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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十年来，“李志强

班”人人铆足了劲，累计实现工艺创新126项，
自行研制工装工具312件，申报发明专利50余
项，先后解决科研装配技术难题52项。

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
美的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模范始终
怀着最真挚的敬意。

“今天我们看到群星灿烂，不同历史时期
的代表人物都在这里了……一切都历历在
目，我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者、见证者。看到
大家，对劳模肃然起敬，尊重知识、尊重劳
动的情怀油然而生。”

2013年 4月 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
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习近平总书记同来自
全国各地不同行业、不同历史时期的65名劳
模代表欢聚谈心，共庆“五一”，真挚的话
语，从小小会议室传遍神州大地。

听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老人
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说：“你的事迹，我们
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
手，你是很了不起。”

“了不起”，质朴的三个字，透出习近平
总书记对劳动模范的尊崇之情。

开劳模会，戴大红花，是新中国几代人
对“劳动光荣”的美好记忆。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
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
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
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
了学习的榜样。”2015 年 4 月 28 日，在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
成为新时代对劳动者的崇高礼赞。

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始终是一
个闪光的群体：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
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到改革开
放历史新时期的“知识工人”邓建军、“白衣圣
人”吴登云，再到新时代的在悬崖绝壁上开凿
出“生命渠”的黄大发、“深海钳工”管延安……
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以创造、创新、创业的激
情，谱写着“换了人间”的动人篇章。共和
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他们的荣光。

步入新时代，从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
电站、“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等重大工程，到

“嫦娥”探月、“蛟龙”深潜、“北斗”组网等
科技奇迹，再到污染防治、精准脱贫等攻坚
战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条战线，都留下了
劳动模范奋进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

“桥吊作业，好比空中‘穿针引线’！”浙
江宁波舟山港，40多米高空，全国劳动模范
竺士杰带领班组，又快又准完成集装箱装卸。

2020年 3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这里
考察。“总书记叮嘱我要发挥好劳模作用，带
出更多的劳模。”这份嘱托，让竺士杰浑身是
劲儿。

3年过去，“竺士杰桥吊操作法”升级为
4.0版本，“竺士杰创新工作室”培训 3000多
名桥吊司机，团队中走出一批以省劳模领衔
的高技能人才。

1微米有多细？一根头发丝的1/60！
而全国劳动模范、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技师陈亮的拿手绝活就是：把模具精
度控制在 1微米之内。“再仔细一点点，离 1微
米的精度就能更近一点点！”为了更好应对每
一次挑战，陈亮为自己立下了这样一条工作
准则。

…………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模范是最

美的奋斗者。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劳模精神：“在长
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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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体现的是劳动
模范的本色和追求；“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体现的是劳动模范的作风与品质；“淡
泊名利、甘于奉献”，体现的是劳动模范的境
界与修为。劳模精神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劳动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的生动体现。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
榜样引领。劳模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
涵，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尊重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总书记
念兹在兹——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
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
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劳模
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
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以

崇高礼遇褒奖、致敬劳模先进。近 5 年来，
全国总工会共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926
个、五一劳动奖章4026名、工人先锋号4119
个，带动各级工会选树宣传劳动模范，唱响
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这些隆重的表彰，是对劳动模范的热情
褒奖，更是对劳模精神的大力弘扬，传递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的深情关爱。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
来的。如今，全社会崇尚劳模、学习劳模、
争当劳模、关爱劳模，劳动模范日益成为全
社会最闪耀的群体之一；“劳模创新工作室”
遍布全国各地，示范带领各行各业用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
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
业绩”

铲土造坑、培土围堰、提水浇灌……今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东坝中心公园的植树点，一边劳动，
一边教孩子们种树的方法，叮嘱他们从小要
热爱劳动，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春天，习近平
总书记都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和群众一起挥
锹劳动。

