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日里总爱在工作中“挑刺儿”的
代明生最近被人公开“挑刺儿”了，这
事不仅在厂里传了个遍，在县城里也人
尽皆知。然而，代明生的眼里哪能容得
下沙子，他让“挑刺儿”的人纷纷竖起
了大拇指，对他的能耐心服口服。

代明生是四川省德阳市恒达灯具制
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刚从工地上回来，鞋
上沾满黄泥，淳朴的模样与人们印象中
的企业家并不沾边。回忆起当天的场
景，他打开了话匣子。“前两天，德阳举办
了首届返乡农民工创业大赛。我把公司
的 LED 项目拿到台上去讲，讲完大家挺
感兴趣。”代明生说，当天他和 12 名返乡
农民工同场竞技，路演的项目是“集成式
LED 模组研发应用产业化”。“我刚讲完，
评委就开始挑刺儿了。他们问我采取什
么手段应对市场，对市场有哪些判断，产
品的卖点在哪里。”面对一连串的提问，
代明生的回答毫不含糊：“我的公司已取
得 83 项专利，在西南地区，有城市的地
方就有我们的产品！今后我们还会进入
4G市场，商机无限⋯⋯”

说起公司的产品、谈到未来的商
机，代明生感到很自豪，他笑称自己

“作为踩着黄泥巴长大的农民，创下这
么大的家业不容易”。然而，回忆当初
外出打工再返乡创业的过程，代明生直
言，“最辛苦的时候都想放弃了”。

1987 年，不到 20 岁的代明生在德
阳市中江县凯江丝绸厂找到了第一份工
作。5 年后，当他从一名普通的机电工
人干到技术科科长时，凯江丝绸厂破
产、改制，代明生下岗了。随后，他来
到江苏省丹阳市打工。

代明生爱琢磨事儿，当别的农民工
想着如何在操作台上多打磨几个元件、
组装几台机器时，他已经萌发了回乡创

业的打算。
“我把在丹阳的那些年当作学习和

积累的过程。只有在生产一线，你才能
把技术和产品结合起来，也才会有搞搞
小发明、小创造的冲动。”代明生说，
回到老家中江县后，他继续自己的打工
生涯，这次是跟着建筑队安装路灯，一
跑又是两三年。

“打工那几年，生活过得很苦，住
过工棚、桥底。就这样帮人安一辈子的
路灯，我不甘心。”代明生租下一间
300 平方米的厂房，跟家人和朋友借了
20 万元启动资金，召集 10 多名工人，
走上了创业路。

“办厂的前半年，各种开销就靠吃老
本。半年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工程——

给中江县御河大酒店安装庭院灯，十几
盏灯造价 3 万元，能有 5000 元的利润。
我真是太满足了！”代明生说，这一单工
程带给他最直观的效应是再接订单时，
他可以带着客户看这个样板工程，让客
户心中有数。“我们是德阳市唯一一家做
市政灯具安装和制造的企业，之后的每
个月都能接到订单，实现了保本运营。”

1998 年年初，国内路灯结构发生
了根本性变革：基于安全考虑，钢质路
灯杆开始广泛应用。代明生开始琢磨在
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钢质杆的
生产。“进口一台生产设备，要 1000 多
万元，想都不敢想。我开始自己画图
纸，采用人工操作千斤顶产生压力的模
式制造钢质杆。”代明生说，闷头画图

的日子里，别人一打开他的办公室就会
发现满地都是图纸。就这样，代明生最
终完成了钢质杆的生产，此项技术还获
得国家专利。

靠着这项技术，代明生的工厂年销
售收入达 300 万元。当他赚到第一桶金
后，生产设备的成本也降了下来。“工厂
必须向机械化迈进了。”代明生又有了新
的打算。2003 年，代明生又租下 30 亩
地，盖起新厂房，靠着组装的生产设备提
升生产力；2010 年，代明生把工厂搬到
县里的工业区，再租下 60 亩土地，实现
全机械化生产，年销售收入超过 6000 万
元。趁着工厂发展的红火劲儿，代明生
计划投入 1 亿元，加盖 3.6 万平方米厂
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在集成式 LED
模组研发和 4G通讯方面做文章。

“返乡创业的这些年，政府给了我
很多帮助。”代明生说，在企业几次扩
大规模的过程中，政府为他提供土地，
减免各种费用。“特别是在简政放权
后，我们办事儿更快，他们也很愿意到
厂里来帮我们解决困难。前段时间，人
社局还来给我们的员工讲解社保方面的
知识，现在我们 300 多位员工实现了全
员参保。”代明生说。

