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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亏就是福”
“夫人为什么要批评你？“我有些

不解。
原来，作为C919机体结构供应商

的唯一一家民营企业，王水福这12年
一直在做赔本生意。对此，他夫人不
免有些担心。

“我和她说了，第一，还亏得起；第
二，吃亏就是福。”

电梯是赚钱的，锅炉是赚钱的，他
当然亏得起。短线看是吃亏，长线看
有福报。这是我的理解。

时间回到1981年7月。彼时，王水
福创立了杭州西子电梯厂。“我们原来
是个农机厂，从上海请来的‘星期日工

程师’笑话我们说，农机厂怎么可能造电
梯？我们就把名字改了。但改名之后发
现，做电梯根本不是想象得那样简单。”

下面这个故事王水福经常会讲：
那个年代的电梯还是继电器控制的，
会劈里啪啦响，噪声五六十分贝。由
于震动大，开关经常会松动。有时候，
电梯维修工刚把电梯修好，还没有骑
车到家，电梯又坏了。后来我们干脆
把电梯维修工留在现场观测，记录事
故原因。有一次，一个孕妇被关在电
梯里，家人非常着急地找上门来。当
时那个情景，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跟别人说自

己是造电梯的。
时间回到今天。在位于杭州钱塘

区的西子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王
水福给我普及了飞机制造的常识，分
享了和全球各大飞机制造商的合作故
事。除了国产大飞机，空客、原来的庞
巴迪、波音，都是他的客户。“零碳工厂
建成后，空客的订单增加了很多很多。
以前是我们找订单，现在是我们挑订
单。”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透着自豪。

从前，王水福说自己是造电梯
的；现在，王水福可以挑选客户了，背
后，是一场“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长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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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中胜

问：都说做企业很难，你觉得难不难？

答：何止是难，简直是煎熬。

问：是当下的感受还是一直如此？

答：一直都是这样。这么多年来，哪

天不是这样。

问：制造业不容易，有没有想到过去

赚快钱？

答：我相信长期主义。慢慢走、稳稳

走、不停走，不出几年你会发现，你是走在

时间前面的人。

问：质量宣言中的第一句是2009年说的，

“把产品卖到日本去”。为什么强调日本？

答：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挑剔是出了

名的。如果能把产品卖给他们，那说明质

量可以了。

问：前不久你被任命为国企的外部董

事，有意义吗？

答：开了几次会就发现，国企的规范

性值得我们民企好好学习。

问：听说你也投了很多企业？

答：看中的就会投，基本上都是创新型

企业，但只是参与，目标是和企业共成长。

问：儿子愿意继承你的事业吗？

答：他原来做投资，现在做工业互联

网，和制造业有关。

问：你支持他吗？

答：他需要帮助，我们经常交流。

问：希望他做成什么样子？

答：希望他自己的企业上市后，再来

收购我的企业。

问：有什么业余爱好？

答：每天和夫人一起走路，大概走一

个小时，出一身汗。

采访过程中，他至少五次提到他夫

人。看得出来，他们很恩爱。

■记者张浩呈 实习生杨露萍

对于朱卫荣来说，夏季这段时间最
为难熬。户外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室
内1000摄氏度炉火散发出来的热浪，
让他工作的环境像个“大蒸笼”。

朱卫荣是杭州殡仪馆一名火化
工，殡仪馆所有工种中，火化工是最后
一个服务和送别逝者的人。需要面对
高温作业环境，尽管辛苦，但朱卫荣依
旧保持着对这份职业的尊重。他说，人
生大事，自己要做的就是送好逝者最后
一程。

上午10时，见到朱卫荣时，他蓝色
工作服已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后背
上。“衣服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湿透了。”朱
卫荣说。操作间里面，除了高温，他还要
面对火化机轰鸣的噪音和粉尘的困扰。

从2005年进入杭州殡仪馆成为一
名火化工，朱卫荣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7
年。17年间，他每天都与高温为伴。朱
卫荣说，很多人以为火化工是做“打杂”
的工作，按下按钮，搬运下遗体即可，其
实他们的工作性质远没有这么轻松。

