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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出 一 条在社 会 主义条件下

办 好私 营企 业 的 路 子来

——记江苏省射阳县春桂装璜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守春

戴 道

“私营企业应更多地考虑到国家、社会和职

工的利益。”

1983 年初，在射阳河畔，一个以夏守春、夏

守桂两兄弟名字命名的“春桂木器厂”诞生了。

兄弟四 人加四 个工人，租一间破房子，不 足

1 000元的流动资金，就是创业的全部本钱。10

年来，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了全

国同行业规模最大、产品档次较高的私营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干部职工 347 人，生产楼、办公宿

舍楼 157 间，生产机械 60 多台套。另外还有轿

车、卡车、面包车等机动车 10 辆，以及食堂、托

儿所等设施，初步形成了生产设备齐全、生活设

施完善的私营企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近 1

000 万元，1993 年实现产值 1 800 多万元，纳税

78 万多元。

10 年来，夏守春和他的企业共受到各种荣

誉、奖励 60 次。1985 年企业受到江苏省人民政

府通令嘉奖，同年他本人被选为省、市政协委

员，1987 年和 1992 年连续两届荣任全国工商

联执行委员。1993 年 3 月 ，他 又光荣地担任了

全国政协委员，是盐城市建国以来第一位担任

全国政协委员的，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

他提出的“办好私营企业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

事”的观点，被大会采用并印成材料转发。

10 年的创业，10 年的艰辛，10 年的探索，

使夏守春逐步认识到，我这个私营企业，“生”在

中国，“长”在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私营企业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的

私营企业，不应把眼睛紧紧盯在自己的利益上，

而应更多地考虑到国家、社会和职工的利益。因

此，他在办厂过程中，始终注意处理好自己与国

家、自己与社会、自己与职工三者利益关系。

“作为私营企业主也要有社会责任感，职工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私营企业主，不是‘老爷’，而是私营企业

的组织者，在政治上始终是和职工平等的”，夏

守春常常这样告诫他的兄弟和亲属们。多少年

来，他和他的兄弟从不训斥职工，更不体罚职

工，尽一切可能为职工排忧解难。他们把职工看

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是企业的主人。1992 年，

公司拿出一部分资金，采取企业负担 60% ，个

人集资 40%的办法，兴建了一幢职工宿舍楼，

使用面积每套在 68-72 平方米之间，产权归个

人所有，职工及其子女享有终身使用权和财产

转让权。还在城郊征用了 30 亩土地，专门让出

一部分地皮无偿给职工按统一标准自建宿舍

楼。凡住在公司宿舍的职工一律免收水电、房租

费。他们为离厂较远的职工每人无偿发了一辆

自行车，并一次性拿出 40 万元为职工补投人身

保险。现在每月拿出 5 000 元为职工投简易人

身保险和养老金保险。公司每位工人退休后，都

可以领到退休金。公司还定期请有关学者和专

业技术人员来公司为职工讲课，帮助职工学政

治、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建立了奖学金制

度，积极鼓励职工参加职大、函大等各种自修大

学的学习，凡公司职工考上各类成人大学的，学

校所有的收费一律由公司全部负担。10 年来，

尽管他们有权用谁就用谁，但从未开除过一个

工人。夏守春常说，“如果有一个工人被解雇，就

说明你这个厂长无能，连一个工人都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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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再说，作为私营企业主也要有点社会责任

感，不能把职工随意朝社会上推。”他们四 兄弟

的妻子也不当“老板娘”，在工种安排上和普通

职工一样对待。夏守春的妻子在食堂当炊事员，

直接为工人服务；一个弟媳因没有文化，在公司

打扫厕所和环境卫生；还有一个弟媳在公司当

普通工人。她们都和其他工人一样，按月到财务

科领取工资，从不多报多拿。在执行厂规厂纪方

面，他们也和工人一样，从不特殊。一次，夏守春

的哥哥因病迟到 35 分钟，按公司规定，通知会

计扣了半天工资。四兄弟出差也和普通职工一

样，填写旅差费报销单，按规定支出项目到财务

科结帐。他们正是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使企业产

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私营企业也不能搞‘家长制’，要建立为职

工说话办事的机构”

“既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就应该为主人建

立起说话办事的机构，而不能由我们四兄弟个

人说了算”。夏守春说到做到，于 1987 年 7 月，

在全省私营企业中率先成立了工会组织，年底

又成立了团支部、妇代会等组织，后来还成立了

以工人为主体的厂管会。厂管会共有 15 人，其

中 13 人是由敢想、敢说、敢干、敢“轰炮”的工人

担任的。为防止这些组织流于虚设，公司赋予了

他们一定的权利，做到有职有权。1988 年秋天，

化肥较为紧张，不少家住农村的职工为购不到

化肥而发愁。当时，工会向夏守春提出，由公司

出面和生产厂家及有关部门联系，为家住农村

的职工代购化肥。夏守春感到，这一建议能切实

解决职工的困难，稳定情绪，调动积极性。于是，

公司拿出 1 万多元，购买了 20 吨尿素和碳铵，

无偿送给了家住农村的职工。多少年来，公司的

发展规划、目标都是交职工讨论后确定的，职工

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提出的合理建议和要

求都得到了实施。

“不管自己赚多少钱，首先要把国家一碗盛

起来”

从办企业那天起，夏守春就给自己立了这

样一个“规矩”：不管自己赚多少钱，首先要把国

家一碗盛起来。连续 10 年来，公司没短交国家

一分税款，共交税 212 万元，1993 年纳税 78 万

元，是江苏省私营企业唯一被国家税务局授予

“守法模范纳税户”的企业。在内部分配上，他从

不揩工人的油，尽可能地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

缴纳税收后的利润除留一部分扩大再生产外，

其余全部作为工资奖金发给工人。目前，该公司

职工的平均月工资达 500 元，最高的已达 1 100

元。在对待社会事业上，积极发扬奉献精神，10

多年来，先后给修桥铺路、集资办学、抗洪救灾

等捐款 30 多次 78 万多元。公司扩大了，职工富

裕了，国家和社会也得到了一份收入，用夏守春

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党和人民培养、关心、养育

我的一点微薄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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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优秀乡镇财政所长

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全国优秀乡镇财政所长研讨会于 4 月 21 日至 27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是来自 18 个

省、自治区的 24 位全国优秀乡镇财政所长。

会议认为，乡镇财政的建立有力地调动了乡镇政

府开辟财源、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保证了国家预算

收入任务的完成。1992 年乡镇财政的总收入已达 660

亿元，占全国县级财政收入的 45% 。有的乡镇，1993 年

财政收入已突破 2 亿元大关。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有

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1992 年，全国

乡镇财政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为 48.5 亿元，用于

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为 48.7 亿元，用于学校、医

院等各项事业的资金达 232.2 亿元。

会议还认为，乡镇财政肩负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稳定农村社会的光荣使

命。在改革之年，广大乡镇财政干部更需要进一步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振奋精神，努力把乡镇财政工作做好。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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