的井下供水智能化系统改造
项目， 不仅确保井下生产供水水质稳定
达标， 而且实现了生产水池全自动补水
和岗点无人化值守，达到降低故障、减少
隐患、灵敏可靠、安全高效的目的。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 未来仍需再接
再厉。 作为一名普通的煤矿群监员，马锐
坚信，守护安全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必
须坚守岗位，履行职责，自觉践行责任重
于泰山的誓言，做到自主保安、业务保安
和技术保安，以个人“小目标”换来矿井
“大目标”，以个人“小发展”来换取矿井
“大发展”。

（作者供职于兖矿能源东滩煤矿）

铁铁塔塔筋筋骨骨
■王彪

■成健

一望无际的辽阔大地，高低起伏，水
流纵横。 四季轮回，江河湖塘丰枯不一。
农历四月， 夏季来临， 江南地区进入雨
季，大江小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有点要装
满的意思了，是为小满。

雨天色调暗淡，雨天音调低沉，雨天
情调忧郁。 清早睁眼，雨又在下，一直下
到夜里闭眼，把梦都打得湿漉漉的。 人
在阴雨连绵、湿热交加的天气里容易烦
闷，也容易生病。 若说不同季节各有味
道，那么小满是带着些许苦味的。 好在
庄户人家成年累月辛苦劳碌， 喝过的
苦水比小满时节下的雨水更多， 总能
想到熬过苦日子的办法。田园上，山林
里，生长着各种不起眼的野蔬草根，许
多民间偏方都少不了它们。 苦菜因具
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 食之可抵御
湿邪入侵。 “小满之日苦菜秀”，远在数
千年前的周朝就有了这样的习俗。

对庄稼而言， 小满是个关键节点，
这段日子地里的长势，将决定一季的收
成。从前种庄稼，光舍得花力气可不行，
有时还得靠天帮忙。 庄稼离不开水，天
上不下雨，水从哪里来？ 人们因此很矛
盾，雨下多了烦，雨下少了愁。 “小满不

满，芒种不管”，干裂的田地里水稻是站不住脚的，误了农
时，就等于误了口粮。

小满时节，农户的日程表虽不复杂，却排得有点满，甚
至有点紧张。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不是农
民闲不住，实在是季节催人，一天耽搁不起，一时拖延不
得。 假如某一年老天吝啬，小满前后降雨不足，那就得消耗
人工补上。 过去，水车在乡村必不可少，有些地方还有祭拜
三车（水车、油车和丝车）的风俗，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
理解老一辈人当年的虔诚和敬畏，也无法想象踏车翻水灌
溉农田的情景。

江南五月，景色渐渐丰满。 茎叶丰茂，籽粒开始灌浆，尚
未完全饱满，就算这样，它们也将田里陇上挤得满满当当，
风吹麦浪翻滚，浩浩荡荡。 这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雏莺
乳燕的羽翼长成了，昆虫家族的声势浩大了，村里孩子们也
不知不觉跟着庄稼拔节，变得壮实了。

小满的确是个令人心生几分纠结的季节，吃苦、受累、
生烦，但饱经风霜的农人不为天气左右，风吹雨下，他们照
常戴着竹笠，披着蓑衣，扛着农具出门，只要眼见庄稼喝饱
水一天天长高，这点风雨之苦不算什么。深沟浅渠里的水哗
哗流淌，四处充盈，四下喧腾，在湿润的沃野挖上一锹，泥
块黑如油膏，一脚踩进去，如绸缎般细腻光滑。

傍晚，农人辛劳一天回家，桌上一盘凉拌苦菜，在几碗
热气腾腾的米粥之间，平添几分翠绿、几分清凉、几分苦涩，
以及苦涩之后的回甘。

在诗人画家眼里， 小满往往是天高地远， 空气是湿漉
漉、绿油油的。若遇见阴雨绵绵，烟雾迷蒙，江南四月别有一
番韵味；若赶上晴天，在不下雨的间隙，沐浴阳光走一走，
看一看，听一听，苍天厚土神圣庄严，世间万物蓬勃向上，
生机活力不可阻挡，由此心生莫大欢喜。

小
满
欢
喜

（作者供职于原陕西煤炭建设公司）

图图为为马马锐锐在在检检修修设设备备

一一线线
故故事事汇汇

■符永彪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历史回眸
———读《奋楫者先》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