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来自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抵抗反动政府；

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模，在全国

最早开展“班组劳动竞赛”。

斗争序曲

1944 年，在日据太原铁厂当炼钢

工的王贵英和工友们住着简陋的工

棚，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遭受日本

工头的毒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

触到在当地活动的晋绥边区地下工作

者，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

主张，屈辱的经历激发起他的革命意

志，埋下了勇于斗争的种子。他把太

原北门外的交通、工厂分布、敌人驻兵

和碉堡位置等绘成地图，秘密协助城

工部开展斗争。

抗战后期，他发动和带领工人逃

离工厂，让日据太原铁厂陷入半停产

状态。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在党组

织的安排下返回炼钢厂，继续开展针

对阎锡山军政府的斗争。

1948年，他被阎锡山的特警逮捕，

在长达80多天的羁押期间，受尽折磨，

坚贞不屈，始终不吐半个字。在党组

织营救下出狱后，他利用炉前工的身

份，针对工人工资待遇低的状况，提出

“不发三斤小米不出钢”的口号，策动

罢工，为工人吃饱饭斗争。在党的领

导下，西北炼钢厂形成了一个白色恐

怖下的红色堡垒。

1949 年 4 月 20 日，西北炼钢厂获

得解放。当时，王贵英在炼钢部平炉

丙班当班长，他和工友们共同努力，仅

用一个月就恢复了生产。

王贵英在工人中是有威望的，工

友们都知道他是个“老革命”。他的号

召力是带领工人开展对敌斗争建立起

来的，工友们都佩服他，说他是大家的

主心骨。

劳动者之歌

早在 1949年 11月，王贵英在太原

钢铁厂“创造新纪录运动”中，就率先向

兄弟班组提出“友谊的挑战”，他把这种

挑战叫做“班组劳动竞赛”。他是新中

国第一个提出“劳动竞赛”的工人，这件

事被刊登在1950年9月20日的《太原工

人》报上。这一石破天惊的提法，很快

在全国得到推广，之后的几十年里，全

国各地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有力促

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1950 年，王贵英首创“双包出钢”

和“快速炼钢法”，极大缩短了炼钢时

间，提高了炼钢质量，使钢产量比日据

时期提高了三倍多，比西北炼钢厂时

期提高了五倍多。一起奋战在炉前的

工友们被王贵英精湛的炼钢技术所折

服，称赞说：“平炉就怕王贵英。”

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他

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农兵战

斗英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受到了

毛主席的接见，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荣誉，成为新

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1950 年 9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

刊登了题为《太原钢铁厂炼钢能手王

贵英》的文章，记述了王贵英一次次创

造出钢纪录的故事。也就在这个月，

王贵英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1 年初，王贵英学习苏联专家

先进经验，带领工友战胜各种困难，在

一周内连续8次创造新纪录，使太钢平

炉炼钢时间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接近

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被国内外同行称

为“新中国蒸蒸日上的一项标志”。

王贵英曾对工友说：“机器就是武

器，工厂就是战场。多炼一吨钢，就是

增强一分国防力量。”支援抗美援朝期

间，王贵英积极组织捐款捐物、努力生

产，最终与全体太钢职工和家属共同

捐献了一架“太钢号”战斗机。

1951年秋，王贵英被任命为炼钢部

副主任，从工人转变为钢铁厂的干部，

还兼任炼钢技师和工程师，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但眼界也更加开阔。1953年，

他以中国炼钢能手的身份受邀赴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

礼，并在莫斯科参观访问。1954年，王

贵英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

又连续当选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1982年5月，王贵英代表太钢参加

了全国劳模座谈会，受到邓小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王贵英经常感叹：“旧社会让工人

当牛做马，新中国让工人当家作主！”

爱的乐章

1956 年，王贵英当选为太钢工会

主席、党委常委。当惯了工人的他不

愿意大家叫他“主席”或者“领导”，要

么叫名字，要么叫“老伙计”“老师傅”。

王贵英给自己定了三条原则：上

下班坚决不用公车；下基层坚决不提

前打招呼；坚持每天到各分厂、车间走

走。他说：“坐上车屁股一冒烟，工人

们远远看见就跑了，和你有距离了，有

啥贴心话也不和你说了。”

