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2年11月26日 星期一 专版8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四代人讲述长安故事
11月的重庆不冷不热， 湿润温和。 走

在街道上， 四处可见的银杏树和绿油油的
草坪让人觉得这座城市充满生机。 在长江
与嘉陵江的汇合处， 坐落着长安汽车办公
大楼。 60后、 70后、 80后、 90后四代 “长
安人” 在一间茶香袅袅的会议室里围坐一
圈， 闲谈聊天。 当记者抛出了眼下最时髦
的提问 “在长安， 你幸福吗？” 他们并没
有急于表态， 而是各自娓娓道出了一段亲
历的或身边的长安故事。

老技师的“独门秘籍”
今年是50多岁的老何在长安的第30个年

头，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是长安人，死是长安
鬼。这个地儿，我离不开了。”干过技术，做过
外宣，为人低调的老何不肯讲自己的故事，
而是把一个老同事王邦本推上了“台前”。

王邦本是长安的一位老技师。1984年
被调到汽车厂做调试工作的他曾创造过

“四个第一”，老何如数家珍地说道：在车间
岁数大是第一、工资高是第一、技术等级排
第一、装配技术是第一且还是唯一的。13年
调试工作里，王邦本亲手调试、修理的汽车
数千辆，“ABS检测仪” 让他成为了长安工
人队伍中申请专利的第一人。2005年，全国
劳模王邦本退休了， 但他依然在长安这块
“地盘”上活跃，亲自到车间作指导，为青年
技工做培训，给领导写信提意见。最近，他
把自己毕生调校工作的绝活、 绝技写成了

书，无偿送给了长安汽车。仅其中一项“取
消打孔”的提议，就能为公司节省300多万
元。老何说，这本“秘籍”到了哪个汽车企业
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因为这是最优秀的
一线工人毕生的心血。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在长安干30
年，如果你问我幸不幸福，或许我和王邦本
的答案一样，忠诚来自于对企业的热爱。”

和董事长一块儿吃午餐

“我和徐留平董事长一起吃过饭！”提
起这件事， 长安汽车党群工作部的冉桂青
满脸自豪。

冉桂青介绍说，在长安汽车公司，董事
长徐留平原则上每两个月都会和员工聚一

次餐。和高层吃早餐，和一线工人吃午餐。
高层“害怕”和董事长吃早餐，因为每次都
有一些批评意见； 而一线员工最爱和董事
长吃午餐， 因为每次都会收到礼物。“董事
长和员工吃饭这种方式，在长安已经坚持了
6年。”冉桂青对记者说：因为都是随机抽选
的，大家都有机会和领导面对面沟通、聊天。

“我看你们研究员压力大，加班多，你
有什么方法让大家开心起来呢？”两年前的
一次聚餐中， 董事长徐留平的发问让冉桂
青记忆犹新。“我当时有点紧张， 一时没想
出来什么，就向他请教。”徐留平说：“我建
议你多组织他们爬爬山，聚聚餐，搞点文艺
活动出来。” 董事长貌似随口一说的 “建

议”，让爬山成了日后研究院很多员工们业
余活动的首选。摄影协会、旅游协会、乒乓
球协会等17个社团也相继组建起来。 每周
一期的《长安汽车报》上，刊载着员工们的
文章、摄影作品，最近出版的一本《员工故
事季》中，所有的文章都是长安各个部门的
工作人员自己撰写的。

一次吃饭，拉近了领导和员工的距离；
一个建议，也许能对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冉桂青说：“在长安，我很幸福！”

徒弟答辩，师父紧张
每到一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五， 长安汽

车公司里的LED屏幕上开始滚动 “考试信
息”，厂里的气氛也似乎紧张了起来。长安
汽车团委副书记张璐告诉记者， 这一天叫
做“徒弟答辩日”。“别以为只有在大学里才
有答辩一说，在长安，新员工们也要过‘答
辩’这一关。”

为了培养新进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

同， 每一个老员工都会扮演师父的角色收
两个“徒弟”，对徒弟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交
流指导。张璐说，每月末的“徒弟答辩日”，
台下的评委都是相关部门的主管和骨干，
每个徒弟对本月的工作进行总结， 针对某
一技术做研究报告。师父在台下也很紧张，
因为徒弟表现得好， 师父不仅有面子同时
也有相应的绩效工资。

