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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超

张超，1920 年生，清丰县汉
寨内村人 ，9 岁到六塔集读高
小。 六塔高小由老革命家晁哲
甫主办，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张
超很快接受了他的革命思想 ，
表现积极活跃，唱进步歌曲，演
文明戏， 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
好学生，深受晁哲甫喜爱。

张超高小毕业后回本村教

小学， 秘密开展党的宣传发动
工作。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八路军四支队进驻汉寨内
村。 汉寨内村迅速发展到 40 多
名党员，张超担任党支部书记，
把汉寨内村建成了领导军民抗

日的坚强堡垒， 汉寨内村被称
为清东 （清丰东部 ） 莫斯科 。
1939 年， 张超开始担任清丰县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第一任县

委书记，然后又到尚和、朝城、南乐三县担任县委书记。他领
导冀鲁豫边区四个县的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 英勇顽强的
抗战斗争。

1948 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张超随刘邓大军
南下。 到湖北后，他被组织派往鄂西北郧阳地区开展工作。

1950 年，在神农架地区，张超和某师师长吴昌炽，并肩
领导军民巢匪反霸，历经很多危险，最后取得了胜利。 张超
的儿子张劲东以父亲为原型，创编了电视剧《陈兵神农架》，
故事生动，广受好评。

1951 年，张超任郧阳地委宣传部部长时，参加时任湖
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召开的全省宣传部长会议。 张超独到的
思想、不凡的谈吐，在诸多宣传部长中脱颖而出，得到李先
念的赏识和重视。 会后不久， 张超就被任命为郧阳地委书
记。 1952 年，省委又调张超为省委副秘书长。

1953 年春，省委派张超到农村调查。 他到襄阳地区深
入农村实地调查后，写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现
在农村土改工作刚结束， 应当推动互助合作， 发展农业生
产，不宜盲目地大搞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张超的调查报告
不仅得到省委的认可和表扬，而且还分别在《人民日报》《中
国农村经济报》《湖北日报》发表。 这一报告受到中央肯定，
后来影响全国。

1953 年秋，全国工业战线大力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
式。 张超受省委派遣深入黄石市大冶钢厂等几个工矿企业
调查之后，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以非凡勇气和胆识对“一长
制”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现在突出的问题应该是依靠工
人阶级，充分调动和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工人是主人翁。 从
现实情况看，许多干部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正确认识。有的厂
长布置工作连党委也不经过。 我认为这些现象必须认真检
查批评，属于全厂范围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党委和工会讨论
通过后，厂长才能以‘一长制’的权威负责实行。 ”

中央完全采纳了张超的意见和建议， 把正在全国推广
的苏联“一长制”的意见，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
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 在八大上，中央
决议确定了这一领导管理体制，一直沿用至今。

1954 年， 毛泽东指示要建设我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经湖北省委提议，报请中央批准，任命张超为中国第二汽车
制造厂党委书记，任命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后任教育部
部长）为厂长，朱德总司令秘书潘开文为党委副书记。刘、潘
二人都比张超年纪大、资格老、级别高，可见中央对张超的
高度重视和信任。

为了发展我国重工业，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中央决定
建设一个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现代化重型机械厂，这一工
程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谁能挑此大梁，担此重
任？ 中央又选定了张超！

1957 年， 中央调张超任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党委书
记。工厂选址在黑龙江富拉尔基一片杂草丛生、野狼出没的
大草原上。 面对零下 40 摄氏度的严寒，张超统率万人建设
大军，实行“三边战略”———边准备、边施工、边生产。经过苦
干加巧干，基建工程终于在 1959 年基本完工。 在嫩江南岸
的北大荒，一座座高大的厂房神话般地拔地而起。 1960 年 6
月通过国家验收，提前一年光荣完成了建厂任务。

在建厂过程中，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彭德怀、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
来厂参观指导，给予很高评价，称赞一重为国宝。

