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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浙江
宁波的 86 岁老共产党员——宁波市委组
织部原副部长颜志定用毕生作出了响亮
的回答。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像爱护眼睛
一样珍惜这一光荣称号，永远保有一颗为
人民服务的心灵。”这段写在工作笔记上
的话，是颜志定一生的追求。

虽然已过世 3 年有余，但颜志定的同
事、受过帮助的百姓、街坊邻里，无不深情
怀念他。他们说，“一辈子对党忠诚、一辈
子为民服务、一辈子清贫廉洁是颜志定的
人生写照”。

兢兢业业

作为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
的党员领导干部，颜志定先后在宁波海曙
区政府、区委，宁波市委党群口、机关党
委、人委办、机关党委工作过。

“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干一行爱一行，
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一位与他同事过的
宁波市委组织部干部，深情评价着老部长。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宁波
翻开了发展建设的崭新一页，党的组织工
作非常繁忙，任务十分繁重。在此 10 年
间，颜志定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人
事局局长的职务。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落实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到地
市合并后的班子配备、引进大规模开发建
设人才⋯⋯每项工作都有他亲力亲为、殚
精竭虑的身影。

1984 年，宁波被批准为沿海开放城
市，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浪潮，
干部告急、人才告急。颜志定四处奔走，求
贤若渴。1985 年，宁波市委决定率先引入
竞争机制，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领导干
部。这是宁波选人用人的大事，也是全国
头一遭。对于市委的决定，颜志定坚决服
从，精心部署，积极探索：首次推出的市计
委主任等 5 个正职职位，引来 1000 多人
报名，反响强烈。最后，选拔活动圆满收
官，并储备了一批可用人才。

帮贫济困

在群众眼里，颜志定是名普通劳动者。

在宁波园林管理处工作的 8 年里，每
逢节假日，天还没亮，颜志定就赶到人民
公园义务劳动，一直忙到天黑，顾不上与
家人团聚。有人说他，“过去进出市委门，
现在公园扫大门，一定犯了什么错误”。对
此，颜志定一笑而过。

1973 年元旦，颜志定正准备回乡下
参加大儿子婚礼，突然听说有位老工人病
重住院，当即赶了过去。得知老工人患了
肿瘤，需要手术治疗，他毅然取消参加儿
子婚礼的打算，精心陪护在老工人身边。

那时，每逢大旱，颜志定都拉着 300
多公斤重的水车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为打
水困难的群众送水；每当夜雨如注，他会
为加班施工的外单位人员送去雨衣和热
汤面；遇到天寒地冻，他从城西赶到城东，
为老职工们送去退休工资；职工有了工
伤、得了疑难杂症，他陪着去诊治；职工没
有婚房，他就腾出自家房子，在办公室睡
了几年⋯⋯

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后，颜志定不改劳
动者本色：一身布衣，黎明即起，洒扫庭
除。一天早晨，一名年轻干部到组织部报
到途中，看到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同志，身
着蓝布上衣，脚穿解放鞋，正在扫地、倒痰
盂。他以为此人是清洁工，后来才知道，这
位“清洁工”竟是组织部的副部长。

几十年来，颜志定心里始终有本普通
群众的档案。即便退休了，同事、职工、司

机、门卫⋯⋯哪家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什么，他心里最清楚。只要有人患病住院，
他就会骑着自行车，买上慰问品去看望。

1988 年，颜志定年满 60 周岁，但他
不肯安享晚年，全身心扑在了关心下一代
的事业上。每年，他都要去少教所和监狱，
与青少年劳教人员面对面谈心，劝他们走
正道、做新人；他还赶赴贫困山区、外来民
工学校，考察助学，慷慨捐款。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雅安发生 7
级地震，牵动了重病中颜志定的心。他嘱
咐家人第一时间给灾区捐款，此时，离他
辞世只有一个多星期。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心里仍然装着他人、装着群众。

