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在8月13日，曾以《用沂蒙精神
做“良心药”》为题，报道了鲁南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志
全。赵志全罹患癌症 12 年来，以钢铁般
的意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争朝夕带
领企业实现跨越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先进事迹，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近
日，《经济日报》记者再次走进鲁南制药
集团公司，感受员工们对赵志全离世的
深深遗憾之情。在他们发自内心的叹息
中，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形象跃然而出。

“假如我不休那一个月”

“假如在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再
努力一些，假如您特批我休假的那一个
月我能坚守在实验室，您就不会带着深
深的遗憾去了⋯⋯”在赵志全的灵柩前，
鲁南制药集团生物药物研究所项目主管
赵丽丽泣不成声。

2004 年，赵丽丽的丈夫刘忠从南开
大学博士毕业后，被求贤若渴的赵志全
请到了鲁南制药。如师、如友、如父的赵
志全关怀备至，刘忠不仅自己留下了，还
把已获得美国埃默里大学工作邀请并有
机会获得美国绿卡的妻子赵丽丽也动员
到了鲁南制药。赵丽丽来鲁南制药的当
年，赵志全就拿出上亿元为她成立了生
物催化实验室。

“一个民营企业家拿出上亿元资金，
支持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这需要承担
多大的风险？这需要何等的胸怀？这里有
我实现梦想的舞台，但更有懂我的伯
乐！”回想当初，赵丽丽无怨无悔。

很快，赵丽丽就着手进行投资高达2
亿元的重组甘精胰岛素项目的研发。对
于这个项目，赵志全寄予厚望：“这是公
司第一个生物制品项目，它承载了我们
鲁南制药的梦想和希望，无论投入多大，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都会全力以赴地
支持你们！我相信你们肯定能行！”

有一段时间，赵丽丽总感觉思路不
畅，科研项目原地打转。赵志全闻讯后哈
哈一笑：“搞重大科研，就是要有打持久
战的准备！这样吧，给你一个月的假期，
出去好好放松放松。”以前，赵志全经常
打电话询问项目进展情况，但在赵丽丽
休假的那段时间里，却没有给她打过一
个电话。没多久，科研难题顺利解决，赵
志全得知后，笑得像孩子一样灿烂：“我
就说嘛，你肯定行！”

就在赵志全去世后的一个月，国家
财政部公布了 2014 年国家 12 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助名单，鲁南制药
的重组甘精胰岛素项目名列其中，这预
示着产品批量上市出现曙光。获知这个

消息时，赵丽丽禁不住潸然泪下：“赵总，
您要是在世时得知这个喜讯该多好啊！
这个项目，您等了十年，盼了十年！可为
什么没能再多等一个月？假如我不休那
一个月，唉！⋯⋯”每当忆及此，赵丽丽便
悔恨交织。

“其实，我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这
是赵志全留给家人遗书中的一句话。与
癌症抗争了 12 年的他，独自忍受着病痛
的折磨。“企业再难也不能让科研作难，
只有强化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才会有
不竭动力。”这是赵志全生前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在鲁南制药，科研领域是一个

“特区”，待遇最高的是科研人员，设施最
好的是科研中心，科研经费几乎没有上
限。如今，这家地处沂蒙山腹地的企业拥
有了一支由 20 多名博士、800 多名硕士
组成的科研团队，整体科技创新实力在
全国同行业名列前茅。

“再没机会当面请教”

2015年11月，在玉带山赵志全的墓
前，来自印度鲁宾公司的蒋开明眼里噙

满泪水，献上一束鲜花，喃喃自语道：“你
是我不曾谋面的良师益友，输给你这样
的对手，不丢人！”

此次，蒋开明带领公司高管一行，是
专程来鲁南制药新时代药业公司商谈合
作事宜的。当他意外得知赵志全已经去
世一周年时追悔莫及：“20 年来，我一直
想拜访这个曾经打败我的人，可是⋯⋯”

多年前，蒋开明加盟以生产治疗慢性
心血管疾病的特效药——“异乐定”为主
的德国许瓦兹制药公司。正当“异乐定”在
中国医药市场一路摧城拔寨、高奏凯歌之
时，1994年，蒋开明发现鲁南制药的同类
型产品“欣康”在市场上表现不俗，价格却
仅为“异乐定”的四分之一。蒋开明立即把
这一消息上报给德国人，很快，一家权威
的市场调研公司来中国对“欣康”进行全
面调研，最终得出结论：鲁南制药跟许瓦
兹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异乐定”肯
定在中国市场“笑到最后”。

