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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官营铁矿属于迁安市夏官营镇包官 营

村办集体企业
,

1997 年产值 3 4 80 万元
,

利税

300 多万元
。

由于他们始终坚持十分珍惜
、

合理

开发
、

有效保护矿产资源的方针 ; 以实现
“

集

约
、

规模
、

文明
、

效益
”

四型企业为 目标 ;争创经

济
、

社会
、

资源
、

生态四个效益的统一为标准 ;

再造生态环境平衡为目的 ; 靠科学办矿
,

干 出

了利在 当代
、

功在千秋的宏伟事业
,

闯出了一

条村办集体铁矿独特的办矿之路
。

一
、

用地与造地同步

这部分植被人为破坏
。

为此
,

他们瞄向破坏植

被的 2 00 0 亩荒山的治理
。

他们发动群众出工

35 00 0 多个
,

投资 25 0 多万元
,

硬是将 100 0 多

亩
“

兔子不拉粪
”
的不毛之地改变成围山转工

程
,

形成
“

三高
”

果园
,

年创效益 1 00 多万元
,

安

排劳动力 32 人
。

三
、

矿业与农业互补

矿产资源与土地资源同是人类 赖以生 存

的宝贵的 自然资源
,

实行十分珍惜
、

合理开发
、

有效保护的方针同样是一项基本国策
。

为使办

矿占地而耕地不减
,

他们围绕造地大作文章
。

在 19 95 年建矿初期
,

铁矿采
、

选厂占地 50 亩
,

19 97 年采矿扩帮又占地 50 亩
,

而他们利用剥

岩废料填充荒山沟
,

造平地已突破 200 亩
,

其

中 巧0 亩已承包到农户耕种
,

年可生产粮油作

物 4 5《XX ) 公斤 ; 利用 自然沟壑建尾矿库
,

填满

后垫土还 田 2 00 亩
,

利用尾矿废水灌溉
,

已种

植水稻
,

年收益 25 万元
。

从根本上解决了因办

矿 占地而带来的土地浪费和剥岩废渣
、

尾矿乱

堆
、

乱放
、

乱排而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

被人们

称为
“

吃铁矿
、

吐良田
” 。

由于开发矿业
,

使 50 6 人放下锄头当上了

工人
,

户均 1 人
,

占总人口 的 1/ 4 以上
,

为全村

农亚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

但他们又清醒地

认识到
,

矿产资源不能再生
,

靠开发矿业只能

短
、

平
、

快地创造效益
。

农业才是山区人民稳定

的基础
,

必须适时利用矿业的开发大力发展农

业
。

因此
,

每年向农业注人资金 70 多万元
,

用

于改 良土壤
,

扩大水浇地和购置农药
、

化肥
、

薄

膜及打井
、

办电等
,

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

量
。

保证了农业逐年稳产
,

实现 了 1 + 1 > 2 的

互补工程
。

四
、

一业与多业同兴

二
、

开发与治理并举

开发矿产资源必定要占去一部分林地
,

使

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多业 的兴旺
,

滚雪球式

的发展
。

一是运输业
,

全村农户有解放翻斗汽

车 100 多辆
,

装载机 3 台
,

出租汽车 or 辆
,

从

事本村的交通运输 ; 二是建起 了球团厂
,

使铁

矿生产的铁精粉除直销外有 4 万吨加工成烧

结球
,

销往大钢铁厂 ; 三是扩建铁路货运站 ; 四

是地毯加工业
,

安排村内 70 名 (下转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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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
,

