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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占魁，这位在
大生产运动中涌现
出来的劳动模范，曾
多次受到毛泽东、朱
德等中央领导同志
的接见。他是人们心
中的大英雄，但同时
他也是一位普普通
通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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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中工人的旗帜赵占魁（上）

" 姚荣启

到延安他才告别
流浪生活

在旧社会，赵占魁同千千万万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过
着穷苦的生活。他是山西定襄人，
!" 岁就当雇工，!# 岁走出家门谋
生，先后在太原、同蒲铁路介休等
地学徒、当工人。先后干过打铁打
钉、翻砂看火等工作。长期的工作
实践，他掌握了炼铜、蒸锌、打铁、
翻砂等技术。

抗战初期，日本人占领了同蒲
铁路，他和其他工人一起流亡到了
西安。!$%&年春，西北青年救国会
来西安招生，赵占魁和同蒲铁路
工人崔锁贵一起报名参加，并编
入了青年干部培训班职工大队学
习。当时青训班在陕西泾阳县云
阳镇，但很快青训班职工大队调到
延安，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
（职工大队）学习。

当时，他和有些较老工人到延
安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
了找活干谋生计。

抗日军政大学给每位学员发
了一套军服。领到军装的赵占魁和
崔锁贵却非常伤感。为什么？他们
还没有受到革命教育，脑子里还是
旧社会流行的一句话：“好男不当
兵，好铁不打钉。”赵占魁认为自己
命苦，当兵打钉的事都让他摊上
了。他和崔锁贵商量，是否一起离
开延安，到别的地方找工作。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
书记张浩（林育英）同志闻讯后，亲
切地和赵占魁、崔锁贵谈话。
张浩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山西

当兵，是替闫锡山卖命，欺压老百

姓。现在到延安当兵，是为了消灭日
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军队
是人民的子弟兵，是革命的军队，这
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

张浩同志的一席话，就像一把
钥匙，打开了赵占魁和崔锁贵懂得
革命道理的大门，使他们走出做工
谋生的狭小圈子，明白在延安参加
革命工作，是光荣的，是为工人阶
级整个阶级服务的！

赵占魁在抗大安心学习后，精
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做梦
也没有想到，当了半辈子牛马，二
十多年到处流浪，连自己名字都不
会写的人，现在能进学校学习，一
分钱不用花，还管吃管住，同学老
师都亲如一家，好像生活在一个大
家庭里一样，大家彼此尊重，互相
学习，友好相处。对照过去的苦难
生活，赵占魁感慨地说：“过去我的
血都快被地主资本家挤干了。而今
'"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工厂就是自己的家
!$%$年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

召开大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
闻天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
“自己动手”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由
此开启了大生产运动的大幕。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年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
建一个农具厂。边区政府建设厅到
学校要人，要求学校派一些技术骨
干到农具厂工作。学校就将赵占
魁、崔锁贵等人派到农具厂。

他到边区农具厂，干的是炼铁
工，做的是翻砂的活。当时农具厂
白手起家，设备非常简陋，连个翻
砂房都没有。工具和砂型都放在露
天，晚上下雨时，赵占魁赶紧起床，
一声不吭地把工具和模型搬到屋
里，大件搬不动，他就用旧油布毡
上。按厂里的规定，这应算加班，要
发加班费的。这个为挣几个钱糊口
走南闯北的汉子，如今厂里给他加
班费，他都不要。他说：“给家里干
活，还分白天黑夜！”

他长年在化铁炉边工作，翻砂
铸铁，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
但他总是以身作则干那又苦又累
的活。陕北的夏天也常常骄阳似

火，但赵占魁工作时总是身穿老羊
皮袄（代替石棉衣），腰围皮裙，站
在一千多度高温的化铁炉旁，不断
从炉口向炉内熊熊烈火张望，了解
炉内铁水熔化的程度。根据经验，
他揭开用泥封上的炉嘴时，炉里熔
化的铁水流到炉嘴，工人们一勺一
勺将铁水倒进砂模，铸成一把把犁
和镢头等农业生产急需的工具。在
生产现场，常常看到老赵，满头大
汗，浑身湿透了，但他全然不顾，喝
口水，他又开始新的化铁准备工
作。天天如此，每天都干八九个小
时，有时甚至十多个小时，但他从
不叫苦，从不发牢骚，还耐心向青
年工人传授技术。

赵占魁长年累月地干着全厂
最累也是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但他
从不叫一声苦，也不说一声累，病
了也常常不休息。一次，他的脚被
烫伤了，医生让他休息，但他笑了
笑，说了声谢谢医生，就拄着拐杖
一瘸一瘸地回到了炼铁炉前。

由于赵占魁对工作负责，人又
很实在，对自己要求严，从不怕吃
亏，工人信任他，拥护他，他在工人
中很有威信，他被工人选为厂工会
生活劳保委员，伙食委员会主任，
还是农业生产指导员。

著名记者穆青、张铁夫到企业
采访时，接待他们的是厂长徐驰，
这位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对他们说：“你去打听吧，凭你问
遍全厂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出他的
一句坏话的。曾经有一个姓王的工
人，个性非常强，平时又爱发脾
气，脾气一发，谁也劝不下来，可
是老赵一说，他马上不吭气了……
我们工厂是离不开他的，他领导着
翻砂股，使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比如才一开始时，每次（铸铁成
功率）只能倒成八分之四，由于他
的努力，现在每次可倒成八分之
七了……”
“厂长越说声音越高，从他那

凝视我们的眼光里，仿佛在向我们
骄傲：‘我们有这样好的人，我们的
工作才有了这样大的进步！’而且
重要的，他在全厂中有威信，因此
能帮助行政上处理许多问题……”
（《解放日报》!$'"年 $月 #日）

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个平
平凡凡的人。但他懂得为什么工作，
为谁工作，因而热爱自己的工作，把
工厂当家，把一起工作的同志当家
人。这看似平凡的人干着平凡的事，
而多年如一日。正是这平凡孕育着
崇高的敬业精神，孕育着那个时代
新劳动者的精神，他理所当然地受
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爱戴！

烈火炼真金
战争年代，不管是在前方杀

敌，还是在后方生产，对一个人的
考验都是巨大的。

由于战争需要，赵占魁所在的
农具厂改为了兵工厂。当时国民党
突然调动三十万大军逼向延安。党
中央、中央军委给兵工厂下达了生
产大批子弹和手榴弹的任务。情况
紧急，任务紧张，工人们加班加点
争取早日完成任务支援前线。

就在这关键时刻，兵工厂出了
问题。当时这个厂的工会负责人狄
德建，利用少数工人中的个人主义
落后思想，向政府和企业提出过高
的经济要求，并要挟组织，不解决
就罢工，并煽动工人闹事，骂共产
党八路军是喝工人血的。这样一
来，就严重影响了兵工厂的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