曾经的劳务输出大县——中江已经
从“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

“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
以代明生为例，和他同时下岗的凯江丝
绸厂的员工又和他一起创业，现在这 10
几位元老级人物分布在公司中高层，早
已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

从曾经默默无闻的打工仔到今天敢
于站在台上直面挑刺儿的创业明星，代
明生依旧保持了爱钻研的作风，事必躬
亲又善于管理决策，正是这种作风帮助
他走到了今天。

脚 踩 黄 泥 的 返 乡 创 业 明 星
——记四川省德阳市恒达灯具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代明生

本报记者 刘 畅 通讯员 张勇华

在河南省宁陵县程楼乡沟厢东
村，村民白智超无私收养流浪智障
老人 7 年的感人故事，广为人们所
称道。

那是 2006年的一个雪夜，白智
超开着车从县城返回。“爸，那儿是

不是有人？”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白智超看到桥下一团黑
影在晃动。原来那是一位 60 多岁的流浪汉，蜷缩在一堆破
纸箱里瑟瑟发抖。“你冷吗？饿不饿？”老汉默不作声，双腿
往纸箱堆里缩得更紧了。“跟我回家吧，有衣服穿、有热饭
吃。”老汉听了，颤巍巍地站起来。回家路上，白智超发现老
汉可能是智障，只能简单说“噢”“嗯”等几个字。

回家后，白智超带着老汉理了发、洗了澡，妻子王荣花
给老汉换了新衣服。老汉吃饭不知饥饱，随地大小便，白家
人没有嫌弃他，而是精心给他调理肠胃，引导他去厕所大小
便。白家大儿子还买来收音机给他解闷，二儿媳经常给老
汉端水洗脚。渐渐地，老人脸上有了笑意，精神也好了。有
一天，一年多没说过话的老汉开口了，说他叫“老郭”。但当
问及“家是哪里的”，他又不说了。

老郭家是哪里的？还有亲人吗？这个问题一直装在白
智超心里，为他寻家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下过。老郭提过
几次“清河”“后刘村”，白智超就根据老郭的口音，琢磨着他
的家有可能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他来到清河县公安局
查询，却发现没有后刘村。

会不会是口音相近的“后牛村”？白家通过 114 等方式
挨个给有“后牛村”的地方打电话，终于在河北省栾城县公
安局找到了老郭的信息，公安局给了联系人郭素芳的电话
号码。电话拨过去，刚介绍了几句，那边就激动地叫起来：

“那老郭就是俺哥啊！”
原来，老郭名叫郭福寿，65 岁，智障，单身，走失７年。

郭家人都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不但活着，还被
照顾得这样好，便想重谢白家。可白智超谢绝了郭家的好
意，他说：“让老郭能叶落归根和亲人团圆，就是我们最大的
心愿。”

一时间，白智超一家无私收养流浪智障老人 7 年多，又
想方设法助其找到家人的感人事迹，在宁陵县传为美谈。
白智超一家也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河南省最美家庭等
多项荣誉。

河南宁陵县沟厢东村白智超家庭：

无私收养流浪智障老人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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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南昌市经开区冠山管理处金丰社区，有一位可
敬的妈妈：她不仅 30 几年如一日照顾两个一级残疾的儿
女，还结对帮扶了 3 位社区孤寡老人，悉心照料他们 10 多
年。她每天艰辛而忙碌，却毫无怨言，了解她的人都说她是

“伟大母亲”。她叫马丽娜，今年 65岁。
这天早上 8 点，和往常一样，马丽娜安置好一双残疾儿

女后，匆匆赶到独居老人涂玉兰家中探望。“涂阿姨今年 82
岁了，家里没人照顾，不去看看总放心不下。”马丽娜说。“小
马真不容易，家里情况不好，还每天到我这来。”涂阿姨告诉
记者，老伴去世后，她日子过得很艰难，连买袋米都提不回
来。这些年，多亏了马丽娜的悉心照顾。“瞧，这件衣服还是
她进城时买的，好看吧。”涂阿姨指着身上的衣裳笑着说。

