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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

要有一个目标、一种精神

——中山县石岐五金厂见闻之一

（《南方日报》1981年 12月 10日第 1版 林羽 范任仁）

中山县石岐五金厂是一个只有 150多人的小厂，主要生产

大头针、回形针和元钉。25根大头针或 7 只回形针，出厂价

只值 1分钱，而每根大头针或回形针，却要经过 10多道工序

才能生产出来。但是，尽管这些产品产值低、利润少，这个厂

却一心一意地进行生产。1978 年，这个厂大头针的产量才 1

万公斤，而去年却已达到 5万多公斤，一年创造的总产量，相

当于 1977年的 5倍。

为什么这个厂这几年生产发展这样快呢？党支部书记黄

海对我们说，不断地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是他们生产发

展较快的重要保证。他说：“这几年，我们把思想政治工作渗

透到生产过程中去，在职工中树立一个目标、一种精神！”接

着，他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过去，我们省内生产大头针、回形针的工厂有六七间，但

是由于这些产品产值低，利润少，这些厂前几年大多转产，改

为生产利润高的产品去了。当时，他们厂除了生产这些老产品

外，刚好试制出了新产品调节阀，它产值高、利润多，有人便

主张放弃老产品，生产新产品。但是黄海却不同意，他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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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产应该考虑到人民的需要，如果大家都转产，谁来生产

大头针、回形针？于是，有的人就主张分家。黄海便出了个题

目让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

精神从事生产？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大多数职工认为，社会主

义生产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要安于小、精

于小，用这种精神努力搞好生产。但是，也有几十个人想不通。

于是，经主管部门同意，黄海就让这几十个人分了出去，自己

带着留下的这 100多人继续生产这些老产品。黄海笑着说，这

叫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几年，“向钱看”似乎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他们厂的奖

金少，便难免会引起一些议论。有人对他们厂的工人说，你们

跟着黄海走，会连粥水都没得饮！针对这种风气，黄海便组织

职工学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英雄事迹，并出了几个题目让大家

讨论：英雄们在炸毁碉堡时有没有想到自己能得多少奖金？如

果大家都不生产小商品，会给人民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现在国

家有困难，我们是指责、埋怨、发牢骚呢，还是主动承担义务

和责任，和党一起克服困难？这场讨论非常热烈，它不仅在工

厂里进行着，而且从工厂发展到职工的家庭，夫妻之间，母子

之间都在议论着。有的人说，英雄炸毁碉堡，根本没有想到要

得奖金，如果没有他们保卫国家，我们怎么能安稳地生活！也

有的人联系自己买不到药煲的事，激动地说，如果大家都“向

钱看”，不生产这些小商品，就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而

更多的人则在思考：眼下国家有难处，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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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有个针机班，21个人，18位是女同志。她们是专门负责生

产大头针的。她们的产品不仅要供应省内，而且要供应中南各

省。由于需要量大大增加，厂里不得不要求她们在一段时间内

每天从早上 6时 15分干到下午 5时 30分。有没有困难呢？当

然有。她们有的孩子很小，有的有老人要照顾，但都风雨无阻

按时上班。工人温艳卿，孩子才 1岁 4个月，为了按时上班，

她天天 5点钟就起床，料理家务后便赶去上班，她丈夫负责把

孩子送到一位大娘家里托带，然后再去上班。到下午 5点半下

班后，温艳卿才去大娘家里把孩子接回。她说，我这样天天早

出晚归，当然有困难。但现在国家也有困难，我们是个普通工

人，能给国家作多大贡献？不过就是服从国家需要，克服点自

己的困难罢了！

没有豪言壮语，字字句句都很实在，但听了却使人不禁想

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是啊！就是这些普普通

通的工人，心里装着祖国，为国家的兴盛操心出力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