他把职工当成亲人，只要职工有

困难，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给予解决。

有一年除夕前一天，一位女同志找

到工会，不说话，只是抹眼泪。王贵英

得知女同志的爱人是太钢职工，因工伤

牺牲了，还留下一个孩子，生活特别困

难。他二话没说，按当时工会的最高标

准给了60元救济。他说：“为太钢牺牲

的功臣，老婆娃娃都是咱太钢的人。”

王贵英家里，总有一间空着的卧

室，时不时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来自

太钢不同分厂、车间、工种。只要有困

难，王贵英就把他们领回家，先安排吃

住，再解决他们的诉求。这应该是太

钢最早的“民主接待”。

王贵英来自工人，也更关心工人，

他经常说：“工人是工厂的‘老天爷’。”

他多次向山西省委相关部门提出职工

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改善建

议。1982 年，为推动解决高频设备对

职工危害的问题，他多方奔走，像战争

年代一样冲在最前面。

太钢集团为一批老干部盖了小洋

楼，只有他不搬。他说，工人在哪儿他

在哪儿。太钢盖起体育场，从王贵英

家去体育场要绕很大一圈路。公司提

议给他架一座简易桥，他说不用，工人

走哪儿他走哪儿。如今，老工人们提

到他，都会不禁感慨他是一位心里只

有工人没有自己的好主席。

他从工人团队中来，更明白工人的

不易，也当心存感恩回馈更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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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春天，我从甘肃