对事物进行全面系统周密分析
,

形成正确

的决策意见
。

决策的正确可以推动矛盾的解决

和工作的深人
。

若决策失误
,

就会造成更加困

难的局面
。

重大决策包括管辖范围的整个工作

部署
、

重要政策制定
、

重要人事任免等 ; 小的决

策包括一天工作 的安排
,

一件纠纷的处理等

等
。

当然不可能每一个决策都成功
,

但如果经

常出现决策失误或重大决策失误
,

就应考虑干

部使用是否适 当的问题
。

二是推动工作的能

力
。

只有决策没有决策的实施
,

这只是一半
。

正

确的决策需要人力
、

物力
、

财力等诸多方面配合

变成实际行为
,

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

一个干部

的工作能力除了决策能力之外
,

还表现在对工

作的推动作用上
,

即组织领导能力和决策实施

能力
。

能否动员下级和群众参加到斗争 中去
,

善于解决执行决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

是

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

(五 ) 必须顾大局
、

讲团结
。

遇事必须能从

党和人民整体利益
、

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
,

必要时牺牲局部和个人利益
,

这就是顾全大局
,

这是领导干部起码和必须做到的
,

否则就谈不

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所以局部服从整

体
、

个人服从组织
、

下级服从上级
、

全党服从中

央
,

是顾全大局所必须的
,

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

做到
。

领导干部能否团结人
、

善与人合作共事

非常重要
。

在实际工作中
,

往往出现两个能力

强的人搞不好团结的现象
。

这种情况要分析
,

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
,

很重要 的一条是能不能

与别人搞好团结
。

如果连团结都搞不好
,

怎么

说他的决策
、

推动工作能力强呢 ?这样的干部就

不能算是好干部
,

不能提拔重用
,

特别是不能当
“

一把手
” 。

搞好团结
,

首先要辩证地看待人
,

任

何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

即所谓
“

金无足赤
,

人无

完人
” 。

要宽以待人
,

严于律己
,

能容人之过
,

量

人之短
,

有
“

肚量
”

才能团结人
。

对是是非非的

非原则问题讲忍让
,

后退一步天地宽
,

不要针尖

对麦芒
。

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补台
,

不能拆台
。

同志之间处事难免都考虑那么周到
,

事事都能

做好
,

要互相弥补
,

不能攻其一点
,

破坏对方的

威信
。 “

良言一句三冬暖
,

背后伤人六月寒
” 。

同

志间切忌背后 伤人
。

但不是说有问题不能争

论
,

不能向领导反映
。

对事关原则的大问题
,

要

摆到桌面上说
,

必要时则要向上级反映
。

怎样选好干部
,

概括起来是两句话
,

即 : “

民

主集中
”

和
“
五湖四海

” 。

只有坚持民主集 中
,

才

能选出好干部 ; 只有搞五湖四海
,

才能团结大多

数干部
。

不能凭亲疏好恶来选人用人 ; 要看德

才
,

不能看关系 ;要看政绩
,

不能看
“
后台

” 。

讲

民主不是群众怎么办就怎么办
,

讲集中也不是

领导一个人说了算
。

民主集中的核心是出于公

心选人
,

对大多数人不拥护的人
,

要着重考察
,

全面了解掌握
,

得其所归
。

用人是一个导向
。

用

人得当
,

领导也提高了威信 ; 用人不当
,

造成损

失
,

领导也就失去了威信
,

对群众也就失去了说

服力
、

号召力
。

因此
,

必须出于公心
,

坚持民主

集中制
,

搞五湖四海
,

才能选好干部
。

(上接第 43 页 )妇女就业 ; 五是办起了养鸡场
、

果园
、

修配厂等
,

使全村人人都有活干
、

有收

人
,

壮大了集体经济
,

大大提高了全村人民的

生活水平和福利事业
。

人均收入由建矿前的

27 0 元提高到 199 7 年的 300 1元 ; 全村 1 10 位

60 岁 以上老人全部享受每月 100 元的养老待

遇 ; 农村
“

三提五统
”

加多万元全部由集体负

担 ; 投资 90 万元建起 1600 平方米的教学楼
,

同时实行了凡考上大专院校的本村学生可得到

1《XX )元的奖励
。

人们的生活充实了
、

富裕了
,

文

化生活也得到 了改善
。

难怪矿长梁志山骄傲地

说
: “

靠矿业开发
,

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

农业

基础巩固以后
,

我们还要办高投人
、

高科技
、

高

效益的企业
,

为村 民解决永久性的生活出路问

题
。 ”

(迁安市地质矿产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