作为杭州主城区的一扇特殊民生
服务窗口，杭州殡仪馆每年的遗体火化
量已经超过13000具，这意味着，馆内
的 11名火化工平均每人每年承担着
1200具遗体火化任务。“杭州的习俗，农
历单日的话火化会比较多，单日一般要
火化60多具遗体的工作量，平均到每天
大概有个30多具，忙的时候，我们几乎
没有休息时间。”朱卫荣说。

夏天气温高，火化间温度更高，机
器运行后室温能达到50℃的水平。“这
个温度主要是炉火出来的温度，还有我

们装灰的过程中，火化炉板散发出来的
温度也比较高。”在遗体火化过程中，他
基本不能离步，要随时关注燃烧情况、
调整油量、风量和温度等，预防火化过
程中的危险。“炉膛有负压压力的，你如
果不关注，里面闷牢了，柴油不断加的
话，它可能会炸膛，所以在焚烧过程中，
我们要时刻关注和调整。”朱卫荣说，有
时候逝者体重、身高等因素也会影响火
化时长，他们要及时作出调整，“这些都
是经验的积累”。

成为一名火化工，朱卫荣也曾有过
动摇，甚至有过抵触。“社会对我们殡葬
行业有看法。”朱卫荣说，“每年春节回
老家时，自己一般不会出门访友，怕到
人家家里会有忌讳。”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顺带着也就避忌与死亡相关的人和物。

一直以来，外界对殡葬从业人员存在着
大量的偏见和歧视，这些都成为殡葬工
作者从业之外的负担。“开始还起过离职
的念头，但后来慢慢也习惯了，觉得这个
工作还是挺神圣的，也慢慢开始热爱这
份工作，因为这里是人生‘最后一站’，做
好工作后，听到家属一句‘辛苦’‘谢谢’
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有成就感。”

从一开始的抵触，到现在的坦然，
朱卫荣接手过的遗体已经无法数清，朱
卫荣对生死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为逝
者实施遗体火化过程中，他也慢慢对自
己的工作产生了认同与敬畏。

无论寒暑，每当炉膛火光升起的那
一刻，朱卫荣和同事都会脱帽鞠躬，以
示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在替亲属们，向
逝者做最后的告别。他们用真诚守护
着逝者的最后一次远行。

■江永兵、毛正涛、谢镍摄影报道

在第95个“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温岭市
箬横镇朝西村的村民江国政顶着酷暑，把两大
筐西瓜等防暑降温物品送到武警浙江总队台
州支队执勤三大队温岭中队的训练场，慰问高
温下挥洒汗水的战士。

训练场上，江国政掏出祖传的“拥军册”，
武警温岭中队的谢指导员在“拥军册”上写下

“军民团结一家亲”的留言。
这本“拥军册”来自爷爷江厚法，已经有44

年的历史。

战士做好事，催生了江家传世“拥军册”

上世纪的1978年夏天，海军某部在温岭市
箬横镇朝西村附近集训。这天，江厚法去河边
挑水，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位刚从训练场上下
来的战士看见后，飞快地跑过去扶起他，并关切
地问：“大爷，伤着了没有，我替你挑水回家。”

“这就是人民子弟兵啊！”江厚法深受感动。
第二天，江厚法烧好一担茶水，挑到部队

训练场，请官兵们喝口水。部队首长立即集合
部队，集体向江厚法行军礼。

此后，江厚法天天送茶水去训练场。
半个月后，部队要离开，临别，战士们在江

厚法的笔记本上留了言。从此，江厚法就有了
这本“拥军册”。

江厚法拥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93年
春节，江厚法给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汇去
120元钱表示慰问。位于祖国心脏的官兵与东
海之滨的这位农民从此有了书信往来。

1993年4月9日，江厚法亲自来到天安门广
场，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把他与老伴花了半
个多月时间亲手缝制的100多双鞋垫郑重地交
到国旗卫士们的手中。

国旗护卫队在江厚法的“拥军册”上留言：
双双鞋垫寄深情，人间难得是真情。

儿子江杏林接过拥军传家宝

1996年，江厚法不幸患脑中风，行走不便，
便把“拥军册”传给三个儿子。病榻前，江厚法
打开“拥军册”，只见上面详尽地记载着拥军日
期、兵种、姓名、地址、留言等，文字朴素，故事动
人。