“一下车就拿把铁锹扛在肩头，谈笑风生
地朝我们走来。”“总书记一看就是干农活的
老把式。”一起植树的群众倍感温暖亲切。

一张老照片，同样温暖人心。那是 1989
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
地直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脸上带着微
笑，一把锄头扛肩上，大步走在田埂上。

岁月悠悠，本色不改。
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的深刻

理解一以贯之，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坚定
不移。

“我们的根扎在劳动人民之中。”从躬耕
基层到领航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保持劳
动者本色，始终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
民的一面”，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
甘肃古浪县八步沙林场，拿起一把开沟

犁，参与到治沙劳动中；
黄河入海口，俯身摘豆荚，一撮一捻，

顺手将一颗大豆放进嘴里，细细咀嚼：“豆子
长得很好”；

中原大地上，托起麦穗看灌浆，对老乡
亲切地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

北京草厂胡同，和街坊四邻团团围聚包
饺子；

湘西柚子林，熟练地帮村民摘下柚子；
…………
从劳动人民中间走出来的人民领袖，深

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多次勉励大家，
“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也
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无论从事什么劳动，
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面五星
红旗在 100 多位普通中国人手中传递，其
中，就有作为“快递小哥”代表的刘阔。

2019年春节前夕，北京前门石头胡同快
递站点，刘阔和同事们遇到了前来看望他们
的习近平总书记。

听说大家年三十才能回家，总书记说，
“快递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
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
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我一直牢记着总书记的话，努力做一只
勤劳的小蜜蜂。”回想起总书记亲切的话语，
刘阔心里仍然感到无比温暖。

劳动底色，铸就为民本色。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
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
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推动崇尚劳动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造
福劳动者，让他们感到光荣，得到社会尊重。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急难愁盼、
安危冷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挂在心间。河
北阜平庄稼院，与困难群众手拉手，一起算
脱贫账、增收账，叮嘱“一定要想方设法尽
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北京地铁工地上，
给钢筋工范勇的女儿送上一只粉色书包，强
调“要安排好他们在节日期间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
来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疾
苦、鼓干劲，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佳话
为人称颂。

从深入基层考察调研，到主持召开相关
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十分关注劳动者权
益保障问题——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一支新
型劳动大军，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全社
会一定要关心农民工、关爱农民工”；

“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
体，完善制度，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
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
面劳动、全面发展”；

“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
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
员等的合法权益”；

…………
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从人民立场出发，深刻阐释劳动精神
的科学内涵：“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

回望新时代的辉煌成就，我们完成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前进的每一次跨
越，无不凝结着亿万劳动群众的实干和奋斗。

去年10月，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出京考察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林州红旗渠。
1960年至1969年，10万林县儿女筚路蓝

缕、苦干实干，在太行山上修成一座全长
1500公里的人间天渠，树起一座跨越时空的
精神丰碑。

“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
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习近平
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劳动最核心的底蕴，是实干、奋斗。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
本力量……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

“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
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
未来。”

放眼中华大地，在稻浪翻滚的田野中，
在钢花四溅的厂房里，在物流畅达的道路
上，在安静整洁的科研院所……广大劳动群
众牢记嘱托，在各自岗位上谱写新时代的劳
动者之歌，用伟大劳动创造，推动时代车轮
滚滚向前。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大国工匠，国家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2021年 6月 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七

一勋章”颁授现场，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
话，让“好焊工”艾爱国铭记于心。

工作50多年，靠一把焊枪，艾爱国不断
追求卓越，攀登技术高峰。“当工人就要当个
好工人”，这是艾爱国的职业信条。他说，勤
钻研想方法，从焊接高手成为焊接工艺高
手，才算真正的好焊工。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
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
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

“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
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
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
业家的人才优势。”今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向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
表致辞时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
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高度重视，强调“当代
工人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智慧、有技术，
能发明、会创新，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
律”，深刻阐释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号
召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

2022年 4月 27日，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
流大会隆重开幕。这是一场致敬劳模工匠、
交流创新成果、提升职工技能素质的盛会。

