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工厂当过
工人， 在企业和机关做过宣传干部 ,退休前
长期在 《工人日报》 当编辑记者， 曾任文艺
部副主任 、 工会新闻部主任、 《工会信息》
杂志主编； 还曾担任中国职工文学艺术基金
会办公室主任、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秘书
长,在 《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北京日
报》 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作品近百万字； 他
历时五年编著的 《中国劳模史 ： 1932—
1979》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第1版） 一
书， 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劳模自1932年至
1979年的历史。 他被劳模兢兢业业的奉献和
勇立潮头担当精神所感动， 他一腔热情， 倾
情书写， 为劳模立传， 他就是姚荣启。

对话姚荣启

编写劳模史时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

“我很庆幸， 生活在了一个好时代， 享受着和平
的阳光， 在退休后， 还能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
写点儿自己喜欢的文字， 觉得很充实， 也很快乐。” 近
日， 记者采访了 《中国劳模史： 1932-1979》 的作者姚
荣启老先生。 出生于1944年的姚荣启， 是湖北武汉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长期在 《工人日报》 当编辑
记者。 初次见面， 他的气色看起来很好， 红扑扑的脸
上透着朴实的神情。 眼睛不大， 却闪着坚定而睿智的
光芒。 他看起来平和、 淡然， 谈到他历时5年所写的
《中国劳模史 ： 1932-1979》 （以下简称 《中国劳模
史》）， 话匣子很自然就打开了……

退休后， 一次偶然的契机， 姚荣启决定对中国劳
动模范的历史做点专题研究， 对于中国劳模， 姚荣启
本来就充满着亲切和感情， 他曾在毕业后当过一段时
间工人， 又在工人日报社当编辑记者20多年， 对劳模
的相关情况也很熟悉。 在采访报道中， 他先后接触过
一大批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劳动模范、 先进人
物， 也曾深深地被他们那种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勇
于创新、 敢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查阅资料和思考， 我自己提了三
条写作原则， 第一条， 就是要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这样的话写起来可信度比较高。 第二条， 要通过各个
历史节点， 来把整个劳模历史系统地梳理一下。 第三
个是写历史要写人物， 一定要把我们劳模崇高的品质
与高超的智慧写出来， 把他们的模范事迹写出来， 还
要把这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姚荣启说。

在写作期间， 根据重要的历史节点， 姚荣启先后
到江西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陕西的延
安革命纪念馆、 山西的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去查阅
资料， 之后又到江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山西
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借阅资料， 还先后到上海市总工会、
沈阳市总工会参观他们举办的劳模展览， 还在中华全
国总工会档案室、 陕西省总工会档案室、 山西省总工
会档案室查找有关档案和资料。

“在查找资料时， 最困难的还是中央苏区那一段
资料， 因为长征之前的资料确实很难找了， 只能从解
放后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的一些回忆录中查找，
包括我们当时很多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回
忆录中， 来找这方面资料。” 经过多方努力， 姚荣启查

到了中央苏区工会创办的 《苏区工人》， 虽然保存的不
全， 但是里面记录了苏区最早开展劳动竞赛的情况，
已经非常宝贵。 另一个就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
府成立以后创办的 《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 从内容
上报道战事比较多， 但是报道中也有不少关于生产和
革命竞赛方面的内容。 “同时我也看了一些包括国内
和江西省的党史专家们研究的一些材料， 有的有原版，
有的是复印的， 都非常珍贵， 这些都为我编写 《中国
劳模史》 提供了一手的参考资料。” 姚荣启说。

中国第一代劳模诞生于江西瑞金

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后， 姚荣启开始着手 《中国
劳模史》 的撰写， 在他的笔下， 中国劳模史的面纱被
缓缓揭开……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并在江西
瑞金建立红色政权， 为了巩固根据地， 中央政权开始

开展生产运动， 而被人们誉为时代精神、 民族脊梁、
社会中坚的中国劳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登上了历史
舞台———在1933年的春耕生产运动中 ， 瑞金武阳区
……家与家比， 屋 （小村） 与屋比， 村与村比， 乡与
乡比 。 比什么 ？ 比耕耘 ， 比肥料 ， 比杂粮蔬菜种植
……比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时江西瑞金的中华
苏维埃政府为了总结和推广经验， 决定在武阳召开春
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 毛泽东出席了武阳劳模表彰大
会， 向模范单位赠送锦旗， 并在大会做重要讲话。 而
广大妇女们， 她们走出家门， 也同男人们一样耙地犁
田， 开展劳动。 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
生产劳动， 于1934年春， 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
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毛泽东主席在给苏区妇女发的
奖品中， 竹笠上印着 ‘劳动模范妇女’ 这几个字， 这
是中国首次使用 ‘劳动模范’ 来称呼生产建设中成绩
卓越的劳动者。” 姚荣启从宝贵的历史资料中， 挖掘到
了 “劳动模范” 的第一次历史纪录。

