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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刘晨玮 刘克取
通讯员贺鹏 胡文辉 张文一 江燕 黄琪 刘小雨

今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 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
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
靠的阶级基础，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
导阶级，不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
表，不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
力军。

长江之滨，解放大道，二七烈士纪念碑庄严
矗立，顶端由火车头动轮和大鹏翅膀组成的飞轮
熠熠生辉，昭示着铁路工人冲破牢笼的巨大力
量。武汉，正如中国百年工人运动史上一列呼啸
向前的火车头，承载着工人阶级从革命、建设、改
革到复兴的壮阔征程。

武汉工人彰显先锋力量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武汉以其代代相传
的红色基因和创新精神，成为百年工会史上十分
重要的坐标。”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国家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杜志章说。

“武汉在百年工会史上的独特地位，不仅在
于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更串联起中国工
人运动从觉醒、革命到建设、改革、复兴的完整链
条。”他进一步表示。

百年前，汉口开埠的船只汽笛声里，洋务运
动催生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孕育着中国最
早的产业工人群体。

1920 年，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大学的演讲震
动全城，校工郑凯卿受到感召，成为首位工人党
员。这位曾为洋人擦皮鞋的劳动者，参与创作的
工人状况调查报告登上《新青年》。“马克思主义
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武汉进行了生动的实践。”杜
志章说。

1922 年成立的武汉工团联合会，如同惊雷
划破长夜——这个全国首个地方工会组织，领导
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让“工团”成为当时最富力量
的词汇。

进入武汉二七纪念馆，长江日报记者看到，
一枚珍藏的怀表凝固了时间。1923 年 2 月 4 日
上午9时，江岸车站的铁轨上，林祥谦用这块怀
表确认时间后下达罢工令，京汉铁路2万名工人
用罢工声浪回应军阀的刺刀。“头可断，血可流，
工不可复！”

“二七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

大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转折。”
杜志章说。

1927 年，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和武汉成为
革命的中心，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至武汉。

武汉市江岸区友益街16号，一座灰砖建筑
就是98年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办公地，记者看
到，修缮一新的旧址纪念馆内，一件件文物、一张
张照片，无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史
诗。

当时，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工人运动领
袖齐聚于此，武汉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心脏”。
江汉关前，30 万工人群众用血肉之躯筑起长
城。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成为中国在反帝斗
争中首次以全胜告终的工人运动，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工人的力量。

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
人》中惊叹：“全世界都知道，1927 年的汉口是

‘红色的汉口’。”
抗战烽烟中，武汉工人为工业设备转运西南

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被敌机炸沉的运输船达
127艘，仅民生轮船公司就有116名职工献出了
生命。“武汉工人用汗水和鲜血，为中国工业保留
了火种。”杜志章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武汉成为“一五”建设重
镇，“劳模精神在武汉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车间里
的油污、安全帽上的焊渣”。劳模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志章说，“李
梅芳、马学礼、赵宗合……劳模密集涌现，武汉始
终是劳模精神的锻造场。”

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武汉工人再次勇立潮
头。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轰动全国的“洋厂长
改革”，开创中国企业引进现代管理的先河；45
万名餐饮职工经过多轮谈判协商，《武汉市餐饮
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正式出炉，标志着餐饮
行业有了统一工资标准，“集体协商”成为武汉工
会的全国名片。

进入新时代，武汉工会会员已壮大至308万
人，这个涵盖产业工人、智能制造工程师、外卖骑
手、科研工作者的劳动者群体，续写“咱们工人有
力量”的新篇章。

截至2024年，全市308万名工会会员中，高
技能人才占比达32%，新时代劳动者正成为创新
发展的“主力军”。

武汉工人勇立时代潮头

4月28日，暖阳高照，走进戴家湖劳模工匠
文化公园，拾级而上。在“大国楷模”国家级劳模

展示区，1117个名字被一一镌刻在红墙上，这是
1950年至2024年湖北省推评并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的人物名录。