从 1948 年南下一直到离休，张超 36 年没有回过老家。
1984 年离休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才重回故乡。 1959 年，张超
到富拉尔基任职， 张超侄子张贯三送张超儿子张冠一到富
拉尔基读书，一重人事部门安排张贯三在富拉尔基当工人。
当时工厂正在招收工人，张贯三也符合条件，但张超知道此
事后很生气，坚决让侄子张贯三回家种地。张超一生招收工
人十几万，但两个侄子却没能当上工人，都在老家汉寨内村
当了一辈子农民。

1987 年，张超回清丰为老师晁哲甫立碑，在安阳上班
的孙子张怀勇也在清丰办事。张超办完事回安阳时，张怀勇
想顺便乘张超的车一起回安阳。张超不同意，他说：“车是国
家配给爷爷坐的，你不能坐，买票乘公交车回去吧！ ”

孙 德 萱

孙德萱，1938 年生， 濮阳县胡村集人。
他父亲孙泽在“卢沟桥事变”不久即投身革
命，1942 年春，在与日寇的遭遇战中壮烈牺
牲。

1962 年， 孙德萱从新乡师范学院数学
系毕业， 被分配到濮阳县高中任数学教师。
1968 年 10 月， 他走上文物考古的艰辛路
程，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1983 年，濮阳市建立，孙德萱主持濮阳
县马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初步探明了三
千多年前的文化奥秘。马庄遗址的文化内涵
为新石器到商周时代，文化特征与冀西南和
豫北的龙山文化大同小异；先商文化与邯郸
涧沟、 磁县界段营的先商文化风格比较接
近，晚商（殷）文化层居于先商文化之上。 在
夏代，濮阳地区属于先商文化的分布范围。

孙德萱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几十年，多次
参加和主持考古发掘。主持濮阳西水坡遗址
的考古发掘，成为他文物考古生涯中的一个
重要阶段。

1987 年 8 月， 国家文物局批准孙德萱
领队主持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仰韶文
化（后冈类型）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的蚌塑
龙图案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国家文物局专
家组组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教授在濮
阳指导工作，兴奋地说：我总算为故宫里的
龙找到了祖先，这不仅是中华第一龙，也是
世界第一龙！

西水坡的重大考古成果，成为当年全国
十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中华第一龙”的惊
世出土，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孙德萱，写成《解读
“中华第一龙”星图之谜》一文，以整版的篇
幅刊发。 他还应约为《中国文化画报》写了
《中华第一龙》一文，配图以 4 个版的篇幅刊
发在 2000 年第六期上。 国家教育出版社中
小学教材编写组的专家和孙德萱座谈，编写
了《中华第一龙》课文，排为全日制义务教育
六年制小学语文课第 12 册的第 26 课 ；其
后，山东、上海、河南还将“中华第一龙”图案
编入中学乡土教材历史图册内。中央电视台
摄制的《濮阳星图之谜》多次播出，在全国引
起很大震动。中原电视台摄制的《龙乡探幽》
电视片，获中国电视学会文化类二等奖。

多年的刻苦钻研、勤奋思考，使他在文
物考古研究的田园里确实比别人“多收了三
五斗”。他撰写论文、文章 40 多篇，大多刊发

在国家和省文物核心期刊。 他先后出版了 6
本著作，洋洋洒洒近 200 万字。

2001 年孙德萱退休， 又积极倡议成立
了濮阳龙文化研究会。他一面整理西水坡遗
址出土的实物资料，一面深入钻研龙文化与
地域文化。 为营造濮阳市的学术与科研氛
围，他多次邀请著名学者来濮阳举办学术报
告会，筹办了 5 次全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编
辑出版 5 本论文集。 2012 年 1 月，孙德萱以
74 岁高龄和同人一道赴京， 为申报命名濮
阳为“华夏龙都”做出了积极努力。

如今，在濮阳，在河南，在全国，甚或是
在海外，“中华第一龙”名声显赫。 但凡说到
“中华第一龙”，不能不说孙德萱。 他和他的
同伴一起奠定了濮阳“中华龙乡”的基础和
地位，并且形成共识，成为一种集体记忆。

