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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柔情铸忠魂
——追忆省纪委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纪检组长、厅机
关党委书记王宏

鞠躬尽瘁身先走，长使
亲友泪满襟。
2013年8月26日，星
期一，下午，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
实践活动学习成果交
流会如期在六楼视频
会议室举行。会场一
片肃静，主持会议的刘
京州语气沉重：“今天
这个会议，本来是王宏
书记要主持的……”话
没说完，会议室一片抽
泣声……
王宏，河南省纪委驻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原纪检组组长、厅机
关党委书记、省人社厅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
办公室主任，26日举
行的这个教育实践活
动学习成果交流会正
是他上周五安排的。
24 日、25 日是星期
六、星期日，23 日上
午，王宏组织了一个上
午的全厅廉政建设警
示教育活动。23日下
午，为了安排好下周一
的交流会，他召集活动
办的同志认真研究，精
心安排。晚上快9点
时，他再一次就教育实
践活动的宣传、材料等
工作给人事处、纪检监
察室、机关党委的同志
打电话进行安排。然
而，24日，王宏就心脏
病突发，猝然离世，年
仅59岁！
消息传来，熟悉他的人
无不感到震惊、意外，
扼腕叹息：他就是工作
不要命，累死的呀！
郑州晚报记者
胡审兵 实习生 严雪
资料图片

王宏有着十几年的心脏病历
史。可就是这么一个带病之身，工
作起来却始终像个“拼命三郎”。

1999 年，王宏在信阳市办案时
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才发现心脏出
了问题。

2001 年 10 月，他在濮阳办案时
又一次晕倒，病情转重，在领导的命
令和同事们的强烈要求下，他被转
到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续。手术前
他还牵挂着案情，叮嘱办案人员：

“如果这次我交了‘粮本’，你们要继
续一查到底。如果我手术成功，出
来了咱们再一起干！”手术后，他没
休息几天就又出现在了办案现场。

他经常怀里揣着速效救心丸，口
里总含着药片，一心扑在工作上，这
是同事们多年来都很熟悉的场景。

他曾为了找一张关键票据，和
同事们一起冒着 40℃的酷暑，钻进
堆满了几十个麻袋票据的库房里，
一查就是四五天，终于找到了那张
票据，最终顺利结案，为国家挽回
损失几千万元。

他曾在信阳集中办案数月。中
间有次回郑州查证，同事劝他回家

看看。可他说“案子不破不回家”，
又连夜赶回了信阳。

雷厉风行，当日事当日毕，重要
事情不过夜，是王宏工作的一个特
点。“王书记时常半夜打电话，周六
周日也是，感觉他脑子里装的全是
工作。”省人社厅办公室陈广胜说。

按照医生的嘱咐，每隔一个季
度，王宏需要到做手术的北京阜外
心脏病医院去复查。但是，他一旦工
作起来就没有把自己当病人。

“当时我跟他一块在检查工作，
王宏书记接到了一个北京打来的电
话，是北京医院的医生打过来的，要
求他赶紧去医院做检查。”省人社厅
机关党委的刘璐说，医院催得急了，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濮阳的一个
医生朋友带着他在单位体检时拍的
片子到北京给医生看。只是，当专
家的诊断书从北京带回来的时候，
他却已经和大家永别了……

“我宁愿倒在工作岗位上，也
不愿倒在病床上！”这是王宏对妻
子、对同事、对下属曾反复说过的
话。而他，因为过度劳累，践行了
他说的话。

王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是
他在多年军旅生涯和纪检工作历练
中养成的。

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一个
纪检干部首先要敢于坚持原则，敢
于开展批评。工作中的他总是旗帜
鲜明：“你说得对，我支持你”、“有啥
问题，你们只管按要求去查，得罪人
的事我来干，我担责任！谁不服气
了，让他找我！”

信阳市的张某就亲身领教过
王宏的“铁面”。1998 年，有群众反
映张某使用下属单位的手机。仗
着以前和王宏认识，张某一开始没
当 回 事 ，觉 得 王 宏 不 会 为 此“ 较
真”。可王宏接到群众反映后，果断
组织力量调查此事。张某慌了，找
王宏说情希望他“放老熟人一马”。
王宏告诉他：“虽然我们是熟人，可
群众反映到纪委了，我们谁都没有
徇私枉法的权利啊。请你理解我，

我必须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最终，
张某写了检查，退了手机。

今年 5 月中旬的一天，王宏轻
车简从来到洛阳。不打招呼、不亮
身份，他和暗访组的同志一道，以
办事群众身份深入一线。这时群
众路线实践活动已经进入到筹备
阶段，为了查摆人社部门的自身问
题，他策划了一个“大动作”：亲自
带队对 18 个省辖市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和人力资源市场等窗口单位
进行暗访，查纪律、查作风、查能
力、查效率。

