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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楠同志与世长辞整整八个年头了。我们风风雨雨中在一起工作、生活了

将近四十个春秋。回想过去，他的音容笑貌仍似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156 项工业建设急需人力的时候，一九五四年

我们一块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广西，来到了西北名城西安，加入到筹建新中国诞

生后的第一个新光学厂的行列。从此，我们就与西北光学仪四厂结下了不解之

缘，同呼吸、共命运。当时三十六、七岁的徐楠同志虽因战争年代，在动荡的

生活中，长期不分昼夜搞支前工作。虽患有十二指肠溃疡，而对于肩负主管基

建的重任。强烈的事业心不减当年。他虚心好学，尊重老同志，与负责全面工

作的李向农同志，技术上总负责人周继佳同志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齐心协力

领导全体基建干部和工人为建设西光厂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对于建设一个苏联

设计的现代化光学厂，徐楠同志确实是外行。但是他以积极的态度，高度的求

知热情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请教，同时刻苦地向书本要知识。从起码开始，如

甲方、乙方职责和关系，如工程验收程序、土建工程的基本知识和概念……等

等，至今在他的遗物中尚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方面的参考书籍。工厂终于在

五七年建成投产。不仅工程质优，而且节约投资总额约六百余万元，建厂工期

也提前了一年多。在当年新兴军工企业的建设中是名列前矛的。

回忆徐楠同志的过去，不禁使我怀念起他那兢兢业业工作，认真执行党的

方针政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善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的严谨态度。事实与实

践都可以证明，他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善于独立思考、认真领会、不随波逐流或

看风使舵。对上级有关决定敢于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或意见，决不因人、因势

论是非。对上级、同级如此，对下级更是做到耐心向他们解释政策观点及其论

据，因此与他共事的同志都曾表示在他处理问题时是较有说眼力的。由于徐捕

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在他主管保卫工作时，工作的细



致，判断的准确，曾经避免过案件处理上的失误(如例：工具车间工人吴××被

怀疑偷盗同室工人丢失的收音机，后来证实确系他人所为)。

回忆徐楠同志，他那学而不厌、勤读不倦的学风对我产生影响极大。他的

文化不高，在较长的革命生涯中，以及面对建设时期新的任务、新的课题，他

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有较好的记忆

力，在学习有关业务、学习古近代史等等方面横向知识也是比较重视和广泛喜

爱的。多少年来，戬在学习方面的点微增长与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

此，在实际王作中，凡属报告、总结、汇报等材料，大都是自己动笔，不借他

人之手，这已经成为他生前历来工作的特点。

回忆徐楠向志，他那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敢于坚持真理的品

德是我终生难忘的。自从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历任职务是一、二把手，但他

从未利用职权之便谋取过私利或搞什么不正之风，包括亲属或子女。他不仅反

对酃弃，而且还抵制过人际关系中的不正之风。五九年党内反右在扩大化，正

是他对当时在工厂窦行党委(即党委委员分片包干)向中央陈述了中肯的意见，

对大炼钢铁、高产浮夸以及形式主必花架子有过不同的看法之说，他被当作典

型在工厂党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即使在被扣以“反对××就是反对党”的罪

名，在刘少奇主席来工厂视察时受到(张永修)监视和跟踪，他也没有消极对待

过工作，直到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后来在他病重卧床的年月里，他头恼的仍

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工厂的前途，把自己的问题、自已的委曲置之度外，直到

七八年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仍在自责自已，而没有一句怨言。我们党是英明的，

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问题终于得到公正的处理。落实了政策，我想他在天之灵

会得到安慰的。

徐摘同志性格耿直、对人诚恳、平易近人。早在南下对，他是支前工作的

领队，我们曾因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行，只有徒步行军，休息到一个地方，

饭后聚集一堂，同志们有说有笑，有时同志拉上一段胡琴，他就即兴唱一段京

剧，大家互相拉拉，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友爱。这种作风一起延续到进入城市

多年为止。在西光厂的日子里，他在基建时期和广大基建职工亲如手足，同甘

共苦。家住在西大街，每日往返工地，风里来雨里去，十二指肠溃疡病犯便血，



仍坚持和大家在一起。他善于使用干郝。更注意关心干部，特别对曾犯过错误

的干部诚心诚意地帮助，使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重新发挥积极性(如调去 218

的任务)。绝不象某些人在批判徐楠同志时，凭想像把徐楠同志对犯错误同志的

关怀和帮助(包括对家属闹离婚的调解)说成是关系不正常。他对同级干部也是

真诚相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原某领导在任时，因爱人长期不在身边，

一个人住招待所，个人作风问题舆论很大。徐楠同志主管人事，他与这位同志

赤诚相见，希望他注意这个问题，这完全是出自革命同志问的关怀。但这位干

部直到犯了既成事实的错误，也未曾在党的会议上受到过一次批评，在他调离

西光厂后又继续犯了错误。恰恰就是这样，他对徐楠同志的肺腑之言怀恨在心，

后来，这位干部在党委制及大跃进等原则问题的争论中站在了批判徐楠同志的

一方，成为批判徐楠同志的积极发言者而自己受到保护。徐楠同志对此并无悔

恨，因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历史已经证实了徐楠

同志对党委制弊端的认识，对大跃进等“三面红旗”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实求

是的。

在徐楠同志的一生中，也曾有过工作的失误和个人思想方面的错误。正因

为此，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严格要求自己，立志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贡献自

己的一生。无论南下到广西，还是在西光厂建设中，直到三线厂重病不治去世

为止，他的影响是长存的。正如追悼词中说，徐楠同志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

好同志。我们将继续沿着他走过的道路走下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四化贡

献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