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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新中国第 1 次至第 15 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共有 31171 人获得荣誉称号（参见姚力：《1977—1979 年的全国劳模表彰》，《当代中国史研

究》2015 年第 5 期）；20 世纪 80 年代，在 6 次年度授奖中共有 23 人获奖（参见姚力：《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国劳模表彰及其时代价值》，《当代

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在 2022 年第 16 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有 2493 人获得荣誉称号（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5 日）。

论三线建设劳动模范的
精神特质与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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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模范是新中国的脊梁，始终发挥着“骨干”“支柱”和“桥梁”作用，诠释着劳模精神的至高境界。三线建

设中的劳动模范，因特殊的时代使命和积极作为，在勇毅、坚韧、奉献、团结等方面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精神气质。他们是三

线建设者的优秀代表，承载着三线精神的丰富内涵，也因此在新中国历史上树立了丰碑，成为代代相承的国家记忆，为

中华民族不断前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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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表彰是中国共产党树立典型、宣扬核心价

值理念、调动社会力量、服务中心任务的有力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劳模表彰活动持续开展，从巩固新

生政权到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从拨乱反正、改
革开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模范

始终走在奋斗者的前列，发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

大作用。三线建设者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其中的劳

动模范，如同喜马拉雅山上的珠穆朗玛峰，最大限

度地展现了新中国劳动模范的风采，做出了时代先

锋的卓越贡献。

一、民族脊梁：新中国的劳动模范

到目前为止，新中国共进行了 16 次全国劳动模

范表彰，共有 3.36 万多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或先进

工作者称号①，而各行业、各地区、各单位表彰的劳动

模范则难以统计。他们拥有共通的思想和相似的作

为，共同锻造了具有永续价值的劳模精神，同时，又

分别承载和表达了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质。
参照新中国的历史分期，从召开全国劳模表彰

大会的时段和劳模表彰活动的热度来分析，在此起

彼伏的劳模表彰活动中，先后出现了 4 次高潮：第

一次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 1950、1956 年两次

全国表彰大会为标志，为快速恢复生产、开启大规

模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与社会主义

建设高潮相同步，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热烈的生产

竞赛活动，1959、1960 年召开两届“全国群英会”，有

5657 个先进集体、5953 个先进个人获得表彰 [1]；第

三次发生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不仅密

集召开全国劳模表彰大会，而且持续开展了年度表

彰活动，23 位先进人物被及时授予荣誉称号；第四

次在经济“新常态”下已悄然启动，2015、2020 年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主持召开全国劳模表彰大

会，号召全国人民向劳动模范学习，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成为党中央第一批批准的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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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系的重要组成内容。这 4 次高潮都发生在历史转

折年代，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蓬勃展开的历史节点

上。显然，大张旗鼓地表彰劳动模范，是历史的选择、
时代的需求。在特殊时期，劳模表彰对于传播国家意

志，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具有极其重要的宣传

和动员作用。而且这种高潮不是一闪而过的，总是与

国家经济社会转轨的进程相同步。因此，可以说，新

中国 70 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

以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奋斗史；70 多年

里，是时代发展造就了劳动模范，劳动模范又以行动

推动着时代发展。
劳动模范不仅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色，凭借工

作业绩而获得荣誉，而且他们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因甘于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而受到尊敬。在 1950 年召

开的首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毛主席在贺词中高

度赞扬劳动模范，“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

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

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2]。
这种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模范的信任

和推崇。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宣传和鼓励下，劳动模

范成为全社会崇拜的偶像，热爱劳动、劳动光荣成为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学劳模、赶劳模、做劳模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在火热的生产劳动竞赛活动、增产节约

运动中，吴运铎、孟泰、马恒昌、赵梦桃、梁军、王进

喜、时传祥等大批劳动模范脱颖而出，塑造和引领了

新中国崭新的社会风貌。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批劳

动模范，他们亲身经历过旧中国的黑暗与压迫，由衷

地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感激，对翻身解

放、成为国家主人感到无比荣光，他们的工作热情和

干劲是极其挚诚和饱满的，付出的汗水和做出的成

绩是超乎寻常的，因此他们成为新中国功劳簿上最

闪光的名字，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楷模。
“骨干”“支柱”和“桥梁”，一直是劳动模范的身