“固化的形式、制度化的培训和关心很

重要。”张璐说，通过徒弟答辩，评委做点评
和排名，有助于激发新员工的进取心，刚出
校园的大学生们对这种形式也更容易接受。
师父带徒弟，教学相长，进步也就更快了。

“没事干是最大的不幸福”
这几天采访中，7月份刚从沈阳航空航

天大学毕业的 “90” 后李鸿彪总是忙前跑
后。理着圆寸头有时爱发愣，但他说起话来
头头是道，“幸福不一定是赚钱多， 没事儿
干才是最大的不幸福！”

“我才领过两个月的工资，说实话，并
不多！我很多同学去合资企业的，每月都比
我多个一千、两千的。”小李告诉记者，毕业
前，自己也曾面临着几家单位的选择，有的
比长安的工资待遇好。“我更看重企业的发
展前景和企业对员工的培训， 尤其是对年
轻人来讲，学习比钱重要。长安对人才非常
重视，大学生们被称作‘宝贝’、‘熊猫’。从7
月份签到长安汽车以来， 先去了一个月工
厂顶岗，现在又来到办公室。我每天都过得
很充实。”小李指着长安150周年纪念画册《世
纪长安》的扉页编委会一栏说，“看！这里有我
的名字。为了做这个，熬了好几个通宵。”

60后的老何、70后的冉部长、80后的张
书记、90后的小李，不管他们有没有回答是
否幸福这个问题， 但每个人的故事里，都
饱含着对长安精神的理解，对长安文化的
认同，对长安汽车的热爱 。长安汽车过去
和今天取得的一切光辉成就，正是由无数
个长安人的故事一笔一笔绘就而成的。

长安 该到亮剑的时候了

什么是军魂？ 纵然是敌众我寡，
纵然是身陷重围 ， 但是我们敢于亮
剑 ，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
一句话 ， 狭路相逢勇者胜 ！ 亮剑精
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李云龙

150年， 曾发生过什么？ 三次工业革
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水平， 物质
文明空前繁荣 ； 150年 ， 可以改变什么 ？
世界中心不断转移 ， 多极化格局逐渐形
成。 150年， 可以成就什么？ 中华民族洗
刷耻辱， 从积贫积弱走向了伟大复兴……

在过去的150年里， 有这样一个名字
一直伴随着中国人民走过每一个重要的历

史节点———长安 。 从洋务运动到抗日战
争 ， 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展望。 150年
里， 长安三次亮剑， 奏响了近代民族工业
发展的前奏， 拉开了 “军转民” 改革新生
的乐章， 也吹响了汽车企业面向未来、 自
主创新、 争当世界一流的最强音！

师夷长技以制夷

150年前， 当封建王朝在帝国主义的
压迫下苟延残喘时 ， 黄浦江畔的一个小
小的庙宇里 ， 却传来了机器有节奏的轰
鸣声……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曾亲眼见识过
国外坚船利炮武器精良的李鸿章， 在1862
年，有了自己设厂造兵器的想法。两年后，
李鸿章买下了英国的武器制造设备， 让洋

炮局的兵器制造实现了从手工方式到机器生

产的飞跃。中国近代工业也由此拉开序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37年， 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 金陵兵工厂被迫逆江而
上， 西迁重庆。 3个月， 改名为第二十一
兵工厂的金陵兵工厂就顺利复工。 抗战岁
月， 第二十一兵工厂曾一度提供了60%的
军火补给， 为驱赶外敌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长安满怀事业强国的
梦想， 致力于发展生产。 抗美援朝、 珍宝
岛保卫战， 总有长安制造的武器； 成渝铁
路修建、 国家 “三线建设”， 都活跃着长
安人的身影。

回望150年前的第一次 “亮剑”， 似乎
带着些迫不得已的悲壮色彩。 长安汽车党
委书记朱华荣说， 长安汽车今天 “五国九
地” 战略与当时李鸿章任命英国人马格里
做上海洋炮局 “总经理” 不谋而合。 我们
的血脉里有着抵御外敌 、 自强不息的
DNA， 但更有包容和开放的学习精神。

