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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4 日深夜 11 点，山东
临沂市费县鲁南制药集团新时代药业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赵志全的办
公室内，依然灯火通明，他双眉紧蹙，思索
着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规划。当他用颤抖
的双手批阅完最后一份文件起身时，却猝
然倒在办公桌前。

27 年间，他在商战中曾无数次跌倒，
又无数次地爬起来，把一个净资产 19 万
元、濒临破产的校办小厂，发展成为全国
一流的制药企业。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没
能站起来。

保守了 12年的秘密

“今天可以告诉大家:爸爸罹患胸腺
癌已经有 12 年之久。”2014 年 11 月 18
日，在赵志全的追悼会上，他的女儿赵龙
含着热泪首次公布了这一事实。

“这 12年，是他与病魔顽强抗争的 12
年，也是鲁南制药攻坚克难的 12 年，更是
鲁南制药快速发展的 12 年。他隐瞒着自
己的病情，连我们这些老哥们都不说。他
舍身忘我，把企业发展看得很高，用钢铁
般的意志给我们树立着信心。”鲁南制药
集团副总经理张则平泣不成声。

2002 年，鲁南制药开始新时代药业
公司建设的序幕，也正是在这一年，赵志
全被诊断为胸腺癌晚期。为了企业的稳
定发展，他对家人下了死命令——对外严
格保守生重病的消息。2003 年春节前
夕，赵志全悄悄到上海做了手术。医生给
他制订了为期 3 个月的化疗方案，他坚决
不同意。企业的发展迫在眉睫，他耽误不
起这么久的时间。最后，他毅然选择了对
身体伤害更大的质子治疗。之后，他的肺
部功能每况愈下。

12 年间，赵志全总是神采奕奕、活力
四射，加班时的拼命劲儿连小伙子也比不
上。12 年中，癌细胞从胸腺转移到肺部、
动脉血管，最后到了脑部，几度病情凶险，
但他一直默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不将
这份痛苦示人。他一边坚持工作，一边悄
悄地进行着各种治疗。开胸手术后的第
十天，他就在病房里召开了领导班子会
议，没有人从他平静的外表下捕捉到一丝
病痛折磨的痕迹。

“我们见到的赵总都是笑容灿烂，展
现出充满信心和战斗力的精神面貌。”现
任鲁南制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

理张贵民说。

“抠门”与“大方”

赵志全的简朴，令鲁南制药职工印
象深刻。他曾有一辆行驶了 60 多万公里
的普通桑塔纳轿车，车上的空调坏了，
而且封闭性非常差。有一年夏天，他坐
着这辆车去潍坊开会时竟然中了暑，吃
了好几天药。

作为沂蒙山区最大企业的负责人，赵
志全没有为自己置办过一套房产。从
1985 年到 2005 年，他先后 6 次放弃分房
的机会，住着一套使用面积仅 40 多平方
米的旧房：客厅狭小逼仄，一张桌子摆下
来，几乎就没有转身的空间。直到住房面
临拆迁，他才和员工一起搬进了企业内部
的新房。他说，职工最辛苦，好房子就应
该让他们先住；我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

对于企业的科研人员来说，赵志全的
“大方”令他们感触颇深。赵志全生前审
批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一个投资达 2 亿元
的生物制药科研项目。2001 年以来,鲁
南制药平均每年科研经费的投入占销售
收入的 7%以上，最高年份高达 18%。如
今走进新时代药业，正对着公司大门的是
高高耸立的科研中心；在它旁边，那座矮
小的办公楼显得十分单薄。在南开大学
博士刘忠的想象中，沂蒙山区应该是穷乡

僻壤，当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到了鲁南制
药，却被企业先进的科研条件深深吸引。
面试时，刘忠一进办公室,赵志全便拉着
他坐下：“你来我这里吧，你要什么样的科
研队伍我都会给你配，你需要多少科研资
金我都会千方百计给你提供！”就这样，刘
忠留了下来，还动员已到美国工作的妻子
赵丽丽加入鲁南。如今，刘忠已经成为鲁
南制药集团生物药物研究所所长，赵丽丽
也在科研部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老总坐普通桑塔纳时，为我们配备
的是桑塔纳 2000；老总住 40 多平方米破
旧房子的时候，我们住着 100多平方米的
新房；老总工资 6000 元的时候，我们工
资是 8000 元。”刘忠说，在这里，科研人
员的工资比老板还高。