但是，从 1996 年起，“异乐定”的市
场份额逐渐萎缩，而不被看好的“欣康”
正攻城略地、势不可挡。一个德国高科技
企业眼瞅着要败在沂蒙山区的一帮泥腿
子手里，情急之下，蒋开明采取他屡试不
爽的手法：高薪挖鲁南制药优秀业务员。
然而，面对高出鲁南制药 5 倍多的薪水，
那些憨厚的沂蒙汉子却一个个不为所
动：“让我们背叛企业，背叛赵总，除非太
阳从西边出来。”没多久，曾经占据中国
市场接近 80%份额的“异乐定”，淡出中
国消费者的视野。

败走麦城后，蒋开明又加盟到印度
鲁宾公司。后来，鲁宾要在中国寻求战略
合作伙伴，他首先想到了鲁南制药：“赵
志全带出的队伍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员
工忠诚，什么是领导人格魅力。可是，再
没机会当面请教，是我终生的憾事！”

在医药界，鲁南制药的员工被看作
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有一年，一家制药
企业费尽心机获取了鲁南制药 400 多位
科研人员的联系方式，苦口婆心地分别
打去电话，想要高薪聘请。最后，没有一
个人离开。有家企业以十倍多的年薪多

次力邀鲁南制药的一位副总，他却一次
次婉谢：“我不能对不起赵总，对不起鲁
南制药。”

临终前，赵志全留下一份人事任命
建议书，这或许能解读员工为何留恋这
块热土。建议书里，公司董事会、高层、中
层人员名单中，都没有他妻子、女儿的名
字。根据赵志全的遗愿，接替他带领公司
继续前行的，是长期负责科研工作的副
总经理张贵民。这就意味着，赵志全把自
己承包经营了 27 年，从一个濒临破产的
小厂发展为拥有 60 亿元净资产、年利税
8亿元的企业，交给了与自己毫无亲属关
系的人。“公生明，廉生威”。赵志全的一
身正气、一颗公心，换取的是职工誓与企
业共兴衰的忠诚。

“恩人！好想说声谢谢您！”

在赵志全追悼会现场，五十一车间
的辅助工魏艳终于说出了那句闷在心底
多年的话：“赵总，谢谢您！”

1999 年，魏艳所在的沂蒙中药厂破
产，为了生计，她摆过地摊，做过零工。赵
志全了解到中药厂下岗职工生活困难
后，将他们一个不落地接收过来。来到鲁
南制药，魏艳等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
活。可是2009年，她公公、婆婆双双身患
重病，欠下一屁股债。屋漏偏遭连阴雨，
恰在此时，她的丈夫陈昌发又下了岗。为
了挣钱还债，陈昌发白天四处打工，晚上
还要去货场干装卸工，身体眼看要垮了。
魏艳含着热泪给赵志全写了一封信，恳
请能让她的丈夫进公司工作。在了解了
事情原委后，赵志全批准了她的申请。更
让她欢天喜地的是，魏艳一家三代人从
50 平方米的蜗居，搬到了公司为职工建
设的110平方米的精装修新房。

“恩人，大恩人啊！”这句在魏艳心底
呼喊了多少次的话，她多想当面说给赵
志全听。可每当在路上遇到赵志全，生性
腼腆的魏艳就打了“退堂鼓”，怎么也迈
不开腿、张不开嘴。

“造福社会，为员工创造美好生活”
这句写在鲁南制药厂区的标语，是赵志
全 27 年来为之奋斗的座右铭。他先后投
入 8 亿元建设了 3000 多套职工住房；投
资 5000 多万元建设了两座现代化的省
级规范化幼儿园；投资 2 亿元建设了游
泳馆、体育馆等文体场所和设施。对于这
些投入，公司管理层也曾有不同意见，赵
志全说：“来咱企业的大学生，大都是从
农村出来的孩子，家境都不富裕。就眼下
的房价，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买一套房
子不吃不喝也得 20 年啊，这么大的生存
压力，你让他们怎么能安心工作？建设文
体设施，是让年轻人闲暇时间少上网，多
参加文体活动，没有好身体，什么都干不
了。没有舞台扎不下根，没有歌声留不住
心。”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惦记着给公司
的员工们再涨一次工资，批示了企业分
配制度改革方案。他把职工的冷暖时刻
挂在心上，而他自己，一辆普通桑塔纳跑
了60多万公里，6次放弃分房机会，一间
40平方米的房子住了20多年。

“他甘做孺子牛，辛勤耕耘，直至生
命的最后一刻；他甘做蜡烛，生命燃尽，
仍不忘照亮他人。他的高风亮节为我们
树立了做人、做事、创业的楷模，留下了
无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
习。”鲁南制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
经理张贵民说。

中 国 故 事2016年9月24日 星期六8

本版编辑 闫 静 郎 冰

邮 箱 jjrbzggs@163.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00 印完时间：4∶10 本报印刷厂印刷

