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是住房安排向工人倾斜。为了使工人真

正感到自己确实处在主人翁地位，秦厂长在解

决工人住房欠帐过大的问题时，决定住房按工

龄长短计分分配，同时规定一线工人、生产骨

干、劳动模范、苦累脏险岗位分别增加 1 分。执

行结果，使近两年新建的两栋 144 套职工住宅

90%以上分配到一线生产工人手中。

三是工资浮动向工人倾斜。为了使企业效

益高低切实地同职工利益紧密挂钩，该厂还对

厂内工资制度实行改革，每年确定全厂总指标

后，层层分解，规定每个车间、班组达到规定的

提质降耗增效目标，每人有一级厂内浮动工资，

连续三年达标的，可变为晋升厂内固定工资一

级。这样办，就把企业的利益与职工利益有机联

系起来，使职工关注企业的发展，全厂上下形成

了振兴企业的合力。据不完全统计，仅 1991 年

前 10 个月，全厂职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 361

条，有 70 % 被采纳，共创造价值 90 多万元；糖

厂检修期间，全厂工人修旧利废，用边脚废料加

工各种零部件 1000 多件，价值 30 多万元；为了

抢修生产设备，搞好厂区建设、维修延长道路，

全厂工人还义务献工 1.4 万多个工时，节支 13

万多元。
其五，廉政、勤政、务实。勤能补拙，廉能生

威，实干兴业。这三条在秦春城身上都有明显体

现。“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秦厂长能够赢

得全厂职工的信任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凭

借自己的表率行动。

一是奖金上向低标准看齐。在依安糖厂，全

厂公认秦厂长贡献最大，但拿奖金却最少，数量

只有一线工人的 60%。1991 年上半年，省轻工

厅兑现上一个承包期合同，发给 9 名副厂级以

上干部每人 2000 元左右奖金。秦厂长带头拿出

1500 元，其它副厂级干部每人拿出 1000 元，捐

给了工厂老干部活动室、子弟小学、托儿所和职

工医院。

二是生活上保持工人本色。秦厂长到任两

年多，常年身着工作服，工作服上打补丁，站在

工人中间，你很难看出他是一厂之长。这在常人

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而他却认为这样有利于靠

近工人、接近群众。为了刹住吃喝风，他也从自

己做起，戒烟戒酒，陪客人吃饭坚持交费，为全

厂带了一个好头。

三是作风上实打实干。除白天照常工作外，

坚持每天凌晨 4 点和晚间 10 点左右到厂区和

每个车间、每道工序巡查一圈，这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不这样，他就心不安、睡不稳。他来依安

糖厂后，第一个检修期，就钻到石灰窑里，发现

窑衬耐火砖大面积脱落的隐患，避免了一起塌

窑事故。他在颗粒粕车间巡视时听出压粕提升

机声音异常，果断决定停机检查，发现一侧节链

断裂，采取措施，避免了重大事故发生。

四是危险时刻挺身而出。1990 年至 1991

年制糖期，生产辅料车间石灰窑出现炼块，严重

影响糖厂产品质量，急需排除这一险情。在困难

与危险面前，秦春城坚持把工人和调度长叫到

安全的地方，自己亲自安放雷管爆破炼块，排除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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