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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 团 精 神 述 评

 　新华社杭州 8 月 11 日电（记
者许舜达）从浙江大学毕业的心理
学博士，到传化集团党委书记，陈
捷把传化集团党组织打造成为坚
强的基层战斗堡垒。
　　 1995 年建立党支部至今，传
化集团的党员人数从 18 人发展
壮大到 2118 人。20 余年来，传化
集团牢牢抓住党建这个“红色引
擎”，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使得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
高质量发展。
　　“从前还有人问，民营企业要
不要做党建。现在，大家都有这个
共识：党建已成为企业治理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党建做实了，就是
看得见的生产力！”陈捷说。

  勇挑重担，成为民营
企业里的“博士书记”
　　 1999 年，刚获得浙江大学
应用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陈捷，回
绝了外资企业的邀请，把目光锁
定在民营企业这块土壤。他坚信
民营企业虽然充满挑战，却孕育
着无限生机，只要努力奋斗，将大
有可为。
　　陈捷最初担任的是人力资源
部经理，当时“压根儿没想到要搞
党务”。入职第二年的 4 月，正当
他在重庆为壮大企业“招兵买马”
之际，一通电话打来，他临时受命
被 安 排 到 集 团 党 委 书 记 的 岗
位上。
　　从搞管理工作到搞党建工作，
对陈捷来说，既有点意外，又是巨
大的挑战。但陈捷说：“党的建设符
合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需要
就是我的任务。作为一名党员，我
接受组织安排。”
　　早在 1998 年 9 月，传化集团
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民营企业党
委，下设 4 个党支部，有 104 名正
式党员。陈捷回忆，在“家庭作坊”
向现代化企业跨越的过程中，传
化集团创始人徐传化认识到，党
员素质普遍比较高，能力强、肯吃
苦、肯担责，要在企业中组建党组
织，提高更多员工的素质。
　　陈捷意识到，浙江民营企业家对党建工作是真认同、
真重视。而经过相关程序，当他接下党委书记这一棒，便
也意味着一场探索和突围开始了。

守正创新，把党建做成生产力

　　很快，陈捷就为集团党组织找到了与企业发展协同
互动的结合点，他给党组织工作的定位是：在企业文化建
设上当主角，以培育健康队伍、打造阳光企业来助推企业
经营发展；在企业经营上当配角，通过建言献策、发动党
员职工创先争优来体现党组织和党员的价值和作用，将
党建与企业经营生产结合起来。
　　陈捷始终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坚持“哪里有企业经
营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的工作覆盖”，把支部建到下属
企业、小组建到车间，党委班子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经
营班子为党建工作提供支持、做好党外监督，传化集团党
组 织 在 企 业 各 个 角 落 生 根 发 芽 ，党 员 员 工 比 例 达
17.4%。
　　针对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陈捷带领集团
党委每年组织党员骨干认领重点难点项目，帮助企业解
决“卡脖子”问题。近 3 年 200 多个重点项目中，81% 由
党员带头攻坚完成，创造经济效益近亿元。
　　“2010 年以来，传化用于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环境
的硬件投入累计近 10 亿元。企业把员工放在心上，员工
就会把发展企业的责任扛在肩上。”陈捷告诉记者。
　　 20 余年来，党建力量伴随企业一路成长，成为传化
独特发展优势，被全国许多民营企业所认同。

党建引领，当好企业发展的“探路人”

　　平时工作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急关头豁得
出，这也是陈捷一直以来给传化员工留下的深刻印
象———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如何有序组织复工
复产、如何应对市场挑战等成为摆在传化面前的一道
难题。
　　陈捷牵头成立“战时指挥部”，组建 60 支党群突击
队，帮助企业筑防线、保订单、拓市场、稳经营，为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传化不仅成为浙江首批复
工复产企业，全员实现“零感染”，2020 年集团营业总收
入达 1090.62 亿元，逆势上涨 17.67% ，利润总额 38.41
亿元，同比增长 25.72%。
　　迈入新时代，企业党建工作如何才能提质增效、发挥
积极作用？陈捷认为，党组织要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推动
者，首先需要更新观念，拥抱变革，用大胆探索创新来实
现“党建工作的转型升级”。
　　陈捷说，20 余年来，传化从来没有放松过在党建领
域的探索和创新。最新一次“变革”就在 2018 年，传化酝
酿多年，正式提出“融合式党建”。
　　“我们层层打通了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和经营组织的
组织体系。”陈捷说，这种融合一直到支部层面，可谓破解
了党建工作和经营工作“两张皮”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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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录

