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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在

广袤农村田间地头，在重大工程施工现

场，在高新企业生产一线，在科研院所实

验室里，广大劳动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岗位，默默奉

献，日夜奋战。其中有众多年轻的身影，

他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时间磨砺本领，

把大有可为的事业变成大有作为的成

就，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

们聆听几位青年劳模的故事，感受他们

身上的工匠精神与劳模风采。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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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镌刻着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形成发

展的光辉历程。翻开新中国的史册，

一大批爱岗敬业、忘我奉献的劳模形

象浮现在我们眼前，一个个平凡却闪

光的名字，一个个埋头苦干、忘我奉

献的劳动者，一砖一瓦建设起社会主

义雄伟大厦。1950 年至今，我国先后

召开过 16 次表彰大会，共表彰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3.4万余人次。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孕育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

新时期，光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党在苏区开

展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40 年代，

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新劳动者运动”，涌现出“边区工人一

面旗帜”赵占魁、“兵工事业开拓者”吴

运铎等先进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

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涌

现出“高炉卫士”孟泰、“铁人”王进喜

等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后，“蓝领专

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等一大

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积极投身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杰出功勋。劳模评

选更强调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邓稼先、陈景润等为代表的知识分

子与科技工作者塑造了“勇于创新，敢

为人先”的劳动模范新形象。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劳模评选的方式更加科学、标准更

加合理、范围更加广泛、规模日趋稳

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劳模评选呈现

“百花齐放、光荣绽放”的繁荣局面，高

凤林、巨晓林、邹彬等一大批镌刻着新

时代印记的模范先进人物持续涌现。

在 2020 年全国劳模表彰中，一线工人

和企业技术人员占比已高达 71.1%。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与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一起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鼓

舞着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树立终

身学习理念，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

知识和技术进展，勤学苦练、深入钻

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如今，劳动模范能创品牌、能拿

大奖，一间间“劳模创新工作室”“技

能大师工作室”让创新才智充分涌

流，大国工匠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用实干成就梦

想，在平凡中彰显不凡。

进 入 新 发 展 阶 段 ，无 论 是 贯 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还是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归根到底要依靠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新征程上，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带动全社会一起拼搏、一起奋斗，为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胜利汇聚强大正能量。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

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本报记者易

舒冉采访整理）

劳模精神

代代传承
李 珂

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1950 年至今，我国先后召开过 16 次表彰大会，共表彰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3.4 万余人次。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中华传统文化一向推崇对劳动实践的

认同、对劳动精神的传承、对劳动文化的传播。在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始终是我

国工人阶级中一个闪光的群体，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激励广大劳动

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以他们为榜样，爱岗敬业、锐意创

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每位劳动者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奏响

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劳动者之歌。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劳动者施展

才华的舞台更加宽广。今天，劳动空间已经从工厂

车间、田间地头延伸至大街小巷、网络平台；同时，以

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不断增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积极

为社会做出贡献。

28岁的外卖骑手黎杰袁，在外卖配送行业已经干

了 4 年。 2021 年，他被评为“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

范”。提到这个荣誉，这个 95 后小伙子还有些不好意

思：“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只要踏实劳动、诚实劳动，都

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铸就闪光的人生。”

戴上头盔，装好外卖，跨上电瓶车……夜幕降临，

在重庆街头配送外卖的黎杰袁又到了一天最忙的时

候。他告诉记者，这一行干得久了，也总结出不少心得

——哪家餐厅出餐快，怎么规划路线最省时间……喜

欢琢磨的他，送单量长年保持在配送站的前三名。不

仅如此，帮助商家核对数据、打包，送完餐后顺手把顾

客的垃圾扔掉……这些小事，也成为他的日常。

在 岗 位 上 发 光 发 热 ，温 暖 也 会 传 递 给 周 围 的

人。有一次，黎杰袁的外卖送到了派出所，他注意到

派出所门口的反诈宣传展板。“现在诈骗新花样这么

多，我们能做点什么呢？”黎杰袁心里琢磨，有了主

意。他在网上搜集反诈的标语和案例，还去重庆高

新区公安分局向民警请教。最后黎杰袁与民警共同

制作了“反诈餐巾纸”，与外卖一道，送到千家万户。

如今，黎杰袁有了新的想法，“以后准备开一家

专供外卖骑手吃饭的餐饮店。”现在，黎杰袁一边送

餐，一边筹备着餐饮店。“认真做好眼前的工作，实实

在在过好每一天。”谈及未来，黎杰袁眼神坚定。

（本报记者常碧罗采访整理）

模范骑手黎杰袁

在平凡岗位铸就闪光人生

回顾历史，工匠精神培育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创造了

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时代价

值更加凸显，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将专业

专注、精益求精的理念和要求融入技术、产品、质量、服务的

每一个环节，创造了无数“中国制造”的奇迹。

从技校学生到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奖牌，再到 2011
年最年轻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90 后小伙裴

先峰坦言，成为大国工匠没有别的秘笈：“就是用心学、刻苦

练；当工人，就要当最优秀的！”