1991 年初， 孙德萱这个 “摸瓦片的农
夫”又受命主持戚城遗址、子路墓祠的有效
保护、整修和合理利用工程。

1981 年 2 月 5 日，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
濮阳市和中原油田， 孙德萱担任讲解员，以
其渊博的知识使领导听得津津有味。

戚城古城址被列为全省“八五”期间重
点建设的十大文物旅游景区。 孙德萱任市
委、市政府成立的保护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兼
办公室主任。他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在广泛
听取领导、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六易其稿，写
成了 《戚城遗址及子路墓祠保护开发方
案 》， 参照日本平城京遗址的保护做法 ，
达成了在有文物埋葬的城内、 城墙上用植
被覆盖 ， 在没有文物埋藏的地方建办公 、
展示文物内容的设施的共识， 成为后来戚
城文物景区保护、 整修和合理利用的基本
方略。

孙德萱经常运用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物，
结合濮阳历史向海内外宣传濮阳，提高濮阳
的知名度，扩大濮阳的影响力。他喜欢唱歌，
嗓音高亢洪亮，火车上、会场中、饭厅里，凡
是多人聚集的地方，都是他宣传濮阳、歌唱
濮阳的平台。他常常毛遂自荐，为大家唱《濮
阳之歌》《龙源歌》、陈毅诗《秋过濮阳》和他
自己创作的《建设濮阳立大功》等。他边唱边
讲解，充满对家乡的爱。 他的歌，唱到了香
港，唱到了台湾，甚至唱到了泰国的曼谷、新
加坡的吉隆坡。

一位知名考古专家深情地说：“孙德萱
是濮阳历史文化的一位歌者！ ”

李 连 成

李连成，1951年生，濮阳县西辛庄村人。
1991 年 8 月， 李连成当选西辛庄村党

支部书记，团结带领西辛庄村群众大力发展
农村经济，把一个昔日人均纯收入不足 600
元的穷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人均纯收入
达到 2.8 万元的富裕村。

李连成常说，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党
员干部的先进作用要体现在带头干事、带头
致富、带头吃亏上；当干部有吃苦的义务，没
有搞特殊的权利。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带
领全村群众发展大棚蔬菜， 免费传授技术，
还将自己占地近 1 亩的两座大棚无偿转让
给两户贫困户。 在再生纸厂效益最好的时
候， 他又动员与自己合作的 12 个股东把价
值 168 万元的再生纸厂作价 68 万元转卖给
全村群众，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 2005
年 5 月，李连成被国务院评选为全国劳动模
范， 国务院和省政府给予他 1 万元的奖金，
李连成却在领到奖金当天，全部捐献给村小
学。 若要讲一讲道德高尚是什么样的标准，
李连成常讲，文明就是懂事，道德就是吃亏。

李连成在西辛庄立了一条铁规矩：村里
不设吃喝招待这项费用。他任党支部书记以
来，村里没买过一盒烟、一瓶酒，没报过一分
钱的招待费。近年来，李连成名气大了，但他

没有丝毫的满足和傲气，始终保持着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保持
着淳朴的农民本色。现在李连成仍旧坚持每
天 4 点钟起床， 衣着仍然是过去那样的朴
素。为了节约费用，每次外出考察项目，李连
成都坚持在地摊上喝面条、啃烧饼，在车里
和衣睡觉过夜。 李连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的作风影响和带动了全体村民， 二十几年
来，无论是艰苦创业年代，还是在富裕起来
之后，西辛庄村搞公共设施建设，从来不多
浪费一分钱，修路、建学校、盖楼、搞绿化用
的都是义务工，每年仅工价一项就节约 100
多万元。李连成为西辛庄村东奔西跑考察项
目和联系业务，却从未花过村里一分钱。

李连成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年，发展蔬菜
大棚 40 多座， 当年就实现人均增收 500 多

