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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学时，他成绩不好，却
是发明达人；他放弃高考，带着
专利上了高职；大学期间，他休
学创业，办起了3家公司，拥有
国家专利 10 多项⋯⋯他就是重
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创
业者杨成兴。

“ 我 对 创 新 创 业 的 理 解 就
是：把一切想法、项目，通过创
业落地，通过创业传播。”杨成
兴对 《经济日报》 记者如是说。
正是凭着一股创新创业精神，杨
成兴不久前入选了第十一届“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这是重庆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大学生，也是
全国高职学校唯一入选年度人物
的大学生。

带着专利上大学

26 岁的杨成兴被称为“科
技怪才”。在中学时代，当同学
们都埋头苦读准备高考时，他却
迷恋于搞发明，申请专利。高中
毕业时，他获得了“可伸缩安全
笔”“自动保湿节水花瓶”“多功
能保健鞋”等3项国家专利，并
获得重庆渝中区区长创新奖、重
庆市市长创新奖等荣誉。

2011 年 ， 杨 成 兴 高 考 在
即，国内不少重点大学向他抛出

“橄榄枝”，给出优惠的自主招生
条件。但是他作出了一个让老师
和父母都难以接受的决定：放弃
高考进重点大学的机会，带着发
明奖状和高中阶段的综合表现资
料作为“敲门砖”，参加重庆市
自主招生考试。最终，他以优异的表现成为重庆电子工
程职业学院机电工程专业的学生。

休学创业办公司

杨成兴骨子里热衷于发明创造，一直希望自己的专
利早日变成社会财富。进入大学2个月后，杨成兴在学
校创建了创新部，开始生产销售自己设计的自动遥控门
设备，但因该产品成本较高，最后亏了5000多元。

失败并没有打破他的创新创业梦想。2012 年，杨
成兴向学校申请休学创业。学校同意了他的申请，并在
创业场地、设备上给予支持。此后，杨成兴在学校的创
业园里成立了微型企业——重庆新狼科技有限公司。该
公司的主打业务是环保智能花盆，这是他基于“自动保
湿节水花瓶”专利开发出的新产品。

《经济日报》 记者在新狼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办公
桌上和墙脚都摆放了环保智能花盆，盆内的植物长势旺
盛，翠绿鲜艳。“通过特殊的花盆造型，各种植物种在
室内不用天天换水，也能常绿常新。”杨成兴说，这种
环保智能花盆售价18 元至38 元不等，栽植在里面的花
卉苗木两三个月不用浇水，既节约了水资源，保绿效果
也比较好。由于产品创意独特，价廉物美，深受客户欢
迎。目前，他委托代工企业生产的环保智能花盆月销售
量达1万多个，收入4万多元。

杨成兴在创业体验中不断丰富知识，把知识扎根于
实践。事实上，作为学生创业者，杨成兴的创业之路并
非一帆风顺：他创业 8 次，失败 6 次。但他没有放弃，
越挫越勇。在这些年的创业历程中，杨成兴带领团队不
断拼搏进取，在公司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参加了不少创
业家培训课程，不断丰富自身知识结构。

杨成兴认为，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创新只有通过创
业传播才能产生价值。在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杨成兴最近 2 年以“资金+项目”入股等形式，相
继成立了成都渔乐江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成都蚁世纪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处处可创新

杨成兴是一位钓鱼爱好者。在创办成都渔乐江湖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时，他将钓鱼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起
来，建立了移动互联网智能渔具服务平台——野夫钓
鱼。目前，平台社群约有 20 万忠实粉丝，公司月营收
120 万元。他说，“有了兴趣，事情才能做深做精。这
就是一米宽度，一公里深度”。

作为重庆人，杨成兴特别喜欢吃火锅。他在火锅店
就餐时发现，油烟味是顾客的一大烦恼；另外，还经常
需要服务员加汤。于是，他萌生了生产一种环保便捷的
火锅灶具的想法。目前，他正在申请火锅用餐用品、通
风系统、火锅调料生产设备等餐饮方面的专利。

尽管在发明、创业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杨成兴
自认还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一直提醒自己要不
忘初心，不懈怠，感恩点滴。“我上中学时学校有一句
校训：努力前程，成功成人。每次在学校公开演讲或者
发表获奖感言时，我都会反过来说，努力前程，成人成
功。”杨成兴说，在今后的人生路上，他将不断探索创
新，做一名新时期成功的发明创业家。