1959年，时年29岁的马学礼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根据他的先进事迹总结的“见困难就
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四句
话传遍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65
年，他研制成功高速“套料刀”，效率比原来的苏
式工具提高6倍，在中国机械行业引起轰动，人
称中国“刀具大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武汉工人阶级
“见困难就上”，为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政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到“一五”计划末期，举世瞩目的“万里长江
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武钢、武
重、武锅等多个大型企业基本建成，扩建改建上
百个中等企业，为武汉成为国家工业重镇奠定了
坚实基础。

武钢第一位女指挥长、湖北省劳动模范，今
年86岁的刘涵清，至今记得1962年第一次攀上
高炉平台时的震撼：热浪裹着铁腥味扑面而来，
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脊背弯成一道倔强的弧
线。“同志们用血肉之躯和钢水搏斗，我们拿不出
真东西，就对不起这身工装！”

刘涵清锐意革新，开发出“水封门”技术。“那
时候心里就揣着一团火——中国工人必须争这
口气！”此后，刘涵清负责的“RH多功能真空精
炼技术”取得突破性成就，摆脱了长久以来高品
质特种钢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
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
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9年9月，武汉在汉正街恢复开放小商品
市场，率先在全国将个体私营经济推上了中国市
场经济舞台。当年，共有103户个体户在汉正街
合法经营。

陈启发是武汉汽车发动机厂的一名普通工
人，他带领十多位工人，于1983年5月签订全厂
第一个经济承包合同，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
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武汉逐步推行并不断发展完
善。

1992年11月20日，中国商业第一股——鄂
武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引领中国商界改革
大潮。“股份热”迅猛席卷全国。

改革开放如春雷破空，武汉工人阶级传承敢
为人先、挺膺担当的传统，使武汉走在改革开放
前列，成为全国改革的风向标。

武汉工人点亮大国制造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这一中
心任务，就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在戴家
湖劳模工匠文化公园，有一条路名为“开创大
道”，6个行业的劳动场景雕塑矗立在路两侧，重
点展示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支柱行业和新兴产
业。

从钢铁冶炼到汽车制造，从纺织生产到
桥梁建设，再到光电子产业与生物健康产业，
一个个劳动者奋力前行的剪影无不在昭示：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

钢铁工人的主题铜像雕塑还原的是20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炼钢场景，这场景刘涵清再熟悉不
过。“时代在更替，技术会迭代，但永远不变的是，
我们工人要有把红旗插上巅峰的志气。”

4月的武汉，武钢硅钢部车间，硅钢热处理
领域有个30多年的老难题——涂层结垢。刚刚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胡惊雷持续攻坚，用价
值不到200元的小配件，清除了顽疾，让涂层辊
寿命延长1倍，年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该成果
荣获湖北省第三届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唯一特等
奖。

在武汉，劳动模范始终站在创新的最前沿。
武汉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运营部总监董

骞也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由他主导建立武
汉首家“算力超市”，汇集省内40多家数商的算
力资源，上架400余项算力产品，相当于可同时
支持数百个智能驾驶汽车研发团队进行实时道
路场景模拟和算法优化。

董骞说，数字经济时代，算法、算力、数据是
三大要素，“算力是加油站，我们要做的是打破算
力孤岛，让它成为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如今，乘坐高铁行驶在中国大地上，不经
意间望向窗外，总能看到巨大的风车在天际转
动。

制造风车关键零部件的“工业母机”是一款
立式车床。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立车设
计室主任薛敬宇带着年轻的研发团队，用科技创
新改写了中国立式车床的全球坐标，让“工业母
机”成为大国制造的闪亮名片。

4月28日，薛敬宇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5月1日是他45岁的生日，他说：“这是我人生中
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我要一步一个脚印，为中国
智造做点事。”

