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本溪华联商厦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百货、超市、电器、餐饮、物流为一体的大
型非公有制企业，公司党委下设 2 个党总
支、37个党支部，现有党员 480人。

多年来，本溪华联党委高度重视党
组织建设，围绕发挥“两个作用”，坚持
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管理体制、员工成
长和社会责任中，探索出非公有制企业
党建工作的成功之路，有效促进了企业
健康发展。

强化组织领导，把党建
工作融入企业管理体制

在本溪华联，党群工作部是最大的
部门。本溪华联党委从强化组织领导入
手，采取“双向进入”的方式，形成了
以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主体，党委副书
记为组织监管责任主体，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为组织实施责任主体，党群执行
部长为直接责任主体，党支部书记为执
行责任主体等责任体制，逐层分解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

“门店开到哪儿，党支部就建到哪儿；
党支部建到哪儿，党旗就飘到哪儿”是本溪
华联党组织的建设原则。

2016 年 1 月 26 日,华联超市西芬店开
业。开业前，本溪华联最重要的事情便是
建立基层党组织。1 月 6 日，西芬店党支部
成立。支部委员明确分工后，快速投入到
超市西芬店开业筹备的大会战中，实现开
业首日销售额 41.79万元。

“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
正因为西芬店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攻坚克难，才取得开门红。”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本溪华联董事长兼党委
书记纪主人表示：“让党组织在作贡献中实
现企业主、党组织和党员三者价值追求的
统一，让党员在作贡献中‘有为’‘有位’，在
贡献中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同频共
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党建工
作目标的有机统一。”

本溪华联把党的信念深深融入企业的
生命里，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跃站上
当地商业领域的领军地位。

创新活动载体，把党建
工作融入企业日常经营

走进本溪华联，随处可见的是“党员先
锋岗”“党员承诺”等醒目的标识，真切感受
到员工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企业发展的
勃勃生机。

本溪华联党委采取党员带头、公开承
诺、即时激励等方式，努力把每名党员、每
名员工都凝聚到党组织活动中。

党员带头，就是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亮
身份、亮目标、亮承诺，比创利、比管理、比
服务、比保障、比党建，争当管理精英、服务
明星党建先锋、全能冠军，有效地把党建

“亮点”融入到发展“主线”。
公开承诺，就是全部 480 名共产党员

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和公司级优秀员工，每
年都根据岗位和职责，作出公开承诺，并把
印着姓名、照片的承诺公示板放在工作岗
位最显著的位置，叫响“我是党员我模范，
我是模范我示范”。

即时激励，就是公司开展评比竞赛，设
立服务明星榜、经营英雄榜、党建先锋榜

等，做到月月有评比、周周有竞赛、层层有
先进。近两年，本溪华联每年表彰人数达
6000 余人次，人均受表彰近 2 次，并与物
质奖励挂钩，极大调动了员工积极性。

构建命运共同体，把党
建工作融入企业员工成长

文化是企业的血脉。把党建的理念与
企业文化的培育相挂钩，是本溪华联经营
管理的独到之处。

“要想企业好，必须要对员工好，员工
好企业肯定好”。本溪华联党委把增强党
组织凝聚力、建设一流的员工队伍作为首
要任务，在文化建设上打造精神共同体。
公司党委还把抓好快乐晨会、激情司训等
4 件事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使
员工的日常工作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

党建与文化的融合，实实在在体现在
公司的管理和经营中。本溪华联在员工成
长上打造事业共同体，坚持推行“因需设
岗、公开竞聘、主动应聘、履诺担责、职
位能升能降、工资能多能少”的全员竞聘
机制和“指标选人、按标聘人、认标双向

沟通、定标双向选择”的指标选人机制，
为想干事、能干事的员工提供机会。

在公司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有一
项“1+1+2”帮带活动，要求每位党员帮
带 1 名入党积极分子和 2 名递交入党申请
书员工。党员和员工结成帮带对子，帮助
他们规划职业生涯，设计成长路径，把普
通员工帮带成优秀员工，把优秀员工帮带
成党员。

在廉政建设上，本溪华联邀请专家作
警示教育主题报告，教育员工警惕商业活
动中的“潜规则”；完善了纪检组织网
络，建立了运营监控流程，健全了廉政管
理制度，提出了职业操守五不准。