发明达人杨成兴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赵杰昌

没有墓碑，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
开追悼会。2016 年 2 月 20 日，去世 3 小
时后，他的遗体被移交红十字会。几天
后，位于武汉市石门峰的武汉市遗体捐
献者纪念碑上，刻上了第 1304 个名字：
沈因洛。

2016 年 2 月 20 日中午，湖北省政
协原主席沈因洛同志与世长辞。家属按
照沈老生前遗愿，将其遗体捐献给红十
字会。

严把廉洁关
“约法三章”讲党性

站在刻有沈因洛名字的纪念碑前，
陈明驻足良久。作为沈因洛生前的最后
一任秘书，沈因洛于他，既是领导、长辈，
也是良师益友。这位如父亲般的慈祥老
人体现出来的党性之魂，成为他工作中
最宝贵的财富。

“严”字当头，这是沈因洛给陈明留
下的第一印象。陈明还记得，2011 年 3
月，组织安排他担任沈因洛的秘书。报
到第一天，沈因洛对他约法三章：善于学
习、严格守时、严格自律。最重要的是，
绝不能搞邪门歪道，绝不能替他人说情，
绝不能收受红包和特产。

这样的“约法三章”，是沈因洛每任
秘书都要经历的必修课，沈因洛自己坚
守了一辈子：出访归来，外方赠送的电子
计算器、照相机、手表，他一一上交；接待
战友吃饭，他如数自费；外出调研，坚持
空车去空车回。从一瓶咸菜、一双拖鞋，
到或多或少的慰问金、感谢费，他不仅坚
决不拿，还严肃批评送礼者。

“来做客，沈老欢迎；带礼品，门都不
让进。”陈明回忆，年终，常有单位领导请
吃年饭，沈因洛总是委婉拒绝：“实在要
请我吃也可以，我自己付钱，司机、秘书
加上我一共要交多少？”

给沈因洛开车 15 载的吉胜说起亲
历的一件事。几年前，一家民企邀请沈
因洛调研指导工作，老人很高兴地去
了。事后，对方一直想找个机会表示感
谢，无意间听到吉胜说，“沈老家的电视
坏了，正准备买一台⋯⋯”

很快，一台价值4000多元的电视机
送到了沈家。得知事情原委后，沈因洛
大发脾气：“这是搞商业贿赂，赶紧退回
去！”吉胜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沈老的
口气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对
方只得照办”。

在法纪红线面前，沈因洛原则性极
强，他的字典里没有“通融”二字。
1982 年，沈因洛的老伴曹俊敏从武钢
教育处离休。按照政策规定，曹俊敏将
人事关系调到省里，将医疗关系转到省
直，合情合理合规，但沈因洛坚持认
为：领导干部家属不需要享受这种待
遇。此后 30 多年，曹俊敏看病、报销
都要从武昌区水果湖赶到 15 公里以外
的青山区。

1995 年，沈因洛从湖北省政协主席
位置上离休。第一时间，他把私人物品
全部搬出，将办公室上交。有人劝他留
一间办公室，以后办事方便，他当即拒
绝，“既然离休，在单位就没有我的工作
舞台了”。

离休 20 多年，他始终心怀信仰，对
党赤子般忠诚，退岗不褪色、离休不离
党，每月的党费都按时交、多交。

不帮秘书谋位子，不给司机留面
子，不为家人开口子，这就是沈因洛为
官的“三子观”。在湖北省政协离退休
干部处书画室，至今还悬挂着沈因洛在
2013 年底书写的一卷条幅——“心底
无私天地宽”。这 7 个笔迹略显颤抖的
大字，既表达了纪念毛主席诞辰 120 周
年的崇敬之情，也是他 96 个春秋的人

生写照。

作风如秤砣
实干精神最隽永

“9月5日，早上6时40分，到蔬菜批
发、零售市场参观，发现批零差价在50%
到 100%。白菜批发 0.20 元/斤，零售为
0.40元/斤；辣子批发0.80元/斤，零售经
分类后1.6元/斤；茄子零售价1.50元/斤。
外来蔬菜从河南来⋯⋯”

这是离休后的沈因洛 1996 年工作
笔记的一段。像这样的笔记，他记了 22
大本。求真、务实、不来虚的、不搞花架
子，这是沈因洛一以贯之的作风。

在武钢创业 21 载，沈因洛把人生最
好的年华献给了十里钢城。1961 年初，
时任 41 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沈因洛，接到
中央调他赴武钢工作的命令。那时的武
钢，发展异常艰难，可他一接到通知，卷
上行李说走就走。