份标签，始终是他们社会价值的生动写照。改革开放

后，劳动模范投身于经济改革的洪流，一方面继续发

扬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的作风；另一方面大胆创新、
锐意进取、勇攀高峰。蒋筑英、杨怀远、袁隆平、魏书

生、包起帆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新时期“四化”
建设的中坚力量，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在全面深化改革、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推进共同富裕等诸多新任务面前，劳动模范、劳模精

神再度成为集结人民力量的一面旗帜。十年来，以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两度召开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充分展示了党中央对劳动模范

和表彰活动的重视。2015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表彰大会上讲话，大力倡导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他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中

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

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

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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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他高度赞扬劳动模

范“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的楷模，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

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

榜样”[3]。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

人民发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

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的号召，将“劳

模精神”作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

或缺的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倡导

“劳模精神”“劳动光荣”，这属首次。它表明中国共产

党不忘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

本色，劳动模范始终是党的坚定支持者，是最可以依

靠的社会力量。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国人民众

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时，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 2493
名获奖者中，有 200 多名扎根乡村、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的带头人，有 300 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

先进个人[4]，他们“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

和国的功臣”[5]，不愧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历史雄辩

地证明，正是这一辈又一辈平凡而伟大的劳动模范，

牵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巨轮。

二、“三线”劳模：“喜马拉雅山上的珠穆朗玛峰”

劳模表彰之所以一直与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相

伴随，在于它所传递的价值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和主张相一致，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融汇。“三线”劳动模范在

三线建设中培育成长，特殊的时代背景、异常艰苦的

生存环境和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使他们与其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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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群体相比较，在果敢勇毅、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团
结友爱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劳动模范、劳模精

神书写了雄壮的篇章。
第一，“三线”劳模不仅发扬了和平建设时期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劳模精神，而且弘扬

了革命战争年代将士以身许国、赴汤蹈火、勇往直前

的牺牲精神。三线建设开启于 1964 年，主要历史动

因是应对美国、苏联的军事威胁。在核战阴云笼罩

下，“备战备荒”的紧迫任务，维护国家安全、对抗域

外强敌的艰巨使命，使它虽在隐蔽的大后方，却与前

沿阵地紧密相连，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研究制定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技术要赶

上和超过国际水平。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

弹、氢弹，都要超过。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
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

就不怕了。”[6]290 周恩来指出：“立足于打仗，抢时间，

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包括国

防工业和同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小三

线的建设）。”[7]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使得几百

万工人、干部、解放军和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在党中

央的号令下，义无反顾地开赴偏远大山，他们怀揣的

是质朴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历时 16 年的三线建设中，许多模范人物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成昆铁路运营长度 1100 公里，沿途

山川叠嶂、凶险异常。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建有

大小桥梁 991 座，开凿隧道和明洞 437 座[8]242- 243。“在

筑路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成绩几乎全靠人力

完成。”[9]几十万铁道兵战士克服重重困难，用鲜血和

生命创造了人类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铁道部第二

工程局一个单位在会战中因工死亡的即达 600 余

人；另一个单位仅在两次洪水、泥石流中就有 130 人

殉职。”[10]110- 111 一路上几乎每座新建火车站旁都有

一个烈士陵园或墓地。同样，为保护大气田而冲入

火海的 32111 英雄钻井队职工、为修建“816 洞”而
长眠于一碗水陵园的烈士，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拼

搏的精神，与在敌人炮火下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

精神是相同的，其思想的根源都是对国家的忠诚、
对人民的热爱。

在新中国劳模表彰史上，将劳动模范和战斗英

雄一起表彰的，只有 1950 年 9 月召开的首届全国劳

模表彰大会。1950 年 7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第四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战斗

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

定》，提出以表彰大会的形式，对部队中的战斗英雄，

工人、农民及士兵中的劳动模范进行表扬，以鼓励全

国人民共同效力于解放全部国土、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11]。此时，新中国刚刚建

立，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中朝边界又狼烟四起，战斗

英雄和劳动模范肩负重任，共同扛起了保家卫国的

使命。三线建设的劳模与这些英模在精神气质上最

接近，他们以国家为重，充满了不怕牺牲、大无畏的

英雄主义气概。
第二，“三线”劳模不只是生产建设中的“老黄

牛”，而且是三线建设的“拓荒牛”，是创业者，他们

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将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

现实，他们的个性品质更加坚韧，更具有创造性，也

做出了更大的奉献。三线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内陆，

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按照“靠山、分散、
隐蔽”的选址原则，三线建设单位大多是在偏僻荒