1934年6月26日的 《红色中华》 刊载的 《我们是苏
维埃的主人， 我们是为自己劳动》 一文中写道： “这
里我们有好多模范的工友， 他们不断地研究生产技术
的发明。 现在他们已经发明了两件军用品， 试验的结
果非常好， 并且还可以节省大批的材料， 兹将这几位
光荣的发明家写上我们的红匾： 赖祥瑞同志， 罗吉昌
同志……” 姚荣启说， 赖祥瑞、 罗吉昌们就是中国工
人中的第一代劳模。

中央苏区开展的革命竞赛， 虽然时间不长， 仅有3
年左右， 随着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 革命竞赛这种
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工作也告一段落， 但通过竞赛评
选劳动模范和先进模范单位、 树立劳动榜样、 推动经
济发展， 这种创造性的办法却影响深远。 对此， 姚荣
启有着很高的评价， “这是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 依
靠群众， 在群众运动中发展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
劳动运动思想的成果， 这个成果虽然不够成熟， 但却
揭开了中国劳模运动的序幕，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 尤
其是红色政权建立后如何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
巩固人民政权进行了成功实践。”

优秀劳模大量涌现， 劳模评选逐步制度化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经济
封锁， 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 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

在这样极端困难下， 开展大生产运动是边区军民走出
困境的唯一出路， 为了鼓励生产， 陕甘宁边区政府以
政府令公布了奖励劳模的条例，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
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后， 以政府名义出台的奖励劳动模
范的第一个条例。

此后， 大生产运动在晋冀鲁豫、 晋察冀、 晋西北
等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展开， 各级政府、 工会组织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 并给予了劳动者相应的精
神和物质奖励， 赵占魁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
边区工人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
每次劳动竞赛中都获得 “甲等劳动英雄” 奖章， 成为
边区工人的模范。 在赵占魁的影响下， 其他革命根据
地涌现出了 “炮弹大王” 甄荣典、 张秋凤等大批劳动
英雄。

“首次劳模表彰大会也是在延安召开， 近3万名群
众来参加表彰大会， 185位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向会场
进发， 沿途受到两旁群众的热烈欢迎。 劳模们脸上挂
着自豪、 幸福的笑容， 那种场景， 哪怕隔着80多年的
岁月， 也能想象得到那种热烈与光荣。” 姚荣启说。

1950年， 在北京， 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模
代表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模范代表共有464人， 其中
来自工业战线的208人， 来自农业战线的198人， 来自
部队的有58人， 在这次会上，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生产
运动中闻名晋冀鲁豫边区的 “炮弹大王” 甄荣典激动
地说： “我参加了几次劳模大会， 真是一年的胜利比
一年大， 凡是劳动好的都会受到重视， 今后我将更加
努力， 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东北
地区劳模赵桂兰说: “这次的劳模大会啊， 是全国工农
兵劳动模范的大团结的盛会， 在中国历史上， 是第一
次， 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各地先进劳模的生产经验，
把这些宝贵经验带回去！”

“劳模表彰大会是连接各个阶段劳模运动、劳模评
选与表彰工作的关键节点，是劳模运动与社会现实交流
互动的成果展示。 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解
放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乃至后来，劳模表彰
大会从质朴到隆重，从简单到规范，规模日益扩大，程序
逐步完善，展现了各个时期劳动模范的不同风貌与国家
对劳模工作的日益重视。 ”姚荣启感慨地说。

在这次大会上， 毛泽东在致辞中称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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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劳动模范” 这个称谓在这
次劳模大会上得以正式确立， 并且， 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要求 “要把评选劳模形成固定的制度”， 劳动模范
的评选从此逐步走向制度化、 常态化， 推动了新中国
劳模运动的蓬勃发展……

粉碎 “四人帮” 后， 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为
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发展经济， 1978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授予1213人全
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1979年， 全国劳模大会在北
京召开， 340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著名劳
模、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说： “我年岁
虽大， 干劲不能减。” 全国劳动模范、 大连工学院副院
长兼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令希激动地说： “我作为
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今天能和工人、 农民一样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我感到特别幸福， 我要更加努力， 投
身国家建设中去……” 各类劳模代表载着荣誉， 肩负
使命， 返回各自工作岗位， 为祖国的建设继续贡献着
各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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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劳模史， 就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创业史