“作为国家干部，只有与群众在一起
才能坚持本色，为群众做事才算坚守本
职。”颜志定说到做到。

清正廉洁

颜志定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对家
人、荣誉、利益却看得很淡，从不占公家一
点便宜，更没有向群众要过一钱一物，以
模范言行维护了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

走进颜志定生前居住的居室：地面、
四壁油漆剥落，除了几个老旧的橱柜，比
比皆是他亲手修补过的锅盆桌椅。当了多
年的组织部领导，颜志定一家五口长期挤
在一间 18 平方米的老式板房里，临近退
休，才搬进这套位于老小区不足 70 平方

米的“蜗居”，一住就是 30多年。
按照干部住房标准，组织上曾多次想

给他换大一些的房子，都被他婉言谢绝
了。有个干部想让颜志定帮助解决住房困
难，找到他家里时惊呆了：“位高权重”的
颜部长住房比自己差多了！这位干部羞愧
难当，二话不说，扭头便走。

颜志定曾在宁波市委机关主持过迁
移户口工作，组织上曾多次动员他把妻子
户口迁过来。“我的困难可以克服”，每次，
颜志定都婉拒了组织的好意。此后，他又
一次次执意把妻子“农转非”的机会让掉。

颜志定家在农村，老伴和 3 个儿子务
农。1972 年的一天，大儿子拿到一张招工
进城的工厂报到证，让这个家有了减轻负
担的机会。颜志定却执意要儿子退回报到
证。“招工条件符合，社员都同意，为什么
要退？”妻子和儿子想不通。“来招工的是
一位老同事，自己不能凭私人关系优先占
有这个名额，共产党员应做老实人，办老
实事。”颜志定说服儿子退回了报到证。此
后，大儿子一辈子在农村，生活清苦。

二儿子凭着自身努力，一步步走上基
层单位管理工作岗位，如今已经退休；小
儿子自小因营养不良体质很弱，44 岁就
从工厂办理了病退。小儿子数次病危，颜
志定每次都自己出钱叫救护车送诊。虽然
身居要职，全家没有人沾过颜志定的光。

这就是颜志定，他身在梨园，不吃公
家一个梨；身在柴场，不买公家一斤柴；身
在组织部人事局，没给家人安排一次工
作，办过一个“农转非”。因为，他心中有一
根不可逾越的红线——公私分明，共产党
的干部绝不能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2013 年 5 月 2 日，这位有着 60 多年
党龄，把毕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老人，
永远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留下 3 个
遗嘱：给雅安地震灾区捐款；再交 3 个月
的党费；丧事从简，千万不要麻烦组织。

大家闻讯都赶到颜志定简陋的居所，
送别心中的好党员、好公仆、好邻居，花圈
沿着楼道一直摆到大街上⋯⋯

颜志定,几十年如一日,用他对党的
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树起
了一座无字的丰碑。

一 生 为 民 两 袖 清 风
——追记浙江省宁波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颜志定

本报记者 郁进东

1985 年，年仅 19 岁的苏知斌进入四
川“最高”检察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
州石渠县人民检察院。当地平均海拔为
4526米，是四川海拔最高的县城。

进入检察系统时，同事们称赞苏知
斌是爱钻研的“小苏”；45岁时，他成为大
家心中爱岗敬业的“苏检”。2016 年 9 月
2 日 19 点 48 分，时任九龙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苏知斌在听取案情汇报时，突
发脑溢血去世，年仅 50 岁。32 年来，苏
知斌像高原红柳般扎根甘孜州，宁可让
生命透支，决不让使命欠账，用实干坚守
了自己的“检察梦”。

公正执法

苏知斌曾说：“检察院是人民的检察
院，请大家相信人民检察院执法为民的
决心和能力！”

自 1989 年以来，苏知斌独自或参与
办理过 400 多起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
自侦案件，无一件错案。2011 年 11 月担
任检察长后，苏知斌依然坚持办案，参与
查办了一批影响重大、人民群众反响强
烈的职务犯罪案件，共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 1000余万元。