和老人沟通时，马丽娜始终面带微笑，但说起自己，马
丽娜却感慨：她也曾经抱怨过命运不好。

1976 年，马丽娜结婚了，小日子过得很舒心，直到儿子
3 岁那年被诊断为先天性小脑发育不全，终身无法行走。
1981 年，女儿的出世又带给马丽娜生活的希望。可万万没
想到，1 岁的女儿在一次高烧后脑瘫，只能终身卧床。从
此，马丽娜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两个残疾儿女身上。由于
儿子长期缺乏运动，采访中，马丽娜一直给儿子搓手，活动
筋骨。“既然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就不能放弃。”马丽娜告
诉记者，如今，丈夫在外打工，她独自照顾一双儿女。

马丽娜不仅是位伟大母亲，更是位敬老爱幼、乐于助人
的道德模范。2002 年，马丽娜结对帮扶了 3 位高龄孤寡老
人，帮他们购买日用品、烧火煮饭、打扫卫生⋯⋯10 多年来
从未间断。她还主动加入社区义工组织，带头参与社区文
明创建，在平凡的生活中，默默充当着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捡拾社区垃圾、免费帮老人理发、义务打扫楼梯⋯⋯采
访中，周围邻居不停地向记者讲述马丽娜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马丽娜却说：“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不值一提。”生
活的艰辛没能把马丽娜压倒，她笑着告诉记者：“高兴也是
一天，痛苦也是一天，为什么不每天开心生活呢？”她相信生
活会越来越好，也希望引领周围的人更积极、更乐观地去面
对生活。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故事，但是点点滴滴的小事都
体现着雷锋精神的传承。她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和带动了更
多人加入学雷锋的行列，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金丰社区主任何宇平说。

自己的一双儿女身患严重残疾，

仍悉心照顾 3名社区孤老 10余载——

压不垮的伟大母亲
本报记者 刘 兴

2014 年 12 月 9 日凌晨 4 时，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委组织部原
副部长、企业党工委原书记卢玉宝猝然
离世。就在送来医院的两个小时前，
40岁的卢玉宝还在加班。

他太累了。12月 8日，卢玉宝和同
事在兴昌、马桥、幸福等 3 个社区转了
一个上午，检查社区活动场所运行情
况。下午，先后参加了县长办公会、县
委书记办公会和组织部部务会。晚上开
始加班，审核 9 个乡镇、4 个县直单位
党组织书记长达 100 页的党建专项述职
报告。卢玉宝家里的电脑显示，他完成
的最后一份材料是 《兴和县 2014 年基
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专项述职评议会议
工作方案》，定稿时间为 12 月 9 日凌晨
2时 14分。

卢玉宝的葬礼上，有上百名群众自
发为他送行，眼里噙满了泪水。

“把人生的每一篇章都
书写精彩”

2013 年 6 月，在兴和县委组织部
工作近 9 年的卢玉宝被任命为副部长，
分管基层党建工作。

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基层党
建工作底子薄、难度大。去年是乌兰
察布市“社区场所建设年”，要求 300
平方米以下的社区活动场所全部进行
改建扩建，兴和县有 8 个社区需要尽
快达标。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人手少⋯⋯卢玉宝想尽办法一一“跨
栏”。资金有问题，协调财政局；工程
有问题，联系建设局；功能区设计没
头绪，他带着大家外出取经，听取居
民需求；工期催得紧，他每天一早到
现 场 盯 进 度 ， 下 了 班 和 大 家 一 起 加
班；人手不够用，他帮着卸设备、搬
桌椅。装饰兴昌社区功能区时，看到
装修企业预算 5000 元的方案，卢玉宝
坚持从网上买材料自己干，结果只花
了 不 到 700 元 材 料 费 ， 就 实 现 了 美
观、实用的效果。“卢部长做什么都要
做 到 最 好 。” 兴 昌 社 区 书 记 陈 宏 说 ，

“本来动动嘴就能推开的事儿，他非要
自己干，看门的大爷还以为他是小工
呢”。

兼 任 企 业 党 工 委 书 记 的 卢 玉 宝 ，

多次深入企业调研，带着企业党组织
负责人到江苏等地考察学习，根据企
业特点，“一企一策”指导他们立制
度、搞活动。蒙鹰建材有限公司 2006
年就成立了党支部，可苦于没思路、
没抓手，多年来支部一直是个“空架
子”。卢玉宝先后 6 次上门指导，帮助
企 业 开 展 党 工 共 建 。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 卢 玉 宝 把 基 层 党 建 搞 得 有 声 有
色，33 家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实
现了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全覆
盖。

2014 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卢玉宝担任县活动办副
主任、综合秘书组组长。在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卢玉宝尽职尽责完成好

