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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藏品中，最吸引眼球的
是一枚镇江市首届劳模奖章（图
1），它是四年前闫佳通过藏友交
换偶然得来的。铜质奖章五边造
型，中间图案为五角星，四周光芒
线，下方有一带状物，上刻“镇江
市劳动模范”。奖章绶带由红黄
两色丝线编织而成，两边为红色，
中间为黄色，以黄色线条数区分
等级。奖章背后上下均有别针，
可以在服装上固定，这是一种比
较传统的设计方式，便于获奖者
佩 戴 。 这 枚 奖 章 后 面 还 刻 有

“1955”的年份，但到底是第几届
并不清楚，于是闫佳平日就多了
一个念想，一直想搞清楚具体状
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前的
一天，闫佳在银山门古玩城闲逛
时，无意中看到一个老笔记本（图
2），上面正好有这枚劳模奖章的
图案。笔记本上方写着“镇江市
首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纪念
册”，下方有“1955”，闫佳的脑回
路立马就通了，他意识到奖章与
笔记本一定有关联，于是买下笔
记本回家细细研究。翻开笔记
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迹，主人
公很敬业，笔记本从头至尾都被
写满了。通过研究，闫佳认定劳
模奖章就是指“镇江市首届劳动
模范”。闫佳还在笔记本中发现
了一张 1955 年 8 月的党费收据，
签名人叫“朱崇山”，但其是不是
市首届劳模，闫佳并没有把握。

每逢周日，闫佳有逛南山花
鸟市场的习惯。去年他在花鸟市
场小摊上又有了发现——一张

“招待镇江市第一届劳动模范代
表大会代表”的文艺晚会节目单
（图 3）。这张对折节目单为橙色

纸油印蓝字，时代痕迹
明显。上面信息量不
少，封面注明“镇江市文
化馆、镇江市工人俱乐部
联合主办”，还盖有“镇江市
工人俱乐部”大印，时间是

“1955、二、二十七”，这样时间
信息就明确了。演出节目分两
部分：第一部分是歌舞，有合唱、
西藏舞、迎春舞、马刀舞、鄂伦春
舞等，全部由“零壹零壹部队文工
队”演出；第二部分是曲艺、戏剧
（图4），“零壹零壹部队文工队”的
节目叫“卖余粮”、“一车高粱米”，
老新街居民委员会的节目是“一
定要解放台湾”，迎江工人业余剧
团带来了“双推磨”，铁路工会则
表演“三层装猪”……至此，
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在老
天爷的不断助推下，
闫佳终于将劳模
奖章的背景基
本搞清楚了。

一枚镇江首届劳模奖章的故事
向劳动者致敬，为奔跑者喝彩。这个“五一”劳动节，一直专注于红色题材

收藏的闫佳也没闲着，他将收集的镇江市首届劳模奖章等藏品制成小视频发到
朋友圈，表达对劳模的敬意，很快收获了不少点赞。记者也被他的视频吸引，对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评选进行了一番探究。

虽然奖章的大背景知晓了，
但仍有很多细节上的疑问。比如
说，这枚奖章到底是哪个等级？
朱崇山是不是市首届劳模？这些
都牵涉到更多材料的发掘。

闫佳并没有停下探寻的脚
步，今年初他有了更多发现。据
查，1955年 2月，中共镇江市委召
开市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会上评出市劳动模范 57 人，其中
甲等 7 人、乙等 14 人、丙等 36 人。
也就是说，劳模甲等奖章只有 7
枚。同时，闫佳还找到一张市首
届劳模夏阿毛提供的劳模奖章图
片，通过比对，闫佳发现自己的与
夏阿毛那枚奖章的绶带一模一
样，只是奖章磨损程度有所不同。

