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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期，作家王蒙在长
诗《青春万岁》里这样写道：“所有的日
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金线。”那一年王蒙刚刚19岁。

在老劳模尉凤英的家里，到处都可
以看到那段朝气蓬勃青葱岁月的影子。
一张张老照片，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闪
耀着青春的光彩。

有人说，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火热
的年代，它纯粹、明朗、坚定，从1954 年
全国树起了第一面青年突击队旗帜开
始，热血青年们就开始为之奋斗。无论
是“张百发青年突击队”，还是“冰峰五姑
娘”，60多年前，无数青年就这样怀着无

尽的干劲，意气风发地奉献着自己火红
的青春。也正是因为这千万名青年的付
出，才有了中国历史上史诗般蜕变！

尉凤英说，当时大家最爱唱的歌曲
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而在青春里，把
全部的力量和热情都献给祖国是他们最
幸福的事！

对于曾经的青年人来说，那些奋斗，
是勇往直前的动力，而对如今的青年人
来说，坚持奋斗，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更
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

那些曾经挥洒汗水的青年，我们想
念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青春万岁！

浪潮
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特别策划

2022.5.11 星期三

T09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全社会最

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党和人民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咱们工人有力量，改造得世界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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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共八大在总结青年工作时
曾有一段话：青年积极参与增产节约活
动。去冬今春（1956年），全国有7000万
农村青年参加了积肥运动，积肥8000多亿
斤。在同一时期，全国还有十几万名男女
青年到边疆去参加建设工作。在工厂矿
山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有了9500个青年
先进班组，在基本建设里有了7500个青年
突击队，他们常常超过一般任务定额，有
的甚至达到五六倍。

这段话，描述的正是当年全国青年突
击队热火朝天的奋斗场景。而在辽宁，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荣光也曾是无数青
年人用汗水铸就！

1953年，当时还是鞍钢机械总厂刨工
的王崇伦，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
被评为鞍山市工业特等劳动模范，他研制
成功了“万能工具胎”，提高工效6倍，被誉
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的事迹
一经宣传，全国青年工人中迅速开展了

“学习王祟伦、追上王崇伦”的活动。“争取
做一个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成为当时的青
年流行语。那一年，他刚满26岁。

1950年3月入沈阳铸造厂工作的青
年张成哲，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
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劳动
模范标兵 。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
表，被誉为“活着的孟泰”“革新大师”“时
代的主人”“工人阶级优秀代表”。

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各条战线涌现
出省级以上劳模超过2.5万名。每一个劳
模的故事都是一曲动人的劳动之歌，每一
个劳模的精神都影响着成千上万的人。
曾经风华正茂的辽宁青年，就这样在奋斗
中，奉献着自己的热血青春。

青年突击队在“急、难、险、重、新”的
工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激励着一代青
年踊跃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影响力
也一直延续至今。

任晓川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辽沈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名年轻的工人，这里
也是尉凤英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任晓川
告诉记者，他的外婆也曾是青年突击队
的一员，“外婆时常回忆起那个时候，说
那才是真忙嘞！睁开眼睛就是干活，实
在熬不住了，把铺盖卷打开，找个地方一
躺，眯上一会。机器声吵得不行，没睡多
一会儿就被吵醒了，那就起来继续干，一
直到大干结束回家了，才想起来洗洗
脸！”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如今，这种脚
踏实地，奋斗耕耘的精神被传承下来并
时刻感染着厂里每一位年轻的兵工人！

从新中国十大建筑、亚运工程，到奥
运工程、抗震救灾，再到服务首都“四个
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都刻下了青年突击队的光荣印
迹。一代又一代青年突击队在共青团中
央的号召领导下，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奇
迹，凝聚成推动企业、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强大力量。

“老劳模身上艰苦奋斗、一心奉献、
勇于革新的精神鼓舞了几代人，他们的
名字至今仍让人心生敬意，而一代代的
劳模也传递着辽宁不朽的劳模精神。”任
晓川告诉记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
些热血青年无畏的拼搏和奋斗精神，有
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时刻保持昂扬

的斗志；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战
胜各种困难；有了这种精神，我们

才能不断创造奇迹！”

1933年6月，尉凤英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
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3岁那年，身为煤
矿工人的父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这让本就十
分清贫的家更是举步维艰。回忆起那段岁月，
尉凤英很是感慨，“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未
成年的孩子，她做零活养家，带我们要饭、捡煤
核、挖野菜，那时候，能活着就不容易。”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尉凤英家分到了
100斤高粱米，还有10元钱的补助，“我们终于
吃上了饱饭，是共产党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
放出来。”那些艰难岁月的磨砺，让尉凤英意志
变得坚定，内心也慢慢变得强大。

1952年8月，尉凤英来到东北机器制造厂
（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辽沈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入厂前的学习。1953年1月27日，20岁的
她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当上了学徒工。

