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龄：73岁
职业：知青、银行职员、法官
感言：老干部的优秀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人物：林国新名

片

1967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文/图

报名上山下乡当知青、公
社补员到银行工作、从银行考
入法院工作……一看老法官
林国新的履历，就知道这是
一个很有故事的人。73岁的
他说，自己都是为了向老干
部学习，学习他们那一股不
服输的拼劲，才有了不安现状
的决心。

1967 年夏，身处特殊年
代，中学毕业的林国新有了一
份工作，但很快又回家待业。
1968年，他到泉州鲤中参加工
作，当了一名社区工作人员。
1969年，为响应“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的号召，他成为社区
第一个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的
知青。1974 年 12 月，他从大
田县太华公社补员到泉州的
银行工作，先后任职出纳股、

信贷股、会计股。
“我父亲属于泉州第一

批工人中共党员，1954 年调
任泉州市人民法院工作，1974
年退休后又留用 14年。”在林
国新的记忆中，父亲那一辈
的法院干部，没有文凭，却是
读书速成班学习的工农干
部，1956 年还到位于福州的

“福建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培训，算是最高学历了，凭的
就是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
让人民群众心服口服。林国
新在老干部的身上感受到共
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品德。

“他们的生活廉朴。”林国
新告诉记者，听父亲说，他们
下乡在大队部吃午饭，都需交
四两粮票和两毛钱。又有一
次，父亲和同事下乡到新门外
新塘村，村集体种了红柿，村
干部特意批了各两粒红柿，平

价卖给他们，两人本意要带回
家让孩子吃，又怕让人发现他
们买了平价的红柿，就在返回
的浮桥溪边吃掉了。

林国新说，那时的老干
部，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公检
法单位里工作值班，星期六下
午下班才回家过周末。到了
星期日，有公检法同志来找父
亲小酌一杯，喝的是番薯酒、
米酒、五加皮等普通酒，配的
是花生米、炒包菜和杂菜汤。

“就是这样普通，与工人农民
大致相仿，酒间谈的都是办事
要公道之类的话题，体现了共
产党干部的风格。”

父亲对人民法院工作的
热爱，让林国新也想成为一
名那样的法官。 1979 年年
底，文化考试合格后，他从银
行调入泉州市人民法院工
作，到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

员，随后被庭长安排在公社
办理民商事案件，跟老法官
学习办案。在办理民商事案
件中，他认识了四个公社的司
法助理员。四人办案风格泼
辣果断，被誉为四大金刚，是
法院办理民商事案件的得力
助手，既协助法院办案，又担
当起调查员、调解员的职责。

自己在法院的工作，让他
更能直接感受到老干部的那
种优秀工作作风，虽然文化程
度不高，却脚踏实地，公平正
义，光明磊落。他从老干部
身上学到了许多好作风：实
践中得真知，在审判中学习
审判。就像在银行里学到的
老干部做法，在银行不能把
钱当钱，应看成工作对象，才
不会贪。而他，也像他们一
般平凡踏实要求自己，一直
工作到退休。

以父亲为榜样 他也成了法官

林国新（左二）与法院同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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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77岁
职业：电机制造工
感言：过程充满艰辛，要不断克服难点。

人物：薛祖瑞名

片

1966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文/图

“电机制造的过程充满
了艰辛，没有生产设备，没
有技术人才，一路只能摸着
石 头 过 河 ，靠 自 学 钻 研
……”77岁的薛祖瑞回忆起
年轻时工作的情景，仍热血
沸腾。上世纪 60 年代，泉
州工业基础薄弱，青年一代
皆怀揣着梦想和责任，推动
泉州工业发展壮大。

1965年，在晋江地委的
倡导下，泉州地区向汕头学
习，大力发展社队集体企
业，解决了大量社会闲散劳
力，为国有企业补缺补漏，丰
富了人们的生活需求。1966
年 3月，年轻的薛祖瑞受命
组建鲤中公社机电厂。建厂
之初，条件异常艰苦，承接的
第一项业务是为晋江地区机
电公司维修各种阀门，他们
利用闲置的仕曹宫作工场，

从鲤中化工厂借来 30元作
为启动资金，采购必需的维
修材料。一个月后，用维修
费收入还清了借款，按时发
放了工人工资。

之后，机电厂逐步发
展，开始有了自己的产品，
先后为晋江地区机电公司
生产机床用行灯变压器，生
产纳入省机械工业厅计划
的低压熔断器，试制过程中
所需的工模夹具皆由厂里
的技术人员摸索制造出来，
同时添置了一些小车床、冲
床等设备。

1969年，鲤中机电厂试
制生产福建牌汽车雨刮
器。1972年又试制并开始
小量生产刺桐牌电风扇。

生产电风扇，对当时一
个社办企业来说，是一个远
超其技术、设备能力的大难
题。彼时，省商业厅只拿了
台华生牌电风扇的样品过

来，没有任何图纸，让他们
自己研究生产。

时间紧，任务赶。时任
生产技术组长的薛祖瑞和
工人先是将样品的零件一个
个拆下，逐个研究它的材料
和生产工艺，并把 100多个
零件所需的工模夹具分配给
大家。然后，厂领导做了个
决定，组织全厂的技术工人
搞会战。接下来，大家吃喝
拉撒都在厂里，把 100多个
零件模具全部制作出来后，
才能回家。一个月后，100多
个零件模具基本齐了。在产
品试装配过程又出现不少问
题，薛祖瑞与同事们共同研
究，逐步排除故障。

有了模具，就进入生产
环节。这时又碰上了一大
难题，其中的铝铸件，需要
采用“压铸工艺”才能完成，

“压铸工艺”需要压铸机才
能实现。于是，自造了一台

铝合金压铸机；电风扇的
“网罩”，铁条间需要点焊机
进行连接，又自造了一台土
点焊机……

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
生产出来的电风扇存在不
少问题，但大家没有放弃，
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改
进，半年后，第一台“刺桐
牌”电风扇成功问世。鲤中
机电厂也因此成为全国最
早生产电风扇的厂家之
一。1982年，薛祖瑞也被评
选为泉州市 34位自学成才
代表之一，表彰他在电风扇
试制生产道路上的不懈探
索与努力。

“刺桐牌”电风扇的成

功，为鲤中机电厂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79
年，鲤中机电厂升级为二轻
企业并与市四塑厂组成泉州
市家用电器总厂。工厂规模
不断扩大，生产线日益完善，
产量也随之飙升，到 1985
年，产量达到 10万台，销往
辽宁、广西等全国各地。

1985年，泉州市家用电
器总厂与航天部及港商合资
成立天泉电冰箱有限公司，
薛祖瑞随后也调往电冰箱
厂，开始研究生产电冰箱。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中国逐
渐放开外汇管制，工厂申请
外汇，从意大利买回了先进
的生产设备，以及引进生产

技术。“原以为有了设备和技
术，可以较顺利地生产出电
冰箱，可还是碰到不少难
题。”薛祖瑞回忆。拿回来的
说明书都是英文版电冰箱专
业术语，实在难翻译，依靠自
己的技术人员，以及华侨大
学、福州大学等高校的协作，
这才解决了问题。

鲤中机电厂不断探索
新技术、新产品，努力为人
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
舒适。“如今，机电厂虽已不
复存在，但为泉州培养了一
大批技术人才，‘刺桐牌’电
风扇和‘天泉牌’电冰箱，为
泉州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薛祖瑞说。

“刺桐牌”电风扇，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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