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超特别忙。一次采访约了 3 天，可
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工地现场。好不容
易趁午饭后逮住了这个鞍钢冷轧厂设备
作业区的作业长，他却只有 15 分钟时间，

“我下午 1 点多还要开个项目研讨会，咱
们可得快些”！

“这是在忙什么呢？”记者问。
“最近钢材市场回暖，厂里要抓住机

会增加产量，调整品种，我们设备保障的
力量必须跟上。”虽然累，但李超话里话外
都透着兴奋劲儿，“越是高端钢材，对生产
设备的功能、精度要求越高，我们设备组
可不能掉链子。”

从 40 元钱奖金到
1.3亿元经济效益

李超是在鞍钢的生产车间成长起来
的，跟钢铁设备打了快 30年交道。

1991 年，工作才 1 年多的李超第一
次参与了新增翻钢机运输链的安装工
程。施工快结尾时，因 10 多块设备盖板
的安装施工图与现场实际不符，并且总装
配图也没有显著的位置标高，安装顺序难
以确定，老师傅们不得已决定停工，等第
二天测量后再安装。

没想到，李超下班后悄悄地把图纸拿
回家，一张图一张图地对比、测量，勾画草
图，到凌晨两点多，画出了一张标注盖板
安放位置、标高、施工顺序的清晰图纸。
凭着这张图纸，李超取得了班长的信任。
班长让他这个小工指挥盖板的安装。他
就在施工现场不断地测量、校准，最终把
10 多块盖板严丝合缝地安放到设备上。
完工后，李超多得了 40 元钱奖金，工作能
力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从这40元钱奖金开始，李超踏上了不
断学习、持续创新发明和技术改造的道路。

2006 年，鞍钢冷轧厂的汽车板生产
已形成较大规模，但联合机组轧制钢板存
在乳液残留问题，使半成品钢卷的锈蚀量
不断增加，钢板只能定为三级，这就意味
着 产 品 不 仅 有 10% 的 废 品 率 ，其 余 的
90%也只是普通钢板，做不了汽车板。同
时，设备能耗高，年耗电量达 635 万多
千瓦时。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鞍钢就无
法在竞争激烈的钢材市场中站稳脚跟。

李超领头解决这个问题。

乳液吹扫装置位于轧机出口，是一个
油泥堆积严重，噪音高达 120 分贝的区
域。李超带领点检技术人员反复到轧机
出口进行勘察、测量。停机检查时，他们
钻到轧机机架内查看乳液残留的原因、位
置，形成缺陷记录，测试风动轨迹，并查阅
了大量科技资料。

他发现，当时国外普遍采用平面高压
空气吹扫技术强力吹扫堆积的大量乳液，
但“不好使”。李超大胆调整思路，改事后
集中吹扫为事先预防、分区吹扫，对轧机
出口每个甩带乳液的源头先进行强力阻
拦，再对带钢表面进行强力吹扫。

2006年 12月，这套装置在 2#线联合
机组正式投入使用后，运行平稳可靠，冷
轧板板面清洁度有了大幅度提高，钢板的
表面质量等级由国三标准一跃达到世界
最高的欧五标准。同时，耗电量节省了
36%、现场噪音降低了 25%，当年就创效
近 337.30万元。

类似的创新发明在李超的工作中还
有很多。工作 27 年来，李超先后解决生
产难题 230 多项，其中 59 项成果获厂和
鞍钢以上奖励，创造经济效益 1.3 亿元。

这些发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5 项、专有技
术 4 项，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1 项，李超
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发明家”。

从 一 名 维 修 钳 工
到全国劳动模范

李超是鞍钢培养的子弟兵，生在鞍
钢，长在鞍钢。1989年，19岁的李超从鞍
钢技工学校毕业，成为鞍钢冷轧厂的一名
维修钳工。后来，他又进入鞍钢工学院冶
金机械成人本科学习。

鞍钢是个善于培养人才的地方。60
多年来，集团累计产生各级各类劳动模范
6330 人次，其中全国劳模 124 人次，走出
过雷锋、孟泰、郭明义等中国榜样，有一套
培养员工的体系。

从最早的传帮带，到现在的创新工作
室，李超见证了鞍钢的成长。“现在我们作
业区有 28 个核心技术骨干，还有 130 多
名年轻人，工作范围涉及液压、机械、电子
等各个领域。”李超说，“遇到困难时，我们
会一起解决。”

不仅内部切磋，李超也关注国内国外

的产业动态，宝钢又引进了什么先进生产
线，国外哪篇论文上又提到了什么前沿技
术，他都得钻研一番。一有机会，他就去集
团其他的工作室交流，谁有好技术，谁有新
问题，大家都不藏着掖着，氛围特别好。

上个月，李超刚刚跟同在鞍钢的郭明
义一起交流“两学一做”心得体会，共话创
新创效。李超特别认同郭明义所说的，检
验一名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就是能
否为企业多创新、多创效，以坚强的党性
和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为身边职工群众
作出表率，为鞍钢扭亏增效不懈努力。