对人才和科研的重视，使鲁南制药集
团有了不竭的创新动力，在科研创新上取
得了累累硕果：完成了国家 863 计划和国
家重大科研专项课题 100余项，获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奖 6 项、省科技进步奖和技术
发明奖 20 项，获得授权专利数量居国内
医药企业第二位，整体科技创新实力在同
行业名列前茅。

做“良心药”

作为企业家，坚决不做赔本的买卖
似乎是基本常识。可在赵志全的坚持
下，鲁南制药却一直在生产一个长期赔

钱的产品——“脉络舒通”。它是治疗脉
管炎的特效药，主要成分是水蛭和蜈
蚣。由于近年来水蛭、蜈蚣价格猛增，
导致成本增加。仅 2013 年到 2015 年，
这个产品就亏损了 1.5 亿元。赵志全多
次否定了公司内部要求把“脉络舒通”
停产的建议，“只要患者需要，咱们赔钱
也要生产”！

据张则平介绍，鲁南制药的主导产品
银黄口服液，生产原料主要是金银花和黄
芩。前几年，金银花的价格疯涨十几倍，
可银黄口服液的价格还是“原地踏步”。
有人劝赵志全，把金银花改成山银花吧，
一字之差，不“显山露水”，没人在意，成本
降不少，何乐不为？赵志全坚决不同意：

“好药治病，劣药要命。制药企业就要做
良心药，即使赔钱，也要选用道地药材，在
质量上不能有半点含糊。”

费县境内有一条河叫温凉河，它由
南向北流经新时代厂区。建厂初期，赵
志全就提出，宁愿鲁南亏，不让温河
浑。那时候，如果上马红霉素生产线，
每年可获得上亿元的利润，但会产生一
定污染。在企业利润和保护费县青山绿
水之间，赵志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
者。许多人不理解,赵志全却说：“为了
企业利润牺牲环境，这样的事情，我们
鲁南人坚决不做！”

在赵志全的主导下，新时代药业完
成了一系列重大环保技改，取得了芬顿
法处理制药废水等 30 多项研究成果，仅
在治污方面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
先后获得“山东省环境友好企业”等荣
誉称号。

2015 年 11 月，赵志全被山东省委
宣传部追授“齐鲁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赵志全同志虽然离去了，但他的足
迹深深印刻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为沂蒙
老区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费县
县委副书记陈海玲动情地说。

用 沂 蒙 精 神 做“ 良 心 药 ”
——追记鲁南制药集团新时代药业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志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大会上，安徽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
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
号。他们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基层社区党
建问题上，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

滨湖世纪社区 12 万常住人口中 80％
是外来人员，20％是回迁农民，社区人口
流动性强、归属感弱。经过社区党委的努
力，现在社区已成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
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社会工作示
范社区⋯⋯这个挂牌仅 3 年左右的街道
级大社区，已经集十几项“国字号”荣誉、
40多项省市级荣誉于一身。

社区党委按照“三有一化”工作要求，
秉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社区最关注的”
服务理念，以“党组织对群众有求必应、群
众对党组织一呼百应”为目标，创新服务
方式，走出了一条“服务解民忧、党建聚民
心”的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之路。“只有做到
服务群众有求必应，基层党组织才能一呼
百应。”滨湖世纪社区党委书记束红英说。

创新党建工作机制

每月第二个星期五的晚上，徽杰苑 20
号楼张明珠的家里会准时迎来一批熟悉
的“客人”：他们都是楼栋党员，前来参加
党小组会议，张明珠是楼栋党小组组长，
她家便是楼栋党小组的阵地。自 2014 年
起，这个党小组认领了党支部的“衣旧传
情”公益项目。2 年多来，大家共收集、整
理、邮寄居民捐献的爱心衣物万余件，爱
心惠及安徽颍上县黄坝中学、云南福贡县
上棉谷村等地。在社区，像这样的楼栋党
小组共有 189 个，楼栋报到党员 3853 人，
认领服务岗位 1216 个，党组织的服务触
角延伸到了每个楼栋、家庭。

只有组织体系的科学化，才能引领基
层治理的现代化。滨湖世纪社区创造性
地构建起一委（社区党委）一会（社区共治
理事会）一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的体制架
构，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对社区的组织网
络、机构设置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建
立起扁平高效、多元共治、居政分离的新