在发展成果上打造利益共同体，本溪
华联党委建立企业与员工共享发展成果机
制，让员工充分享受到五险一金、大额医
疗保险等十项福利待遇，并坚持工资待遇
每年有增长，确保员工与企业共命运。

注重服务民生，把党建
工作融入企业社会责任

在本溪华联，“听党话、跟党走”成
为每个员工的自觉行动。

“听党话、做好人、卖良心货、挣良
心钱，让顾客满意！”每天，在公司晨会
上，员工都会挥臂高呼公司的宗旨。正是
在这一遍遍的呼喊中，本溪华联党委把党
的信念悄然植入到每名员工的心中。

“卖真货、卖真价”“做良心企业、挣
良心钱”，坚决向假冒伪劣不合格货品叫
板，已成为本溪华联的经营发展理念，也
是公司党委党建工作的实践。

原超市验货主管、共产党员马志祥验
货时发现过期奶粉，断然拒绝送货人的礼
金，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卖良心货的承诺。

在品牌建设上，公司通过开展“商
品品牌、服务品牌、党员品牌”三位一
体的品牌塑造工程，在领导点评和群众
评 议 基 础 上 ， 坚 持 数 据 说 话 、 量 化 考
核、自然排序。

2013 年以来，本溪华联党委支持企
业开设 5 家连锁门店，服务当地社区，公
司业绩和规模实现逆势增长。

把党建融入企业的血脉
——记辽宁省本溪华联商厦有限公司党建工作

本报记者 苏 琳

本溪华联商厦有限公司用品事业部员工（左）在热心服务顾客。 安 忻摄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是党的根本方针，这是党
对工人的充分信任。因此，作
为工人一定要精益求精，做
领跑者而不是跟跑者。”今年
66岁的“金牌工人”许振超铿
锵有力地说。

1950 年，许振超出生在
贫穷的工人家庭。1974 年进
入青岛港，当了码头工人。

随着改革开放，港口也
迎来了大发展。当过搬运工、
电工、门机司机的许振超，此
时被选为青岛港第一批桥吊
司机。“当时一方面感觉真的
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感
觉掌握的知识、技术和技能
还差得很远。”许振超说。

立志当一个好工人的许
振超开始勤学苦练。很快，许
振超就脱颖而出。

1987 年，许振超曾创出
2 小时卸载 120 个集装箱的
纪录，当时青岛港装卸效率
仅为每小时30多个集装箱。

但随后一件事深深刺痛
了许振超。一次，桥吊突然坏
了，国内没人会修。外国专家
来后，不让港口工人看维修
过程，12 天拿走了 4.3 万元，
等于许振超当时 10 年的工
资！“当时发誓一定要攻克难
关，挺起中国码头工人的脊
梁！”许振超说。

他一头扎进攻关中。电
路板只有书本大小，正反两
面分布着 2000多个焊点，线
路细如发丝，若隐若现。他将
电路板放在玻璃上，下面安上 100瓦灯泡，在强光照
射下，电路板上隐身的线路显现出来，他赶紧一笔一
笔地绘制成图。拆卸电路板时，他把电烙铁插上电，温
度合适时，迅速烫化板上的焊锡。他研究时加倍小心，
如果一个点不准，几万元的电路板就报废了，可他的
手好多地方被电烙铁烫得掉了皮。

为看懂桥吊英文说明书，初中都没有上完的许
振超从头学英语。“经常刚背完的单词转头就忘了，没
办法，那就接着背。”许振超说，“弄懂这些技术和原
理，开桥吊的时候操作就更科学规范了，机器不容易
坏，坏了我也自己能修。”

1992年，许振超当上了桥吊队队长。他把自己摸
索出的“一钩准”、“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儿向队员传
授。有人不想学，不愿练。他语重心长地说：“咱码头工
人要把脊梁挺起来做人，要在岗位上站得住。”他规
定，上班必须排队，衣服扣子必须扣齐，走路要挺直腰
杆，要改变码头工人“大老粗”形象。

2001 年，青岛港在青岛市黄岛区准备建设新的
集装箱码头，但桥吊安装迟迟没有进展。11月7日，原
本只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的许振超临危受命，成了桥吊
安装现场总指挥。大家心里明白，说是总指挥，其实是
一块烫手的山芋。