“市场虽然回暖，但鞍钢面临的形势
依然严峻。”李超一直要求团队多为降本
增效出主意、想办法。去年，光他带领的
创新工作室就立项 96 个，全都围绕生产
遇到的难题展开。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连续淬火机组
的单体设备总是达不到设计要求，生产
的钢卷无法定尺卷边下线，造成了很大
的浪费。李超带领团队查资料、改设
计，不到一年就完成了重新设计、制
造、安装、投产的过程，使钢材成材率
提高了 1.5%。

“别看数值不高，可这条生产线年产
量 500 多万吨，一年就能提高效益 300 多
万元，5 年、10 年，可有数算！”说起这个，
李超自豪极了。

这些年李超获得的荣誉很多：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时代
楷模、辽宁省五一奖章、鞍钢集团劳动模
范，这其中的每一个都是别人梦寐以求
的。但在李超眼里，自己并没有什么特
别，“我觉得同事们都在钻研、创新，也都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企业培养，机缘巧
合，才让我获得了这些荣誉。”所以他一直
说荣誉是大家的，“我只是帮大家把奖杯
领回来而已”。

对李超来说，这些荣誉也是压力。“荣
誉越多，别人对你的期望就越高，自己对
自己的要求也越高。”李超承认，有时候真
的很累了，可一想到自己身上背负的期
望，他就又爬起来接着干。

今年李超 46 岁，正当年。“我要抓紧
时间，趁着精力足帮着厂里多搞技术创
新，多带出几个接班人，我告诉厂里的年
轻人，鞍钢是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我就盼
着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李超说。

工人发明家 一线创新忙
——记辽宁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李超

本报记者 佘 颖

李超（左）与同事共同研究检修图纸。 （资料照片）

1943 年 6 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2 周年，任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
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今日读来依然具有
深刻的现实意义。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
存在中央档案馆。

文中这样写道：“为什么说向群众学
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
离群众的问题呢？因为党的一切政策和
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
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
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
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而
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
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
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
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
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
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
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提出
的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
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
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
的观点，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善于
向群众学习，是任弼时对革命经历的深刻
总结，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1916 年，任弼时 12 岁时就在他的作
文《爱群说》中写道，“人必有爱国之心，爱
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吾国之弱者
亦由无爱群心，每受外人之压制”“若能爱
群，国安有不强哉？”

关于这一点，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曾
回忆：“在没有读到父亲儿时作文之前，在
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到他是
个很讲团结的人，在处理儿时我们兄弟姐
妹的关系中，特别是他在分配给弟弟、妹
妹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时，总是不辞辛苦
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为让年仅 8 岁
的弟弟远远将自己的旧自行车让给小姐
姐远芳骑，他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不远万
里付信叮咛。这些，我原以为只是父亲对

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亲儿时的作文，我
才知道，‘合群’观念自少年时代即深植父
亲的思想。”

1922 年，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就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党内出现左
倾或右倾时，任弼时始终坚持用“向群众
学习”的态度摆正自己。

陈独秀作为任弼时的思想启蒙者，
深受任弼时敬重。然而，随着 1927 年国
共合作破裂，任弼时在看到陈独秀的种
种错误事实后，坚决与右倾机会主义斗
争。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指
出：“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
使党失去了作用。”

其后，随着革命运动不断兴起又屡遭
失败，各地党组织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
大批党的优秀干部被捕和牺牲。有过亲
身考察湘东暴动实践的任弼时经过冷静
观察思考与分析，在 1928 年 1 月完成了

《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他分析各地
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广大群众参
加，群众本身既无有效组织，更无暴动夺
权意识。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紧迫的工作
是“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

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
识，巩固阶级组织”，“使他们自己感觉不
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

抗战初期，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
任时，经常强调军队建设中要注重发动群
众。对于这一点，从两个美国人眼中可以
得到印证。1937 年 12 月 14 日，应美国海
军情报官员埃文斯·卡尔逊的要求，任弼时
向客人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时说：

“军队好比是鱼，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
水。”通过教育人民群众也要懂得为什么与
日本打仗，怎样才能打败日本，如何在内部
和睦相处，懂得如何尽义务和利用权利；对
日军的工作是揭穿日本统治者的谎言，让
日军战士独立思考⋯⋯卡尔逊听后写道：
这些话“包含着真理、理想和智慧”。

在向美国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时，任弼时说：我们的军队十分
重视发动群众，“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
才能胜利”。把人民组织起来，“既是胜利
的保证，又是战争结束后民主的保证”。
要发动群众，首先是把日寇犯下的骇人听
闻的罪行讲给群众听，同时改善群众的生

活。八路军通过当地政府来减租、减税、
减息，又要不让这些要求提得过高，致使
有钱人破产，以有利于全体人民团结一致
抗日。

1948 年 1 月 12 日，在西北野战军前
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土改问题时，任弼时发
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
其中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
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
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
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
或人民所有。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解释
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
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
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否则“形式上看
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
的错误”。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问题，
任弼时说：“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
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
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
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
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放手
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
人民办事”“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
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
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毛泽东对这篇讲演十分重视，亲自
修改补充定稿，将其确定为中共中央的
土改政策文件，指示“由新华社转播全
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
并印小册子”。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
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
则，长期抱病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任
弼时于 1950 年 10 月 27 日在北京逝世，
终年 46岁。

