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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何而劳动？劳模们为了什么价值目
标而奋斗？几十年间，我们看到了变与不变。

变者在于，中国在变。
中国的发展，使得人民摆脱了贫困，完成

了人类有史以来一项不可思议的壮举，注定意
味着在最初的很长时间内，劳动者们都在解决

“吃饱饭”这个最基础的需求；然而发展至今日，
在“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之下，举国上下所追求
的是内涵更为丰富、目标更为远大的“中国梦”，
这意味着，我们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需怀揣梦
想，砥砺前行。

“劳动就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在接受采访
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中国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经济，要通过集体的力量改造世
界，要表彰基层的普通劳动者，进而激发劳动热情。现
在表彰的对象起了变化。并不是普通劳动者少了，而是
其他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增加了，比例上多元化了。这也
反映市场经济的大转型。”

“当今社会，劳动需要有一个宽泛的理解。为社会创
造价值，创造财富，这就是劳动。我们要通过劳模的榜样
力量，去激励公众，激励普通人奋斗。让民众通过努力奋
斗改变命运，进而改变社会。这就是个人梦与中国梦的有机
统一。”张颐武表示。

不变者在于，中国的价值追求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讲到，“无论时

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
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

“劳模精神的内涵丰富了，但劳模精神的本质没有变化。劳
模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劳
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
贵、创造伟大——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这些本质要素都是劳
模精神不便的精髓，也是时代
精神永恒的内涵。”张颐武表
示。

“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
力劳动者，不管是在基层一线，
还是在管理岗位，评选劳模都应
该既要体现时代特征，也坚持基
层一线这条主线。”全国劳模、蚌
埠市公交集团司机杨苗苗说。

白利国说：“这些年付出的心
血很多，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但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人
民的表彰，觉得一切都值了。这
么多劳动模范，都是行业精英，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故事。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希望，劳模是榜样，
是带动的力量。也希望通过我们，正能量能形成组织，相互促进，相
互帮扶。”他坚信，“中国会继续大跨步前进，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党总支书记庄继丽表示，过去社会将
劳模神化，人们觉得劳模离自己太遥远。如今劳模标准越来越强调劳
动者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技能创新，等于让劳模融入大众，更好
地领跑时代。

对今后的发展，白利国信心满满：“根据这
几年的工作经验，我正在研究一种为老百姓服
务的模式，包括经济建设，百姓的生活管
理，思想道德等。我的目标是，建设富裕
村，好人村，长寿村。把刘现庄村建
设好，再把成功的管理模型推广
到其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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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新中国第一届
劳模表彰大会举行，当年受
表彰的人数是 464人。他们
当中，有新中国第一位女拖
拉机手梁军，有“皮革大
王”陈玉玺，也有当时已经
年过半百的“钢铁英雄”孟
泰。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艰苦
努力，用自己的汗水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生产奇迹，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最美英雄。

65载时光荏苒，时传祥、王进喜、陈景润、袁隆平、包起
帆、许振超……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名字，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
记忆，成为人民的楷模，成为共和国的功臣。今年，又有2968
名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成就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受到隆重表彰，为这个光荣榜又添上了新的名字。

两年前，第一批劳模之一梁军曾在座谈会上说，我为什么
当了劳模？我的梦想就是开发北大荒，把北大荒变成伟大的粮
仓，现在我们这个梦基本上实现了。

而今，年轻的“80后”产业工人、全国劳模秦世俊说，无
论时代如何变化，劳动创造价值永远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地劳动，才能不断地创造价值，推动历
史的车轮往前走。

江山代有人才出，劳模的面目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劳模榜
上，变化的不只是人数，更有其评选标准。从早期的体力
劳动者和一线职工，到专职技术人员、“知识型工人”
和优秀企业家进入劳模行列，从私营业主、进城务
工人员，到新一代的企业家、产业工人、高技术
人才中纷纷涌现出劳模，追梦途中，一代又
一代劳模，以鲜明的时代气息，为劳动注
入了更多与时俱进的元素。

劳模的精神内核却是永恒不变
的。有句话叫“不论时代怎么变，
劳模要姓劳不能变”。一方面，
不论劳模的工作方式、知识结
构、外在形象发生了什么样
的变化，爱岗敬业、争创
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
于奉献的精神却一直
闪亮。正是秉承这
样的精神，一代又
一代劳模擎起了时

代先锋的大旗，为每个时
代 定 格 下 最 具 魅 力 的 坐
标。另一方面，不论劳模
受到什么样的表彰，他们
始终来自群众，就在你我
身边。大山深处、无影灯
下、三尺讲台……劳模们
的岗位并不特殊，他们就
是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做

出了骄人的业绩，这样的示范效应，激励着千千万万普通劳动
者，立足岗位、发挥才干。

劳动成就历史，也必将开创未来。
在推进“四个全面”的今天，在践行

“中国梦”的征途上，需要亿万民众用
劳动来铺路架桥，来推动中国
前进。劳模精神理当是今
天极为宝贵的精神财
富 ， 值 得 人 们
去 传 承 弘
扬。

刘少华
闫梦醒

如果能在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光隧道里穿梭，会看到全国劳动模范的面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开始，是掏粪者时传祥，是铁人王进喜；到后来，是数学家陈景润，是科学家彭加木；再