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落后工业空
白，党和政府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建立国民经
济体系，制定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个五年
计划。从1953年开始，全国各地相继开始了大规
模工程建设，几百万青年工人参加了矿山和工厂
的建设，近百万的青年工人参加了基本建设。青
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1954年，我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木工

青年突击队在北京展览馆工地正式成立。突击
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由18名技术较好的青年
团员组成的。他们曾以 181 个工完成原计划
478个工的任务，提高生产效率146%。这一出
色成绩给全国青年以极大影响，青年突击队随
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21 岁的尉凤英当时正是满身的干劲。“我
进厂3个月就以徒工身份独立生产了，入厂半
年就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党组织重点培养对
象。”尉凤英说，“我第一天到车间上班，对师傅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师傅，你分配我干啥都行，
我有一把子力气，不怕脏，不怕累。’”

苦难岁月磨炼钢铁意志

因为疫情原因，住在沈阳市皇姑区的89岁
的尉凤英许久没有出门，看着街上稀少的行人，
尉凤英的心里有些焦急。她担心厂里工人们的
健康，也担心厂里的生产状况。

这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13次接见，被誉为
“党的好工人”的劳模，当年“总是在跑的铁姑

娘”，即使不再年轻，“奋斗”的执念依然刻印在
骨子里，一如70多年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加快各项建
设的发展速度，青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根据
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在新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无数和尉凤英一

样的青年组成了40多万个青年突击队，活跃在
基本建设的各个工地上，活跃在农业战线上，为
我国形成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尉凤英说，自己只是这股奋斗洪流中最小
的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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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当年的自己，尉凤英说，在车间里她就
两个念头：不懂就问，然后埋头苦干。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尉凤英晚上也在车间做模型，有时干
到天快亮了，她就在车间里找两块砖头枕着
睡觉。

“那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阶段，沈
阳是志愿军武器装备供给的要地，我们厂生产
任务极为繁重，当时大家都很辛苦，加班加点是
家常便饭。”尉凤英说，当时全厂上下都在开展

“红旗检查”“蓝旗监督”的满堂红竞赛，工人们
夜以继日不下火线，产品一出来就昼夜兼程运
往前线。有一次，尉凤英因为一次小失误耽误
了生产进程，为此还大哭一场。“那时候谁也不
想拖后腿！”

学习文化技术，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当年青
年突击队的重要活动内容，1956年党中央发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突击队中出现了学习
文化技术、大搞技术革新的热潮。

“我们那时候眼里都是学习，生产、创新，食
堂师傅簸箕簸黄豆做到了豆、皮分离，建筑工人
用筛子筛沙子将细沙和沙粒分离，这些都会给
我启发，把这些原理结论用于技改模型上。”靠
着一股子钻研劲，从1953年到1965年，尉凤英
共搞成技术革新177项，其中重大技术革新58
项。她用434天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工作量；用120天时间又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
划的工作量。

那时候尉凤英住的是职工集体宿舍，“刚开
始工作得晚了还回去睡觉，后来有时回去得太
晚，怕打扰了同屋工友休息，我就坐宿舍门口
睡。再后来干脆就不回宿舍了，就在车间睡！”
尉凤英说。

正是因为当年和尉凤英一样的这批热血青
年的不懈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

“一五”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以
10.9％，国民收入以11％的速度递增，中国工业
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1965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
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学习》。2013 年 4 月 28
日，尉凤英作为辽宁的劳模代表应邀参加了全
国总工会组织的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2019
年，尉凤英获国家“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并获
邀参加国庆70周年彩车巡游。

在尉凤英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两幅照片，一
幅照片是1964年，她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另一幅
照片是2013年，她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进京
开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与她亲切握手。尉
凤英说，这些荣誉是她一辈子的珍宝。

退休后的尉凤英经常会去政府部门、
企业、部队和学校作讲座。虽然行动已经
有 些 不 方 便 ，但 尉 凤 英 只 要 接 到 邀 请 ，从
没拒绝过。尉凤英还和全国劳模夏云龙、

夏 志 国 等 一 起 传 承 爱 岗 敬 业、不 断 创 新、
无私奉献的劳模精神。她还担任了几十所
中 小 学 的 名 誉 校 长、校 外 辅 导 员、德 育 老
师、客 座 教 授 和 英 雄 中 队 辅 导 员 等 职 务 ，
向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
主义教育。

“工作可以退休，但党员永远不能退休，劳
模精神永远不能退休！”尉凤英说。

奋斗成为“终身的目标”

1947年，在东北解放区文工团里工作的马
可到佳木斯发电厂参加义务劳动。休息的时
候，一位老工人询问他有没有关于“工人翻身”
的歌曲，回到住所的马可决定创作一首歌颂工
人的歌曲，不久后，他便在《工人四季歌》的基
础上创作出了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

歌词如下：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盖
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
变呀么变了样，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举起
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锄好生产，造成了枪
炮送前方……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赵雪 采写

正在车间工作的
“铁姑娘”尉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