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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国纪，生于1923年，合川区人，卢作孚先生
次子。他一生最大功绩在于1984年百废待兴重
建民生公司。近39年来，不仅将一个完好的民生
公司交给国家，最终还履行了为党为国鞠躬尽瘁
到最后一刻的誓言。

因为工作关系，记者曾多次当面采
访卢国纪先生。

“爷爷”
润物无声 家国情怀

2015年11月25日，记者在民生公
司拜访了卢国纪先生。尽管步行已需搀
扶，视力也大不如前，但只要身体稍微允
许，时年92岁的老人仍每天坚持出现在
公司，开会、见客。

卢国纪先生说，除了生产经营，他一
直在思索应该把公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
企业？

“我认为必须继承老民生公司传统，
继承父亲提出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艰苦奋斗、拼搏献身为代表的民生精
神。要把民生公司建成一个以祖国建设为目标的
战斗队，一所教育人、培育人的大学校，一个温暖
和睦的大家庭。”

在2014年年中至2015年年底，一年半的时
间他与超过270名员工逐一谈心。谈话也成为卢
国纪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卢国纪和年轻人除了谈服务社会、奉献国家，
还要谈家庭生活。问职工有什么困难？爷爷奶奶
身体好不好？看病有难处吗？卢国纪总会及时想
办法为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除了和年轻员工谈心，卢国纪还经常让人搀
扶深入第一线。

一次集装箱公司开会，卢国纪在没有通知的
情况下去了会议室。当他发现员工在没有空调的
房间里，坐着小板凳开会时，流着泪鞠躬向员工
说：“对不起，我保证两天内解决问题。”随后便及
时为集装箱公司添置了折叠椅，安装了空调。

每一次谈话和走访，90多岁的老人常常会潸
然泪下，很多员工都会边哭边说。连卢国纪自己
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员工不再喊他“卢总”，
而是“爷爷”。

“我父亲创办民生公司后，就是通过不断教
育，让员工明白了公司和个人存在的价值。当时
员工宁肯少拿工资，甚至不要年终奖，也要同外国
船竞争。就是冒着轰炸，也要完成物资和人员的
转运。”卢国纪通过自己的言行，在公司播下了“家
国情怀”的种子。

“困难”
肩负使命 步步创新

记者最后一次拜访卢国纪老人，是2018年初
夏。时年96岁的卢国纪先生坐在中山四路一栋
普通楼房二楼的沙发上等待记者的到来。

“经济下行，很多企业的压力都很大。民生公
司现在怎么样?”

对于记者略显冒失的提问，老人视力模糊的
眼里却显露出一丝轻松。“公司的汽车运输是受了
一点影响，但民生上海公司赢利3000多万，广州
公司也保持赢利。目前困难不算什么，我们遇到
真正最大的困难是在1986年。”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民生公司因为揽不到货，
被迫组织运力到南通往上海运河沙。船员半年没
法回重庆，黄沙运价低，收入也差。卢国纪满怀愧
疚地赶到南通看望船员，得到的回答却很坚定：

“卢总，不要担心，我们共渡难关!”
1984年，公司成立之初，卢国纪遇到的困难

重重：没有资金，政府借了2万元；没有场地，向工
商联借了20平方米办公室；没有人，6位平均年龄
72岁的老民生成为了最早的员工；没有船，就组
建合营船队。

渡过最初的难关，民生公司踏乘改革激流，屡
创佳绩：

1985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既经营长江航运，又
经营海洋运输的公司；1986年创下日本到重庆19
天的中国航运最快纪录；1988年香港民生公司

“怒江”轮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艘大陆驶进台湾
的海轮；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综合性外贸
企业；1993年结束长江上游没有集装箱班轮的历
史……

卢国纪欣慰地告诉记者，民生公司成立有三
个任务：第一是继承和发扬老民生公司的优良传
统，努力为国家建设服务；第二是探索一条崭新的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路子；第三是发展
长江航运。

第一个任务，我们正在努力地完成；第二个任
务，我们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完全打破了计划经
济的束缚；第三个任务，民生公司重建后，长江上
早已形成百舸争流的局面。

1月1日，民生实业集团微信公号发文称，
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国纪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31日14：06在重

庆逝世，享年99岁。
1月2日清晨，人们在渝中区菜园坝安乐堂送别卢国

纪先生，送别一颗高尚的灵魂。
他61岁时重建新民生公司，86岁时将公司捐给国家。
他用自己的言行，传承父亲的身教，并默默影响身边

的人。

“富翁”
奉献一切 成就“最大”

卢国纪去世前一直居住在中山四路一栋老旧
的普通单体楼，没有小区环境，屋内装饰也很简单。

2009年，卢国纪将民生公司70%的股权约11
亿赠送给了国家，此外又成立了卢作孚教育基金
会，将其余30%的股权收益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

“1984年2月13日，我在民生内部筹备会
上有个简短发言，我说：‘我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将一个完好的民生公司交给国
家’。”卢国纪在86岁时，兑现诺言，将一个
现代化的新民生交给了国家。

