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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尚金锁：国家粮库的一把“金锁”
本报驻邢台记者 张会武

2008年
北京成功举办
奥运会和残奥会

2008年8月8日至24日，第29
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来自204个
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刷新
了38项世界纪录和85项奥运会纪
录，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奥运会金
牌和奖牌零的突破。

同年 9 月 6 日至 17 日，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举行。147个国家
和地区的4000多名残疾人运动
员刷新了279项残疾人世界纪录
和339项残奥会纪录。

作为东道主，中国为举办一
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作出
了巨大努力，兑现了“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的承诺，受到了国际社
会的高度评价。

3日上午，刚从北京参加会

议归来的尚金锁，在柏乡粮库

门口处等待着记者的到访。这

位脚步稳健的“天下粮仓”保管

人，声称自己丝毫不敢停歇，吃

住在粮库，没有周六日。他是

国家粮库的一把“金锁”，要把

柏粮做成一家“百年老店”。

尚金锁，河北柏乡国家粮食
储备库党总支书记、主任。1970
年 8 月在县粮食局参加工作，
1974年调到柏乡粮库，从事粮食
工作48年，担任粮库主任31年。

他带领柏乡粮库从全省最小
的一个基层粮站发展成享誉全国
的地方国有大粮库，在粮食经营、
管理和科学保粮等方面创下10项
全国之最，是全国粮食系统的一
面旗帜。

他连续五届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
等荣誉，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待遇的专家、省管优秀专家和省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技术、管
理）专家。

