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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邀请劳模工
匠们开展了一场座谈会，请他们聊聊对《决
定》的感想和建议。

孔胜东是大家公认的“老师傅”。2000
年评上全国劳动模范的他，高兴地表示：“党
委政府对我们一直关心关爱，不仅帮忙办理
免费的城市公交卡和公园卡，杭州三台山庄
也为我们疗休养留出一间房。这两年，浙二
医院、省中医院还为劳模就医专门开辟了绿
色通道。”

早在 20 年前，浙江就在全国率先出台
文件，将这份荣誉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待遇。
2004 年 2 月 6 日，正月十六，省政府就出台
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提高劳动模范待遇的通
知，给全省劳模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新春问
候——全国劳动模范，每月享受荣誉津贴
150 元，给予全额医疗补助；省部级劳动模
范，每月享受荣誉津贴 120 元，按不低于
80％给予医疗补助；对符合购买经济适用
房条件的劳动模范、省先进生产（工作）者，
实行一定的优先优惠政策⋯⋯

座谈当天是 9 月 26 日，刚好是杭州的
第六个“工匠日”。

作为全国最早设立“工匠日”的城市，杭
州拿出了最大诚意，给予工匠各种礼遇——
建立“杭州工匠”档案数据库，全方位动态化
地做好工匠培育和管理服务工作；制定《杭
州工匠五年培育计划》，积极推动把工匠培
育工程列入到杭州市“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2021年，全国首个劳模工匠文
化公园在杭州开园，工匠林树阵广场荣誉柱
上，刻着历届“杭州工匠”名单。

“这些基层经验做法都被吸纳。”省人大
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决定》鼓励和支持地方设立“工匠日”，
开展“工匠月”活动。

为了让“劳动”更富吸引力，《决定》下了
大力气保障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在评

选表彰、培育评价、示范引领、宣传教育、待
遇提升、权益维护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
规定。例如，针对薪酬分配制度，《决定》明
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
度，把技术工人的学历、技能和业绩贡献作
为工资合理增长的重要依据，鼓励企业实施
项目分红、股权激励、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
享等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劳动者工资合理增
长机制。

“三个精神”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份
责任和担当。《决定》也对劳模工匠提出了新
要求，希望他们更多地发挥自身作用——各
级劳动模范应当立足本职岗位和所在领域，
持续争创一流业绩；积极参加劳动模范助
企、进校等服务活动，向全社会传播劳动精
神和劳动观念；支持工匠进农村、进企业、进
社区、进校园等开展服务活动，通过技能服
务促进生活服务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提质扩
容。

全国劳动模范、杭州解百集团有限公
司原主管周明娟，是许多杭州中小学生对

“敬业奉献”的第一印象。每年她都会抽出
大量时间走进校园，与同学们回顾自己从
一名临时工成长为一名党的十九大代表、
全国劳动模范的人生历程。“《决定》为我们
提供了大量待遇保障，我们也有义务作出
表率作用。我会用自己的行动传播‘三个
精神’的力量，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人
人争当劳模、人人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她说。

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决定》的出台只是开
始，后续，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会
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
检查、专题询问、适时作出重大事项决定
等方式，进一步推动弘扬和践行“三个精
神”，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人争当劳模、人人争当先进

9 月 27 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中国式现
代化省域先行提供精神动力的决定》（下称《决定》）。

在人口经济学中，15 岁至 59 岁人口被定义为劳动
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省人大常委会作出

《决定》，被认为是向全省数千万劳动者释放的一个强烈
信号——浙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每个浙江人的
共同奋斗；只要肯努力，就能创造更美好未来。

《决定》作说明时，省人大常委会特意邀请11位劳模工
匠现场旁听。

“这是我第一次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还是和我们这
么息息相关的议题。”刚站完最后一班岗的全国劳模孔胜东
全程全神贯注，尤其听到“劳模精神”的部分，不时写写画
画，“这是一份属于我们的决定。”

时代在变，奋斗的底色永远不变。《决定》的出台，回应
了哪些社会期待，又会为我省建设高素养劳动大军、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省域先行带来哪些变化？

