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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按照中央、省委、省国资委党委和
太钢党委的安排部署，不锈线材厂党委“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近日正式启动。

该厂党委利用中心组学习时间，及时学习
传达上级党组织文件和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
公司领导在专题党课报告会上的讲话。结合
实际，该厂认真研究制定了本单位专题教育工
作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方法措施
和工作要求。按照工作方案安排，厂党委书记
给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讲“三严三实”专题党
课，对开展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行深入动
员。该厂党委要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抓、真改真用；要勇于担
当，努力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把公司党政的各项部署落实到位；厂
领导班子成员要从自身做起，带头践行“三严
三实”，带头参加专题教育；要把专题教育融入
经常性学习教育之中，与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
硬”，确保实现“两不误、两促进”，为打赢生存
保卫战提供强大动力。 （不锈线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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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清官父子，三国时期及西晋初
期，胡质、胡威父子皆为以廉洁著称于世的清
官、好官。胡质初入仕途，只是一介小吏，他
却从来不谄媚和贿赂当权者，而是凭着清正
廉洁品质和实实在在的功绩，一再得到朝廷
擢拔，直至荆州刺史要职，加封为振威将军，
赐爵关内侯，而胡质在官任上病逝时，可谓是

“家无余财，惟有褐衣书箧而已”。胡质的儿
子胡威，受父亲影响，从政为官始终保持着清
廉务实、克勤克俭的美德。胡威历任徐州刺
史、青州刺史等职，他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
律，克己奉公，造福黎民。晋武帝司马炎闻知
胡威为官清廉当即下诏召见，并当众对胡氏
父子的廉洁奉公大为赞赏。后来，胡威卒于
青州刺史任上，朝廷因其政绩突出、为官清
廉，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加封谥号为“烈”。

历史上也有贪官父子，明朝嘉靖时期的
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在此列。严嵩中举后授
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之后，凭借自己一味
媚上之能事，爬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自此，
他的儿子严世蕃也混进了官场，官至工部侍
郎，父子俩卖官鬻爵、玩弄权术、胡作非为，可
谓是一对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父子。在朝
廷士大夫的一再激烈抨击下，嘉靖皇帝一道诏书，父子双双
入狱，一经审判，二人被定为大逆不道与谋反之罪，不久便伏
诛于市。当朝廷抄其家时，所查没的黄银房产和奇珍异宝，
几乎超过了皇室的珍藏。时人感叹，严氏父子弄奸“贵极人
臣，富甲天下”，最终沦为家败人亡此乃正道使然。

通过以上两个史例对照现今，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古往
今来的好官，一定是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清廉之士，他们虽
然没有拥有太多的物质财富，但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称
颂，而且也是子孙安然、恬淡度日、乐哉一生。反之，凡是贪
污腐败的官员，必定在祸国殃民之后，难逃牢狱之苦，甚至杀
身之灾遗臭万年。领导干部警示自己，并告诫子女，始终坚
守清白无私、慎处慎行，也只有如此才能有所为、有所建树、
一生坦荡、一生平安。

为充分体现“以
人为本”核心价值
观，保卫部在高考期
间为职工子女高考
开辟安全、快捷赴考

“绿色通道”，可由父
母陪同穿厂通行，解
决 了 职 工 后 顾 之
忧。图为穿行厂区
参加高考的考生。

张伟 摄

■通讯员 白玉林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尖山铁矿锅炉作业区
的煤场大门口，悬挂了“廉洁从业提示牌”，
提醒职工洁身自好、廉洁自律，要求职工在
利诱面前敢说“不”，对煤质进行严格把关。

锅炉作业区包括两个锅炉房，每年锅炉
用煤四万吨左右，煤质的好坏，不仅直接影
响着锅炉的燃烧工况，而且制约着锅炉日常
煤耗和费用的有效控制。第一，严把“进煤
关”。锅炉作业区将化验结果作为衡量煤质
好坏的第一道关卡，收煤员每日对所进煤量
现场进行随机抽样，并将化验结果在煤场曝
光栏内予以公示，不合格的煤质由供应方收
回。第二，把好“验煤关”。供汽锅炉房和供
热锅炉房做好煤质的试烧、验收工作，按进
煤厂家分批进行试验，根据煤层厚度、炉排
转速、炉膛温度等6项指标综合评价，由司
炉工把关，守住第二道防线，保证煤质利于
锅炉燃烧。第三，守住“利诱关”。 对进煤
员、锅炉班长、铲车司机等人员进行培训，并
出台了《廉洁从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相
关业务人员遵章守纪、正确履职，不刁难、不
伸手、严把关口；坚决杜绝送煤人员贿赂、利
诱等不良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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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有时候，在《党史》
里，他还能看到以前的战斗经历，
还能看到战友们战斗的身影。这
些都让尹老倍感亲切，也让他的
头脑中往事再现。就是最后走
时，尹老还穿上了一身军装。

《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也
是尹老的最爱。从这些报纸当
中，尹老了解党的方针路线政策
和国内外大事。《随笔》《百年潮》
也是尹老经常看的杂志。闲暇
时，还写写东西。

