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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鸿：学党章、守纪律、讲规矩的典范

2015年 1月 1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在本次会议所
公布的近 3000 字的新
闻通稿中，习近平十余次
提及“规矩”一词，强调要
“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由此让
我们想起曾经担任第一
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科
院院士的沈鸿，他严格按
照党章办事，严守党的纪
律，是学党章、守纪律、讲
规矩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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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鸿（1906-1998），
海宁硖石人，机械工程
专 家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中国机械工业的卓
越领导人之一。是我国
第一台 12000 吨水压机
的总设计师。主持制造
了 用 于 冶 金 工 业 的
30000 吨 模 锻 水 压 机 、
80～300 毫米钢管轧机
和特薄板轧机等“九大
设备”。组织编写了中
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
册》、《电机工程手册》大
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
工 业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贡
献。

沈鸿是抗日时期在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楷模。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
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

“无限忠诚”的奖状，并称他为“延安工业之
父”。新中国成立后，沈鸿组织并领导一批科
技人员经过研究试验，制造出了万吨水压机等
国家所急需的九大成套设备，从而奠定了我国
重型机械制造的基础，成为我国机电工业的奠
基人。对于他的贡献，我们已经毋庸赘言。

就是这样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却

从不躺在功劳簿上向组织要职位、要待遇，
反而一度不愿“为官”。1956年 7月，沈鸿被
任命为电机部副部长。而此时沈鸿却只想
钻研技术工作，有推辞之意。在周恩来的劝
说下，他认识到这是组织的安排、国家建设
的需要，立即转变思想欣然受命。

按当时的规定，副部级干部可以领取一
定的“保姆费”。可是沈鸿从未领取，他认
为，“凡事都要合情合理合法”，国家既然已
给了我这个级别的高工资，包括‘保姆费’在

内的一切个人开支理应自己付。”直到 1987
年，他的新任秘书劝沈鸿说：“这几年物价大
幅上涨，你们两位老人年事已高，需要加强
营养，而您的工资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不到三
百元，又没有奖金，若再不领‘保姆费’，甭说
日子会越过越紧，恐怕再想买本像样的书也
难了!”然而，沈鸿还是说：“范仲淹当年尚且
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我们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
革命传统精神更不能忘啊!”

功勋卓著不骄

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
谨防“糖衣炮弹”的袭击，而确实有不少干部
因此犯了错误。但是，沈鸿始终为官清廉，
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沈鸿住的房子是在 1969年安排的。这
套老式房子既没有可供热水的单独洗澡间，
也没有贮藏室、窗和阳台，粮食和杂物只能
放在进门的过道上。机关的同志请他搬到
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他不肯去；又请他搬
去一座部长楼，他却说“部长不一定非要住
部长楼”，还是不肯去。没办法，部机关商量
后决定为沈鸿在这座楼房的一边从下到上
接造几间新房。沈鸿却说：“这万万使不得，
中央号召过紧日子，我们必须以行动来响
应!”这个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了。

沈鸿家里的陈设也极其简单，没有地

毯、壁纸、豪华灯饰，也没有高级盥洗用具。
摆放的旧沙发油漆已斑斑驳驳了，漆色纷
杂；几只大书架样式各异，睡的是已经用了
几十年的老式铁床，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国产
牡丹牌彩电。

在沈鸿家，他最喜欢的就是在卧室与客
室之间的工作室，里面四壁都排满了顶着天
花板的大书架。一边的墙角搁着一张装有台
钳的操作台，附近挂着多种多样的手钳、钻
头、锉刀和钢锯。沈鸿还有一个“百宝箱”，里
面藏着他从旧货摊搜集来的各种国产照相机
和可以用来对比捉摸的一些“小玩意”。空闲
时，沈鸿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自得其乐地鼓
捣各种“小玩意”，包括望远镜、手表，甚至抽
水马桶的节水阀，他不断改进这些东西，做出
了一些他自认为“微不足道”的奉献。