元。 1994 年当塑料大棚在全市遍地开花的
时候，他又通过办再生纸厂、工业用呢厂、奶
牛厂、纺织厂、酒厂等股份合作制企业，使群
众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2002 年，李连成通过
筑巢引凤的办法， 建设厂房 6 万平方米，以
租赁或入股形式引进了上海、台湾、浙江、江
苏等地的企业。 2006 年 4 月，他抓住家雄灯
饰有限公司开业台商商会会长蒋孝严带领

400 多家台商前来祝贺的机遇，大力宣传西
辛庄村富余的天然气资源优势，最终与 6 家
台商签订合作协议，投资总额达 3.2 亿元。

李连成认识到 “一个村富了不算富，带
动周边村富了才算富”。 2003 年，他在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西辛庄村企业入股权
和务工权向周边村开放，来西辛庄村务工的
外地人就有 5000 多人，吸纳村外股金 2000

多万元，每年分给外村的红利就达 400 多万
元。 2014 年，西辛庄迎来了第二次产业升级
转型。 经省发改委批准，建设了食品加工产
业园区，引入上海金丝猴集团、汇源羊业、松
山面业等上市企业，进一步壮大了村域产业
经济规模，为群众创收拓展了新渠道。

武装头脑奔小康。李连成深刻认识到脱
贫致富奔小康关键是干部思想上的脱贫致

富奔小康，只有思想上脱贫致富，才能实现
小康梦。为培养一批新型农民，在市委、县委
的支持下， 李连成带领西辛庄村于 2016 年
建成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3 月 28
日，学院第一批农村党员干部培训班正式开
班授课，为全党在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打
造了一个优质平台。

现在，西辛庄村在李连成的带领下有工
业企业、民生医院 、教育园区 、市民文化广
场、工人新村、文体广场、汽车城、农村党支
部书记学院，村内道路畅通，渠道硬化，环境
优美，全村群众实现了共同富裕。 西辛庄村
先后获得“全国农工商旅游示范村”“全国法
制建设示范村 ”“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
“全国文明村”多项殊荣；西辛庄村党支部被
中央组织部多次授予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

范 国 军

范国军 ，1957 年生 ， 濮阳县后范庄村
人。

在他的记忆里，村民忙碌一年，两季收
成仍不够全村人的口粮。每年春天是农忙的
关键季节，也是村民最缺口粮的季节，靠申
请救济粮和救济款度过这个青黄不接的季

节。 他父亲是村里的老党员，也是庄稼地里
的老把式。他问父亲：“为什么粮食产量总是
上不去呢？ ”父亲告诉他：“咱们这里的地都
是沙地、盐碱地，地薄 ，光上农家肥作用有
限。化肥能够大幅增产，可是化肥买不到，啥
时候化肥不缺了，粮食产量就上去了。 ”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范国军有幸参
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 填写志愿
时，他想起父亲的话，填报了郑州工学院化
学工程系无机化工专业。 难以忘怀的是，入
学报到那一天，刚一进校门，广播喇叭就响
了：“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从今天起，你进
入了郑州工学院———这个工程师的摇篮！ ”

大学毕业后，范国军被分配到河北省石
家庄市化工部第十二化建公司，次年调至石
家庄化肥厂工作。他虚心求教，勇于实践，很
快成为一名助理工程师。

1985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利用中
原油田天然气，在濮阳市建设现代化大型化
肥项目。 消息传到石家庄，他激动得一夜未
眠，建设家乡、报效父老乡亲是他的梦想。他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破嘴皮才得到厂领
导的支持，同意调往河南省中原化肥厂。

1987 年 4 月， 中原化肥厂先后把 200
多名大中专毕业生送到四川泸州天然气化

工厂进行生产培训， 范国军被任命为副队
长，负责合成氨车间的人员培训工作。

1990 年 3 月， 合成氨装置经过半年的
预试车，终于迎来化工投料试车的关键时间
节点，一段炉投入原料天然气，然后打通全
部流程，产出了合格的合成氨。 次日尿素装
置投入合成氨和二氧化碳，产出了合格的尿
素，全厂上下一片欢腾。在 90 多米的造粒塔
下，工人手捧闪闪发光的尿素颗粒，流出幸
福的眼泪。