鲁南制药人心中的丰碑
——追记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志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在古希腊神话里，安泰是大地母亲的
儿子，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力大无
穷，所向披靡。赵志全始终把职工的冷暖
挂在心上，即使在病重期间，心里仍然装
着企业和员工的事迹，再次让人想到了这
个古老的故事。“呕心沥血志酬鲁南，为国
为民药济苍生”，赵志全用行动回答了一个
共产党员“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三个
问题，用生命书写了新时期沂蒙精神。

“你不到鲁南来，就不知道赵总对职
工有多好。”这是员工们发自内心的声
音。赵志全把“依靠职工办企业，办好企
业为职工”的理念作为经营企业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造福社会、回报社会作为自
己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罹患癌症的 12
年间，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使企
业赢得快速发展。正是因为视事业如生
命、视员工如亲人，赵志全才能凝心聚力，
带领企业实现跨越发展。

赵志全是新时期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典型，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楷模。学习他，
就是要学习他的公仆意识、宗旨意识，始
终与群众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如此，才
能真正汇聚起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无穷
力量。

新时期企业家的楷模
王金虎

“谢谢妈妈，我收到了。”“我
也收到了，谢谢妈咪！”

新学期伊始，吉林财经大学
学生哈丽米拉、中央民族大学学
生西热娜衣等人陆续收到她们共
同的“妈妈”——郑巧玲汇来的
2000 元生活费。他们通过“我们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微信群平
台，告诉“妈妈”自己生活、学习的
近况，诉说自己成长的心路。小小
微信群，承载着郑巧玲和她21个
新疆籍孩子无尽的爱。

46 岁的郑巧玲是江苏盐城
市委党校服务中心主任。2010年
以来，她把新疆学员当作亲人，把
资助的新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
子，以满腔热忱和善良架起了一
座友谊的桥梁。

热忱的“阿恰”

“古尔邦节快乐！”
2012 年 10 月 25 日，一批新

疆学员来到盐城市委党校学习，
恰巧第二天就是伊斯兰教“古尔
邦节”。对于刚从天山脚下来到
黄海之滨的新疆学员来说，节日
离他们似乎有些遥远。然而，学
校后勤负责人郑巧玲和食堂的师
傅们给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为他们准备了香喷喷的手抓
饭、大盘鸡、锡伯族大饼和各式小
菜⋯⋯

学员们激动不已，察布查尔
县水利局党总支书记、维吾尔族
学员热皮克亲热称呼郑巧玲为

“阿恰”（维语“姐姐”的意思）。
“阿恰，我们可以拥抱你吗？”一位学员小心翼翼地问

郑巧玲。“当然可以啊！”郑巧玲开心地说，食堂里响起一
波又一波欢乐的笑声。

郑巧玲和新疆班学员们的情谊由来已久。2010 年，
盐城对口支援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察布查尔县，党校承担
起该县干部的培训工作。细心的郑巧玲充分了解新疆
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后，购买了全新的厨具、餐具，请少
数民族学员利用课余时间一起烧菜；又利用假期，自费带
领厨师长和餐厅领班远赴新疆，了解民族风情，学习饭菜
制作。

她的热忱、体贴和周到，赢得了一批批新疆学员的信
任，并渐渐成为他们的朋友乃至亲人。

善良的“妈妈”

“妈妈，我好难过！”2014年，郑巧玲接到新疆孩子哈
丽米拉伤心的电话。

哈丽米拉是郑巧玲首批资助孩子中的一员，她是孤
儿，郑巧玲对她格外关心。2014年夏季，哈丽米拉成功考
上吉林财经大学。得知喜讯后，郑巧玲早早为她备下学
费。然而，入学不久，小姑娘就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回新疆
接受治疗。郑巧玲寄钱寄物，惦记了大半个月后，哈丽米
拉终于病愈出院，却收到学校劝其退学的通知。原来，开
学一段时间了，哈丽米拉一直没有缴纳学费，郑妈妈为她
准备的 4000 元学费，都成了身患白血病堂弟的医疗费。
郑巧玲了解情况后，立即与学校班主任老师沟通，再次汇
上学费，并嘱托老师多多照顾她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可以
直接找她这个“大家长”。

新疆察布查尔县地处我国西北部边境，贫穷落后，农
牧民因病致贫、因贫辍学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与新疆班学
员交流中得知这些情况后，郑巧玲毫不犹豫地提出：要帮
助一部分贫困孩子完成学业。

从 2011 年秋天开始，郑巧玲先后资助了 21 个贫困
家庭的孩子，帮助他们完成高中学业，圆了大学梦。

“我只是给他们一份生活的希望！”郑巧玲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对于那些贫困孩子来说，读书是他们唯一能
够改变命运的方法。一旦辍学，孩子们就失去了梦想和
希望。

爱心的“使者”