在尹老的家里，记者见到，
家里布置得简朴、大方，电视柜
里塞满了尹老爱看的杂志和报
纸。

在许多人眼里，他很有才。
过去，他给大家讲课从来不用讲
稿，随手拈来。尤其是讲党课和
党史，更是神采奕奕、驾轻就
熟。在党校和老年大学里，留下
了他讲课的身影。很多人说，听
他的课，不仅津津有味，还很有
感染力，总觉得听不够。

后来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
他不能上讲台了，但还是念念不
忘。在离退休支部的党小组里，
还经常给大家讲党史。

今年5月底，尹老在重症监
护室住院，让老伴儿给他找张桌
子来。老伴儿问他：“你要桌子
干什么？”

尹老说：“我要站起来工作，

我的工作还没干完。”
此时的尹老全身骨折已经

无法坐着，更别说站着了。
“你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

还能干活儿？”
“那你就把我上身扶起来，

我要坐着办公。”
老伴儿含着眼泪说：“你现

在就好好躺着吧，有什么事儿，
我给你办。”

集邮是尹老的最爱。尹老
每每从邮票中看到祖国的变化，

心里就乐开了花。病重期间，尹
老让老伴儿把最近一期出的邮
票给他拿回来，让他看看。

儿媳妇去给他取邮票。由
于邮局有关负责人那天没在，邮
票没有拿回来。尹老遗憾地说：

“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老伴儿安慰他道：“会看到

的，会的。”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

战争，以及抗美援朝，尹老都受
过伤，但他从来没有因此邀功和
自居过。

“还有一些困难老同志的事
儿没帮助解决完”

关心困难职工，一直是尹老

心里惦念的事情。在位时，他就
总是关心单位哪些职工困难了，
哪些职工该救济了。

离休后，他的这个“事业”又
延续了下来。一位老同志老伴
儿去世，自己身体还有病，尹老
觉得他家庭挺困难的，就找相关
组织说明情况。后来，这名老同
志享受上了救济。

后来，这位老同志在家人的
帮助下，坐着轮椅特地登门道
谢。尹老告诉这位老同志，要相

信组织，相信党。组织上是不会
忘记大家的。

每逢遇到哪儿发生地震、哪
儿发大水，哪个地方贫困了，尹
老都要带头捐款。他还不忘叮
嘱老伴儿和孩子捐款。

每每遇到一些老同志住院
了，尹老都要去医院看看。他
说，看到这些老伙伴们正在康
复，他心里就踏实多了。

在重症监护室住院期间，尹
老还提醒老伴儿，一名老同事的
孩子马上就要结婚了，让老伴儿
别忘了去看看。同时，还告诉老
伴儿，还有一些老同志家里比较
困难，还需要帮助。

尹老去世前再三嘱咐家人，
不通知亲属和朋友，家里不设灵
堂。一些老伙伴和老同事们还
是得到了消息，来家里吊唁，走
时还准备留下礼金。家人指着
在茶几上摆放着的尹老的遗嘱，
告诉每一位来慰问的人们，老尹
说了不能收礼金，这是老尹留下
的遗愿，请大家谅解。

许多老朋友和一些受过帮
助的老同志们看望尹老的家人
后，眼里含着泪水默默地离开

了。
“不要靠我们，要靠自己”
尹老的老伴儿王德玉今年

86岁了，1950年10月参加革命
工作，在南京部队医院工作，
1956年入党，后来随军来到太
原成为太钢总医院的一名儿科
大夫。

尹老和老伴儿是在抗美援
朝的战场上结为伉俪的。夫妻
俩有两个儿子。当年，生活比较
困难。大儿子在16岁的时候又
得了重病，后来离世了。回想起
来，尹老总是因工作原因未能好
好照顾大儿子而内疚不已。

留下的小儿子，按理说是家

中的“独苗”了，该受到照顾了。
但尹老两口子告诉小儿子：“不
要靠我们，要靠自己。”

平常，在家里，尹老就给儿
子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如何做
人，如何做一名党性强的党员。

小儿子尹晓民从1986年上
班当工人起，现在是炼钢一厂电
气自动化点检维护作业区的一
名技术员。厂里的很多人并不
知道他是尹老的儿子。他也从
来不把老爷子挂在嘴上。由于
踏实、敬业、技术过硬，尹晓民靠
自己的本事被大家认可，还被厂
里评为党员标兵和厂劳模。

近50岁了，尹晓民还没有
属于自己的房子。老爷子从原
来胜利桥宿舍搬到小二楼时，把
原来的房子交了上去，也没留给
孩子。

每当提起此事时，儿子从来
没有怨过父亲。而尹老也跟老
伴儿说，儿子、媳妇、孙女和我们
在一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媳妇从嫁进家门到内退，一
直是不锈热轧厂的一名倒班工
人，从没有享受过公公的“照
顾”，与普通家庭的媳妇一样，多
年来一直照顾老人、丈夫和孩子
的生活。

尹老走了，但精神永存。我
们永远怀念他。愿尹老一路走
好！

坦荡的胸襟 革命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