中原大化合成氨装置的特点：一是生产
规模大，日产 1000 吨合成氨，相当于 20 个
小化肥厂的产量， 一旦停车每天损失就是
100 万元；二是单机单塔单系列，没有备机，

一台设备出故障，全厂停车；三是自动化水
平高、用人少 ，生产装置区无人值守 ，全厂
1000 多个检测控制点， 全部集中在中央控
制室操作。 因此，生产装置要有高素质操作
人员和仪表维护人员才能驾驭，稍有疏忽就
会造成全厂停车；一旦停车就需 2~3 天甚至
5 天，损失巨大。 范国军说，故障停车，天然
气放空燃烧，熊熊火焰会烧疼烧伤全厂职工
的心。 我们必须消化引进技术，探索生产规
律，尽快提高驾驭现代化生产装置的能力。

为准确理解设计意图，范国军把伍德公
司英文版的十三套设计文件借到车间，组织
工程技术人员学习研究，通过讨论、辩论，达
到深刻理解的目的；对待每一次故障，组织
工艺、设备、仪表、电器人员分析停车的逻辑
关系，找到根本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
似事故。 他通过组织攻关，解决了大量技术
难题。 随着这些难题的解决，全厂生产逐渐

稳定，装置连续运行周期从一个月到三个月
再到 108 天，每年减少损失 1980 万元。中原
牌尿素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省各地，有力支援
了全省农业大丰收。

1997 年 12 月，中原化肥厂改制为河南
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我国天
然气资源匮乏，价格逐年攀升，以天然气为
原料的化肥工业受到严峻挑战。公司经过反
复研究，决定二次创业，开辟煤化工产业，上
马 50 万吨甲醇工程。 范国军负责整个项目
的前期论证 、 设计联络和生产准备工作 。
2008 年 5 月 12 日，煤化工项目一次投料成
功，产出合格甲醇产品，创造了国内同类型、
同规模煤化工项目建设工期最短、设备国产
化率最高、投资最省、资源综合利用最优的
记录，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列。

2010 年 5 月， 范国军赴任河南省煤气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在他主导下，通
过 50 公里洛偃支线建设， 把西气东输二线
与义郑 250 公里管线连接起来，对义马气化
厂实施深冷分离重大技术改造，提取 2 亿立
方米甲烷送入天然气管网，提取 2.7 亿立方
米氢气用于生产合成氨，培育了新的利润增
长点。 据不完全统计，未来通过煤气化公司
管网输送天然气量每年可达 6 亿立方米。

2012 年，范国军被省委组织部、省国资
委评为省管企业技术拔尖人才。

邵 均 克

邵均克，1964 年生，山东省成武县
人。

中原油田第一社区地处油气生产

一线，远离油田基地和城区，偏僻又闭
塞。因为就业机会少，辖区内失业、待业
人员和困难家庭特别多。 那天，时任花
园小区居委会主任并兼管劳动就业工

作的邵均克去社区主任办公室汇报工

作，刚推开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偌大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有抱着社区
主任的腿哭的， 有跪在地上不起来的。
邵均克认识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是第
一社区花园小区困难家庭的代表。对于
这些为油田勘探开发辛苦了一辈子的

老石油人来说， 家境困难或许还能承
受，但身边长期待业在家或因为残疾不
能就业的孩子，却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大
石头。 邵均克理解这些家长，深知工作

岗位和子女出路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

性。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稳定之基！解决
一个残疾人就业，就等于稳定了一个残
疾人家庭。 从那一刻起，邵均克萌生了
为失业待业人员办点实事的想法，要让
他们人人都能有活干。

经过分析油田就业形势和社区情

况，邵均克认为，要想安置这么多的失
待业人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国
家对残疾人员就业的优惠政策，利用社
区现有的资源设施，办个小企业，创造
就业岗位。她的想法与社区领导不谋而
合。 领导当场表示全力支持，并指定由
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2002 年 5 月， 中原油田第一社区
创办的专门安置残疾人和失待业人员