眼前荒荒凉凉，寒风刺骨，没有吃饭、住宿的地
方，连喝水都困难。许振超找来一个集装箱立在工地
上，当成办公室兼卧室，全身心研究桥吊安装资料，常
常彻夜不眠。最后，他做出决定，推翻原来一件件往上
安装的方案，改成地面组装成大件，空中大件对接。就
这样，许振超在工地上指挥了一个多月⋯⋯

12 月 31 日晚 6 时 30 分，桥吊对接成功！工地上
沸腾了！第二天是元旦，许振超没有吃早饭，又上了工
地，因为桥吊还要调试。他安排好专人负责后才往家
赶，进门后一下瘫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天。

2003年 4月 27日夜，国际巨轮“地中海法米娅”
轮靠港，需装卸 3400 个集装箱。许振超给大家鼓劲
加油：“咱工人是码头的脊梁，一定为中国人争口气。”

鏖战6小时27分钟，桥吊队创出单船效率339个
自然箱的世界纪录，许振超激动地和队友拥抱在一起。

2004年，许振超被树为当代产业工人典型，他的
社会工作越来越多，作报告、演讲、授课⋯⋯后来，许
振超又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
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以及多个高校的客座老师。

在全国人大任职以来，许振超连续多年参与提
了有关保障劳动者权利、待遇和职业技能开发的议
案。“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如果没有法律保障和培养工
匠精神的环境和土壤，就很难培育出工匠精神，必须
让全社会真正尊重劳动者！”他说。

“树我当典型不是树我个人，是树当代港口工人
形象，树当代产业工人形象。大家把我树为典型，我就
是一个‘旗手’，但我不能自顾自往前走，不管后面有
没有人跟。我还是要根在港口，魂在码头。”许振超说。

文/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据新华社青岛6月24日电)

﹃
金牌工人

﹄
许振超

：

中国工人要成为领跑者而不是跟跑者

“罗荣桓、陈赓、李先念⋯⋯这些在中
国革命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都在延
安抗大接受过教育”。6 月 23 日，伴随着
讲解员的解说，来自江苏的 40 多名游客
置身陕西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
址，追忆 70多年前延安的那段烽火岁月。

1935 年 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
后，面对中国东北等地被日寇侵占，大
批日军步步逼近华北的危急形势，毛泽东
同志组织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决定创建一所培养
抗 日 力 量 的 红 军 大 学 。 1936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
窑堡成立。1937 年 1 月随党中央从瓦窑
堡迁至延安并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

同年，抗大二期正式开学，共招收
学员 1362 人，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
1400 余人，抗大二期学员共计 2700 余
人。在这期学员中，有红军中的高级干

部，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仁人志士，也
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
进步军官和抗日志士。

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根据地首长极
为重视抗大的教育工作，他们把为抗大
讲课作为一项义务，扎实备课，认真讲
授。毛泽东曾在抗大讲授政治形势、党
的政策等课程。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等都在抗大讲过课或作过报告。

“这些革命家和军事家教给学生最可
宝贵的东西，首先是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高
尚的精神追求。毛主席为抗大确定的教
育方针，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
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也在艰苦历练中形成了‘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校风。同时，他们独特的、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也值得今天借鉴。”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李瑞芳说。

在战争年代里，抗大的学习生活非
常艰苦。但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以石

头砖块为桌椅，以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
板，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
读。当时，“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边学
习”成了抗大最为明显的办学特色。在
抗大纪念馆里，有几尊雕塑就是对这一
特色的诠释：一队正在行军的抗大学员
身背行装，为了不影响学习，每个学员
的行装后还有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
字，学员们边行军、边学习，既完成了
军事任务，又学会了文化知识。

延安抗大革命纪念馆馆长刘晓东介
绍，抗大总校当时在延安共办了 8 期，
培养了 29072 名干部，加上 12 所分校共
培养造就干部 10 多万人，为中国反法西
斯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 延 安 抗 大 革 命 纪 念 馆 提 供 的 数
据，1955 年，在被共和国授予的 10 名元
帅、10 名大将、57 名上将中，约有半数
以上的元帅、大将、上将是曾在抗大工
作、学习的干部和学员。

延安的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山西、
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 年 1 月返回陕
甘宁边区，并在晋东南、晋察冀、山
东、淮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 12 所分
校。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完成了历史
使命结束办学，成为国防大学、黑龙江
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前身。