体制。同时，他们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
把党小组设在楼栋上，推行在职党员、在
地党员、在册党员到楼栋党小组报到，到
公益项目上履职；党群共同开展帮贫济
困、平安巡逻等活动，真正实现了“党组织
进楼栋，服务在身边”。

此外，滨湖世纪社区还发挥“联”的聚
集作用，推行社区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社
会组织、志愿组织“四组联建”，组合服务、
融合发展。社区党委与 30 多家驻区单位
党组织结成党建共同体，注册成立共治理
事会。3 年多来，他们共募集共治资金
260 万元，先后解决了小区广场休闲座
椅、街头公园生态公厕设置等群众关切的

“烦心事”，把党建工作融入到社区治理的
方方面面。

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

柔力球、书法、太极拳⋯⋯走进滨
湖世纪社区老年大学，一系列课程排得
满满当当。创办于 2014 年的老年大学，
已经开了 9个班，招收 460 余人，深受老
年群体欢迎。这是社区党委根据居民需
求，为居民“量身定制”的社区服务品
牌项目。10 多名党员群众积极响应党委

号召，参与到老年大学的日常义务教学
工作中。3 年来，社区持续实施老年大
学、儿童快乐学堂、妈妈美丽堂、世纪
尚书房等 45 个服务项目，受益群众达
70.3万人次。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服务是最美的承
诺。社区党委始终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
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评价工作的第一标
准，实现由“为群众端菜”向“让群众点菜”
的转变：配套建设了 2 万平方米的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设立八大服务平台；实施“小
区亲情重拾计划”，开展亲情六敲门、邻里
团拜会等活动，让居民从一扇扇门里走出
来，营造温情友善的人际社区。

“党组织不可能包打天下，但要统揽
全局，带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束红
英说，社区党委专注服务工作的具体化，
由“找米下锅”变“专注做饭”：设立了占地
1000 平方米的社区公益坊，并配套设立
100 万元公益金，开设社区治理学院，为
入驻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支持、场地支持、
智力支持、项目支持和培训增能。

同时，针对辖区年轻人多、网民多，喜
欢在网上“拍砖灌水”的实际，社区党委还
建立了社区新媒体工作室，上线“世纪早

茶”微信公众号，整合辖区微信群、QQ 群
53个，推行“网上听民意，网下分头办”，由

“众声喧哗”变“网上有家”。3 年来，他们
共收集居民各类意见建议 2352 条，督办
解决问题 783项，赢得群众纷纷点“赞”。

从演“独角戏”到唱“大合唱”

每天中午 11 点半，合肥市天山支路
与长沙路交口的斑马线上，总能看到一群
身着红马甲的老人在疏导交通，引导放学
的孩子们安全通行。这是滨湖世纪社区
的群众响应社区党委号召，加入到“老乡
长志愿服务队”中发光发热。800 多个日
子里，他们风雨无阻，为小区孩子们筑起
爱心通道。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乡长们”走在爱
心公益之路上。“老乡长志愿服务队”队长
胡光甫告诉记者，“起初，我们只有 10 个
人；现在，有 38 个人。我们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响应社区党委号召，发挥余热，为
社区建设作点贡献”。

在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带领感召下，
社区居民逐渐成为社区多元共治的重要
力量和社区公益的主力军。

目前，滨湖世纪社区有 78 个文化社
团、2 万多居民。平时，大家自创自演“民
生政策好”“歌唱十八大”等节目；在每个
传统节日，演绎邻里友善的美德；还开展
最美家庭、最美家训、社区好人评选，弘扬
崇德向善、以文育人的正能量，唱响“跟党
走”的主旋律。

此外，社区开展的“你帮我帮、幸福共
享”活动深入人心，“滨湖帮客”志愿服务
平台家喻户晓。目前，社区共有帮客团队
67 支，注册志愿者 6327 人。其中，学雷锋
睦邻互助合作社，衣旧传情、益路同行项
目等成为知名公益品牌。

社区还先后制定出台《滨湖世纪社区
居民委员会领办督办项目制度（试行）》等
办法，设立自治资金 200 万元，大大增强
了社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社
区治理也从党委、政府演“独角戏”，变成
共治自治、全民参与的唱“大合唱”。

党 建 聚 民 心 服 务 解 民 忧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党委党建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多庆 洪婉清

朱志强一家多少年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7 月 23
日，武汉大学本科招生网显示，河南理科考生朱志强以
总分 645 分、高出河南省一本线 122 分的成绩，被武汉
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专业录取。