芜的土地上建起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恶劣与

艰苦超乎想象。
三线建设的干部职工大多来自工业较为发达的

东部大城市，经过新中国成立后 10 多年的建设，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远超

其他地区。他们中很多人是技术骨干、生产能手，为

了国家发展的大局，他们放下优渥的生活、撇下妻

子儿女、远离熟悉的环境。在颠簸几千里后，面对的

是居无定所、白手起家的种种困苦艰辛。因此，与其

他时代的劳动模范相比，他们吃了太多的苦、挨了

太多的累，把所有的精力贡献给了这片热土。而他

们的奉献还不止于此，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

终身献子孙”。
三线建设开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家

经济社会建设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一种非正

常状态。很多劳动模范受到不公正待遇，劳模表彰活

动也被迫中断。1960 年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后，直到

1977 年才再度进行全国性劳模表彰。因此，在三线

建设时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三线职工极

少。很多在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劳动模范，

默默奉献了一生。“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三线建设的

核试验基地艰苦工作十几年，为了新中国能挺直腰

杆，早日造出“争气弾”，他不惜隐姓埋名、远离家人，

甚至为了获得第一手的实验数据，毅然进入核爆炸

现场，遭到核辐射而罹患癌症。1986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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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接受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

李鹏、全国总工会书记罗干、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

朱光亚、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等领导为他颁发的全

国劳动模范证书和奖章。12 天后，邓稼先不幸去世。
这个证书和奖章是他亲手接过的最后一份荣誉，也

是对他为国献身、功劳卓著的最高奖赏。此外，带领

攀枝花钢铁公司在改革中腾飞的赵忠玉、带领陕西

汽车齿轮厂在开放中走向世界的李大开，他们都是

在三线建设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凭借三线人开拓进

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了三线企业涅槃重生的奇

迹，也因此赢得全国劳动模范的桂冠。
第三，“三线”劳模是国家战略的坚定执行者，是

服从国家安排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发扬集体主义

精神，更加团结友爱。三线建设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

主，凭借的是举国之力，发挥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 1964 年到 1980 年，历时三个

五年计划，国家共“投入资金 2052 亿元，投入人力高

峰时达 400 多万，安排了 1100 个建设项目”[12]。如此

宏大的建设规模，在世界工业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在

现代机械设备和技术条件十分匮乏有限的条件下，

这些项目能够建成投产，三线建设者钢铁般意志汇

聚而成的集体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培育集体主义道德风

尚，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提倡集体英雄主

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1953 年，《人民日报》在题为

《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总路线》的社论中强调，“对工

人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必须强调工人群众的个人利

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以进一步提高工人群众的

集体主义觉悟，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不断增强

集体主义观念”[13]。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集体主义

道德风尚被进一步强化。三线建设启动时，全国正在

兴起“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庆油田“两论”起家、“三

老四严”的经验被广泛宣传。在学大庆、赶大庆的旗

帜下，很多工厂组织工人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

席著作，加强工人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广大职工

对战备形势的认识和阶级觉悟，都达到了相当的高

度。三线建设的企事业单位，更是以大庆为榜样，不

断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树立先进典型，发

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抓先进、帮后进，团结

协作、互助友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劳模表彰活动重新

恢复。1977 年至 1979 年，共进行了 5 次全国劳模表

彰，在频率密度上是新中国劳模表彰史上之最。此时

劳模表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表彰的重点对象是先

进集体，获得先进集体称号的数量远超过先进个人。
五次表彰大会共有 4157 家单位获得先进集体称号，

有 2520 人获得先进个人称号[14]。1979 年 9 月，国务

院召开表彰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全国先进企业

和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共有 118 家单位获得全国先

进企业称号，西南三省共有 13 家，绝大部分为三线

建设单位，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国营三五三一厂、
云南省第九地质队等[15]。在荣誉的背后站着千万个

爱厂胜过爱家的劳动模范，他们共同恪守着个人服

从集体、以集体为荣的信条。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三线

建设的始终，是三线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一段峥嵘岁月，它

的特殊历史贡献和伟大成就，是由三线建设者创造

的。三线建设劳动模范，用不怕死的果敢勇毅、不怕

苦的忘我劳动、不贪功的无私奉献……用高尚的社

会主义道德情操，在新中国历史上树立了丰碑。

三、国家记忆：“三线”劳模的历史贡献

“‘三线’建设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16]，其“宝

贵”，不仅在于建了多少厂矿、修了多少铁路、改变了

怎样的发展格局，尤为“宝贵”的是留给后人的精神

遗产。“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
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用生命缔造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中最为质朴的底