身着布衣、肩挎黄布军用包、骑着自
行车⋯⋯这是沈因洛给武钢职工留下的
最深刻印象。为尽快摸熟业务、吃透厂
情，白天，他和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
动；晚上，他主动拜师学业务，从最基本
的生产工艺流程到企业管理知识，许多
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技术骨干都成
了他的“座上宾”。

时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王国连形容
沈因洛作风“像秤砣一样扎实”，“他天不
亮就到办公室处理公务，事情一忙完，就
骑着自行车，一个本子一支笔，一个一个
车间地跑”。

不到半年时间，军人出身的沈因洛，
就成为了精通钢铁业务的企业领导。上
世纪 70 年代，沈因洛带领武钢人排除万
难、百折不挠，炉子不熄火，轧钢不停机，
引领了武钢历史上的“两次创业”。武钢
由此跨入人们引以为豪的黄金时代。

调到省委工作以后，沈因洛“落小抓
实”的作风一以贯之。1982 年底，他调
至省委组织部工作。走马上任后，他一
一走访了所有处长的家。泛黄的日记本
上，一个个蓝墨水书写的楷体小字十分
工整，详细记载了许多处长的家庭情况、
性格特点、长处短处等等。

在任时，他通过学习提高能力素质；
离休后，他看书读报，关心国家和湖北的
发展。

“沈老学习中央大政方针绝不过
夜。一听到有文件单行本出版，他总是
催着我去买。”陈明回忆说，“大家很难相
信，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还能大段大段
地背诵党章，大段大段地复述习总书记

系列讲话的重要章节”。
在沈因洛的书房，有一些特别的遗

物，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寄送给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省委领导的有关国计民生建
议与意见的复印件。其中许多调研题目
的灵感，就是他平时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豆腐块”。
“沈老看报特别仔细。但凡报纸上

密集报道的地区，他总要想办法亲眼看
看。武汉汉口北、市民之家、首义广场、
武汉国博、省图新馆、地铁二号线⋯⋯发
现跟报道不符的地方，也总要追问原
因。”陈明说。

2013 年春，93 岁高龄的沈因洛坐着
轮椅，从一楼到八楼，考察了运营不久的
湖北省新图书馆，叮嘱大楼“当家人”把
图书馆办成精神文明建设重要阵地。还
是那年，沈因洛最后一次到令其牵挂大
半辈子的武钢考察，亲自走进冶炼指挥
台、监控室，还有那钢花飞溅的熔炉旁。

心中有群众
最是动人公仆情

回望沈因洛 96 岁的人生轨迹，不乏
波澜壮阔的“大事”。抗日战争中，他参
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他随
部队参加中原突围等重要战役；建设时
期，他带领武钢兴建“一米七工程”，奠定
武钢腾飞之基。然而，时光流逝几十年，
武钢的老职工、老伙计们追忆“沈经理”，
说得最多的，还是他为群众办的那些小
事、实事。

沈因洛初到武钢时，职工上下班全
靠挤一列闷罐列车。当时没有站台，车
一到站，几千人上扒下跳，经常出事故。

“工人这样受罪，我心里难过！”一连
五六天，沈因洛也“上扒下跳”，在闷罐车
上和职工商量解决方案。半个月后，简
易站台建成了，还配上了雨篷和电灯。
在职工们欢欣鼓舞之际，沈因洛却悄悄
进京，多方请示联系，将闷罐车改成了绿
皮车。

在武钢担任公司副经理期间，沈因
洛收到一封幼儿园老师的来信。信中诉
说，幼儿园有两个孤儿，父母都是武钢工
人，不幸早逝，园方对此束手无策，贸然
写信求助。

收到信后，沈因洛立即去了幼儿园，
抱起两个孤儿动情地说：“他们的父母为
建设武钢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武钢的
儿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两个小孩抚
养成人，直到走上工作岗位。”他当即决
定，两个孩子成年前的一切费用由武钢
负担。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
不久，武钢职代会也在春节前举行。“同
志们，春天来了，大家要好好干！快过年
了，恭喜发财！”在大会发言的最后，时任
武钢经理的沈因洛向大家拱手拜年。

一声颇为大胆的“恭喜发财”，在当
时，如同一声惊雷，让现场职工既震惊又
暖心。在武钢，沈因洛最早提出给有贡
献的职工发奖金，将贡献与经济收入直
接挂钩。此后，武钢发展蒸蒸日上，职工
的钱袋子也渐渐鼓起来了。

离休后，沈因洛仍然十分关心武钢
的发展，每年要去调研两次。“每次去武
钢，老职工都是小跑着赶过来，和沈老握
手聊天，那种亲热劲儿，就像久别重逢的
亲人、朋友。”吉胜回忆。