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发来贺信，强调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
重要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

“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
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努力攻克更
多关键核心技术”；

…………
一次次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饱含着

习近平总书记对技术工人队伍的深切关心；
到地方考察调研，总书记也常常走进车间班
组，看望慰问劳动群众，询问生产生活状
况，指明发展进步方向。

今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
来到广汽研究院，同来自各个方面的代表亲
切交流。他们中有参与北斗芯片研制的高级
工程师，有致力于把西藏的太阳能发电输送
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人员，有参与过新型
航母等焊接工程的大国工匠……

大家踊跃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凝神倾
听。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经济要持续发
展，不要大起大落。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科
技、教育、人才。”

大时代，大舞台。产业技术工人的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
询问坐在对面、身着车间工服的郑志明。

郑师傅向总书记汇报：“咱们国家出台了
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刚评上特级技师，还
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党的政策让我们职高毕
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想都没
有想到的。”

作为一名钳工，郑志明在一线干了20多
年，在与钢铁“对话”中练就了精湛技艺，
对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可以控制在0.002毫米。

郑志明从钳工学徒成长为大国工匠的这
些年，也正是中国发展成为制造大国、加快
迈向制造强国的时代，一大批技术工人成为
时代的弄潮儿。

党的二十大代表邓建军，从一名中专生
成长为世界纺织机械领域的专家型工程师、
国家级技能大师，被誉为中国“知识型产业
工人的领跑者”；

全国人大代表周颖峰，从一名普通数控
车工干起，依靠过硬的技术实力，成长为一
名数控车工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

…………
无数产业工人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

中，心中怀有梦想、脚下充满力量、肩上扛
起担当，发扬工匠精神，做新时代奋斗者，
成就人生精彩。

截至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 2 亿
人，占就业人口总量的 26%；高技能人才已
超过 6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 30%，成为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中坚力量。

“我们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真正在添砖
加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厦
的人，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且我们
要思考和研究怎么去培养他们、发挥他们的
作用，这个才是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掷地
有声的话语，温暖了广大产业工人的心。

咱们工人有力量！历史证明，我国工人
阶级从来都具有走在前列、勇挑重担的光荣
传统，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
本力量。

“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勉工
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劳动创造扎
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今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慰问。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新征程
上，亿万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
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必将凝聚起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本报北京10月9日电（记者李婕） 记者近日
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 1—8月，中央企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超 8400亿元，同比增长
约 30%，有力推动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企业共
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未来
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当前，国务院国资委正推动
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今年以来，立足国家所需、产业所趋、央企
所能，国务院国资委优先聚焦新一代移动通信、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会同有关企
业深入调研、编制方案，启动“央企产业焕新行动”，
并出台一揽子支持政策，筹设专项基金，推动企
业在优布局、上规模、提水平上持续发力。

为掌握工作成效，国务院国资委还委托国投集
团设计了“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数”。据
了解，该指数每季度发布一次，通过三级指标体系
设计，勾勒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景
图”，引导发力重点。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国
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在转型、投入、创新、协同
四个方面下更大功夫，共同走出一条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深化转型升级。打开格局、转换思路、突破路
径依赖，从更高维度更广视野谋划企业未来发展道
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
产业升级，加快形成更具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业
务布局和结构。

——加大资源投入。坚持长期主义投资，加
大多元资本投入，发挥关键人才作用，加强高
能级平台建设，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尽快形
成体系化产业布局，切实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产
业安全。

——强化创新支撑。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
作用，促进产学研用金有机衔接，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问题、创新动力不足障碍和成果
转化应用瓶颈，不断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基础。围绕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动力，在市场机制、管理体系、包容机制等方面持续优化完
善，构建更加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