就业的拖把厂正式投产。 32 名残疾人
和 5 名困难家庭待业子女，从此走上了

自食其力的就业之路。
为了安置更多的就业困难人员、残

疾人员， 厂里又相继上马了劳保手套、
毛衣编织和地毯加工等项目。不仅使本
社区的残疾人全部实现了就业，而且还
为其他社区 100 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就
业岗位， 厂子每天能生产 200 把拖把、
2000 双手套。 他们生产的均克牌劳保
产品，除了满足油田需要外，还远销到

金陵石化、燕山石化等企业。
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也有丰富的

感情，有对爱情、对美好婚姻的向往和
追求。 邵均克想方设法为他们牵红线、
做月老。 2004 年春天，智障女工小华喜
欢上了腿有残疾的小卫，但小华父母对
女儿心中的佳婿却不太放心。邵均克先
后三次到她家做工作，还把小华父母接
到厂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对小卫近距离
考察，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使一对
有情人终成眷属。 至今，已经有 5 对青
年男女经邵均克的牵线搭桥，甜蜜地走
到一起。 有 3 对夫妻已生下了聪明、漂
亮的小宝宝。当牙牙学语的孩子管她叫
姥姥时，邵均克的心别提多踏实了。

邵均克把员工当家人看，把厂子当

家来建。她和员工一样每月交 100 元伙
食费，可总感觉没让员工吃好。几年来，
她将自己当先进得的几千元奖金都贴

到了食堂的伙食上，就连亲朋好友逢年
过节送她的一些土特产，她也要拿到食
堂和员工们一起分享。 厂区院子大，她
自己掏钱买来韭菜、豆角、辣椒、西红柿
等种子以及杏 、桃 、柳等树苗 ，房前屋
后，犄角旮旯全覆盖。去年，光是大蒜就
收获了 500 多斤！ 蔬菜瓜果不断，自产
自食。 此外，她还建起了猪舍、羊圈、鱼
池，所养的猪羊鱼全部用于改善职工生
活。

2005 年， 邵均克有一个去油田总
部工作的机会， 不仅工作轻松收入高，
还可以照顾在总部上高中的女儿。可她
放心不下厂里的这帮残疾孩子，也舍不
得离开这帮残疾孩子。 至今，她仍然和
大家一起吃住在厂里， 用她的话说就
是：“我和这帮残疾孩子已经不分彼此，
谁也不愿离开谁了。 ”

在生活上，邵均克拿员工当自家人
看待。 员工小杰一感冒就爱犯气管炎，
一犯病就管不住大小便。邵均克挽起袖
子就给他擦洗，用三轮车拉着他，一趟

一趟往医院跑，回回忙活到深夜……住
宿员工周末回家，几人一组，不接到员
工平安到家的电话邵均克不会睡觉，节
假日经常废寝忘食帮家长找智残的员

工；遇上雨天雪天，她总会在厂门口，把
行动不便的员工一个个迎进来、 送出
去； 智障员工的工资存折她帮着保管，
硬是为爱上网的小任存钱 5000 元，为
爱花钱的小王存钱 7000 元……

厂里 100 多名残疾员工，难免有个
头疼脑热的。 去医院又不方便，邵均克
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医院，拿自己的钱开
点常用药备着， 哪个孩子有了头疼脑
热，都及时送药给他们。几年来，夫妻俩
光是为厂里员工垫付的医疗费就有

2000 多元。 邵均克把每一个员工的家
庭、年龄、身体、脾气、喜好等情况牢牢
地记在心里，时刻惦记着他们、呵护着
他们。 针对员工的残疾类型和性格特
点， 她还创造了十分有效的搭配管理
法。 她把员工精心搭配成组，让脑子好
手脚不好的员工，指导帮助手脚好脑子
不好的员工， 从吃住行到进车间工作，
甚至小到洗澡、 上厕所都一一考虑周
全，从没发生过伤害事件。

杰 濮阳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