选择造车得出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上世纪80年
代后，军品供货任务逐年下降。“军转民”这
个世界难题摆在了所有长安人面前。 上万
张嘴等着吃饭，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曾做过溜冰鞋 、 木钟 、 绞边
机、 钻头……张山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
冠用的猎枪也是我们长安造的。” 长安汽
车市场部部长谭本宏对记者说， 在改革开
放初期， 长安民品的发展基本上是饥不择

食，碰到什么就干什么。但由于档次低、成
本高、缺乏竞争力，在进入汽车业前，长安
的民品根本保证不了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1981年秋天， 长安民品研究所的两名
干部在广交会纷繁复杂的商品中看到了一

辆外形小巧、 价格便宜的日本铃木奥拓
车。 当时中国汽车企业寥寥无几， 而且处
在 “缺轻、 少重、 无微” 的境况， 两人一
拍即合， “这才是我们军工企业该做的事
情 ！” 同年11月 ， 长安确定以日本铃木
ST90K样车作为开发对象， 集中力量进行
测绘设计。 时隔两年， 长安生产出了第一
批8辆样车。

对这段历史， 朱华荣感叹： “我们的
造车之路走得艰难！” 当时和铃木谈合作，
日方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迟到了一个
小时， 坐的时候身子侧向我们， 会后不请
吃饭， 甚至曾经放话： 你们说得出汽车有
多少零部件， 咱们再谈。

长安人心里憋着一股气。 兵工精神的
DNA发挥了作用 。“5+2”、“7+11”（一周7
天，每天工作11小时）、“白+黑”，这些中国
汽车业界的经典名词， 最早都是从长安汽
车流传出来的。受到歧视的长安人，恨不能
一天掰成两天用， 别人从研发到上市一款
新车要40多个月，长安人不打一分折扣，可
以缩短至30个月———造车来不得半点虚

假，“勤”才能追回失去的时光。
除了勤能补拙， 长安人也认识到了掌

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没有独立的研发
能力，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就要一辈子

受制于人、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朱华荣
的一句话道出了长安人的心声。 20世纪末
的这次亮剑， 不仅解决了一个万人工厂的
生存问题， 兵工厂向汽车企业的华丽蜕变
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

自力更生赢未来

“呜” 的一声汽车引擎声传来， 长安
之星以48km/h的速度向清华大学碰撞实
验室的墙壁驶去……随后， 是 “嘭” 的一
声巨响。

当得知检测结果为各项指标全部达到

国家新的安全法规时， 周围一群人由屏气
凝神顿时转为手舞足蹈， 欢呼雀跃。 1999
年8月13日， 这个后来被业界称作 “挽救
中国微车命运第一撞” 的日子值得被历史
铭记。

“长安做汽车， 起家的时候只有3000
万元 ， 比于一汽 、 二汽 、 上汽这样的企
业， 开始投入就超过千亿， 当时的资本投
入根本不具备做轿车的能力。 但我们一边
贷款， 一边滚雪球， 挤压了员工的待遇去
发展自主汽车。” 谭本宏说， “当年的中
国打退外敌入侵， 上一代长安人做出过牺
牲。 今天中国的工业要发展， 我们这一代
长安人必须还要做出牺牲。”

2001年7月21日， 第100万辆长安汽车
下线。 同年， 长安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
双双突破百亿元大关。 2006年底， 长安第
一款自主品牌轿车 “奔奔” 上市时， 长安
之星已经连续7年蝉联中国微车销量冠军。
2007年， 长安杰勋HEV作为我国首款投入
量产的混合动力轿车成功下线。 此时， 长
安已成为中国西部第一家销售额突破500
亿元的企业。 2011年底， 长安逸动在国内
车企中第一个达到升级后的C-NCAP
2012最新五星安全标准。 伴随着第1000万
辆汽车的成功下线， 长安汽车在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评比中， 连续两次夺得研发
实力最强的桂冠； 并连续六年成为中国销
量最大的汽车自主品牌。

荣耀的背后， 是巨额的投入、 庞大的
研发团队和自力更生的决心。 “十一五”
期间，长安汽车累计投入120亿元，拥有全
球技术研发人员6000余人，其中，专家150
人，海外雇员300余人，有10人入选国家“千
人计划”。在国际上公认的13个汽车试验领
域，长安汽车已经覆盖其中的12个。