将约11亿资产交给国家，老人是否
已经很富裕？

公司员工说，公司重建以来，卢国纪
就没有在公司领过一分钱报酬，一直靠
原单位退休金生活。公司10多位员工
还曾就此专门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同工
同酬”，领取公司的基本待遇。

卢国纪告诉记者，他每月退休金
5000元，另外还有一笔国务院特殊津贴
每月500元，所以一个月的收入是5500
元，比民生公司科长待遇还要少一点。

“我父亲最多的时候曾经办了60多家企业，但在
绝大部分企业是不领工资的，所以家里的负担一直很
重，平时我们肉都吃不上，母亲还得做针线活，做儿童
的帽子补贴家用。现在这个工资我认为够用了。”

卢国纪在民生公司工作，不仅没有一分钱报
酬，甚至重庆市的各种慰问金，也交给公司作为特
殊党费。

“我认为，人生只有一件事最简单，就是无
私。现在很多人私心太重，只想到搞钱，贪图享
受，没有考虑国家，没有考虑别人。我认为我现在
是最大的富翁，精神上的富翁，我把自己的一生都
给了国家，给了人民。”

“父子”
传承无我 鞠躬尽瘁

1926年，卢作孚先生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1984年，卢国纪重建民生公司。对于卢氏
父子两代人，如何比较呢？

卢国纪动情地说：“我永远也超不过他，只是
向他学习。我恢复民生公司并不是为自己，我只
关心两件事——民生公司为改革开放做出更多的
贡献；民生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比别人走在前头。”

如果一定要对比，卢氏父子两代人为国奉献、
无私忘我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

对公司员工来说，卢国纪的无私有时候连身
边人也费解：

卢国纪去香港开会，基本不会直飞，而是选择
去广州或深圳中转，就为了给公司节约2300元的
差价。出差期间，会住最便宜的招待所，有时甚至
是睡办公室。为了教孙子写粉笔字，在调度室拿
了两支彩色粉笔最后还支付了1元钱。对于开会
宴请，卢国纪基本都谢绝，在途中会吃一点面包和
矿泉水……而在这一切，都是在传承父亲的身教，
并默默影响身边的人。

民生公司成立之初，卢国纪在办公室的墙上
贴下两句名言。一句是父亲卢作孚的名言：“忠实
地做事，诚恳地对人”；一句是张海迪的名言：“人
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记者曾问卢国纪是否考虑过退休问题，他的回
答是：“我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退休的问题，什么时候
倒下了，什么时候才退休。”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卢老一生都在关注重庆的发展。2016年5月，重庆晨报记
者在朝天门对时年93岁的卢国纪先生进行了专访。下面，我们
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专访。

重庆晨报：您从小追随父亲卢作孚先生，看到以朝天门
为轴点的川江航运业是怎样的状况？

卢国纪：朝天门是聚商引财的好地方。1935年，民生公司
联合国内各家轮船公司，统一了川江航运。那时朝天门是重
庆经济的起点，朝天门沿江都停满了船，很繁忙，人气旺盛。

撤退到重庆的工业企业的装备，在朝天门上岸，在重庆
扎根，奠定了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基础。解放时，民生公司已
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父亲被海内外誉为“中
国船王”，他走的每一步，都和朝天门密不可分。1952年，民
生公司公私合营，结束经营。

重庆晨报：您61岁的时候才开始重建新民生公司，相隔
32年起步，民生轮船公司为何后来再次成为川江航运业的
重要力量？

卢国纪：新民生公司的第一支合营船队，是1984年3月
31日从朝天门五码头开出去的。

朝天门码头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尽情展现，特
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高速公路运输不那么发达的年代，川江

作为黄金水道的作用显著，我们运了很多重要物资，比如重钢的
设备、珞璜电厂的设备等，重庆老工业基地地位进一步强化，我
们和重庆，和朝天门一样，在这段时间迅速东山再起。

在重庆经济发展史上，朝天门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未
来的朝天门，即将诞生重庆未来的城市新地标，我们可以预见朝天
门又一次东山再起，一个有精神象征的地方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重庆晨报：卢老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您前面
提到的东山再起和后来的股权捐献？

卢国纪：2009年，我把民生公司70%的股权捐给国家，另外
30%的股权收益捐给教育事业。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重
庆这座城市养育了我，就像站在朝天门出发的货轮船头上看到的
景象，前面是很长的路，我们要有广阔的胸怀。

重庆人的性格豪爽大气，大江大山造就了这种胸襟。不光是
我父辈和我，重庆将来的发展，也应该有这样的气度，只要有利于
这座城市的发展，我们都应该去尝试，更加的开放包容，如开埠时
期一般，借助外来力量站得更高，用世界级眼光看得更远。

朝天门见证了重庆城市的变迁，是整座城市的精神象征。如
今的朝天门虽然货运功能有所减弱，但时代赋予了它新的使命。
朝天门的精神也可以带着重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朝着国
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向前发展。

我想再干几年，看看朝天门的新变化。

6年前卢国纪接受重庆晨报专访：
我想再干几年，看看朝天门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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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国纪 据重庆日报

99岁卢国纪朝天扬帆

永别了，卢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