劳动午报：姚老师，您觉得女性劳模群体在
中国劳模史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怎样评价她们
对国家的贡献？

姚荣启： 从中国劳模在瑞金中央苏区诞生
起，妇女劳模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从某些
方面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比起男同志，评选妇
女劳模的作用会更大。 因为在中央苏区那个战争
年代， 青壮年中的男同志绝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农活大多由妇女担负。 为了调动妇女的劳动积极
性，中华苏维埃政府倡导革命竞赛、生产竞赛，在
妇女劳动模范们的带领下，广大妇女也同男人一
样耕地犁田，下水田干活，挑起了干农活的重担。

据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的李坚真
回忆，当时中央局妇女部提出了“每个劳动妇女
英勇地踏上生产前线，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
勇”的口号，来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生产。 苏维埃政
府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于1934年
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
会，福建、湘赣省、粤赣省的妇女代表都到瑞金来
参加表彰会。 代表中的部分犁耙田能手还到瑞金
武阳区进行了劳动示范表演，毛泽东主席亲自参
加了现场会，并即席发表讲话，鼓励妇女参加劳
动。

1943年“三八妇女节”，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
王震同志召集在南泥湾驻地的全体抗日军人家
属及妇女工作同志开会，鼓励妇女同志积极参加
生产，与男同志合力劳动，建立革命的家务，同时
表彰了积极参加劳动的妇女家属和妇女干部。 同
年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届劳动模范表彰大
会上，郭凤莲、李凤莲、陈敏三人获甲等劳动英雄
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到2000年召开的
十二次全国规模的劳模表彰大会上， 党中央、国
务院共命名表彰全国劳模两万多人次，在他们之
中共有女性2442名，占劳模总数的16.96%。 而在
2010年表彰全国劳模和先进生产者大会上，女性
劳模为591名，占比达到19.5%。 事实上，每一次劳
模会上都有很多妇女模范的典型，在接下来的劳
模史写作中，我也会更加关注妇女劳模的地位和
作用。

劳动午报： 中国劳模发展史离不开党的领
导，更离不开党史挖掘，劳模史和党史的重要关
联是怎样的？

姚荣启：从瑞金到延安，从解放区到新中国，
一部劳模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创业史，就是

一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史和发展史。 一部劳
模史可以从一个侧面记录广大劳动者在我们党的
领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劳动史、奋
斗史。

《中国劳模史 ：1932－1979》既能帮助我们在
宏观上把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建设和改
革的重大历史转折及其相互关联， 又在微观上详
细展现了我们党是如何带领人民不断创造一个又
一个奇迹的。我作为一个工会工作的宣传者，对劳
模有着深厚的情感，我敬重劳模、尊崇劳模、热爱
劳模， 并将继续努力去做好劳模的宣传工作。 遵
照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讲好
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 引导广大
职工以劳模为榜样，弘扬劳模精神，矢志不渝地跟
党走。

劳动午报： 怎样认识 《中国劳模史：1932-
1979》 的意义？ 您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劳模书写计
划？

姚荣启：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宣传和弘扬劳
模精神， 劳动模范运动从起初的应对经济困境的
一种脱危解困手段， 到如今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
一项重要施政举措， 经历了一个制度的创建和发
展历程。 树立与阐述这一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具体
亮点，是《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一书的重要价
值所在， 我认为这就为中国工运事业提供了富有
建设性的历史参照。

写劳动模范的历史，我特别想强调，必须要认
识劳动的伟大意义。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根本力量，劳动是源泉，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
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 只有劳动才能够促进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劳动和劳模是相辅相成
的， 劳动产生了劳模， 劳模又推动了劳动不断进
步， 劳模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辛勤的劳
动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这本书系统书写了近50年
的劳动模范发展史， 也积累了不少的劳模研究第
一手资料，希望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接下来我准备书写改革开放到如今40多年的劳模
史，正在搜集资料，希望能够展现在新时代下，劳
模们的时代特质与精神， 以及劳模奋勇创新的那
些最动人的瞬间。劳模是我们时代的楷模，在他们
的引领下， 广大劳动群众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
天，而我们的国家，也将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
变得更加强大、富饶、美丽!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姚荣启：

耗时五载， 倾情书写中国劳模史

本报记者和姚荣启

姚荣启（左） 采访全国劳动模范包起帆

姚荣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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