兰州回到武汉，到武钢一所中

学任教，成为一名武钢人。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有几

个老同学极力劝我到南方工

作，甚至有单位发来商调函，但

单位不同意，最多只能在公司

内部调动。当时武钢党校正在

扩建，新校舍已建成，需要组建

校图书馆，我刚好是学这个专

业的，于是就把我调到党校担

任图书馆馆长。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党校图书馆藏书达

到数万册，工作人员也有十人

左右，其中有的还是大学本科

毕业生。我主动同中央党校

图书馆取得联系，还加入了全

国党校文献情报学会并担任

学会的学术委员，参与了全国

企业党校文献情报交流工作。

调入武钢党校后，我再一

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在武大读书期间，我曾担

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向党组

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十多

年来，心中对党的信仰没有动

摇过。1982 年夏天，党组织

终于接纳我成为一名预备党

员，我格外激动，感到莫大的

幸福与荣光，同时也告诫自己

要更加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努

力工作。

在武钢党校工作期间，除

了抓图书馆日常业务管理和

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我

也比较重视自身专业学习与

专业素养的提高，每年都要写

几篇专业论文在刊物上发表，

还与其他图书馆同行合作出

版过专业书籍，也曾单独出版

过一本图书馆史话。

几十年来，我生活在青山

绿水红钢城，长江在身旁日夜

奔流，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美

景、赏不完的鲜花，增添了生活

的光彩。退休已经二十多年

了，尽管我的组织关系早已转

到街道社区，但我还是把自己

当作一个武钢人，因为我心中

时时涌动着武钢情。我的老伴

和孩子都在武钢工作过，有个

孩子至今仍在武钢上班。武钢

有那么多令我尊敬怀念的好

人，武钢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

了我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2016 年，宝钢与武钢联

合重组，组建中国宝武。经过

这几年体制机制变革，成效显

著，武钢有限厂区变化巨大。

去年，退管中心组织我们到现

场参观，厂区焕然一新，很难

想象，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已经蝶变成公园一般。

眼下，虽然我已老朽，但我

要求自己精气神不能垮，武钢

人的本色不能丢。我要为武钢

唱一支歌，抒发我的武钢情，歌

名就叫《武钢永在我心中》。

一生武钢情
□郑 植

小时候，我们学校门口的

理发店有个叫兴生的理发

师。兴生30多岁，为人热情健

谈。我从幼稚班到小学毕业，

理发都是兴生包的。每次母

亲预付了钱，等我下课时，兴

生都会到教室里叫我：“海燕

理发了。”海燕是我的小名。

我虽然是小孩，但是兴生

很认真，总是轻轻柔柔地给我

洗头。他一边理发一边问我，

“你爸妈最近忙不忙？读书累

不累？”这就是兴生，总能与各

种人找话题聊天，天南海北无

所不谈。他家生意忙时，看到

老弱病残顾客，兴生会与排在

前面的顾客商量让位。

那时理发 2角钱，如不洗

头可便宜5分钱。就是这样，

还有顾客说理发价格贵。兴

生见多识广，说在日本理一个

发要“5元钱”，惊得顾客一愣

一愣的。也难怪，当年中国物

价便宜，职工每月工资在30至

50元左右。兴生说：“海燕，好

好学习，将来争取每月工资超

100元。”顾客们都笑了。

毕业后，我来到部队，战友

互相帮忙理发。我与小胡结对

学理发，理论上只要会推剪即

可，但实践起来很难。我为小

胡理发，想理平头的，由于水平

不行，理了个波浪头。小胡说，

没关系，干脆理个光头。我俩

理好发后，看到镜子里的“两个

小和尚”，彼此相视一笑。时间

长了也习惯了，光头也好看，关

键是坦克训练回来方便洗头。

后来，要回家谈恋爱，我

开始注重打扮了，想给女朋友

和准丈母娘留下好印象。我到

军人服务社理发，这里的技术

就是不一样，理的发型也好

看。结婚前夕，我在爱人的陪

同下，到一家国营理发店理

发。店里有收银员收费、叫号，

理发是国家统一明码标价，有

10多个男女理发师。一位 50
多岁男理发师很热情，精心为

我理了个大包头，很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私营理发

店如雨后春笋。随着年龄增

大，我渐渐有白发了，理发店常

常要求我染发，染一次两三百

元。一次我在一家连锁美发厅

理发，理发师动员我染发，我不

愿意，理发师一脸不高兴，给我

理了个难看的发型。

经朋友介绍，我到家附近

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是镇江

人，为人热情，理发精细。在

那理发，不再担心被染发，30
元的价格也实惠。从此，我在

这里一理就是10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理

发价格从每次 2 角涨到 30
元。我的月养老金接近万

元，大大超出了百元的预言。

我的理发往事
□盛华平

天气一暖和，我家的餐桌上就有新鲜的野菜，飘

着清香。母亲最爱做的是马兰头，她说马兰头的叶子

和茎蕴藏着丰富的营养元素，在春天吃马兰头最适宜。

马兰头原是野生种，长在路边、田野和山坡上，有红

梗和桔梗两种，若论药用价值，好像还是以红梗最佳。

母亲常常在春天刚冒头的时候，就会去菜场买马兰头，有

时还会跟朋友一起去公园挖马兰头，每次都收获颇丰。

我们家的马兰头有三种吃法，第一就是拌香干。

母亲将新鲜的马兰头洗净切碎，豆腐干切成小丁，加入

十三香等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有时还会用少量油在

锅中快速翻炒一下，我感觉口感更好。第二种吃法就

是用马兰头烧汤。母亲在烧鸡蛋汤时，添加一把剁碎

的马兰头，那鲜美的滋味完全融入汤汁，既提升了汤的

美味又增加了营养。

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用马兰头炒饭。马兰头

择捡洗净、焯水后，再过凉水、切碎。然后把笋和豆腐

干切成丁状，焯水至八分熟，剩米饭备好。在热油锅中

加笋丁和豆腐干丁翻炒一会儿，倒入米饭，加一点点

盐，最后放入马兰头，翻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吃了。那味

道，真的是无比清香，最少两碗才过瘾。

餐桌上的野菜
□刘会琴

好主席“三部曲”

“工人是工厂的‘老天爷’。”