不仅在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由于工
作原因到外地，他从不以高级干部自居。从
1978年 4月到 1982年 10月，在这 4年零 6个
月的时间里，为了本溪钢铁公司的建设，沈
鸿不顾自己年岁已高，先后 7次专程从北京
到现场解决技术难题。他当时住在招待所，
卧室就是他的工作室。据钢铁公司工作人
员回忆，他的屋子仿佛是指挥战争的指挥
室，到处是图纸、文件。他满脑子都是工作，
工作作风十分扎实朴素。那个年代，生活不
富裕，但公司工作人员考虑到当时他已经是
年近八十的老人了，又是部级干部、中国科
学院院士，便想方设法为他准备了一些可口
的菜肴。可他就是不吃，弄得接待人员很被
动，也很感动。最后摸清了他的口味，只是
简单弄点小菜，他却吃得很满意。

身居高位不奢

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中，沈鸿不断成长。
沈鸿自己就说：“我原先不过是一个爱国者，
到了延安，在党的教育下，才成为一个革命
战士。”1946年，沈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入党那天起，他就立下誓言：既然立志献身
于共产主义事业，那么自己的一切思想言行
就都要按党章行事。他说，回顾自己入党四
十多年来，虽说无大贡献，但可以告慰的是
自己“没有给党拆过烂污”。因为坚守自己
的信念和操守，沈鸿在很多方面显得“不近
人情”。

有一次，沈鸿和家里人乘自己的专车游
览了清东陵。他说“这是私事”，让司机按规
定付了钱。事后有人对他说：“沈老，这年头
您就别老是那么认真了!谁家的公车不让家
属用啊?”沈鸿说：“这万万使不得，占一回便
宜就是往自己身上抹一道黑!”

每次外出，他都是按照自己定下的规矩
“约法四章”：不游山玩水，不吃请受礼，不要
前呼后拥地迎送，不惊动当地领导。一年夏

天，他与老伴吴平去浙江的一家疗养院疗
养。临回北京时，疗养院的领导送他一个不
大的纸包，说里面只是不值几个钱的纪念
品，对沈老聊表敬慕之意。沈鸿笑笑，要立
即打开“欣赏欣赏”。这位领导连忙把纸包
按得紧紧的：“现在不能看，您现在打开就是
看不起我!”沈鸿说：“好的，我尊重你的意
愿!”回到北京打开一看，原来是三条锦缎被
面。沈鸿觉得价值太高了，立即让秘书把这

“纪念品”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
沈鸿随身带着一本《党员必读》，时时学

习。由于时间长了，这本书的封面都折断
了，沈鸿便用牛皮纸加固补牢。书里的每一
页都有沈鸿用红笔或铅笔勾画的批注和重
点线；每一篇文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章
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每一个章
节，都注明了字数和段落数，并按不同篇目
贴上了标签。

沈鸿常常颇有感慨地说：现在有一种说
法我很不赞成，说什么现在是“理论贫困”。

我看主要还是我们有些人没有认真地用实践
证明正确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中国共产党
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我们的
治国治党的根本。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视而
不见，听而不闻，以至有法不依、有章不循。
拿党风说，共产党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党
章》上早就写得明明白白，有些党员和党员干
部就是不照办；对不照办的，也不闻不问。其
结果必然正气难张、邪气难除。

沈鸿认为，要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关键
要坚决依法治国，按章治党。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做到弘扬正气，荡涤歪风，警钟长鸣。他
说：“如果我们把《党章》、《宪法》束之高阁，不
用现成的规矩成方圆，那怎能保证自己不违
法、不违章？”在沈鸿的那本《党员必读》里《中
国共产党章程》篇，他在上面写了一行红字：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
一条古训，我看蛮有道理。如果我们的各级
领导干部‘其身’都很正，那么，我们的党风和
社会风气岂有不正之理⋯⋯” （刘峰）

严守党章不“污”

部队党员干部参观沈鸿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