闫佳对夏阿毛的英雄事迹还
是比较熟悉的：夏阿毛生于工人
家庭，1949年 4月 23日凌晨，他驾
驶着“协平”轮从镇江出发到北
岸，成为运送渡江解放军的镇江
第一船驾驶员，从而被誉为“扬子
江上的英雄”。1950年 9月，夏阿
毛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
会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至 1956 年，他先后被评为苏南区
工业劳动模范、镇江市劳动模范、
江苏省先进生产者，可谓是那个
年代的典范。闫佳认为夏阿毛很
可能获得的是甲等奖章，如果按
照绶带黄线来区分的话，自己的

那 枚 应 该 也 是 甲
等，属于7枚之一。

更巧的事还在后
面。一周前，闫佳终于找到了镇
江市首届劳动模范的名单，应为
57人，可惜只有 50人（其中 4名女
性），缺 7人，里面没有朱
崇山的名字，不过这已
经很让人满意了。在
名单中，闫佳找
到了一位颇具
知名度的女劳模
——市中百一店

“一把抓”营业员
祁春岚。祁春岚
曾在市中百一店
工作，1987年退休，她
悉心研究服务艺术，创
造出一整套科学的售货
方法，热情、周到地为顾客
服务，被誉为“顾客的贴心人”。
她还曾多次荣获江苏省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1956 年出席全国先进
生产者代表大会，被授予全国先
进生产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劳模，代
表着一个时代的前进步伐，更是
一种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劳模
们在各行各业埋头苦干、不计报
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
贡献，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
雄！

更多细节被揭示

藏品皆为意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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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评选啥情况

对当时的劳模评选，记者也
找到一点素材：1950年9月，在中
共镇江市委的领导下，市总工会
筹委会和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劳模
评选委员会，评选 7 名劳动模范
代表出席苏南工业劳动模范代表
会议。1954 年基层单位评选劳
动模范22人、先进生产者201人，
两者共 223 人，占参加评比的职
工总数的 1.7%。1955 年 2 月，中
共镇江市委召开市第一届劳动模
范代表会议，会上评出市劳动模
范 57人。这次会议前，基层单位
根据市委下达的市劳动模范代表
会议代表的条件，评出代表 130
人，同时评出基层先进生产者
252 人，两者共 382 人，占参加评
比的职工总数的1.8%。

我国的劳模制度是在学习
苏联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建立
起来的。当时，主要由各级工会
组织开展劳模选拔，以劳动标准
和政治标准为主要衡量指标，具
体内容随着每一次生产运动关注
核 心 的 变 化 而 有 所 变 化 。 在
1950-1952年经济恢复期，增产、
节约是生产领域的核心任务，因
此这两条成为最重要的劳模标
准。1954 年 4 月，全国劳模张明
山联合 6 名劳模，向全国总工会
提出九条关于技术革新运动的建
议，皆被采纳，于是“合理化建
议”、“技术革新”成为劳模选拔的
新标准。到 1955年初，全国又掀
起了学习苏联经验的大潮。

以夏阿毛1950年9月参加的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为
例，当年国家以最高规格表彰劳
模：开幕典礼上，毛泽东代表中共
中央致贺词；会议期间，劳模参加
国庆典礼观礼，出席宴会，游览故
宫、颐和园，参加七次晚会；每位
劳模可获得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签
名的领袖像两张、纪念册一册、纪
念章一枚、制服一身、毯子一条、
绒衬衣一套及其他日用品多件。
这不仅因为它是新中国首届劳模
表彰会议，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工
农翻身的劳模形象，在全国树立

“劳动光荣”的理念……
准确地说，每一枚劳模奖章

（图5为1988年市劳模奖章，图6
为1999年市劳模奖章）的背后都
有一个励志故事，虽然我们无法
悉数还原，但它的激励作用不容
置疑。镇江首届劳模的评选正值
我国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
时期的劳模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的劳模略有不同：后者是对党忠
诚、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式”劳模
形象；而前者更多体现出经验丰
富、技术先进的技术型特征。劳
模评选作为生产体制中内嵌的制
度性环节，推动着劳模群体与时
代“同频共振”，当下的劳模是精
英，是中坚，是时代的楷模和大家
的榜样。 （竺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