大儿子江杏林向父亲表示，一定会为这本
“拥军册”写下续篇，请父亲放心。

1997年3月，79岁的江厚法去世，从此，江
杏林就带着儿子江国政踏着父亲走过的足迹，
一次次上军营慰问人民子弟兵。

2002年4月7日，江杏林来到武警天安门
国旗护卫队拥军，时任队长王俊华见到江杏林
第一句话就是发自内心的感叹：“你们一家人，
真是痴心拥军，代代相传啊。”

战士们送给江杏林一面签有国旗护卫队
每个人名字的国旗。接过国旗时，江杏林激动
地唱起了国歌。

孙子江国政续写祖传“拥军册”

2021年12月13日，在武警浙江总队台州
支队执勤三大队温岭中队官兵的见证下，82岁
的省拥军模范江杏林坐在轮椅上，把祖传的那
本“拥军册”郑重交给了55岁的儿子江国政。

江国政此前早就跟随父亲走进过很多军
营拥军，他请父亲放心，他会接力续写好这本
祖传的“拥军册”。

江家续写了44年的军民鱼水深情的故事
还在延续……

陈列柜显要位置有一张《民用核
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我有些好奇。

“这个证好拿吗？“我问。
“不好拿，要法定代表人参加考试

才行。如果作弊，当场取消资格，来年
不得再考。“王水福说。

为了这次考试，2019年王水福闭

门学习了一个星期。最终考了多少
分，他不知道，但他当场就拿到了许可
证。显然，诚信这一关，他妥妥的没问
题。

“有人没通过考试吗？”我喜欢追
问。

“当然有了。现场就有 pass 掉

的。”王水福经常对员工说，犯错不
要紧，但说谎就是犯罪，绝对不可
以。

“我认为，做航空一丝不苟是不够
的，要做到0.1丝不苟；做核电，万无一
失是不够的，要万万无一失。”这是王
水福的肺腑之言。

他当场拿到了许可证

江国政把西瓜等防暑降温物品送到训练
场，慰问高温下挥洒汗水的战士们。

“八一”建军节前夕，武警台州支队温岭
中队官兵来到江杏林家中，听江老伯讲述军
民鱼水情的故事。

“国产大飞机C919 完成取证试

飞，我夫人终于不批评我了。”与西

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

握手寒暄之后，我们的话题就说起了

国产大飞机。

就在8月 1日，中国商飞公司宣

布，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取证试

飞。以此为标志，C919的商业飞行

进入倒计时。换句话说，坐国产大飞

机旅行，将由梦想变成现实。

50℃的“烤”验

人生大事，他们用真诚守护

在位于杭州庆春东路的西子联合
控股有限公司总部，我看到了一块不锈
钢匾，上面刻着2009年至今的“质量宣
言”，一年一句话，是电焊工葛小青从王
水福每年的新春致辞中找出来的。

有意义的是，每一句话都是电焊
上去的。如果焊错一个字，就要全部
返工。葛小青很厉害，没有返工过。

“我们每年都举办技能大赛，我们
有很多能工巧匠，他们有的是国家级
的，有的是省级市级区级的，他们都享

受到了人才购房补贴，有的年轻工匠
拿到了120万元的购房补助。”

说起这些故事，王水福特别开
心。当“讲质量”成为企业员工的一种
普遍习惯时，他的名言“要么质量，要
么关门”，就有了确定的答案，他是中
国质量奖提名奖唯一获奖的浙江企业
家。

西子联合控股的发展战略是个
“工”字结构。“上面一横代表西子天上
飞，下面一横代表地下钻，中间一竖是

电梯。”王水福这样诠释。其实，“工”
也意味着工匠精神。

其实，天上大飞机、地下盾构机、
中间是电梯已经代表不了王水福的产
业布局，在余热锅炉、电站锅炉、工业
锅炉、核电锅炉领域，王水福已经走向
世界；氢储能、熔盐储能、液流电池、
CCUS与压缩储能等新能源领域，他都
有涉足；不少核电站的电站辅机，也是
西子造；你经常去停车的立体车库，也
是他们家的。

“要么质量，要么关门”

和王水福的快问快答

祖孙三代
44年接力做一件事:

续写
“拥军册”

王水福（左）正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