从东部到西部，从黄海到天山。5 年间，为了帮助那
些孩子，郑巧玲除了不断寄钱、寄物，还抽出时间看望孩
子们，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在她的心里，察布查尔
已经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2012年6月14日，郑巧玲从网上得知：察布查尔县琼
博拉乡因暴雨引发山洪，短短40分钟之内，牛羊全被泥石
流冲走。她当即拿出一万元，帮助受灾牧民购买小羊羔。

2013年1月29日，察布查尔县发生6.8级地震，琼博
拉乡受灾严重。得知消息后，郑巧玲立即给孙扎齐乡的一
名学员打电话，请他帮忙代购100袋大米和100袋面粉，
第一时间送到受灾牧民的手中⋯⋯

2014 年前，除了家里人，大家对郑巧玲的善举都一
无所知。2014 年，党校领导到察布查尔县考察时才了解
到，在当地老百姓的心里，她是母亲、是姐姐、是亲人⋯⋯

“她非常不容易！”去年从察布查尔县回来的援疆干
部、盐城市人民医院医生王志华告诉记者，“郑巧玲在当
地很有影响力。由于她的帮助，许多孩子乃至整个家庭的
命运得到扭转，当地老百姓和干部提到她，都满怀感激”。

“虽然我们的民族不同，但您还是帮助了我，在您的
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爱！”“郑阿姨，你给的保暖衣，不但
温暖了我，也温暖了我全家的心！”“从你身上，我看到一
位母亲的爱，请允许我叫你一声妈妈！”

2011年到2014年，许多新疆家庭还没有手机，他们
通过书信向郑妈妈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在一封封穿越
我国东西部的书信中，我们看到郑巧玲爱心的轨迹，也看
到了绵延两地的、化不开的浓浓民族友爱深情。

二十一个新疆孩子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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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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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市委党校职工郑巧玲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在安徽省合肥火车南站北广场负一
层换乘大厅，合肥市包河区望湖街道向日
葵睦邻公益服务队队长田清松正为旅客
提供服务。而距他约 50 米远的公交车指
示牌处，他的妻子刘先云也在微笑着接受
旅客咨询。虽说相距不远，可一上午下来，
两人也没有时间打个照面，说上一句话。

今年 50 岁的田清松是山东寿光人，
18年前因为做生意来到合肥。作为一家销
售公司负责人，他有点“不务正业”，投入
很大的精力参与公益活动，还带动家人一
起做公益、献爱心。

“来合肥南站的志愿者大都是已退休
的职工，像田队长这样还在工作的志愿者

不多，当公司老板的志愿者更只有他一个
了。”合肥高铁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王延笑着说，自向日葵睦邻公益服务
队在合肥南站定点做志愿服务以来，田清
松夫妇先后帮助多位乘客找回遗失物品，
帮助时间紧急的乘客在最短时间内实现
换乘。

谈及做志愿者的原因，田清松说：“因
为经营公司，我经常出差，全国各地大大
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是我的常去之处。
在一次次的路途中，我不断接受着别人的
帮助。一次指路、一次帮忙拿东西、一次嘘
寒问暖，都让我十分感动。”于是，打理公
司的间隙，田清松开始做志愿服务。妻子

刘先云平时在公司做助手，在丈夫的影响
下，也走上了志愿服务的道路。“起初他做
志愿服务我并不理解，觉得家里不缺吃不
缺穿，何苦要受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和
他散步时，跟我们打招呼、冲我们笑的人
越来越多，这才知道是做志愿服务的原
因。”刘先云笑着说。

在合肥南站做志愿者久了，夫妻俩对
合肥的交通状况熟门熟路，不仅自己成为
资深志愿者，还发挥了传帮带作用。“春运
期间，许多大学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但
刚来时，他们对合肥南站的交通换乘系统
不熟悉，我们就当起老师，‘一对一’指导
他们，使他们尽快熟悉环境，更好地服务

乘客。”刘先云说。
“Hello，May I help you？”休息的间

隙，田清松拿出一本翻得很旧的英文书，念
念有词。为更好地服务“老外”，田清松也是
蛮拼的，“合肥现在越来越国际化，不与时
俱进哪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呢？掌握一些简
单的外语沟通技能，可以帮助更多人”。

除了在合肥南站服务，田清松还带领
团队积极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短短几年
间，他已献血近 10 次，捐献了 2000 多毫
升血液。在田清松的带领下，向日葵睦邻
公益服务队的 300 余名队员热心为大众
服务，服务队先后荣获包河区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等荣誉。

车 站 里 的 夫 妻 志 愿 者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王亚玲

◀◀ 赵志全在工作中赵志全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赵志全和公司科赵志全和公司科
研人员在一起研人员在一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赵志全曾是全国人大代表赵志全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图为他参图为他参
加全国两会时加全国两会时,,向社会捐助药品向社会捐助药品。。（（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