对工作，苏知斌始终“严”字当头。
石渠县海拔高，空气含氧量仅为成

都平原的 45%，电力建设一直存在难题，
尤其在苏知斌刚工作时。“记得有一次停
电，小苏就在办公室里点着蜡烛看案
卷。”石渠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晓
玲回忆道，“小苏是个谦虚好问的人，常
常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想与同事
从书上找出证据来印证说法。”苏知斌对
案件的这种认真态度，对大家帮助很
大。“当时，我们都不是科班出身，在小苏
的感染下，大家一起翻书、记笔记，这种
共同学习的习惯我到现在还保留着。”王
晓玲说。

在炉霍县人民检察院，谈起苏知斌
的去世，大伙儿都说，“苏检是累死的”。

2010 年 6 月 30 日，苏知斌带队查办
一起贿赂犯罪案件。因时间紧迫，苏知
斌连续工作 4 天 4 夜。7 月 3 日晚 10 点
左右，连续工作的他突然头部剧烈疼痛，
随之昏倒。

“从抢救室出来时，苏师傅全身插满
管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法律文书
要规范’。”将苏知斌送往医院的炉霍县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仁真说，“我原本以

为，如此场景只会出现在电影里。他把
工作看得比命还重要”。

30多年来，苏知斌铆在甘孜不“挪
窝”，熟人朋友众多，可他却有些“不
近人情”。

九龙县是藏、汉、彝 3 民族聚居县，
因民族文化差异和资源开发导致的纠纷
常有发生，给公正执法带来重重压力。

2011 年，苏知斌调入九龙县人民检
察院任检察长，担起了重任。

2013 年，九龙县一位年轻乡长“一
时糊涂”，在工程承揽中受贿 10 万元。
案发后，该乡长积极退赃，寻求宽大处
理。有人找到苏知斌想通融一下，反被
苏知斌教育了一番。“九龙县有这样一个
说法，这个检察长三刀砍不进。给他送
烟吧，他不抽烟；给他送酒吧，他不喝酒；
给他送钱吧，害怕被他收拾，简直拿他没
得办法。”群众张国富说，“这个检察长不
一般”。

心系百姓

在随笔《梦•眼睛》的最后，苏知斌写
道：“我深深热爱着检察事业，也深深热
爱在身后支撑我们奋斗着的老百姓。想
着他们，我身上就有不竭动力。”

初冬时节，从成都驱车近 11 个小
时，才到达九龙县。此时的九龙已被冰
雪覆盖，显得十分宁静。在汤古乡中古
村一间昏暗的小屋里，81 岁的彭措扎西

安静地盘腿闭目，念诵着经文，一盏酥油
灯供在佛龛前明亮跳跃。“现在苏检不在
了，我能做的唯有念经、祈福、点灯。”彭
措扎西说。

彭措扎西家境贫寒，无儿无女。因
居住偏远，老人常常需要到村里背水
喝。得知情况后，苏知斌带着同事，扛着
锄头，在去年隆冬 2 月，帮老人搭建了一
条自来水管。随后，他还经常到家中看
望老人。苏知斌像冬日的一团火焰，温
暖了老人的心。

“丈夫是个热心肠。1988 年冬，他曾
救过一名 20 来岁的外来打工仔。当时，
那人倒在拆迁房的废墟中，没人敢靠近。
他却跟我说，‘不管人是死是活，总要有
个交代’。”妻子李永芳回忆，当察觉小伙
子还有救时，苏知斌不顾漫天飞雪，用自
行车将他驮回家，找来自己的衣服给他
换上；等小伙子慢慢苏醒后，做好饭一口
口喂他；最后还硬塞给他 80 元路费。“当
时，他的月工资才 64元。”李永芳说。

