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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北：牺牲在办公室的好厂长

杨振北（1937
年—1990年），1961
年进入中国第一拖
拉机制造厂东关分
厂即今一拖（洛阳）
叉车有限公司工作，
生前系该厂厂长兼
总工程师。1990 年
3 月 12 日，杨振北在
办公室同两名歹徒
英勇搏斗时壮烈牺
牲，年仅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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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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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车公司现任团委书记刘伐
2004 年入职，刚进单位时，人事部门
组织厂史培训，曾把老厂长杨振北的
事迹细细讲了一遍，讲得刘伐热血沸
腾。“只恨自己来得晚，没能和杨厂长
共事。”刘伐说。

一名老领导在去世多年后依然受
到员工的爱戴，这是为啥？

“老厂长随和、文雅，对职工好。”公
司党委工作部组织员蔡俊京给出了答
案。蔡俊京说，杨振北任厂长时，厂里经
济好转，有人便提议新建办公楼。可杨

振北考虑到工人宿舍区条件差，果断决
定：“先给职工盖宿舍！”

很快，两栋宿舍楼拔地而起，职工
们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子。

在任厂长时，杨振北还给自己定
下目标：每年为职工踏踏实实做十件
事，这些事不但记在了他的日记里，并
在他的努力下一一实现。其中，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公司花20万元建起的职
工浴室，设施条件不但在瀍河回族区
首屈一指，就是在洛阳也算一流，至今
仍方便着职工，也惠及周边的群众。

1990 年 3 月 12 日，杨振北起了
个大早。身为厂长，这原本是他繁忙
工作中平凡的一天：送妻子去汽车站
上班、为植树的团员送行、帮忙料理
职工家属丧事、和财务科的同事商讨
欠款事宜……

下午 3 时 20 分，正在埋头赶写
材料的杨振北没有注意到，两名歹徒
鬼鬼祟祟的进了厂长办公室，手持匕
首和“炸药包”，要求马上给他们 30
万元……

在这一刻，平时温文尔雅的杨振
北没有屈服，而是义正词严地拒绝
了。电话铃声响起，歹徒以为警报响

了，扑了过来。在与歹徒搏斗中，杨
振北身中十余刀，最终倒了下去……

知道消息的数百名职工连忙赶
到医院，争着献血，恳求医生一定要
设法救活他们的好厂长。但是，由于
失血过多，53岁的杨振北牺牲了。

第二天一早，厂门口的黑板上出
现两行大字：“继承杨厂长遗志，搞好
东关分厂工作。”这一天，车间里几乎
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在响，人们默
默地忙碌着，用行动来纪念杨振北。
此外，138名已经离厂多年的离退休
职工也从四面八方赶回工厂，只盼着
见杨厂长最后一面。

在采访中，蔡俊京对一件事记忆
深刻：杨振北是1984年8月19日入
党的。在他的带领和教育下，杨振北
一家人都是党员。如今，他的孙辈们
也纷纷加入了党组织。

杨振北家里有三个孩子，衣服
总是大的穿不上了小的接着穿。
1988 年大儿子杨明路结婚时，杨振
北家不贴喜字、不放鞭炮，悄悄把
儿子、儿媳送上了旅行结婚的列
车。后来，杨明路在回忆文章里这
样写道：“父亲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就是怎么做人。”

“我的父亲毕生有三个追求：追

求真理、追求奉献、追求卓越。”提起
父亲，杨振北的小儿子、上海一家大
型企业工程总监杨明峰在电话里
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还会梦
到他。”

本报见习记者 陈曦
记者 郭宁康 文/图

在瀍河回族区启明西路上的一拖
（洛阳）叉车有限公司内，从大门前往
办公楼的路旁，写有“学习杨振北同志

英勇献身的精神”（如上图）的标语十
分醒目。虽然老厂长已牺牲24年，但
他的精神仍激励着一代代员工。

心系职工，事事为民

面对歹徒，毫无惧色

忠心爱党，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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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鼎信投资理财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向伊川县工商局
提出公司注销申请，企业法人
和全体股东书面承诺称公司所
有债权、债务均已清理、清偿完
毕，申请公司注销。

伊川县鼎信投资理财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如有出资客户资
金尚未清退，请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持相关凭证向我办反
映。若公告期内无人反映，我
办将依照有关规定向工商部门
出具证明。

特此公告
举报电话：0379-69366819

公 告

伊川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宁）8月以来，市交通、公安、工商、城管等
执法部门，联合开展了市区摩托车及三轮、四轮电动车综合整治行
动。截至目前，已查处非法营运电动三轮车700余辆，其中处罚23
人、批评教育700余人。

本次行动主要针对非法生产、改装和销售摩托车及三轮、四轮电
动车，以及上述车辆非法营运、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另外，有关部
门还对非法营运车主再就业进行帮扶，并给予社会救助。其中，市人
社局将针对非法营运的驾驶人员，开展再就业指导和培训；市民政
局、市残联将加大对老弱病残人员的帮扶、救助力度，及时为符合低
保条件的人员办理低保手续。

700余辆电动三轮车
非法营运被查处

在老城区邙山办事处，有一个中心党支部，凡是想将党组织关系
转回村里的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外出务工党员，都要先在这里“中
转”一年，待符合条件后，方可进行组织关系转接。