“规定工作”，还千方百计谋划“自选动
作”。他积极协调团县委、文联等部
门，组织开展规模空前的有奖征文、知
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提高了活动
的参与度和认知度。全县 300 多名副科
级以上干部的对照检查材料，都由他审
核把关。很多人的材料修改了十几遍还
不过关，活动办工作人员心生焦虑，卢
玉宝为大家卸下包袱：“严格按要求
来，有什么事情我来扛！”

卢玉宝在县委组织部当文秘时，经
他手的信息稿使用率特别高，3 次被市
委组织部评为 《组工信息》 先进个人；
在大五号村蹲点时，卢玉宝仔细研究村
情，提出“三个三”工作法——建议村

“两委”开好全体村民、村民代表和村
“两委”班子三个会，开展村民、村民

代表、村“两委”班子成员三议，做到
调查问题、宣讲政策、签订协议三进家
门。如今，“三个三”工作法已在全县
推广。

从 1998 年参加工作以来，卢玉宝
十几年如一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的每一天
都是一个篇章，我要努力把每一个篇章
都书写精彩”。

“我在组织部门工作，
大家都看着呢”

卢玉宝的妻子吴秀芬一直没有正式
工作，以前开小卖部补贴家用，后来因
照顾孩子，把小卖部关了。妻子曾多次
和卢玉宝念叨，想让他给找份稳定的工
作，但卢玉宝总是耐心地劝妻子：“现
在各个单位都是‘逢进必考’，我在组
织部门工作，大家都看着呢，咱们不能
因为你工作的事让别人指指点点，再耐
心等等吧。”然而，这一等就等了 10
年。至今仍在呼和浩特打工的哥哥和在
集宁打工的妹妹，也曾流露过想让他给
找份稳定工作的念头，都被他婉言拒绝
了。卢玉宝的父亲卢英，至今仍扛着扫
帚在县城扫大街。

谁能想到，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的生
活过得如此清贫。2013 年之前，卢玉
宝一家人一直租住在“移民区”的车库
里，家里连台洗衣机都没有。在那间狭
窄的出租房里，前面摆着一排货架，那
是妻子开小卖店的全部家当。从农村走

出来的卢玉宝，自幼养成了勤俭节约的
习惯，一套价值 300 元的西装穿了好几
年；袜子破了，打上补丁接着穿；直到
去世，每天上下班骑着的仍是他 2007
年 花 800 元 买 的 二 手 摩 托 车 。 2013
年，卢玉宝带县里的私企老板到苏州考
察。晚饭后逛商店，一位老板看他喜欢
一幅苏绣，主动提议替他买下来，卢玉
宝一口回绝，从此再不跟大家一起逛商
店。

心中有戒，更会心中有责。社区
志愿者李奎腿有残疾，行动不便，与
卢玉宝只因工作面熟，卢玉宝每次在
路上碰见他，都会主动停下摩托车，
载他一程。李奎回忆说，卢玉宝曾到
一位 80 多岁的老党员家里调研，得知
老人生活困难，当即从口袋里掏钱给
老人，“卢部长对我说，看到他们就
想 到 了 自 己 的 老 父 母 ， 能 帮 他 们 一
点，心里就好受一点”。后来，卢玉
宝向县领导建议：“很多老党员、老
支书生活艰难，咱们不管，恐怕会寒
了他们的心。”在他的提议下，兴和
县设立了党内关爱基金，一大批贫困
党员得到救助。

对年迈的父母，卢玉宝照料得十分
细心。搬进新家，改水电、铺地砖、买
家具，他都一一过问。家里修个东西、
交水电费、买米买油，他都一一上手。
老父亲抹着眼泪说：“玉宝走后，我们
都不知道水电费去哪儿交。”对兴和县
委组织部的同事，他看别人印材料忙得
转不开，就帮大家干分拣和装订的活。
有人调侃他，“这么大领导还跟底下人
抢活干”。卢玉宝却说，谁干不是干，
早点儿干完，好叫兄弟姐妹们回家吃口
热乎饭。

“他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没
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用自己的行动
认真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
三实’要求，生动地诠释了好干部的标
准。”乌兰察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蔺建军说，“卢玉宝就像是一座无尽的
矿藏，越挖掘越能见其光芒”。

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追记内蒙古兴和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卢玉宝

本报记者 陈 力

卢玉宝（左二）在下乡调研。 吴 晨摄

代明生（右）在车间与工人一起对机器进行检测。 邓建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