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5月 2日 星期二6 人 物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时，都有一批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走上领奖台，接受表彰。他们来自各

行各业，是亿万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共和国的奋斗史，凝

聚着千千万万劳动者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勤奋劳动、扎实

工作的汗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劳动创造了中华

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

的光明未来。”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创造社会价

值的重要途径。辉煌十年，我们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前进

的一小步，是无数劳动者凝心聚力的一大步。在稻浪翻滚

的田野中、在火花四溅的厂房里、在物流畅达的道路上、在

浩瀚神秘的外太空，勤奋聪慧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畏苦、不怕难，用十年如

一 日 的 诚 实 劳 动 汇 聚 起 磅 礴 力 量 ，推 动 时 代 车 轮 滚 滚

向前。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经之

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伟大征程，为广大

劳动群众提供了宝贵机遇和广阔舞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将人生价值与党和国家命运紧紧相扣，涌现出一代代劳动

模范，谱写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彩乐章。

时代召唤担当，使命催人奋进。从“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到七十年航空报国的

科学家顾诵芬；从带领大寨人用扁担挑土造田的陈永贵，到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袁隆平；从被誉

为“老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的公交售票员李素丽，到自学

成才的桥吊专家许振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先

后召开 10 余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超过 3 万人次。劳动内容在变

化，劳动场景在进步，劳动模范在不同发展阶段始终走在社

会主义建设最前列，在开拓中进取，在担当中作为，用无怨

无悔的滚烫人生诠释着勤劳奋进的精神底色，铸造起共和

国的脊梁。

精神永续，薪火相传。追随劳动模范的奋斗足迹，总能

找到“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的共同特征。这 24 字“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代代传

承。要大力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奋斗历程，生动讲述

劳动模范筚路蓝缕、敢为人先的圆梦故事，让劳动模范成为

新时代的精神坐标，让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推崇劳动者成

为良好的社会风尚。

我们要解决好事关劳动者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实

际问题，不断提升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全体劳动者要奋勇争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赓续劳模精神 奋进伟大时代
刘 蓉