武汉工人有力量

■长江日报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对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
高度重视，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
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
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紧跟党的步伐、走在时代前列
“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工会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
中心任务，团结动员我国工人阶级紧跟党的步
伐、走在时代前列，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
事业中建立不朽功勋，谱写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壮
丽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
意义深远，犹如一盏明灯，为工会工作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汉阳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大华激动地说。

刘大华表示：“我将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
的中心任务，把工会工作深度融入武汉市的发展
大局之中。在工作中扎根基层，密切联系职工群
众，动员和激励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到武汉市
的建设与发展中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市工运纪念
馆管理中心青年干部孙宁在笔记本上写下：“百
年工运路，奋斗正当时。”

在孙宁看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 周
年，既是历史的里程碑，更是新征程的起跑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坚持服从和服务于
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工会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

“看到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走进人民大会
堂，我也很受鼓舞。”身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饿
了么外卖小哥张宝剑提到了在武汉工作的感受。

张宝剑表示，工会组织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
供免费体检和法律咨询服务，在大街小巷设立工
会驿站让户外劳动者充电、喝水、休息……来自

“娘家人”的温暖让他非常有归属感。
今年3月底，张宝剑在送餐时，为一位遭遇

车祸的老人施救，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我将
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光发热，把小事做好，把
服务做好，成为城市的守护者。”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
“深耕核心技术，将创新融入血脉”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
“要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广泛开展各种建功立业和群众性创新创造
活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武汉天昱智能制造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海鸥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反复研读。

张海鸥表示，他们通过3D打印技术，打印出
全球首款飞机起落架主体部分。“相比于传统制
造工艺，3D打印的优势显著。它既有技术颠覆
性突破，也有生产要素的创新，希望能尽快上机
实验。”

湖北斯微特传动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长期深耕机器人领域。

“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命题，更是科技企业的
立身之本。我们必须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深
耕核心技术攻关，将创新基因融入企业血脉。”公
司董事长余运清说，企业将继续打造高素质技术

工匠队伍，让员工在实战中锤炼本领，形成“人人
皆可创新”的生动局面。在数字化转型中当好排
头兵，在产业升级中勇做先行者，用科技赋能千
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书写科创答卷。

武汉市一初学苑学校青年教师王家琪说：
“受表彰劳动者深耕专业、勇于创新的精神让我
深受激励。作为青年教师，在未来的教育工作
中，我将以先进模范为榜样，立足课堂教学主阵
地，深耕新课标，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劳动学习中
感受到创造的快乐，成长为新时代需要的创新型
劳动者。”

学习他们的事迹、弘扬他们的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促进事业发展、推动时
代进步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讲好
他们的故事，引导全社会学习他们的事迹、弘扬
他们的精神。

“大会表彰了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包括城市建设者在内的
广大劳动者树立了榜样。”武汉城投誉城千里公司
沉湖国际小镇项目经理罗文佳说，表彰不仅是对

先进模范们辛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社会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一次有力号召。

“在具体工作中，我和同事们将大力弘扬工
匠精神，把沉湖国际小镇打造成精品工程。不仅
要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还要在细节上做到尽善
尽美，外观上给人以视觉享受。”罗文佳说。

“先进模范们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奉献，
诠释了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内核。他们的事迹
让我深刻认识到，基层工作虽琐碎，却连着千家
万户的幸福；服务群众虽细微，却承载着党执政
为民的初心。”汉阳区江堤街道江腾社区党委书
记肖俊说，劳模精神是攻坚克难的“金钥匙”，是
扎根一线的“动力源”。我将以劳模为榜样，始终
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社区当家，把
群众当亲人，用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赢信任。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百步亭派出所民
警沈胜文，扎根一线21年。他说，社区工作虽平
凡，但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将以劳模精神为
指引，在社区这片天地里贡献自己的力量，和各
行各业的奋斗者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
变成现实。”

（采写：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刘晨玮 刘嘉
杨佳峰 秦璟 汪文汉 陈勇 通讯员贺鹏 胡文
辉 谭莹 唐时杰）