流动党员管理“出新招”
过去，辖区一些党员因在外读书或务工，无法参加党组织生活，

使党内民主活动效果大打折扣；流动党员常年在外，即使组织关系转
回村内，由于对相关情况不熟悉，也无法发挥带头作用。

针对这一情况，去年 3 月，老城区邙山办事处成立了中心党支
部，对想将党组织关系转回村里的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外出务工
党员等进行统一管理：对这些党员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了解他们
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以及所从事的工作等，建立管理工作台账；建
立QQ群，定期发布上级党委、政府的最新政策和办事处工作动态，
要求党员每月在QQ群内至少上交一篇思想汇报，定期参加中心党
支部以及所在村的组织生活。

一年后，由党员本人提出申请，中心党支部和各村党支部认定符
合条件的，可将组织关系转回村党支部；不符合条件的，则继续留在
中心党支部学习。

激发为民服务积极性
该中心党支部成立以来，已办理组织关系转接和流动党员管理

137人次；组织流动党员网络学习12次、创业培训1次。
该中心党支部书记郑君介绍，在中心党支部发展中，他们发现一

些大学生党员懂电脑、会摄影，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为农村建设和
基层党建服务。

去年5月，中心党支部在QQ群里发布了编写村志的活动，一些
大学生党员十分踊跃，主动要求担任此项工作。

今年大学毕业的李俊阁是井沟村人，每到双休日，她都会和其他
学生党员一起走访村里的老同志，收集历史资料，建立工作台账并录
入电脑，为编写村志做准备。

“如果不是参加中心党支部的工作，我们这些学生也很少去关注
家乡的历史。现在，我们能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觉得很有意义。”李
俊阁说。

47岁的李学坤是土桥村人，去年3月从某单位下岗。中心党支
部了解情况后，带他学习催花牡丹种植技术，并帮他解决土地和牡丹
种苗问题。如今，李学坤的牡丹苗圃里不仅培育出1300余株反季节
催花牡丹，还带动村里10余名村民就业。

邙山办事处组织办主任宋秋霞说：“年轻党员朝气蓬勃、热心服
务，也激发了村里老党员的积极性。如今，党员在组织上有了依靠，
思想上有了归属，他们经常主动为办事处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王晓丹 特约通讯员 石智卫

党员“中转站”，
激发为民服务积极性

济南军区驻洛某报废弹
药销毁站职工黄飞武一家
两代七口人，情系国防扎根
山沟，先后走上危险的拆弹
岗位，共销毁弹药五万余
吨，被官兵誉为拆弹“黄家
军”。近日，黄飞武一家入选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和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

“情系国防好家庭”评选活动
候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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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陪丈夫走上拆弹一线

1954年，湖南怀化青年黄飞武参
军入伍，成为济南军区驻洛某报废弹
药销毁站的一名战士。在服役十年
后，黄飞武成为一名弹药销毁工人。

从事弹药销毁工作就注定要与危
险相伴，稍不留意，就可能在爆炸中牺
牲。销毁站刚组建时，曾发生过弹药爆
炸事故。面对危险，有些人纷纷调离岗
位，但黄飞武留了下来，一直干到退
休。“在军营待了10年，感情无法割舍，
国防责任也无法忘却。”黄飞武说。

在销毁站工作期间，黄飞武成家
立业，随后 3 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
杨淑芳刚到部队时，看着丈夫天天与
死神打交道，每天都提心吊胆。她曾

劝丈夫离开销毁站，但被黄飞武一口
拒绝了。

看无法劝动丈夫，杨淑芳干脆陪
丈夫一起上了“前线”：1972年，向部队
申请后，杨淑芳也成为一名拆弹工人。

一枚枚炮弹，在一家人
的合作下被销毁

黄飞武的大儿子黄豫新，从小跟
着姥姥在新郑长大。1979年，黄豫新
高中毕业后，黄飞武把儿子接到销毁

站，并将他送到拆弹工作线上。
黄飞武这样做，是希望儿子也能

投身国防。后来，在父母的影响下，黄
飞武的两个女儿黄丽萍和黄丽红也分
别在 1981 年和 1992 年成了拆弹工
人。不仅如此，她们还相继嫁给了拆
弹工人张洪荣和杜晓东。

“张洪荣将炮弹引信卸下放到传
送带上，黄丽萍和黄丽红在下一环节
将弹丸和药筒分离，黄豫新最后负责
取出发射火药。”在弹药销毁线上，一
枚枚危险的炮弹在一家人的分工合作

下被销毁。
“这是黄飞武一家工作时经常出

现的一幕，他们个个都是业务标兵，销
毁站官兵都管他们叫‘黄家军’。”销毁
站业务处处长冀长忠说。

两代七口人，销毁弹药
五万余吨

从事拆弹工作不仅危险而且劳心
劳力——有的炮弹重几十千克，需要
人在操作线上搬来搬去，必须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为此，战友们曾劝张洪
荣和杜晓东回乡创业，孩子们也劝他
们换个工作，但他们选择了坚持。

销毁站的官兵都知道，只要有
急难险重的任务，“黄家军”总是主动
请战。据了解，从黄飞武入伍至今，
他们一家两代七口人先后销毁弹药
五万余吨。“现在比以前安全多了，我
们会将这份工作做得更好，也会引导
下一代关心国防、投身国防事业。”杜
晓东说。

黄飞武一家情系国防的事迹，感
动了许多人。近日，黄飞武一家入选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和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联合举办的“情系国防好家庭”评
选活动候选家庭。如果您被他们的事
迹所感动，请登录网页http://mil.cnr.
cn/ztl/qxgfhjt/tpy，为他们投上一票。

本报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夏治刚 文/图

济南军区驻洛某销毁站拆弹“黄家军”候选“情系国防好家庭”

一家两代七口人 销毁弹药逾五万吨

黄飞武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