早上 7 点，中国邮政贵州龙里分公司邮递员莫富元

匆匆用过早餐，就赶到邮件处理中心报纸分拣车间开始

一天的忙碌，分拣报刊、整理信件，然后装车、投递。

“分拣报纸看似简单，其实需要长时间保持精力集

中，稍一分神就会出错。”莫富元告诉记者，因长期分拣

报纸，他的双手已经被油墨严重腐蚀，一到冬天就开裂。

这样的工作循环往复，莫富元已经坚持了 28 年。

龙里县的乡间邮路蜿蜒在大山的褶皱深处。不通

公路的那些年，山里的人们把思念和情感塞进邮递员的

布袋里，有时是一双刚纳好的新鞋，有时是一纸薄薄的

家书。

“小时候，父母都是靠信件与在外求学的哥哥联系，

每次看到邮递员路过都心生激动。”源于这份情感，莫富

元 16 岁时，选择成为一名邮递员。

从入职起，莫富元每天起早贪黑，从未享受过一个

完整的双休日和节假日，成为同事和客户眼中的“拼命

三郎”。

尽管投递任务繁重，但莫富元仍坚持将邮件、报刊

亲手送到每个用户手中，而不是放到单位收发室了事。

莫富元将自己的这种投递方式称为“零距离”服务，

“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但是也拉近了与客户的距

离。”“零距离”服务让莫富元的工作得到广大邮政用户

赞许，实现了“零投诉”。“小莫很不错，10 多年投递我订

的报纸从来没出过错，有时还给我读上一段。”老邮政用

户解保田对莫富元赞不绝口。

看到群众有难处莫富元总要帮上一把。帮助一些

空巢老人或腿脚不便的老人代取信件、寄包裹，倒垃圾、

代购粮油，对莫富元来说是常有的事。

日常的投递，虽然风里来雨里去，但在莫富元心中

都不算苦差事，最为费心的还是让“死件”复活。所谓

“死件”，就是那些无人认领和接收的信件。对于“死

件”，按规定可以退回原处，但莫富元却坚持“只要有一

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倍努力找到收件人”。

28 年的投递生涯中，莫富元没有退回过一个“死

件”，最终都找到了收件人。

2003 年 5 月 9 日，一封从我国台

湾地区寄到龙里县西关坡的信件，

直到夜幕降临仍然没有找到收件

人。当时的西关坡正在改造拆迁，

不少住户已经搬走。为了将这封信

尽快送到收件人手中，莫富元推着自行

车挨家挨户地询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他终于找到

了收件人，那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奶奶，而寄

件人则是她失散多年的兄长。

“ 当 我 把 信 件 交 到 她 手 中 时 ，老 人 激 动 得 哭

了 。 原 以 为 这 辈 子 再 也 联 系 不 上 的 亲 人 ，通 过

这 封 信 又 重 新 取 得 了 联 系 。”说 起 这 件 事，莫

富元眼眶含泪，“我感触很深，一封信的背后

就是一个家庭、一段感情，是连接千家万户

的纽带。”

28 年来，莫富元平均每天行程超

过 50 公 里 ，至 今 服 务 用 户 超 过

1000 万人次，先后骑坏了 4 辆自行

车、6 辆摩托车，行程相当于绕行地

球 11 圈。

在做好投递工作的同时，莫富

元还发挥自己所长，创新工作思路，

让投递工作丰富起来。“遇到特产上

市，我会帮助大家把家乡的农特产品

寄出去，既扩大了产品影响力，又增加

了 群 众 收 入 ，一 举 两 得 。”莫 富 元 对 记

者说。

二十八载邮路，山乡巨变，投递道路由

乡间土路变为柏油路，投递交通工具从脚踏车

到摩托车，再到如今的小货车，唯一不变的是

莫富元服务群众的那颗心。

曾经有人问莫富元，为什么能数十年如一

日地坚守在邮递员的岗位上，他说：“16 岁时我

就爱上了这份工作，它承载了我的梦想。”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灵魂，也是网络安全

的地基。10 余年来，麒麟软件有限公司终端研

发部副总经理张超始终奋战在国产操作系统研

发一线，传承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成为

合格的国家网信安全守护者。

1987 年 出 生 的 张 超 从 小 就 喜 欢 计 算 机 。

2012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正式加入操作系统研

发团队。

基础软件研发是无声的战场。张超逐渐认

识到将操作系统掌握在自己手里，对经济发展

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怀着这样的信念，张超

将打造国产操作系统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2014 年，麒麟软件开始研发操作系统新版

本。张超利用学到的技术和经验，从技术方案

论证选型，到首个版本的研发实现，为操作系统

研发贡献力量。2016 年，张超被调到公司的天

津研发中心，埋头扎进新应用系统的开发和

推广工作，将自主创新的国产操作系统应用

到各行各业。

随着自主信息化进程不断发展，公司

对当时应用操作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张

超负责的研发重点逐渐聚焦到操作系统的

用户视觉和交互体验上，研究更好用的操

作系统。

2020 年 ，张 超 参 与 项 目 联 合 攻 关 。

他和团队全身心投入研发工作中，在基

础人机交互、响应速度等方面的大胆

创新，大大提升了操作系统的用

户体验水平，产品的安全性、

易用性和生态能力等也大幅

度提高。

10 年来，张超团队的主要工作是让自主研

发的操作系统满足更多行业应用。在他看来，

这份工作非常重要。团队在研发一线创新攻

关，书写着一行又一行的代码，解决着一个又一

个应用难题。每到重要节点，面对系统后台大

量的数据，张超带领团队彻夜值守，24 小时不

间断地检测、维护。为了保障系统顺利运行，团

队的每一双眼睛都时刻紧盯屏幕，直到产品交

付才能放下心来。

程序员的工作压力很大，加班是常态。有

时，张超加班后回到住处，不是继续处理工作，

就是抓紧学习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给自己

充电，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睡觉已经成为他的生

活习惯。

“针对各种应用场景对国产操作系统技术

和产品进行创新，是我每天都在考虑的问题。”