——广泛融通合作。系统推进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发挥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优势，建立大中小企业有序竞争、融通发展的新格
局，共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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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计算、网络、存储和应用协同创新，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算力基础设
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
划》）。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明确
了到2025年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出完善算力综合供
给体系、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强化存力高效灵
活保障、深化算力赋能行业应用、促进绿色低碳算
力发展、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等 6 方面重点任
务，着力推动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从4个方面提出发展量化指标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开启，算力正以一种新
的生产力形式，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
能，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算力
基础设施作为算力的主要载体，是支撑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设施，对于实现数字化转型、
培育未来产业以及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
模达到 1.8万亿元，算力正加速向政务、工业、交通、
医疗等各行业各领域渗透。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在
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76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
规模达到197EFLOPS（EFLOPS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
点运算次数），位居全球第二。算力总规模近5年年均
增速近30%，存力总规模超过1080EB。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发
展成效显著，但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相比，与
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行动计划》，从4
个方面提出了到2025年发展量化指标——

计算力方面，算力规模超过300EFLOPS，智能
算力占比达到35%。运载力方面，国家枢纽节点数

据中心集群间基本实现不高于理论时延 1.5 倍的直
连网络传输，重点应用场所光传送网（OTN）覆盖率
达到 80%，骨干网、城域网全面支持 IPv6，SRv6等新
技术使用占比达到40%。存储力方面，存储总量超过
1800EB，先进存储容量占比达到30%以上。应用赋能
方面，围绕工业、金融、医疗、交通、能源、教育
等重点领域，各打造30个以上应用标杆。

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力

如何进一步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力？《行动计
划》多方面统筹考虑算力供给建设，从算力设施布
局、算力结构配置、边缘算力部署、标准体系建设
等方面进行引导。

具体来看，包括优化算力设施建设布局，促进
东西部地区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加强对数据
中心上架率等指标的监测；推动算力结构多元配
置，逐步提升智能算力占比，推动智能算力与通用
算力协同，满足不同类型算力业务需求；加速边缘
算力协同部署，推动“云边端”算力泛在化分布、
协同发展，支撑低时延业务应用，加快行业算力建
设布局，支撑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运载能力提升是另一关键方面。工信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行动计划》 以网络支撑算力应用为核
心，从网络创新技术、算力接入网络、枢纽网络传
输、协同调度机制等方面进行引导，提升算力高效
运载能力。将探索构建布局合理、泛在连接、灵活
高效的算力互联网，促进数据处理器 （DPU）、无
损网络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逐步实现城区重要算
力基础设施间时延不高于 1ms，大力提升边缘节点
灵活高效的入算能力；推动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直连网络骨干节点，逐步建成集群间一跳直达链
路；鼓励各方探索打造多层次算力调度框架体系，
探索实现算力的一体化调度应用；开展算网融合发

展行动，探索建设多层级算力调度平台、打造算网
城市标杆、实施“算力强基揭榜挂帅”。

强化存力高效灵活保障

围绕存储力，《行动计划》 从存储技术、存储
产业和存算网协同等方面，对强化存力高效灵活保
障进行部署。

一是加速存力技术研发应用。促进全闪存、蓝光
存储等存储技术的创新发展，紧抓存储闪存化升级
的机遇，实现算力中心存力与存储产业的共同发展。

二是持续提升存储产业能力。通过关键存储部
件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推动存储产业上下游协同
发展，支撑算力中心存储建设。

三是推动存算网协同发展。在技术上推动存算
网协同相关技术研发，在算力中心建设上合理配置
存算比例，在应用上支撑数据在算力中心内及算力
中心间的高效流动。

四是开展存算协同发展行动。进行数据中心存
储能力成熟度研究，鼓励使用自主存储设备，发布

《中国存力发展报告》。
“此外，《行动计划》还着力引导算力基础设施

绿色低碳发展。”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将提升资源
利用和算力碳效水平，引导市场应用绿色低碳算
力，提升算力设施绿电使用率，推动算力在重点行
业发挥应用赋能作用，助力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到2025年，智能算力占比达到35%，先进存储容量占比达30%以上——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有了路线图
本报记者 徐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