“只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 自主品牌
才能做大做强。” 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
说， 整合国内、 国际研发资源， 坚持正向
开发， 不仅让长安汽车跻身中国汽车行业
第一阵营， 更拥有了第一研发实力， 树立
了中国汽车第一自主品牌。

展望未来， 长安何时再次亮剑？ 朱华
荣说： “到2015年， 我们要达到400万辆
的产能， 自主品牌超过60%； 到2020年 ，
长安汽车的销量将达到600万辆， 自主品
牌占400万辆， 销量要进入中国前三， 自
主品牌销量要进入世界前六名。”

百年长安 自主未来
长安诞生150周年庆典在重庆举行

世纪风雨成就卓越， 百年长安再谱
新篇。 11月24日， “百年长安、 自主未
来” 长安诞生150周年庆典在重庆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150年的风雨砥砺，
长安以自强不息、 自主创新的精神， 绘
就一段民族工业崛起与振兴的征程。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陆装科订部部长

姬建民、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董事长徐斌和长安董事长徐留

平等领导出席大会。
庆典仪式在国歌声中开始， 随后，

六个彩车方阵和七个汽车方阵依次入

场。 “洋务之风”、 “救亡图存”、 “改
革开放”、 “强国之路”、 “科技兴企”、
“文化长安” 六个主题彩车方阵分别代
表着长安发展中的六个重要阶段， 带着
人们重温了长安150年的风雨历程； 由
“长安轿车”、 “长安商用”、 “长安福
特 ”、 “长安铃木 ”、 “长安马自达 ”、
“江铃控股”、 “长安轻型车” 构成的七
个汽车方阵， 如同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展示了长安今天的辉煌业绩。

“2012年， 是长安150周年华诞的
荣耀之年。” 长安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在
致辞中表示 ， 回望三个世纪的历史变
迁， 长安从诞生之日， 就紧紧融入国家
复兴、 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和解放事业
中， 始终与国家同呼吸、 共命运， 创造
了多项历史性纪录， 书写了无愧于时代
与历史的辉煌业绩。 改革开放后， 长安
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贯彻落实 “军转
民战略 ” ， 坚持 “军民结合 、 良性互
动”， 坚持 “以我为主、 自主开发”， 坚
持 “自主与合资并举”， 不断地成长壮
大， 百年长安的活力不断增强。

投身实业

百年老店来之不易， 铸就百年品牌
也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有说服力的名

片。 长安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砥砺， 正
是 “实业强国” 和 “改革创新” 的最好
体现， 也正是中国自主品牌自强不息、
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

1862年， “师夷长技以自强” 声高
涨， 洋务运动风起云涌。 在上海松江的
一座庙宇里， 英国人马格里在清朝重臣
李鸿章授意下， 带领50名工人， 开始筹
建一家名为上海洋炮局的兵工厂， 这就
是长安的前身， 并从此揭开了长安投身
实业、 创新发展的序幕。 “习西器， 用
洋人” 也为长安埋下了开放的种子。

1864年初， 李鸿章采纳马格里的建
议， 购买了英中联合阿思本舰队上的机
器设备， 并装备到洋炮局。 其中包括蒸
汽锅炉 、 化铁炉 、 铁水包和各种机床
等， 从而使得生产能力大大提升， 中国
近代第一座现代化使用机器生产的兵工

厂诞生了。
兵器从手工方式生产到机器生产，

是兵器工业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

的一次飞跃。 洋炮局成为中国第一个引
进西方技术和设备， 并具有机械化生产
能力的企业， 也是中国第一次使用蒸汽
机作动力的工业企业， 更是中国首家进
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 从此，
中国的兵器工业进入近代兵器工业时

期， 中国近代工业由此发端。

保军报国

自诞生之日起， 长安作为民族兵工
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受到各方的关注。
在企业发展历程中， 长安始终坚持 “保
军报国、 强企富民” 的思想， 在中华民
族自立自强、 发展军工技术中屡次挺身
而出， 担当重任。

