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三版）
在宝华同志看来，调查研究既是密切

联系群众，科学制定政策，实事求是，做好
工作的需要，也是当好领导参谋助手的需
要。这里列举一个年代较远、但仍有现实
和深远意义的事例。这个事例既反映出宝
华同志注重调查研究，随时掌握实际情况，
努力当好领导参谋助手的一面，又反映出
宝华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的
品格及其深厚的综合素养。那是在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也是举国上下热
到天上的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
产”，描述的是当时农业的状况，反映到工
业上，便是大办钢铁，钢铁“大跃进”，“三年
超英，五年赶美”，就是当时工业状况的缩
影。中央接连不断开会讨论，提出1958年
要炼出1070万吨钢的指标。这个指标比
1957年的产量翻了一番，也高出冶金行业
实际生产能力的一倍。虽然指标原则定下
来了，但毛主席心里不踏实，又一次召集钢
铁企业厂长、书记以及所在省、市负责同志
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议在北戴河召
开，时任冶金部长王鹤寿和宝华同志也参
加了会议。宝华同志当时是冶金部部长助
理，分管冶金工业生产与销售，了解实际情
况。毛主席一个一个点名问话，问过的人
都说可以完成。当毛主席点名询问宝华同
志时，宝华同志没有向前面同志那么表态，
也没有表示不行。他只能说，“我们冶金系
统的10 个生产环节里，每一个环节都有一
面红旗，矿石、耐火材料、炼焦、炼铁、炼钢、
轧钢、机械、辅助单位都有，只要大家都能
够达到10面红旗的标准，完成钢铁任务是
没有问题的。”听完宝华同志的发言，毛主
席沉思片刻，指示陈云同志继续摸底，务必
把指标搞扎实。陈云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
总理兼中财委主任，是宝华同志的老领导，
实事求是是出了名的，有他领导，宝华同志
心里踏实多了。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场合，
宝华同志那样的表态，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举一例，在企业全面整顿即建设性
整顿中，围绕着企业厂长（经理）的任职年
龄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那是1982年，邓
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的
要求。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务院主要领导
明确指示宝华同志，企业调整领导班子，厂
长（经理）的任职年龄不得超过50岁，并且
要作为制度规定下来。国家经委是企业的
主管部门，宝华同志又是全国企业整顿领
导小组组长，自然也最有发言权。如果简
单顺从，那么在恢复性整顿中被调整上来
的绝大部分厂长（经理）因年龄原因将被调
整下去，势必造成巨大震荡，对企业生产经
营不利，对经济发展不利。这不是宝华同
志的行事风格。宝华同志认为，邓小平同
志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是站在战略的
高度，是为了解决干部的终身制。企业与
党政部门不同，不应一样对待，而应有所区
别。再者，在企业恢复性整顿时，把原来一
些有作为的厂长、副厂长调了回来，这些人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在40岁以
上或50多岁了，有的还要大一些。如果将
年龄一下卡在50岁，势必把绝大多数企业
厂长、副厂长从岗位上调整下来，年轻人又
接替不上，必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巨
大冲击。第三，将大中型企业厂长的年龄
定在50岁，如果任期3年，当他们53岁或
54岁时就没有资格再当选了。这就使一
大批有经验、身体壮的中年干部上不了厂
长的领导岗位，造成人才的浪费，很可惜。
第四，企业厂长（经理）任期制很值得研究，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职业企业家队伍的

形成。企业厂长（经理）与党政机关干部的
管理体系应脱钩。一个较成熟的厂长只要
对企业有利，年龄可以延长。宝华同志的
意见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认可与支持，使厂
长（经理）的年龄得到了适度放宽，因此平
息了风波。

实践表明，调查研究既是做好工作的
基本工作法，又是当好参谋助手的基本工
作法，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百利而无一
害。即使科学技术、信息网络以及大数据
高度发达，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只能发扬光
大，绝不可以丢掉！

三、坚持问题导向的主要
工作方法

宝华同志的工作经历，就是问题导向
解决问题的工作经历。仅从大的方面来
说，他从参与东北解放战争和建设，在县
委书记和东北工业部计划处长任上，开展
每项工作，如发动群众、土地改革、支援前
线、恢复生产、抗美援朝等方面，都是克难
攻坚，成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选
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随员参与谈判苏联援
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历时10个月，千方
百计排除解决地质资料奇缺等困难，圆满
完成全部项目签约，深受周总理、陈云、李
富春等领导赏识；回国后他负责组织落实
一个又一个项目，从地质勘察、项目设计、
施工建设等等无一不是在迎着困难，克服
困难中前进。尤其是在三年“大跃进”时
期，宝华同志在冶金工业部分管钢铁生产
和销售，又处在钢铁“大跃进”的风口浪
尖，他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经受
住了严峻考验；“文革”期间有8年时间，他
在国务院生产组长任上，率领二三十人的
队伍，机智巧妙地排除林彪、“四人帮”的