2006 年，初中毕业的裴先峰来到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学习焊接技术。“焊

接工作对手的稳定力要求非常高，但当时我作为一名初学

者，心里紧张，手就容易抖。”裴先峰说，那时候，他每天晚上

回到宿舍，就用单手握住盛满水的矿泉水瓶，用来模拟焊

把，练习手腕的稳定性。

从技工学校毕业后，裴先峰成为一名电焊工。入职后

不久，他便随公司工程队奔赴甘肃庆阳石化炼油工程搬迁

改造现场，参与四合一加热炉壁板的组对工作。为了使焊

道更完美，裴先峰每天天不亮便背着焊机的把线进行作业，

晚上则研究书籍，查缺补漏。

在实践中，裴先峰将焊接从普通的技术升华为高超的

技能，闪耀的焊花，映照出这位年轻工匠对职业的热爱与赤

忱。 2011 年，在工作中快速成长的裴先峰登上了国际舞

台，在第四十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焊接项目银牌，实现

了这一赛事中国代表队奖牌零的突破。

2016 年，裴先峰怀揣着培养更多优秀焊工的愿望，来

到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焊接研究培训

中心，成为培训中心最年轻的焊接专家。“从一枚螺丝钉的

打磨，到精确到毫米级的工艺，小环节里有大学问，也能做

出大成果。”裴先峰说道。

（本报记者王者采访整理）

焊接专家裴先峰

以精益求精炼成大国工匠

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

意想不到的奇迹。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

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设计出我国首个高铁上盖工程、26 岁获颁“湖北

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轨道交通设计工程师葛钰，敢于

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谈

到新时代的劳动者，她期待：“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

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

就能激荡创新的澎湃动能，积蓄发展的磅礴力量。”

电脑前，一个短发女孩目不转睛。她是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设计工程师葛

钰，正在为浙江杭州艮山门动车运用所上盖空间开

发项目绘制施工图。

动车运用所，即动车组检修站。葛钰介绍，艮山

门运用所位于杭州东北部，长近 3 公里，像一道“峡

谷”把城市空间隔离开来，制约了周边地区发展。

怎样填补这道“峡谷”？“给运用所加个‘盖子’，在

5 层楼高的‘平地’上建住宅、学校、商业设施等，提高

国土资源利用率。”葛钰说，她的任务，就是优化运用

所的工艺布局，以减轻“盖子”对铁路检修工作的影响。

这是我国首个在铁路上盖综合体项目的设想。

“几乎没有成熟的经验参考，一切从零起步。”葛钰说，

为优化设计，项目组反复调整方案，数次推倒重来。

实地考察现场后，她大胆创新：建议利用智能化手段

减轻盖下作业人员工作强度；提出“两级四场”工艺布

局，使一个运用所为两座车站服务。“当设计图上的想

法一点点变为现实，一切就都值得。”葛钰笑着说。

（本报记者强郁文采访整理）

轨道交通设计工程师葛钰

用创新活力积蓄发展动能

培育一支懂技术、会创新、精业务的产业工人队伍，是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至关重要的一环。近年来，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深入人心，高素

质的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正在形成。

经过 14 年的奋斗拼搏，梅志平从一位普通的农民工，成

长为公司总工程师兼研发部部长，获得 5 项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在 2020 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如今，梅志平的奋斗之路仍在继续：“劳动者的人生出彩，就

绽放在千锤百炼、焊花闪烁、刻刀起舞的岗位上，就迸发在以

一流的技艺做出一流产品、托起一流产业的拼搏中。”

“这个机子应该这样来使用……”4 月 15 日，在安徽省

科昌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梅志平正在给工

人作示范，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难题。

初见梅志平，这位 85 后年轻人给人以文质彬彬的印

象。近年来，作为公司总工程师兼研发部部长，他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余项，安徽省新产品证书 3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 3 项，并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高技术人才。然而，不熟悉他的

人也许无法想象，取得如此成就的梅志平最开始是一位普通

的农民工，他的成功完全得益于对知识、技术的不懈追求。

回想刚进厂时，梅志平形容自己就像一头“老黄牛”，每

天用同一种姿势，成千上万次地操作着虎钳、修整着物件。

正因为不断钻研、善于创新，2010 年，梅志平从钳工调整到

研发部成为一名技术设计人员。科技研发是枯燥乏味的，

但梅志平一直坚守着初心：“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就是想着

不断创新、提升技术，努力把产品做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的水平。”

（本报记者徐靖采访整理）

“专利大户”梅志平

凭一流技艺托起一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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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世纪 60 年代，年轻的工

人阶级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

（前一）为青年工人指导技术。

铁 矛摄（资料照片）

图②：1978 年，在全国科技大会

上 ，年 轻 的 知 识 型 劳 模 陈 景 润（右

一）与华罗庚（右二）、杨乐（左一）、

张广厚（左二）交谈。

资料照片（影像中国）

图③：全国劳动模范、山东省广

饶县农民农艺师刘超正在“劳模助

力乡村振兴示范基地”进行直播，扩

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刘云杰摄（人民视觉）

图④：全国劳动模范、中建五局

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邹彬为工

友在墙砖上“打样”。

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图⑤：江西省劳动模范、鹰潭机

务段机车钳工聂华平正在研究机车

制动工艺改进方法。

卓忠伟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