用这种方式，暗访组共检查了
18 个省辖市的 72 个市级窗口单位，
走访群众 50 余人次，向工作人员提
出咨询问题200多个。暗访结束后，
对存在“庸、懒、散”现象的单位和窗
口工作人员被毫不客气地逐一点名
批评，1 名工作人员被调离工作岗
位，在全系统引起了巨大震动。

小蔡2010年12月份开
始做王宏的司机，报到的第
一天，王宏就给小蔡约法三
章：第一，家里的地址不准
告诉任何人；第二，家里的
电话不准告诉任何人；第
三，不能收别人送给他的任
何东西。

小蔡答应了。过了一
段时间，有人送了一小袋大
米，说是给王宏说过了。年
轻的小蔡没有多想就收下
了。等他拿出大米要给王
宏的时候，换来的都是王宏
的一顿狠狠批评，委屈的掉
了眼泪的小蔡只好硬着头
皮将大米退了回去。

在儿子王晓宇的眼里，
父亲王宏是一个非常讲原
则的人。由于王宏在省人
社厅分管人事工作，在人

事调整期间，他要求家里
人晚上不准开门，室内不
能开大灯。

王宏心脏病突然抢救
无效后，妻子想到要告知
省人社厅的领导和同事，
可 怎 么 联 系 呢 ？ 想 了 半
天，只好联系司机小蔡。
原来，在王宏的要求下，妻
子平时从不过问他工作上
的事，没有和人社厅的人
联系过，手头除了小蔡的
电话，根本没有省人社厅
里其他人的联系方式。

省人社厅机关党委的
张天运说，“虽然在王宏书
记 的 领 导 下 已 经 很 多 年
了，但是一直到他去世，我
都不知道他家在哪，第一
次 去 他 家 ，竟 然 是 吊 唁
他”。

虽 然 在 工 作 上 以 及
对家人要求严厉，但是王
宏对同事们的工作、生活
却非常关心。

省纪委的李锋仍然记
得王宏对他的关心。那时，
李锋刚从外地调到省纪委，
一家三口在一处偏僻的城
中村租房住，环境脏、治安
差，而孩子刚满 3 岁，他又
经常到外地出差办案，心中
非常牵挂家中妻儿的安
全。有一次，李峰不经意间
向王宏吐露了心中的担

忧。没想到王宏从此上了
心。他多方打听，终于借到
一套房子给李锋一家暂住，
而李锋直到办案结束，在回
郑州的路上才知道此事。

“王书记常说，谁家没
有个啥事，要将心比心，把
同志们的事情当自己的事
办，让大家感受到组织的
温暖。即便批评人，他也
都 是 就 事 论 事 ，从 不 记
仇。正因为此，大家对他
都很服气。”省人社厅机关
党委的吴世山说。

在办案上铁面无私，
对待原则问题从不打折
扣，对工作上严格要求，但
是王宏同样也有七情六
欲，会在电话中指导儿子
写作业，会时常忆起年轻
时和爱人骑着摩托车“拉
风”的感觉，更会在每次回
家后都去看望母亲。

对儿子王晓宇来说，
父亲王宏留给他小时候的
印象就是经常匆匆忙忙地
回来。回家之后，王宏首
先都去看望自己的父母。
在父亲去世后，王宏更是
常常去看看母亲，差不多
每天都给母亲打一次电话
问安。“我总体上的感觉是
没有更多的时间跟父亲交
流，父亲在家里的时候会
给我讲做人的道理，开‘政
治小会’，但不会就某项工
作说怎么去做。”

在儿子的记忆中，上初
中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
忙，加上父亲生病，家人一

狠心，把在河南省实验二
中上学的他送到了扶沟县
的一所中学上学。“当时
小，对一些事情不理解，到
了乡下后，感觉那里的生
活学习条件比较艰苦，吃
大锅饭，18 到 20 个人一块
睡大通铺，宿舍里没有空
调、电扇。”王晓宇说，“把
我送到乡下上学，父亲心
里其实也不是滋味，父亲
曾经来学校看了这里的情
况，还流下了眼泪。”

王 晓 宇 说 ，“ 父 亲 对
孩子挺好的，父亲的爱是
那种大爱，不会从小事上
比如吃的好不好等进行
关心。”

让王晓宇感动的还有
父亲随着儿子的兴趣调整
自己。“我喜欢体育，爱看
NBA 篮球赛，父亲也跟着
我一块看，开始大概是为
了孩子的爱好，与孩子更
好地交流，慢慢的，父亲也
成了球迷。”

“我宁愿倒在岗位上，也不愿倒在病床上”

“为了工作，得罪人的事我来干，我担责任！”

“任何东西不能收，单位的任何事不能问，
单位的任何人不能进家门”

“凡事打个颠倒，把同志们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