“杭州数字工匠”、浙江杭钻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祝华军，是受邀旁听此次会议的劳模工匠之一。
2002 年参加工作的他，向记者回顾了 20 年来他所见证的
产业之变，以及产业工人技能需求之变。

“我们公司一直从事能源领域的装备与自动化控制系
统的研发及制造。”祝华军记得，刚工作时，公司大力开展水
利建设方面的业务，随着产业逐渐饱和，又转向了电力。起
初是火力发电，再后来大家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于是又
逐渐向生态环保领域设备拓展。

光伏、物联网、自动化、信息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也
逼着“祝华军”们不断学习新技能，“一开始，企业对员工没
有特别多的技术要求，能干活、勤快的，就是企业喜欢的。
但现在就远远不够了，一个好的技术工人，既要会动手，又
要会动脑。”

今年，祝华军评上了“杭州数字工匠”，他感觉自己的
“蓝领”镶上了“金边”，“现在去外面，不少人管我们叫‘工
匠’。这是一种饱含敬意的称呼。”

在过去几十年里，以祝华军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队伍，经
历了从全民推崇到“能做白领不做蓝领”，如今又开始慢慢
地“香”起来。这背后，离不开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并列在
一起。此后，“三个精神”又被先后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等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作为一个整体，反
映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

对于浙江来说，此次出台《决定》具有更现实的意
义。当前浙江制造正加速向浙江智造转型，以轻工业为
主的产业逐渐转向高精尖产业。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真正实现人
人享有。

今年省委“新春第一会”，浙江提出要全面加强“三支队
伍”建设。其中，高素养劳动者队伍是基础支撑——规模庞
大的劳动者队伍，是推动浙江各项事业稳步向前的主力
军。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在
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注入
强劲动力——这一动力，同样来自于千千万万劳动者。

应时作出重大事项决定，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全省人民
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自觉，是人大的重要职能之一。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根明在作《决定》
说明时表示，省人大常委会围绕弘扬“三个精神”作出决
定，很有必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既是凝聚广大劳动群众思想共识、共同投身宏伟事业的需
要，也是建设高素养劳动大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
行的需要。”

为确保《决定》的针对性，省人大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
并赴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丽水等地调研，走访职业院校、
中小学校、企业、城乡社区，考察劳模工匠馆、工作室等场
所，与近百名劳模、工匠和一线劳动者面对面交流，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

最终通过的《决定》分为 5 个部分共 20 条，开篇便对新
时代浙江所需要的“三个精神”作出定义，并明确了弘扬“三
个精神”的责任体系；二、三、四部分分别围绕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出专门规定；第五部分对营造良
好氛围提出了共性要求。

《决定》出台恰逢其时

新时代，浙江需要的“三个精神”是什么
样的？

《决定》作出了精准画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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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
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翻阅历史，“三个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
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就涌
现出了一批批“劳动英雄”。延安时期，陕甘
宁边区工人赵占魁穿着湿棉袄在高达 2000
摄氏度的熔炉前工作，从不叫苦叫累。

新中国成立后，大庆“铁人”王进喜立下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誓言，全力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洪流。

改革开放吹响号角，还不富裕的义乌人
拿着拨浪鼓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再后来，义
乌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又进
军海外市场，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
乌奇迹”的奥秘，就是辛勤劳动。

开劳模会，戴大红花，这是新中国几代人
对“劳动光荣”的美好记忆。今年“五一”前
夕，55 位亚运会、亚残运会先进个人、集体代
表身披红绶带，在省人民大会堂接受省委、省
政府的表彰。他们中绝大多数身居平凡岗
位，却因为一场家门口的盛会，感受到了时代
对自己的感召，点燃了干事热情。

事实证明，不论身处哪个行业，只要付出
足够的辛劳与智慧，就能够在平凡岗位上取
得不平凡的成绩，关键在于一个契机、一份执
着。在审议时，不少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到