色。“三线”劳模是三线精神的化身，他们的人生经历

已经转化成了永不落幕的国家记忆，是构筑国家认

同、激发爱国情怀、催人奋发进取的精神食粮。
回望历史，“三线”劳模用生命和身体记录了新

中国一段刻骨铭心的奋斗历程，讲述了国家发展的

艰辛和前辈无私的奉献。他们领跑三线建设 16 年，

涉及国防、交通、钢铁、煤炭、电子科技等多个行业，

正如当年“三线”劳模不只属于自己和家庭一样，他

们的历史也归属于那个时代，是一段浓缩的新中国

工业发展史。在他们的生命叙事中，有三线建设的国

家决断，也有无数普通劳动者随时代潮流起伏的激

情与付出，是三线建设的一部全史。在新中国史上，

“三线”劳模带有一种象征意义，那就是甘愿为了国

家吃苦受累，舍小家为大家；再大的困难，只要人们

拧成一股绳，都是可以战胜的。“三线”劳模用生命奋

斗史，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来者树立了标杆。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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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使得三线建设在新中

国史上熠熠生辉。
立足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在经过 40 多年快速发

展，人民生活全面小康之后，许多新矛盾新挑战扑面

而来。国际上，中国面对的虽不是当年的核威胁，但

西方国家的各种围堵打压不断加码，对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设置种种障碍。国内新旧问题叠加累积，愈

发错综复杂，涉及经济建设、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等

多个领域，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更是带有全局性

的挑战。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培育

国民积极健康的心态、和谐文明的行为、拼搏进取的

品格，是一项长期持续、影响深远的根本性问题。近

来，社会上滋生的躺平、内卷等各种乱象，已经折射

出国民在心理、思想方面的危机。在解决了温饱、奔
向共同富裕之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健康和富足问

题更加严峻。要突破这些困局，还得在国民性改造、
精神文明建设上下功夫，要大力发挥榜样楷模的育

人价值，使人们在见贤思齐中获得砥砺，奋起前行。
“三线”劳模的精神特质，是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需要的精神品质。
面向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但这不

可能是一条坦途，必然要披荆斩棘，闯出一条新路。
正如过去的一百年，中华民族为独立、富强始终与困

苦缠斗。当年三线建设者打破常规、挑战极限，才创

造了奇迹。在民族复兴之路上，“三线”劳模是开一代

风气的先锋，他们铸就的三线精神和劳模精神，是中

华民族战胜困难、奋发图强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习

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7]历史启示

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以现

代高科技为依托的强大国防，没有一群宁愿一辈子

吃两辈子苦的奋斗者，没有一股子埋头苦干、勇于拼

命的干劲，何谈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在我们用大历

史观审视国史时，我们对以“三线”劳模为代表的三

线建设者，尤其感到钦佩；对以“三线”劳模为代表的

“三线精神”，尤其感到可贵。三线建设记忆不老，“三

线”劳模精神永存。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1] 历史的脉搏———历届全国劳模大会简介 [N]. 人民日报,
2005-04-29.

[2]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N].人民日报,1950-09-26.
[3]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9.
[4]让劳动最光荣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020 年表彰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筹委会负责人答记者问[N].人民日

报,2020-11-26.
[5]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0-11-2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

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7]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提纲（1965 年 3 月 12 日）[J].党的

文献,1995(3).
[8]杨 超 .当 代 中 国 的 四 川 :上 [M].北 京 :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社 ,

2009.
[9]张杨.成昆铁路：“20 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J].炎黄春秋,

2019(10).
[10]《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组.当代四川铁路[M].成都:四川人

民出版社,1993.
[1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定》[N]. 人民日报 ,
1950-07-26.

[12]陈东林.备战：三线建设大揭秘[J].文史博览,2009(6).
[13]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总路线[N].人民日报,1953-12-12.
[14]姚力.1977—1979 年的全国劳模表彰[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5).
[15] 全国 先进 企 业和 全 国劳 动 模范 名 单 [N]. 人 民 日报 ,

1979-09-29.
[16]远山 .“三线”建设：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J].中国军转民 ,

2021(22).
[17]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

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3.

·历史学研究·

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