母亲周春连喜极而泣，给每一位帮助过朱志强的
好心人打电话传达喜讯，并对他们多年来的帮助表达
感谢。

“一口气不停，背上去”

18 岁的朱志强是河南省修武县周庄镇周庄村人，
家中兄弟二人，他排行老大。出生的第三天，他被查出
罹患先天性脊膜膨出，下半身没有知觉。

此后，父亲朱全美日夜不歇地打工，希望还清孩子
做手术欠下的债。母亲周春连也没闲着：承包过 20 亩
地，在家养过 1000 只鸡，给企业编过筐，在建筑工地
打过小工。朱志强考入焦作一中宏志班后，朱全美在学
校对面租房，边陪读边打零工，夜以继日地给玩具厂加
工布偶，还当过学校的保洁工⋯⋯

3 年高中，每周 24 公里的往返⋯⋯母亲周春连用
肩背、自行车推、电动三轮车带，撑起儿子的求学之路。

今年高考，朱志强的考场设在焦作市人民中学一
教学楼 5 楼。由于干苦力活，周春连落下了腰腿疼病，
但她穿着棉裤，带着护腰，背着朱志强去赶考。

“背得太吃力的话，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所以，
我自己咬紧牙关，一口气不停背上去。”周春连温情地
说。不只是爬考场楼梯，漫漫人生路，周春连对儿子从
来都是这样。

特殊的课桌

教室里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陪伴了朱志强 4 年
的求学生涯，这也是张特殊的“课桌”。

刚上初一时，由于长时间坐板凳，朱志强长出了褥
疮，好了又烂，反反复复，最终被迫动了两次手术。步入
初三学期后，为不耽误学业，学校在教室的后面给朱志
强铺了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以床当课桌。从此，他开
启“俯卧式”听课模式，一直到参加高考。

高中班主任王强说：“每一堂课，志强都仰着头、睁
大眼睛认真看着黑板，仔细听讲，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对
知识的渴望！”

“具有保尔·柯察金一般的钢铁意志，他的故事在
我们学校广为传颂，勉励着前行中的你我！”一位同学
在作文中这样描述朱志强。

母亲不在身边时，同学们就是朱志强的双腿。初中
时，同学常安南一个人是朱志强的双腿。到高中，朱志
强的课间出行被全班 23 个男生轮流背承包。为尽量少
给同学们添麻烦，朱志强几乎不喝水、不喝稀饭。

“2008 年 5·12 汶川地震，俺们县也有震感。小学
老师李海霞和几位同学不顾个人安危，合力把俺抬到
操场。上高一时，母亲腰疼的老毛病犯了，正好班主任
王强碰见，他二话没说，把俺背到 4 楼⋯⋯”追忆起一
段段往事，朱志强热泪盈眶。

社会各界人士也通过各种方式，给予母子俩很多
帮助和支持。“孩子见都没见过，人家就资助俺们。俺要
背着孩子上门，让孩子给人家汇报汇报学习情况。”周
春连说。

“记住好心人的帮助，走向社会后，俺也要用同样
的方式回报社会，帮助更多人！”朱志强略显稚嫩的脸
庞显示出坚毅的神情。

充满信心往前走

小学时的朱志强曾极度自卑：上课时，从来不敢举
手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直到 2011 年，朱志强第一次
登上领奖台，才打破了自己心里的枷锁。

2011 年，修武县周庄初级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朱
志强以初一入学考试成绩名列全年级第 25 名的成绩，
荣获二等奖。时任校长赵小四主动让出主席台座位，让
周春连把朱志强背到台上领奖。这一温情的举动令朱
志强拥有了自信，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自卑的小男生。

细心的周春连也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给两个孩
子：家里墙上张贴着孩子们的所有奖状，还悬挂着自己
一针一线绣有“奋斗”“人世间条条路坎坷，勇往莫退
缩”等字样的十字绣。每逢周末，周春连带着朱志强回
家，同住一屋的弟弟朱志勇，每次睡醒时都发现哥哥还
在挑灯苦读。这些也都深深影响着弟弟朱志勇⋯⋯

“志存高远，强者恒强。”这是朱志强的初中老师陈
鸿文对他的期冀。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朱志强也决心大
胆往前走。

残疾少年朱志强——

在关爱中“站”起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崔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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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全（中）与工作人员谈笑风生。 （资料图片）

朱志强和母亲在一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