张超说。

由张超主导设计和研发的中小学定制化教

育版操作系统，打造了首款基于自主研发的操

作系统的消费类教育学习电脑。

2022 年，张超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既是鼓励也是鞭

策，离不开全体成员的辛苦付出，每一位

程序员都是国产软件创新的力量。”张

超说。

张超和团队依然在为自主研

发的操作系统向更广泛领域应

用进行不懈的技术探索

和成果转化。

机器轰鸣、纺梭飞旋，一台台纺纱机高速运转。江

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蔡瑞在纺丝设备前一

盯就是几个小时，哪束丝的生产出现异常，他都需要立

刻找到问题的症结。

从业 10 多年来，蔡瑞一直潜心钻研涤纶长丝新产

品的生产工艺，研发出一系列高品质纺丝新产品，广泛

应用于羽绒服、西服、家纺等面料。

2008 年，蔡瑞从苏州大学毕业，选择从事他喜欢的

化纤行业。“投身化纤行业，纺的是丝，编织的是梦想。”

蔡瑞说，他求学期间就决心要创造出更细、品质更好的

涤纶长丝，制造出更好的面料。

蔡瑞清楚地知道，成功需要脚踏实地。2011 年，公

司上马 20 万吨涤纶长丝项目，他主动申请加入，从设备

安装、调试，到产品试做、调整、投产，整整 6 个月，不曾

休息一天。“忙起来，两天一夜不合眼是家常便饭，虽然

辛苦，但收获很大，成长很快。”蔡瑞说。

在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加弹车间，蔡瑞轻轻提

起一卷纺丝，抽出一根向记者展示：如果没有参照物做

对比，肉眼几乎看不见这根细细的纺丝。

“这是我们研发的国内批量生产单丝最细的超细

纤维之一，单丝只有 0.2 旦尼尔（人造纤维密度单位），

不到 1 公斤的单根丝长可以绕地球一周，在技术上

实现了质的突破。”蔡瑞介绍，去年，他和团队在前

期技术积累基础上，通过提前介入纺丝关键设备

喷丝板的设计和理论推演，再对纺丝温度、冷

却条件、上油条件等工艺条件进行调整和优

化，最终研发出这款高端产品。

截至目前，由蔡瑞带领研发

的哑铃型扁平纤维、多单体

共聚吸湿速干涤纶长丝、高亲水

抗静电涤纶长丝等 9 项产品通过

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鉴定，并获得

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

“工艺创新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还

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蔡瑞说，他的很多

创新思路大多来自浩瀚的书海。

打开蔡瑞的办公电脑，一个化纤产业

重要资料的文件夹被放置在电脑桌面最

显眼的位置。打开一看，从学术论文到经

验总结，从数据统计到图例展示，各类文件

有几百份。“这是我积累了 10 多年的资料

库。我走到哪里都要带到哪里，没事就打开

读 两 篇 ，不 经 意 间 创 新 的 灵 感 就 被 激 发 出

来。”蔡瑞说，读论文、查资料、浏览网站信

息，已经成为他闲暇时最大的爱好。

15 年来，蔡瑞坚持学习、敢于创

新，逐步从一名一级助理工程师，成

长为一名创新工程师。2020 年，他

被 授 予“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荣 誉 称

号。但他并不局限于自我技能的

提升，而是通过言传身教，鼓励更

多人加入技能传承中来。从业以

来，经过蔡瑞指导的技术人员达千

余人，他为企业培养了一大批先进

人才和技术能手。

“技术会革新，行业在发展，不变

的是脚踏实地、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

蔡瑞说。

在同事眼里，赵丕是问不倒的“规章

王”、机型操控“全面手”。自 2002 年成为一

名火车司机后，赵丕先后驾驶过内燃机车、电

力机车、动车组列车共 26 种火车机型，安全行

驶 150 多万公里。

今年 41 岁的赵丕是国铁兰州局集团兰

州西机务段客运一车间东一车队党支部书

记。担任这个职务之前，他在火车司机岗

位上干了 19 年。“火车司机是个操心活，要