沈因洛粗茶淡饭，一生节俭，但扶贫
帮困毫不吝啬。每年，他至少要拿出一
个月的离休费捐赠给湖北省慈善总会、
省残联、老促会、希望工程等慈善机构和
公益事业。近 20 年来，仅他留下收据的
各类捐款，金额就达14余万元。2015年
9月，沈因洛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和 5000 元慰问金，当场
将慰问金捐给湖北红安革命老区困难群
众。每次捐赠，他都保持低调。许多困
难群众接到捐助款时，还不知道沈因洛
是谁。

“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
人民。”沈因洛用一生践行了这句名言。
在武钢官方微信“幸福武钢”上，几百条
留言追思沈因洛。在这些追思、悼念的
群众中，许多人和沈因洛只有一面之缘，
甚至素昧平生。

涵养好家风
一世磊落得传承

2007 年 4 月 28 日 9 时许，在湖北省
红十字会，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按照要
求领取了《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他一笔一画地填写所
有内容，并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仔细
核对，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

当时，除了陪同的秘书，无人知道沈
因洛的身份。

这是沈因洛兑现承诺的第一步。早
在 1983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

《把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的倡议》，沈因
洛就是倡议人之一。

按照程序，捐献遗体既需本人自愿，
也要亲属签名同意。他将登记表复印
后，开始一个一个动员亲属。恩爱一生
的老两口为此起了争执；孝顺父亲的女
儿无法接受⋯⋯

但是，任何劝阻，也动摇不了沈因洛
的决心。他对亲属拿出那张已经发黄的
报纸，指着自己的名字说：“活着不争利，
死后不占地。遗体捐献，是以无用之躯，
尽最后有用之力，让更多的生者找到希
望，让更多的医学难题得到破解，让生命
散发出最后一道光芒！我是一个共产党
员，要信守诺言，说到做到！”

最终，沈老兑现了自己 33 年前的
诺言。

“你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要指
望在我这里沾任何光。”对家人，沈因
洛坚持这一条铁律。他的言传身教，也
如同涓涓流水般潜移默化地流入家人的
心田。

沈因洛家的装修格外简单。空荡荡
的客厅里，最值钱的是一台旧款电视机；
卧室里，老旧木柜木箱、床上花布铺盖，
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物什，朴素而
整洁。已经 89 岁高龄的曹俊敏和沈因
洛的大女儿沈百舸热情地招呼记者，没
有一点高干家庭的距离感。

“公是公，私是私，沈老一家都分
得很清楚。”吉胜说，沈家人从未因为
私事坐过他开的车，即便是沈老在同济
医院住院，女儿女婿到汉口陪护送饭，
也是换乘两趟公交车、耗时 1 个多小时
赶去。

在常人眼里，沈因洛对家人苛刻得
有些不近人情。其实，沈因洛和家里人
的感情非常深，家庭非常和睦。他和老
伴相濡以沫，彼此一会儿没看到，都要打
听对方到哪儿去了。记者问沈老的女儿
怎么看待爸爸？女儿说：“我爸就是这样
的一个人，我觉得党员就应该像我爸爸
这样子！”

沈因洛去世后，湖北省领导询问曹
俊敏有什么困难，老人诚恳地说：“没有，
老沈一辈子没有向组织提要求，我们也
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没有。”这位老
人还找到老干部局，上交沈因洛的公车，

“车是给老沈工作用的。老沈走了，请把
车收回吧”。

在家人看来，沈因洛的一生是光明
磊落的一生，是恪守奉公、高风亮节的一
生，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坚守了
一个共产党人的本分。这笔无形的家风
财富，也将融化到沈家人的血液中，成为
后代立世做人的风范。

沈因洛，1920 年 12 月
出生，1938年4月参加革命
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武汉钢铁公司
副经理、经理、党委第一书
记，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
第一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
长，省委副书记，省顾委副主
任，省政协主席；1995年8月
离休，2016年2月20日因病
逝世。

坚 守 共 产 党 员 的 本 分
——追记湖北省政协原主席沈因洛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人物小传

▲ 沈因洛在武钢
时期为职工修建的站台
遗址。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 2012 年 12 月 7
日，沈因洛（中）参观考
察武汉首条地铁。

宋建春摄

▲ 2015 年 2
月 24 日，沈因洛向
省委就“三农”问题
建言献策。

（家人提供）

▶ 沈因洛兑
现了 33 年前捐赠
遗体的承诺。去世
后，他的名字被刻
在武汉市遗体捐献
者纪念碑上。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