用创造拥抱新时代 以奋斗铸就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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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动模范、武汉大雾山茶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全波全国劳动模范、蔡甸中法生态城中建

钢构武汉有限公司焊工。李云飞全国劳动模范、宝钢股份武汉钢铁有
限公司硅钢部热处理首席操作工、高级技师。胡惊雷

（上接第一版）
从业29年来，胡惊雷的主要发明创造有60

多项，15项技术指标刷新历史。胡惊雷负责取
向硅钢质量提升项目。前不久，他带领团队开
发出准确性与稳定性更高的检测设备方案，比
购买进口设备的方案节省了上千万元。“总书记
的讲话指明了方向，劳动模范要始终站在创新
前沿，眼里盯着问题，心里装着成本，手里攥着
创新。”

“从没想过会获得这样的荣誉，激动得一夜
没睡。”走上领奖台的还有全国劳动模范，蔡甸
中法生态城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焊工、高级
工李云飞。

“是车间里上千名工友的共同努力让我来
到北京，荣誉属于大家。”从武汉天河机场到巴
基斯坦贝布托国际机场，37岁的李云飞参与30
多个国内外重点项目，外籍专家曾竖起大拇指：

“这是中国精度！”李云飞表示，她将继续焊好每
一条焊缝，和工友们一起深入创新，把更多新工
艺应用到焊接实践中。

创新点亮劳动者的“星空”

每位劳动者都应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
奋进。

“走进人民大会堂，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
感油然而生。”全国劳动模范，中铁大桥局集团
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测量组组长、首
席技师秦环兵难掩激动。

成为测量工人后，秦环兵跟着师傅们苦练
基本功，5年里“啃完”20多本专业书。34年里，
秦环兵参与21座国内外重要桥梁的建设，取得
56项发明创新成果和专利，带领团队实现桥梁
测绘零误差、精度毫米级控制的奇迹。展望未
来，秦环兵信心满满。他说，自己将继续钻研智
能化、信息化测量新技术，努力攻克复杂工程测
量难题。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和秦环兵一样，全国
劳动模范，中船集团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首席技师、特级技师周虎在一线岗位一干就
是20多年，参与一批“大国重器”和国家重点工
程项目研制工作。

人民大会堂的气氛隆重而热烈，频频响起
的掌声让周虎心潮澎湃。“这是对千千万万扎根
一线的劳动者的褒奖。”

精准对钳工有多重要？周虎举例：“一根头
发的直径是0.07毫米，我们做出模型咬合处的
缝隙要控制在 0.02 毫米。”为了干好这门精细
活，周虎经常拿着图纸、零部件与技术员讨论工
作改进的可能性。

“新时代对产业工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周
虎说，作为劳动者，要始终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手中的每个产品都应当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的载体。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千行百业的劳动者总
是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用劳动创造着美好生
活。

“总书记对劳动者的关心和勉励让我铭记
心间！”全国劳动模范，武汉大雾山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技术总监胡全波激动地告诉长江日
报记者。

15 年前，胡全波回乡创业，种起有机白
茶。如今，他创办的公司年产值超过 4000 万
元，昔日的荒坡岗地变身生态茶园。

4月28日晚，胡全波就赶回武汉。“要把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带到工作中，让旧
街白茶成为致富茶、幸福茶。”

走出人民大会堂，全国先进工作者、武汉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司法鉴定中心警务技
术一级主任、主任法医师朱传红备受鼓舞。“要
在工作中持续创新，让科技手段为案件侦破工
作赋能，同时培养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
型的刑事技术人才，为保社会一方平安作出新
贡献。”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千千
万万劳动者已经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
热实践，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采写：长江日报记者汪文汉 刘克取 郝天
娇 张衡 陈勇 通讯员江燕 黄琪 郑成波 张
静 彭华欣 周雄 王超 统筹：长江日报记者刘
晨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