《决定》应当加强对干事热情的激活。
激活，可以是破除当前社会上对劳动认

识的偏见，也可以是让劳动者感受到被认可。
“《决定》中不少内容都是对社会热点的

专门回应。”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比如针对部分中小
学生“重学习、轻劳动”的现象，《决定》就费了
不少笔墨在劳动教育上，要求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积极探索具有先行示范作用和浙江
辨识度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模式，并且应当
建立劳动教育评价机制。

一堂鲜活生动的劳动课，也许就能在孩
子们心中种下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种子。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中学位于鉴水源头，借助
得天独厚的位置，开展了一系列黄酒相关劳
动教育。探访会稽山黄酒博物馆、体验了甜
酒酿工艺项目后，该校学生郑茜妍从绍兴黄
酒人身上真切体悟了劳动价值和工匠精神，

“一粒米到一滴酒，222 道工序，100 天的酿
造，酿酒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真可
贵！”郑茜妍感叹。

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是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的重要力量，一线工人的“小鼓捣”“微创新”，
很可能成为企业降本的新专利。数据显示，
2023 年我省产业工人新增发明专利 4.9 万
件，占全省总数的76.2%。

《决定》希望为这些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
提供更大舞台。其中明确，鼓励城乡社区、企
事业单位根据生活生产实际，广泛开展“技术
革新、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技术创造”“小发
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和“岗位
练兵”“技术比武”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组
织各种群众性劳动竞赛，开展劳动积极分子
等先进评选活动。

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
是与城市居民接触最为密切的行业之一，他
们的劳动权益也牵动着全社会的心。《决定》
同样为他们发声：“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激发劳动者的干事热情

全国劳动模范、杭州解百集团有限公司原主
管周明娟：

能够在现场旁听《决定》说明，这是对我
们一线劳动者的尊重，也体现了浙江对劳模
工匠的关怀。

30 多年来，我从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临时工到首席营业员，最终成长为全
国劳动模范。对我来说，劳模精神就是把

“敬业”的价值追求始终贯穿日常工作的每
一个细节，在平凡的岗位上将服务做到极
致，将多年的服务销售经验传授给更多同
行。我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一线劳动
者被选出来，在他们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以前做销售，我会想着怎么带着团队在
商业模式、业态、管理、服务上创新。这次

《决定》出台，也给我一个新的课题——怎么
让广大群众在实践中感受到“三个精神”力
量。我会参与到其中，为营造“人人争当劳
模、人人争当先进”的氛围出一份力。

全国劳动模范、杭州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原
司机孔胜东：

我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就是开一辈
子公交车，第二个梦想就是做一辈子志愿
者。第一个梦想，我在今年8月30日退休时
已经实现。第二个梦想我还在继续奋斗，退
休后，除了继续参加社区“武林大妈”的志愿
服务外，每个星期六晚上 7 时到 10 时，我还

会在杭州市拱墅区中山北路 358 号门前，为
大家继续义务免费修理自行车。

不管身份怎么变化，我都会以身作则，义
不容辞地弘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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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口气，我一定会坚持干下去，直
到干不动为止。

“杭州数字工匠”、浙江杭钻机械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祝华军：

这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德国等
很多制造强国。我感觉中国产业工人的素
质正在和他们缩小，甚至可以说并不逊色。
目前，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
需要提炼劳模、劳动者和工匠的精神内涵，
深刻阐述劳动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对
此价值观的认同感。

《决定》的出台非常及时，也尤为关
键。这体现了对劳动的重视，为新时代的
劳动者指明了方向。它必将激励各行各业
涌现出一大批先锋模范、领军人物，带领一
大批优秀劳动者推动
其所在领域的高速发
展，形成具有较强竞
争力的新质生产力，
从而推动全行业跨越
式发展，为浙江的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劳模工匠感言
链接

结合“926 工匠日”庆祝活动，淳安县举办首届快递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 省总工会供图

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奋斗的底色永不变
本报记者 蒋欣如 葛雪琪

351国道仙居县境内建设工地，工人们抓紧施工作业。 拍友 王华斌 摄

《决定》作说明时，省人大常委会特意邀请11位劳模工匠现场旁听。 拍友 屠轶钦 摄

诸暨市姚江镇江藻小学在麦田里开展“躬身学农事”为主题的劳动实践课。
拍友 郭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