　　新华社广州 8 月 11 日电（记者黄明、于
晓泉、刘一诺）8 月 6 日，刚过完 76 岁“生日”
的麦贤得，已然淡忘了自己真正的生日。
　　这一天，成为他铭记一生的日子———
　　“经历了那场血与火洗礼的战斗，是党和
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指着自己右前额的
伤疤，麦贤得一字一顿地说。
　　 1965 年 8 月 6 日凌晨，福建东山岛附
近海面，爆发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
次海战———“八六”海战。
　　海战中，我海军 611 艇机电兵麦贤得因
头部受到弹片重创陷入昏迷，伤处流出的脑
脊液和血糊住了他的眼睛。苏醒后，麦贤得忍
着巨大的疼痛仍坚持作战，凭着娴熟的技能
排除了舰艇战损故障，坚守战位直到战斗
胜利。
　　因为此役，麦贤得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611 艇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
艇”荣誉称号。
　　经历了 4 次手术的麦贤得，因头部重伤
留下了失忆、语言障碍等严重后遗症，但“永
远听党话”的信念，他从未忘却。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
要回报祖国，回报社会，跟党走，为人民服
务！”走下战场的麦贤得，说得最多的就是

“做得不够，还不够”，始终不遗余力地传递
战斗精神和爱国热情。
　　祖国和人民，同样没有忘记人民的
英雄。
　　 2017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
勋章”，习近平主席亲自为麦贤得佩挂“八
一勋章”、颁发证书。授勋命令写道：“麦贤
得同志是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战
士。”
　　 2019 年 9 月，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
行，习主席授予麦贤得“人民英雄”国家荣
誉称号。
　　统帅的深情牵挂，祖国和人民给予的
无上荣誉，让年过七旬的麦贤得永志不忘
要“做好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如今，伴随着人民海军发展壮大的脚
步，“海上英雄艇”荣誉称号已传承了三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麦老英雄的目光，始
终没有离开这艘英雄的舰艇和这支炮火中
诞生的英雄部队。
　　“要锻炼‘夜老虎’的过硬本领，发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麦贤得每年都
会回“家”———“海上英雄艇”所属的某导弹
艇大队，与年轻官兵座谈交流，讲述海战场
景、回忆战斗故事，鼓励年轻官兵树立崇高
的人生追求，努力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八六”海战后不久，部队根据麦贤得
负伤前的多次入党申请，以及战斗中的突
出表现，批准他为预备党员。
　　“老麦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麦贤得老伴李
玉枝说。
　　麦贤得坚持每年参加军地各种公益活
动，在部队、学校、企业、厂矿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受邀担任过多所大、
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一定要牢记肩负的使命。”今年 5 月 20
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天星学校“弘扬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活动上，麦贤得对学生
们殷殷寄语。在全校师生的见证下，他向以
自己名字命名的班级，郑重颁授了“学习英
雄先进班”奖旗。
　　类似这样的活动，年逾古稀的麦贤得
近几个月来已经参加了 5 场。
　　为让母校广东省饶平县汫北镇汫北小
学的学生有书读、读好书，麦贤得、李玉枝

省吃俭用，购买一批书柜、桌椅和书籍，捐
建了一座图书室，并联系社会爱心人士捐
款，设立了专项奖学金。
　　 2020 年初，汕头市支援湖北抗击新
冠疫情医疗队收到了一笔 10 万元捐款，
落款署名“一名老兵”。“后来我们才知道，
有关方面几经辗转找到了这位老兵——— 老
英雄麦贤得。”一名医疗队队员说。
　　多年来，麦贤得和家人省吃俭用，对需
要帮助的人却慷慨解囊：1995 年，汕头市
成立残疾人协会，他闻讯后捐出 200 元；
1996 年，他了解到当地一家工厂多名工人
受伤，立即以“一名老兵”的名义捐款 500
元……
　　“我曾受到过各级多次表彰，老麦每次
都‘自作主张’，把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
李玉枝笑着说。
　　为了纪念“八六”海战，麦贤得与同艇
的几位战友都把生日改成 8 月 6 日，并将
自己的一双儿女取名“海斌”和“海珊”。在
红色家风的影响下，麦海斌、麦海珊相继考
入海军院校，迈入人民海军队列，都曾在重
大任务中因表现突出立功受奖。
　　“为人民服务”——— 党的百年华诞之
际，已有 50 多年党龄的麦贤得用饱蘸深
情的笔墨，写下一名共产党员的不变初心。