干好就得做到 8 个字：精心、精准、精诚、精

益。”在赵丕获得的诸多荣誉中，“岗位能

手”“技术标兵”是高频词汇，让他受益的正

是这套“精字诀”。

刚参加工作时，赵丕从最基本的机车

原理开始学，坚持每天反复背、反复学，认

真跟着师傅学操纵、排故障；下了班，他

也经常待在机车里，对着电气设备学原

理、悟心得。在“学习—实践—学习—再

实践”过程中，赵丕养成了勤于思考、知

行合一的好习惯，很快成长为业务尖子，

在同年工作的同事中第一个获得内燃机

车驾驶资格。

跟车实习的一年时间里，赵丕学习

笔记记了十几本，各种技规、操规、行规

烂熟于心。他能快速准确地说出值乘线

路沿线的每一座车站、每一个隧道、每一

架信号机以及线路纵断面、曲率、限速值，

被同事们称为“规章王”。

兰新高铁是我国西北地区第一条高铁。

2014 年年底开通之前，当时的兰州铁路局从全

局 6000 多名火车司机中层层选拔出 56 人，成为

该局第一批动车组司机。凭借过硬的业务水

平，赵丕顺利入选，工作伙伴从电力机车变为动

车组。

机型变了，赵丕的“精字诀”没变。西北地

区海拔高、温差大、风沙多，之前在平原地区学

到的操纵经验，到这里“水土不服”。“从祁连山

隧道群到张掖市区，120 公里的区间内，海拔从

3000 多米降到 1500 米左右，地面温差达 70 摄

氏度左右，这对动车组的各项物理性能都提出

考验。”赵丕说。针对环境变化，他认真学习动

车组的基础构造、制动与牵引基本原理，逐渐熟

练掌握了各种型号动车组的操纵要领。

2017 年 5 月 ，宝 兰 高 铁 开 始 全 线 联 调 联

试。为了高质量完成试验任务，赵丕根据线路

海拔高、坡度大、隧道多的特点，在值乘作业中

摸索出平稳起车、恒速控车、稳准停车的“赵丕

操纵法”，在全段推广应用。

宝兰高铁通车后，为了让同事们熟练掌握

不同动车机型的操控要领，赵丕连续 60 多天吃

住在动车公寓，边值乘试验边总结提炼，又将自

己总结出的操纵方法、固化作业流程、关键点的

操纵形成文字，先后编写了《一次出乘作业标准

固化作业流程》《动车组操纵提示卡》等 10 余册

操纵指南。之后，他用了半年多时间，完成对

200 多名动车司机全员覆盖指导示范工作，规

范司机作业标准，大大降低误听、误通、错操、错

输等风险，为安全行车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2020 年，赵丕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2021 年年底，表现优异的赵丕成为一名

管理人员。一年多来，赵丕笔记本里的内容，从

专业的操控技术变成琐碎的管理日常。“每个人

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我都得上心。把大家的

事放在心上，大家就会在工作中更用心”。

新岗位上，赵丕的“精字诀”依然在发挥

作用。

国铁兰州局集团兰州西机务段客运一车间东一车

队党支部书记赵丕——

精益求精练就本领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江苏德力化纤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蔡瑞——

脚踏实地做优面料
本报记者 蒋 波

中国邮政贵州龙里分公司邮递员莫富元——

一心坚守风雨邮路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终端研发部副总经理张超——

研发创新只争朝夕
本报记者 周 琳

蔡瑞在车间里检测在线卷

绕张力情况。

本报记者 蒋 波摄

莫富元在邮政邮件

处理中心分拣报刊。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张超张超（（左左））和同事进行操作系和同事进行操作系

统研发统研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赵丕正在进行交接班作业。

司贤鹏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刘刘 佳佳 向向 萌萌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