“战以止战， 兵以弭兵， 正义的剑
是为保卫和平。 创造犀利的武器， 争取
国防的安宁， 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 量
欲其富 ， 质欲其精 ， 工作是不断的竞
争。” 这首由郭沫若作词、 贺绿汀作曲
的 《金陵兵工厂厂歌》 （工厂西迁至重
庆后， 更名为 《第二十一兵工厂厂歌》，
也就是现在的 《长安之歌》）， 正是长安
人的精神写照。

在军品板块， 作为国有大型特种产

品骨干企业、 国家重点特种产品系统研
制生产基地， 长安形成了陆海空三军常
规武器系统研制格局， 具备开发大型复
杂系统的能力， 先后参与了多项国家重
点项目的研制和生产， 一批重点产品达
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庆六十周
年阅兵式上， 装备长安产品的方队， 凝
聚科技创新的智慧和保军报国的激情，
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在刚
刚结束的第九届珠海航展上， 长安产品
以其先进的设计理念、 精准的适用性能
吸引了观众的高度关注， 展示了中国军
工技术跃升的新形象。

改革新生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适应国
家发展需要， 响应 “军转民” 的号召，
百年长安踏上二次创业之路 ， 开始了
“军转民” 的艰难探索。 在此之前， 长
安也进行过军民结合尝试， 并于1958年
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吉普车， 但那次浅
尝辄止。 正是这一次的改革突破， 长安
完成了由单一军品生产到军民结合的

“涅?新生”。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 长安渐渐意

识到， 仅靠此类技术含量低、 市场需求
小、 竞争力弱、 利润微薄的产品， 无法
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 通过全面的市场
考察和调研， 长安敏锐地发现， 随着国
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汽车将逐渐走入寻
常百姓家。 针对当时中国汽车市场 “缺
轻、 少重、 无微” 的市场格局， 长安决
定从微车入手， 进入汽车领域。

1984年， 长安和日本铃木公司正式
签订了技贸合作协定书， 进行微车和发
动机项目的合作， 开始生产 “长安” 牌
系列微车。 由此， 长安依靠3500万元起
家， 正式进入汽车领域， 走上 “自我积
累、 滚动发展” 之路。

时值长安150周年之际， 长安已经
成功跻身中国汽车第一阵营集团， 产值
突破1400亿元 ， 产销汽车200多万辆 ，
品牌价值达到346亿元， 成为中国最具
价值品牌十强， 自主创新能力多年位列
行业第一， 自主品牌销量中国第一， 长
安的发展受到各方的肯定。

自主未来

实业强国、 实业兴国的根本途径是
自主创新。 回顾历史， 无论是两次鸦片
战争， 还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约； 无论是 “师夷长技” 的无疾而终，
还是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覆灭， 无不充
分证明，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欲以简
单的外购、 仿制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
强， 是行不通的。

在汽车领域， 长安深刻认识到， 作
为发达国家安家立命之所， 巨额利润之
源 ， 汽车业包括上下游产业的核心技
术， 是绝无可能用金钱、 股权、 市场简
单换来的。 因此， 长安坚持自主创新是
生存之本， 自主品牌是发展之基， 始终
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从
自主研发、 自主管理、 自主品牌三个维
度， 长安形成 “三位一体” 的 “以我为
主、 自主开发” 模式。 这一开发模式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命名为
“长安模式”。

长安的自主创新， 并非坐井观天、
闭门造车式的创新， 而是放眼全球， 以
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方法论， 整合
国际优势资源， 打造全球研发体系。 先
后在意大利都灵、 日本横滨、 英国诺丁
汉、 美国底特律等地成立研发中心， 构
成了 “五国九地、 各有侧重” 的全球研
发格局， 不仅开阔了视野， 也坚定了长
安自主研发的信心。

截至目前， 长安已建立起一支6000
余人的科技队伍， 拥有国内专家、 博士
150余人， 外籍专家300余人， 其中10人
入选 “千人计划”， 居国内汽车行业第
一 。 2009年和2011年 ,在国家发改委等
五部委对729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评价中 ,长安自主研发实力连续两
届位居中国汽车行业第一。

11月24日， “百年长安、 自主未来” 长安诞生150周年庆典在重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1984年11月15日， 第一批微型汽车剪彩出厂 2001年7月13日， 长安汽车第100万辆汽车下线 2011年12月21日， 第1000万辆汽车下线， 长安成为中国第四家千万辆级汽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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