“人民英雄”麦贤得：做好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我们在战位报告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1 日电（记者
潘莹、何军）“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71 年前，毛泽东写下诗句，对喜获
和平解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地激情展望。
　　 1954 年 10 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党中央治国安邦
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
方略，开启新中国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与当地各
族干部群众一道，源源不断汇入兵团事业
发展洪流。在 60 多年的奋斗征程中，兵团
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始终继承发扬我党我
军光荣传统，逐渐形成以“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内核的兵团
精神，在边疆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家
园的人间奇迹，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
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
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
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屯垦天山 再造江南——— 艰

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
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
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
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新疆军垦博物馆
里，醒目展示着毛泽东当年对新疆 10 多
万官兵发布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生产力水平低
下，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贫苦不堪。发
展生产，改变当地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是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面临的一场“硬
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
里，屯垦在天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奠基
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们继承发扬南泥湾精
神，本着“不与民争利”原则，进驻戈壁沙
漠，在风头水尾的不毛之地，在亘古荒原上
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硬是从无到
有建起一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拉肩扛，挖渠
引水，开荒造田，节衣缩食，白手起家……
首批兵团军垦战士纺出了新疆第一缕纱，
织出了第一匹布，榨出了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所在的石河子
市，起初是一片戈壁荒滩，只有几家车马店
和卖馕人家，很快崛起为兵团人自己选址、
规划、建造的第一座城市。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渠水
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翻；机车飞奔烟尘
卷，棉似海来粮如山……”20 世纪 60 年
代，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曲，让新疆
兵团人的壮举传遍大江南北。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今仍传颂着

“塔河五姑娘”的英雄事迹；王震大道、三五
九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大道……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一师所在的阿拉尔市街头，一
条条以时代记忆、创业精神命名的道路，述
说着难忘的奋斗岁月，感动并激励后人。

  扎根大漠 奉献进取———“胡

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地方，就有绿
洲。兵团人就像大漠胡杨一样，不论环境多
么艰苦，都能顽强地扎下根来，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47 团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一份份历
史资料、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一代老兵感人
肺腑的事迹。
　　 1949 年 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
一兵团二军第五师 15 团 1803 名官兵，从
新疆阿克苏出发解放和田，在天寒地冻中
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创
下 18 天沙漠行军 1580 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扎根在沙漠边缘，
投身生产建设，献了终身献子孙，“胡杨精神”

“沙海老兵精神”感动、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传统，
一代代接续奋斗。
　　 20 世纪 60 年代，上海知青李梦桃从
黄浦江畔来到兵团六师，在位于中蒙边界的
北塔山牧场当了一名“赤脚医生”，长年骑马

行走在艰苦荒凉的牧区，为当地牧民送医送
药，把一生奉献给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是土生土长的

“兵团二代”，为了让兵团人告别用坎土曼
辛苦耕作的生产方式，他几十年如一日，刻
苦钻研农业机械技术，带领团队研究出两
代铺膜播种机，实现两次技术革命，助力新
疆兵团棉花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
　　就这样，兵团人从榜样身上汲取前进
动力，在艰辛付出、开拓进取中收获丰硕成
果。经过几代人奋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
合实力不断壮大，不仅成为新疆工业的重
要奠基者，更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天山南北、亘古荒原上，兵团人
创造出人类发展奇迹。

  热爱祖国 甘当卫士——— 家

国情怀筑“长城”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
怀，深植于一代代兵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闻令即动、与
武警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打击暴恐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坚持亦
兵亦民、劳武结合、兵民合一，在维护国家
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涌现了一批批先进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是兵团九师

161 团职工，从 1964 年开始，50 多年来，在
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荒无人烟的边境线
上义务戍边 20 多万公里，被誉为西北边境
线上的“活界碑”。
　　兵团十师 185 团职工马军武和妻子在自
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以哨所为家，20 多年
来坚持在中哈边境护边、护水、护林。他自豪
地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党
支部书记，他追随父亲足迹，在兵团海拔最高
的边境连队抓民兵队伍建设，常年组织民兵
骑牦牛巡逻护边，并想方设法带领职工群众
过上幸福生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众履行维稳戍
边职责使命的缩影，是兵团精神的生动体现。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
察时说，兵团成立 60 年来，广大干部职工扎
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发挥了建设大
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的战略作用。
　　一大批产业在兵团聚集、一项项制度不
断革新……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力
推进深化改革，不断释放体制特殊优势和发
展活力；从机关到基层团场、连队，从全国各
地引进的干部、专业人才和劳动力源源不断
投身新时期兵团事业，汇聚成维稳戍边钢铁
长城的新生力量。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铸造的宝
贵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大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师 185 团职工马军武（右）在巡逻途中（4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小图：创业初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戈壁上开荒的情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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