生于1951年的尚金锁，适逢粮食紧缺

的年代。

兄弟姐妹八个中，尚金锁排行老七，一

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在那个年代不幸夭折。

这些经历让尚金锁对粮食充满了敬畏。

1974年，尚金锁离开工作4年的柏乡

县粮食局，来到柏乡粮库工作。当时的粮

库只有6个人、4亩地、仓容量不足100万

斤，是全省最小的粮库。在一次会议上，

粮库由于工作不到位，没有评上“四无（无

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粮仓”而被点名

批评，这件事让尚金锁下定决心做一名粮

库保管员，一定要把粮食保管好。

尚金锁决定从细节抓起，凡是能够自

己干的都自己干。他和他的团队常年坚

持小量粮油搬倒、小型工具修制、仓房维

修、平整货场、清仓消毒、筛拣土粮、整理

包装器材等“七个自己干”，通过实际工作

不断增强干部职工保粮护粮的责任感。

如今，在柏粮道德建设展厅内，还有一

张“雨鼓”的照片。所谓的“雨鼓”，就是罩上

塑料布的洗脸盆。为防止夏天夜里睡觉太

沉无法及时发现雨情，把“雨鼓”放在窗外屋

檐下，靠雨击打塑料布的“砰砰”声把人叫

醒，以便第一时间赶到粮库保粮护粮。

根据尚金锁的回忆，碰到大风大雨，

盖粮苫布被风刮开了，粮库职工就用自己

的身体去压苫布。有的人被风从粮垛上

掀下来，就再爬到粮垛上去；有的人鞋被

踩掉了，光着脚还拼命往粮垛上爬；有的

人脚被钉子扎破了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直

到完成护粮任务后，才发现自己受了伤。

在尚金锁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柏乡粮

库在当年就评上了“四无粮仓”，还成了先

进单位。但是尚金锁在工作中很快就发

现，管好粮食绝对不简单，霉变、虫害、保鲜

等问题不解决，国家的粮食就不可能看管

好。于是，就有了他用6年时间、8700多次

记录观测、62000多个数据绘制出的《粮食

保管一年早知道示意图》。这张示意图用

坐标法把一年中每个时期的气候和粮情变

化规律直观地标示出来，指明保粮的重点

和措施，并写了一万字的使用说明书，简

单、好记，便于操作，被业界称为“科学保粮

小词典”。如今，这张示意图已经被广泛用

于长城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粮食企业。

2016年，尚金锁在北京“APEC粮食标准

互联互通研讨会”及“APEC小农和中小企业

粮食减损技术、经验和有关行动高级别研讨

会”会议上分享了他搞好粮食保管工作的经

验，受到与会13个经济体代表的一致好评。9

月，他的报告文稿在秘鲁皮乌拉APEC粮食

安全会议上印发。这标志着柏乡粮库的科学

保粮成果已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敬畏粮食，把保粮经验推向世界

1987年，尚金锁被任命为粮库主任。

1991年，他挥起了三板斧。

第一斧，机构改革。机构打乱进行重

组，除保留仓储、财务、后勤、办公室人员

外，成立业务部、信息部，统管粮库销售，

单位划小，单独核算。

第二斧，人事改革。职工合同制，干

部聘用制。干部竞岗，聘期一到两年，职

工连续3个月挣不到档案工资，就地免职。

第三斧，分配改革。原有工资档案

化，只作退休和工作调动时的依据。经营

人员的工资与效益挂钩；服务人员实行百

分评议制，按分数定收入；管理人员拿分

管公司、科室效益工资的平均数，另有职

务津贴。

这“三板斧”，就是斩断计划经济后

路，逼着自己跳进市场经济的海洋。尚金

锁告诉记者，分配改革带来的阻力最大，

许多老人轮番来找他，希望他收回成命。

但尚金锁坚信唯有改革方有出路，因为在

做保管员时，他已经在悄悄地试验，试验

的结论是，改革势在必行。

在折中一年后，大家都尝到了改革甜

头。第二年，改革全面推开。“后来，我跟

大家开玩笑说，咱们还改回去吧。大家都

说，可不能，可不能。”

2004年，粮食市场全面放开，柏粮向

现代化企业目标迈进，跨入全面提升阶

段。2006年12月28日，柏粮顺应国内粮

食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大趋势，构建起

集粮食仓储、贸易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河北柏粮集团。

改革不辍，把一个小粮站打造成集团公司

尚金锁的荣誉已近等身，但他

始终心怀农民。

为了帮助农民种好粮，柏粮及

时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为了

帮助农民管好粮，免费为农民举办

保粮技术培训班。为了帮助农民

卖好粮，尚金锁始终坚持一手粮一

手钱，从不给农民打白条，农民何

时来，柏粮何时收。

在如今的扶贫路上，尚金锁和

他的团队积极筹措资金，支持柏乡

县的一个贫困村北大江村搞特色

农业，邀请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为

北大江村谋划一条科学发展的路

子。2016 年，柏乡县委县政府将

该村命名为“柏粮小镇”。

67岁的尚金锁依旧在追求的

路上，他在思考着如何把自己的这

支铁军团队打造得更有力量。他

坚信，步入新时代，柏粮这面旗帜

一定能高高飘扬、永远飘扬，柏粮

一定能做成百年老店。

心系农民，
着力推进乡村振兴

创新不止，
提质增效连创佳绩

改革不辍，创新不止。

当全国粮食系统仍在为不坏

一粒粮努力时，尚金锁已经向粮食

的“保鲜”发力。

为了破解高水分玉米不易保

管的难题，他们用5年时间创造出

“金钱孔”式通风垛，试验完成了

“高水分玉米自然通风降水技术”，

实现了不用烘干，不用晾晒，就可

以使高水分玉米降水、保鲜、保质，

与传统方式相比，可降低费用

50%—70%，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了解决东北大豆不耐高温

容易走油的问题，柏乡粮库根据用

棉被裹着木箱卖冰糕的原理，研究

出“大豆包衣安全储存技术”，三伏

天 大 豆 仓 内 粮 温 最 高 不 超 过

22℃，最低温度只有 8℃，创造了

东北大豆在冀中南储存4年零8个

月依然保鲜的新纪录。

如今，尚金锁和他的团队又瞄

准了小麦的保鲜，“成立了科研课

题组，准备用3至5年完成。”

今天的柏粮，已经构建起以

“一岗双责”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

管理模式，建立了激励、约束、监督

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机制，同时精简

工作流程，优化业务环节，通过高

水平管理实现企业提质增效。

在市场多变、经营困难的情况

下，柏乡粮库创造了连续 31 年盈

利的优秀业绩，在国家三次清理亏

损挂账中，没有报过一分钱经营性

亏损挂账，粮库人均创利、人均经

营量、吨经营量费用开支三项主要

指标连续21年在全国同行业名列

前茅。

2016 年，柏粮与广东顺德区

达成协议，代储 8 万吨地方储备

粮，这是广东跨省储存地方储备粮

的先例，也是我省为外省市代储地

方储备粮原粮的第一例。

尚金锁为小学生讲解粮食知识尚金锁为小学生讲解粮食知识。。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