后来，是产业工人许振超，是篮球明星姚明；到如今，是研究发动机的孔祥俊，是搞生物科技的
潘峰……也许你没听过他们的名字，不过没关系，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做出的骄人成绩，正在深刻
地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劳动者的形象，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迁。一部劳模史，从一个侧面记录着新中国的
成长史。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在刚刚过去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劳动者的面孔如何变化，不变的，是
这个国家对勤奋劳动的褒扬和对劳动者的尊重。

从464到2968
叶晓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大多是体力劳动者。
直到今天，谈起劳模，许多人仍会先入为主的想到

那些可爱的体力劳动者。比如时传祥，“宁肯一人脏，换来
万户净”。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他受尽欺凌，但新中国成立后，

其价值却获得肯定，并成为全国范围内备受尊重的劳动者典范。
195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

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人知的劳模，大都如大庆油田的王进喜一样，以苦

干著称，所以他的称号“铁人”，如今看来，是一个时代的劳动者符号。这背后，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逐步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一线工人、农民成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不过即使在那时，在提倡“老黄牛”型劳模的同
时，“苦干+巧干”式的劳模同样层出不穷。

改革开放初期，劳模形象陡然一变。
一些“知识型”工人、科学家、企业家和专职技术人员成了劳

模。如今看来，那时即将起航的改革，在用新的劳动者形象积蓄
力量。

比如蒋筑英，这位长春光机所研究员，带领着研
究小组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

又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
性技术难题；再如罗健夫，这位英年早逝的科

研工作者，历时3年，带着课题组研制成功
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

一个空白。
进入21世纪，知识、

科技与创新，成为形容劳模的
新关键词。

不拘一格选劳模，对新兴社会群体予以关注，成为这一阶段的鲜明特
色。农民工也开始大量进入这个名单。据统计，在2005年的劳模评选中，30多位私
营企业家和20多位农民工入选。

正如这一时期为人们所熟悉的青岛港码头工人许振超所说：“我从一名普通工
人，成长为管理着14亿元固定资产的桥吊队队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主动做学习型
工人。产业工人只有做技能型、知识化的先锋，才能跟上时代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而2015年的全国劳模评选，同样有着非凡的意义。劳模形象，到如今已堪称“高
大上”。

这一次，2968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接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这是
中国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的最高规格表彰。如果你打开这份名单，会发现超过3/4的
人有着专科及以上学历，1484人有着专业技术职称。

比如，先进劳模贾磊的身份是“网络语音架构师”，这位百度员工，带着用
技术改变中国人生活的理想，只用半年时间就将完全自主研发的语音搜
索系统上线，为中国本土的语音技术研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如果把时针往回拨的话，时传祥和王进喜不会理解什么
叫“网络语音”，他们也从未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钻
研，但时传祥、王进喜、陈景润、袁隆平、姚明
和贾磊一定能取得共识的是，劳动能
为国家带来改变。

劳动者形象的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时代对劳动者的需
求变化。

比如在王进喜的年代，正值百废待兴之时，打出中国自己
的油井，结束用“洋油”的时代，是时代使命。“铁人”在那样

艰苦的条件之下，筚路蓝缕，在探索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做出
了伟大的尝试。

用王进喜的话说，“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
均半吨油”。那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莫不是怀着这样的心忘建设家园。

在接受采访时，几天前刚刚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
副会长、唐山丽泰集团公司董事长、玉田县鸦虹桥镇刘现庄村委会主任白利国表达了类似

的看法：“改革开放，让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我刚好是其中的一分子。富裕以后，我便
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为自己的家乡负责，为身边的人服

务。通过我的努力，让村民一起富起来。”
原本是农村企业家的白利国，在 2009 年决定回村里当村官，带领农民致富。几年

来，全村2000人的人均收入从3000元增加到1.2万元。
“所有的劳动模范，都有一种榜样的力量。担任村官之后，我积极推进城镇一体化，

让村民们住上楼房，生活质量大大提升。同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举办爱心奉献活动，
树立榜样，提高村民的思想境界。现在村民们互帮互助，整个村里人与人之间的爱更多
了。看着村民们生活富裕，家庭幸福，我的心里也很舒服。”白利国表示。

劳模们的成长，与时代同步。
“我走过的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名普通工人命运变迁的路。”全国劳模包起

帆从机修工干起，一直干到工程师、码头公司经理、集团技术副总裁。“经历告诉我：
工人的利益只有和国家的改革发展连在一起，才是永久的、根本的。”

1968年，包起帆刚工作时，上海港年货物吞吐量只有3570万吨，在世界上没有什么
地位。“正是靠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上海港年货物总吞吐量已经连续多年跃居世界第
一。”

顺应时代的发展，全国总工会近年来完善劳模评选标准，在继续提倡“无私
奉献”的同时，“对事业有突出贡献”成为首要标准。

1950年以来，累计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2.8万余人次。1989年以
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每次表
彰3000人左右。

中国在成为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新行业不断产
生。2015年的劳模中，不乏理财规划师、农艺师等新职业的代表。同时，
纵观近些年的全国劳模，高知识、高技术、创新型人才的比例逐年升
高。劳模们身上拥有一种新时代的创新精神。

从建设家园到实现现代化从建设家园到实现现代化
劳动者的时代使命劳动者的时代使命

从“吃饱饭”到“中国梦”
劳动者的价值追求

从“铁人”到创新者
劳动者的形象变迁

4 月 28 日，合肥学院艺术系的学生正在为黄
名君等劳动模范画像。（解琛/人民图片）

4 月 28 日，合肥学院艺术系的学生正在为黄
名君等劳动模范画像。（解琛/人民图片）

4月 28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大会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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