百般干扰，艰难维持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运
转，被国务院领导赞誉为“国民经济的总
调度”。宝华同志常说，什么叫工作？工
作就是解决问题，工作的过程就是解决问
题的过程。宝华同志一贯的工作原则和
方法是，首先，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
准问题；其次，就是制定出周密工作计划，
明确目标任务，精心组织落实；第三，在工
作过程中善于发现典型，总结成功做法，
开展经验交流，推动面上工作；第四，每项
工作结束，都要认真总结，表扬先进，鞭策
后进，以利再战。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
不会虎头蛇尾，总是严肃认真，善始善
终。那些长期与他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
作的同志都这样评价他：与宝华同志一起
工作共事，放心、舒心，工作虽然苦累一
些，但身心都轻松愉快。

十年“文革”结束，恰逢改革开放前
夕，国家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当时的李先
念副总理指示宝华同志去西方走一走看一
看。这是他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出访苏联十
个月，谈判考察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后，
第二次出国考察，也是首次考察西方发达
国家。宝华同志深知西方之行的责任重
大。他于1977年至1980年间四次率团出
访，先后考察了英、法、德、瑞、奥、日、美等
国家。尤其考察日本的一个月，近似蹲
点。长时期呆在国内，与世隔绝。此次走
出国门，收获真的是前所未有。开阔了眼
界，拓宽了思路，认识了什么是商品经济和
市场经济，看到了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
差距，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差距。明白
了经济要搞好，企业首先得搞好。这是宝
华同志此次考察西方最深切的体会。如果
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对苏联的考察，奠定
了他的计划经济管理思想，那么此次对西
方国家的考察，则奠定了他的发展商品生
产和市场经济的思想，为他在改革开放新
的历史时期，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和市场经济、进行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
做了思想及理论上的准备。

企业整顿、改革和立法工作是“文革”
结束和改革开放前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全
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宝华同志问
题导向主要工作法的经典之作。从1977
年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到1988年国家
经委撤销，前后历时11年，先是恢复性整
顿4年，后是全面整顿即建设性整顿4年，
再是企业升级和管理现代化，其中企业改
革从扩权让利起步到建立经济责任制以及
主持制定企业法贯穿全过程，工作一项比
一项深入，使命一项比一项艰巨，但宝华同
志无一不是在艰难中坚韧不拔，善始善终。

以拨乱反正、恢复企业元气为内容的
企业恢复性整顿，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
恢复企业原有的领导体制，撤销革委会，
恢复厂长职能；把那些追随林彪、江青反

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
人及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去。同时改正企
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提法。
其二是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重点是
恢复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性整顿
和扭亏增盈结合起来进行，以促使企业走
上正常的轨道。其三是扩大企业自主
权。1979年 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指出，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的同
时，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把企业经营好
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这不仅加速
了恢复性整顿进度，而且也是恢复性整顿
与改革的结合，为企业改革做了铺垫。

全面整顿即建设性整顿是在恢复性
整顿基础上，针对整顿工作进展不平衡，
中央作出的新部署。整顿要达到的目标
也很明确，就是“三项建设，六好要求”。

“三项建设”是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建设起
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逐
步地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逐
步地建设起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

“六好要求”是通过“三项建设”使企业能
够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
的经济关系，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成为
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
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的“六
好企业”。为此，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全
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
部、全国总工会、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团
中央、妇联等有关部门参加。宝华同志担
任组长，全面负责企业整顿工作。全国企
业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经委，由
企业管理局、学大庆办公室三位一体，主
任由企业管理局长兼任。各部委、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
构，并由党政负责同志组织工作组，深入
企业蹲点调查帮助整顿。

全面整顿进行了4年，到1985年底结
束。4年里，每年都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每年都按计划完成了任务；4年里，全国企
业整顿领导小组坚持不懈推动这项工作，
相继召开了40次整顿工作例会，几乎每月
一次，研究、部署、检查、督促整顿工作；4
年里，宝华同志每次都参加并主持会议，
善始善终，圆满完成全面整顿任务。1985
年 12月底，最后一次企业整顿工作会议，
根据地方和部门推荐，会上命名了首钢等
230个企业为“全国企业整顿先进企业”。
经过两年的全面整顿，企业呈现一派令人
欣喜的局面。整顿促进了企业素质和经
济效益的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
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扩权让利起步的我国企业改革，是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孤军深入，
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一场没有硝烟的
特殊战争。 （下转第五版）

1953年9月17日，袁宝华（前排左四）在庞家堡龙烟铁矿调研。袁宝华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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