任弼时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
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光
辉典范。事实说明，党所取得的一切成
就，都与密切联系群众分不开。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今天，我
们依然倡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大力弘扬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开创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崔清新崔清新 胡锦武胡锦武

（（新华社北京新华社北京 66月月 1717日电日电））

任弼时与《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事之四

1943 年 6 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2 周年，任

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

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发）

6月 16日清晨，湖南溆
浦县警予学校，旭日映照下
的国旗高高飘扬，书声琅琅
荡 漾 在 校 园 深 处 ，“ 自 治
心、公共心”的校训镌刻在
这所百年名校的教学楼上，
格外醒目。

时光倒转回一百年前的
1916 年 6 月，刚刚从长沙
周南女校毕业的向警予，梳
着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背
上行囊，回到家乡溆浦县文
昌阁，接替其兄担任县立女
校校长，“虽属接办，无异
创新”。

抱着“教育救国”的目
的，向警予当即定下校训，
实行男女合校，聘请男教
师，使用全新教材，引入田
径、球类、体操等科目，举
办运动会⋯⋯自此，学校面
貌焕然一新。1917 年，向
警予五哥向仙良从日本京都
学医回国，她还请其为女校
学生义务体检。

尽 管 只 担 任 了 两 年 校
长，但在向警予 33 年的人
生 中 ， 这 段 时 间 弥 足 珍
贵。为了纪念她，溆浦女
校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
警予学校。现任校长舒清
红 说 ， 向 警 予 打 破 当 时

“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她 在 校 内 要 求 女 生 放 脚 ，
亲 自 为 她 们 解 开 裹 脚 布 ，
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她倡导“人
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定”，
这句名言如今被刻在校园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学生成长。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 年出生于溆浦县
城关西街一个富商家庭。记者日前走访了溆水
河畔的向警予故居，这个经历了百余年风霜的
四合院，依然保存完好。故居连同周边的生平
事迹陈列室、小广场，已经开辟为向警予同志
纪念馆。馆内绿树环抱，典雅肃穆，同时立着
一 座 向 警 予 铜 像 ， 每 天 来 此 参 观 的 游 客 络 绎
不绝。

向警予同志纪念馆馆长刘蓉华介绍，向警予
堪称女中豪杰。少年时期她就立志为拯救国家和
民族“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1912 年，她以优
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
转入周南女校，并将名字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
建反动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五四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加入了毛泽东、蔡和
森创建的新民学会；1919 年底，又与多名湖南学
子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的活动。1920 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因共同的信
仰，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了婚礼。记者在纪念馆看
到，其结婚照为二人并肩同读一本 《资本论》，神
态甜蜜而安详。

1922 年回国后，向警予正式办理了入党手
续，先后出席了党的“二大”至“五大”，当选为
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员，并连续
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1925 年 5 月增补为中央局
委员。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产
党创建历史时指出，向警予是“唯一的一个女创始
人”。周恩来曾指出，她是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
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在革命中，向警予表现出“巾帼英雄”的豪迈
气概。她身先士卒，深入到女工中，领导和组织了
上海闸北丝厂女工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成立了妇
女解放协会。刘蓉华说：“深入群众，依靠群众，
为了群众，向警予领导的妇女运动，为我党群众路
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
闪烁光芒。”

1927 年，向警予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坚持地
下斗争，主编党的地下机关刊物 《大江报》。1928
年 3 月，因叛徒告密，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不久
被“引渡”至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军法处严刑逼
供。1928 年 5 月 1 日，时值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33 岁的向警予却在这一天走
向刑场。她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令国民党反动派心
惊胆寒，宪兵慌忙在她的嘴里塞上石头，又用皮带
缚住她的双颊，想阻断她的喊声，最后残忍将其杀
害。生前，向警予留给女儿蔡妮一首诗歌：“希望
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
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蔡和森闻讯后写下 《向警予同志传》 表达浓浓
怀念。他在文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
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
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向警予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勇于担当、
不怕牺牲。她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一座光芒四射
的丰碑。”溆浦县委书记蒙汉说，向警予在 《湖
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 中提出戒懒惰之
习惯、戒奢侈之妆饰、戒邪僻之行为，至今仍
有 很 强 的 现 实 意 义 ， 是 党 员 干 部 “ 两 学 一 做 ”

“三严三实”和“反四风”的行为准则。这就要
求大家坚定理想信念，挺起精神脊梁，从思想
根源上清除安逸享乐的思想，在全社会树立扬
善抑恶的浩然正气，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
历史责任。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溆浦县乡亲们一直都怀
念着这位走出去的女杰。警予学校每周升旗仪式之
后，全体师生都会聚在国旗下，高声歌唱向警予创
作的校歌——

“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
明！”

这歌声，飘荡在溆水畔，令家乡的莘莘学子砥
砺前行。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明明 星星

(新华社长沙 6月 17日电）

巾帼英雄向警予

：

﹃
为我女界啊

，大放光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