——王贵英（1917年—1994年），多次创造全国炼钢新纪

录，被誉为“炼钢能手”，首创“双包出钢”和“快速炼钢法”，新

中国最早一批全国劳模。退休前为太原钢铁公司工会主席。

1952年，王贵英在电炉炼钢部指导生产

□
刘
继
鸣

1950年，特等劳模王贵英在市劳模

大会上荣获特等奖，奖励一辆自行车

春
满
钢
城

春夏之交，烟雨朦胧。我和小曹去青岛，准备路

过泰安下车，登一下久仰盛名的泰山。

泰安到了，葱葱茏茏的泰山横亘在我们眼前，巍

峨雄奇，幽奥俊秀。我们恨不得一口气爬到山巅，眺

望祖国美丽的景色。饭后天空开始转晴，我们活动了

一下筋骨开始爬山。一条石阶路立在我们面前，好似

云梯倒挂。我们惊出一身冷汗，这什么时候、怎么样

才能爬到山顶？步道两边苍松参天、怪石林立，许多

奇石上都刻有历代文人的墨宝。据说大小石刻有两

千多块，所以泰山被授予世界历史文化名山。

路漫漫，山陡陡，腿难抬。云步桥很大，但桥下的水

很小。今天是晴天，没有云雾，否则就会像在天河上走

过。许多小树上挂满了红绸带和铜锁，大部分都是年轻

人挂的，象征着爱情和松树一样恒久。踏入十八盘，就如

登天梯。垂直四百米的高度，只有一千六百多个台阶。

每走四个台阶，海拔升高一米，想想爬上去也是一件艰难

的事。但是看到南天门，我们勇气剧增，只要有石敢当的

精神，爬上去就不是事。我们手脚并用，一口气爬到南天

门。回头望，看到一个个人头在攒动。脖颈一伸，一股微

风入体，感到心肺清凉。我突然想起李白登泰山时的一

句诗：“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晚上去天街吃饭，我说：山上冷，喝点烧酒。我们

两个点了四小菜，喝了一瓶二锅头。回来的路上，突

然冷风吹过，浑身打颤，说话哆嗦，每个毛孔都如寒针

刺入，五脏六腑好像都冻成了冰块挂在胸腔里。房间

里没有热水洗澡，小曹将房里所有棉衣、棉被都压在

我身上，过了一个小时才缓过劲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穿酒店棉大衣，裹着棉被，

坐在瞻鲁台上等待日出。抬头仰望，无数星星正眨巴

着眼睛，伸手可抓。极目远眺，茫茫黑云翻腾滚动，如

盘古开天辟地前的混沌，远连天际。随着东方地平线

上逐渐出现一缕晨曦，星星变得昏暗，云海如同千千

万万大灰狼在草原上奔腾，交互追逐。一会儿，天空

渐亮，云如羊群浮动，漫无边际。转瞬间，金黄铺云。

我们似乎到了四月的婺源，一浪高过一浪的油菜花漫

山遍野。突然，一条红色的绸带从东方地平线上升

起，把整个宇宙染红。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红色绸带

中诞生，一点点、一点点地跳出。

初升的太阳把天空照亮，染红了东鲁大地。“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和观景的人们一道欢呼。

爬泰山观日出
□崔天一是三月春风邀约

也是一场盛大花事邀约

是如云似霞的樱花簇拥着游客

也是云游而来的游客簇拥着樱花

漫步在“樱花大道”上的诗人

用一步三摇押韵

背靠“美人路”路牌留影的人

今天都是顾村公园最美的人

草坪上盛开的帐篷，五彩缤纷

野餐的三口之家

连头顶上的空气

都飘逸着色香味俱全的亲情

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孩车

仿佛推着自己的幸福

婴孩纯净的笑容

让时光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我也是赶早来与樱花约会的人

高举着兴奋的手机

高举着生命中第三只“审美之眼”

录下片刻的盛大花事

在朋友圈放映

拍下一些生动的画面

告诉自己：

不负春天、不负美景、不负生命

与盛大的花事约会
□箫 鸣

篆
刻

徐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