热心的苏知斌就是这样，数十年如
一日把百姓装在心里。他常说，“能为老
百姓实实在在做点事，让他们高兴，自己
就感到满意”。在九龙县检察院精准扶
贫动员会上，苏知斌坦诚地告诉所有干
警，“我相信，只要真心付出就不会错。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搞精准扶贫是不务
正业，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忘了我们
的根本任务是为人民服务。很多同志都
来自农村，投身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为

了我们的‘亲人’不再贫穷”。
多年来，苏知斌为九龙县魁多乡做

的一件件实事、好事让原魁多乡党委书
记王美讯记忆犹新：“2012 年，魁多乡人
畜饮水工程水泥严重短缺，是检察院帮
我们解决了 60 吨水泥；2014 年，乡里发
生了洪涝灾害，检察院投入几万元资金，
和老百姓一起抗洪救灾。5 年多来，苏检
带着大家筹集了 3 万多元现金，为乡里
158 户‘亲人’送关怀⋯⋯”苏知斌的好，
王美讯说起来没完。

去世前一周，苏知斌马不停蹄地在
魁多乡的江郎、海底等村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调研。精准扶贫对象古哈莫想养殖
山羊却没有资金，苏知斌得知后，帮助他
获得了 5 万元的无息贷款。“他是我们困
难群众的贴心人，眼看我的山羊就要出
栏了，苏知斌检察长却无法和我分享成
功的喜悦，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声‘谢
谢’⋯⋯”古哈莫哽咽道。

2016 年 9 月 2 日，刚在成都开完会
的苏知斌忽然接到县反贪局局长邓明超
的电话，要求当面向他汇报案件进展情
况。“你抓紧时间，我明天还要赶回去，院
里事情太多。”苏知斌对在成都外调的邓
明超说。

下午 5 时 30 分，邓明超向苏知斌汇
报了近一个小时。“我正准备汇报下一步
工作时，听到检察长长叹了一口气，突然
靠在椅背上，没有了声息。我大惊失色，
赶紧和司机一起把检察长送往医院，但
在送医途中，苏检就没有了呼吸。”邓明
超内心一直很懊悔，他说，苏知斌从倒下
到离开只有短短的 12 分钟，这是他此生
最不愿回忆的时长。

“从石渠到炉霍，从炉霍到九龙，从
稚嫩的法警，成长为肩负重任的检察长，
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那就是做一名优
秀的法律工作者，手擎正义之剑，惩治犯
罪，保护良善⋯⋯”正如苏知斌在日记中
写到的那样，他把青春和热血永远留在
了海拔 4000米的高原上。

宁可生命透支 不让使命欠账
——追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苏知斌

本报记者 刘 畅

“用世界上最好的棉花做世
界上最好的产品”。走进位于新疆
阿拉尔市的洁丽雅·新疆新越丝
路有限公司，这幅标语格外显眼。
从浙江沿海到新疆内陆，将阿拉
尔长绒棉加工成合格毛巾的过程
中，公司也探索出一条民族团结
之路。做享誉世界的好产品、营造
各族员工温暖的家，是这家企业
的不懈追求。

少数民族员工占六成

洁丽雅计划在阿拉尔总投资
27 亿元，规划建设年产 2 万吨中
高档毛巾以及毛巾特种用纱、倍
捻、染整的全产业链生产线，可带
来 8000至 10000个就业岗位。

投产之初，用工需求量大，经
过多次尝试，洁丽雅集团董事局主
席石昌佳明确提出：“要大量使用
好少数民族员工，这是企业融入当
地、实现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整理车间，来自乌恰县的
牙生江·塔里甫正在仔细查看每
条毛巾的缝边质量。牙生江一家5
口，年收入不到 2 万元。去年 10
月，得知洁丽雅公司招收少数民族
工人，牙生江放下农具，来到公司
应聘，经过培训成了一名横断工。

“在公司挺好的，媳妇也过来
了。”牙生江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 ，现 在 ，夫 妻 俩 每 月 纯 收 入
8000 多元。牙生江已经把购买汽
车提上日程，还计划明年将 3 岁
的女儿接到厂区上幼儿园。