“抗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军事人才培
养的宝贵经验。”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
院院长高尚斌教授说，抗大的干部培
养，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
位，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
重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同时，注重在
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磨炼革命意志，培养
艰苦奋斗奉献牺牲精神等。今天，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形成的优良作风，中
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经验，都有抗大
精神和经验的延续。

文/新华社记者 梁爱平 付瑞霞

(新华社西安 6月 24日电)

十万将士出“抗大”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探访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
史上的伟大奇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
长征胜利的关键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前
的湘江战役则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
决定性战役。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
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锐减至 3 万余
人。红 5 军团第 34 师，以全师 6000 多人几
乎全部牺牲的代价，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
江，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谱写出一曲气
壮山河的赞歌。

红 34 师被誉为中央苏区的“钢铁之
师”，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长征开始后，红
34 师奉命作为红 5 军团的后卫师，担任全
军总后卫重任，这就意味着把死的危险留
给了自己。红 34 师一路节节阻击敌人，与
敌追兵激战，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主力红
军向西进行突围，胜利完成了红军长征前
三道封锁线的阻击任务。

1934 年 11 月 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主力红军抢渡
湘江，红 34 师全体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
神，将生死置之度外，浴血奋战，阻击了数
十倍于自己的优势之敌，竭尽全力掩护主
力红军于 12 月 1 日渡过湘江，冲过了敌人
的第四道封锁线。

至 1934年 12月 2日，红军大部渡过湘
江，红 34 师则几乎弹尽粮绝，只剩下 200
多人，孤立无援，只能背水再战，寻求突围。

12 月 12 日，红 34 师师长陈树湘在突围中
不幸重伤。12 月 14 日，红 34 师余部 100 余
人再遭伏击，陈树湘被敌军抓捕，壮烈牺
牲，用 29 岁的青春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
最后一滴血”的庄严承诺。英雄的红 34 师
余部随后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为再现红 5 军团第 34 师这段鲜为人
知的悲壮故事，今年 3 月 18 日，电视连续
剧《绝命后卫师》在福建省长汀县正式开
拍，以红 34 师发展壮大为发端、以其战斗
历程为主线，全景式描绘出红 34 师的英雄
壮举，再现了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长征精神，讴歌了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牺
牲的闽西儿女。

“闽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央苏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征最早的出发
地。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都曾在长汀地区战斗、生活
过。长汀人民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
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

巨大牺牲。”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委书记廖
深洪说。

“郎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
当年，这样的扩红歌声响彻苏区云霄。据不
完全记载，闽西籍红军将士约有 2.8 万人，
约占全军的三分之一。在长征血与火的洗
礼中，至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闽
西籍将士只剩下不到 2000人。

“红 5 军团第 34 师是一支名符其实的
‘闽西雄师’，受人尊敬的‘客家军团’。全师
战士主要来自龙岩等地，大多是闽西的客
家人，秉承着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客家精
神。”《绝命后卫师》总导演董亚春说，“这支
威武的‘钢铁之师’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
以鲜血和生命为理想、为胜利而战，诠释了
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服从命令的革命精
神”。

在长汀县四都镇谢坊村陂下水库库尾
拍摄现场，正在指挥拍摄的二组导演王忠
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是他拍过的最

难拍的一部电视剧，200 多个场景几乎都
是外景，既要克服四五月份连绵不断的大
雨和泥泞，又要忍受雨过天晴后的暴晒，剧
组成员也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

“刚来拍片时，我们还要特意把脸化得
黑黑的。晒了这么多天，大家都成了天然
黑，不需要化妆了。”一旁穿着满是油污的
战士服的“红军战士”孙立元说，“拍片让我
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艰辛，我们都应该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与过去战争题材的许多影视剧相比，
这部剧更加接地气，反映的不是领导人，而
是普通将士的故事，很多人只是为了过上
更好的生活而加入了红军。”董亚春说。

据介绍，《绝命后卫师》作为纪念长征
胜利 80 周年的献礼重点项目，将于 9 月在
中央电视台播出。

“今后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强红色旧址
保护、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在长汀代
代相传。”廖深洪说。

湘江浴血传千古 闽西儿女续豪情
——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拍摄现场侧记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石 伟

革命老区贵州遵义市的“红军街”是遵义会议会

址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

陈列馆等景点，共同构成遵义红色旅游的一条主线，

是遵义市重点打造的红色旅游精品工程。图为游人

在贵州遵义“红军街”参观。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红军街”迎来红色旅游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