为拓宽招工渠道，吸纳更多少数民族员工，公司与当
地政府签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还与阿克
苏职业技术学院等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开设了洁丽雅少
数民族纺织班和少数民族骨干员工技能培训班；并与西
安工程大学签订了长期委培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协
议。此外，公司还出资 500万元，设立“洁丽雅少数民族青
年就业促进基金”，建立高素质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库。

目前，公司已招收来自南疆的员工 3026人。其中，少
数民族员工为 1891人，少数民族用工比例达 62.3%。

提升少数民族员工技能

“公司决定将 60%以上岗位提供给少数民族群众。
这就要求我们须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骨干，让骨干起到
以点带面的作用。”公司总经理夏敬永认为，立足当地人
力资源，才能快速建起一支稳定、高效的管理队伍。

投产之初，公司挑选了 50 多名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少
数民族员工赴浙江培训，并挑选优秀的师傅，一对一传授
技能。如今，这些员工已成为一期项目投产运行的骨干。

“来到洁丽雅上班后，觉得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了。”说
着一口流利汉语的卡马里江·库尔班江是最初一批培养
起来的少数民族骨干。他从基础岗位一步步做起，因表现
出色走上基层管理岗位。他告诉记者：“我们是一家人，关
系很融洽，经常聚餐，各种节日都一起过。”如今，成为车
间班长的卡马里江对管理颇有心得，经常与大家分享成
长经验。

在洁丽雅，像卡马里江这样的少数民族基层管理人
员、技术骨干，已占到公司员工的三分之一以上。

“大部分少数民族员工来自周围农牧场，劳动技能欠
缺，要成为娴熟的产业工人，需要一个过程。”夏敬永说。
他和同事精心编写了《洁丽雅少数民族员工就业培训教
材》和系列员工入职双语培训手册，内容包括：基本法律
法规、行业基本术语、企业规章制度等。这些自编教材已
累计印刷 2万多册，令少数民族员工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主动帮扶解难题

“儿子的眼睛治好了，妹妹上大学的生活费也有着落
了，感谢公司的帮助！”12月 7日，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
提花车间员工再娜辅•艾合买提含泪告诉记者。

34 岁的再娜辅家住阿拉尔市托喀依乡，离异后带着
患眼疾的儿子生活。因家庭困难，儿子的治疗一拖再拖。

2015 年 3 月，再娜辅进入提花车间做挡车工，既要
赡养父母，还要资助在上海上大学的妹妹，生活压力很
大。幸运的是，在公司的帮扶活动中，再娜辅成为集团董
事局主席石昌佳的帮扶对象。石昌佳不但帮她解决了儿
子治疗眼疾的费用 4 万多元，还决定资助其妹妹 4 年的
大学生活费，每年一万元。逢年过节，他们都会互发短信
问候。“我现在感到自己的人生有了动力。”再娜辅说。

“公司开展的帮扶工作，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帮扶，而
是深入少数民族员工家里，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熟悉他
们的风俗习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这是我们开展帮扶工
作的目的。”夏敬永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结对帮扶
1201名少数民族员工，覆盖面积达到 63.5%。

为鼓励员工长期就业，公司制定了夫妻员工在公司
工作满 10 年、单身员工工作满 20 年，赠送一套产权房的
奖励政策。还投资 5000 余万元，在厂区内建成 5000 多
平方米的清真食堂和 8700平方米的室内员工活动中心，
托儿所、医务室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是一个温暖
的大家庭，企业就是我们的家。”各族员工这样说。

洁丽雅

·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倾情帮扶少数民族员工

﹃
我们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

本报记者

马呈忠

苏知斌（中）在魁多乡召开换届专题民主生活会。 （资料图片）

生活中的

颜志定

。（宁波市委组织部供图

）

各族员工在协力生产毛巾。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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