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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随着我国劳动模范评选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同级别的劳动

模范逐渐遍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行业各领域。劳动模范不仅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

对个人的荣誉表彰，更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社会、职业饱含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力量，具有政治性、

先进性、示范性和时代性等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劳动模范的巨大

作用，要求传承劳模精神，培育一批适应新时代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保障。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因此，对劳动者的要求更高。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重要论述的形成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完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开启，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现实的依据。

（一）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模范理论

劳动模范，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心和重视的群体。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明确

提出“劳动模范”一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提出了最早的劳动模范理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劳

动哲学理论，劳动模范产生的前提是自由劳动者的出现。一方面，劳动模范产生的基础在于劳动

的伟大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劳动解说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揭开了劳动促进人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的奥秘。“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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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509 正因为劳动，人才成其为人，人类社会才得以发展。另

一方面，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自由是人最大的自由，

工人阶级要通过社会解放实现劳动解放，进而实现劳动自由。“当社会全部掌握生产资料，使之

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于人

的奴役。自然，社会如不把每个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解放的。……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

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1]318 可以说，社会一切有工作能力的劳动者越是获得均等分配的劳动，

那么个人活动就越是自由。其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列宁明确了劳动生产率是新社

会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和宣传自己的劳动模范，

并将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锻造成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劳动大军。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

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

（二）赓续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劳动模范历史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劳动模范的实践道路。为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开展了

土地革命，使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为自己劳动的劳动者，并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劳动和革命活

动。与此同时，创造性地采取了从劳动群众中发掘劳模、建构劳模形象、宣传劳模的劳模工作方式，

即通过发动劳动群众开展广泛的劳动竞赛运动以发掘劳动模范，通过在《红色中华》《解放日报》

《共产党人》《群众》等报刊上建构劳动模范形象，通过各种宣传队、俱乐部和文化教育的组织

形式宣传劳动模范。这一时期，产生了像吴满有、赵占魁、孙万福等被劳动群众熟知、敬佩和效

仿学习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政策的实践，对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模范的实践道路得到进一步开拓。这

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主要实践形式是开展劳动竞赛运动和表彰劳模卓越贡献，如抗美援

朝时期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后的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同时还先后

于 1950 年、1956 年、1959 年、1960 年召开了四次全国性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充分发挥了劳动模

范的示范带头作用，激发了劳动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二五”

计划的超额完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动模范的实践道路走向成熟。这一

时期的劳动模范政策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实现了劳模类型的合理化，确定从事脑力

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以陈景润、袁隆平、蒋筑英、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被评选为劳模；

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

济制度的确立，出现了企业家、农民工、体育明星等新型劳模。二是实现了劳模表彰的制度化，

确定了劳模表彰大会的名称、时间、表彰人数——从 1989 年开始，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的名称统一

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每次表彰 3000 人左右。“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1982 年首次将“奖

励劳模”写入宪法。

（三）发扬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的光荣传统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勤于劳动、精于劳动、

善于创造的优秀品格。正是勤于劳动，催生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畏艰辛、

自食其力、节俭朴实的美好品德。正是精于劳动，铸就了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都江堰水利工程、

敦煌莫高窟等举世闻名的“人间奇迹”。正是善于创造，造就了群英荟萃的诸子百家和对人类社

会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四大发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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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发扬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这一优良传统。在实践中，习

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华民族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里，习近平总书记和

村民们一起劳动，并帮助他们解决用柴用水、照明灌溉等劳动实践问题。从正定到福建，再到浙

江和上海，在主政地方的二十多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从战略高度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护

劳动者权益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

中始终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和担当。在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中华民族

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他强调劳动之于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国家昌盛、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以及永葆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性：“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

山距海，不能限也”，“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

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有了今天的成就”[3]。

（四）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历史和实践证

明，中国已经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必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大力弘扬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精神，凝聚全国人民大团结的磅礴力量。首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模范实践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独特

政治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模范

实践道路。其次，中国精神通过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熔铸精神支撑、厚植精神信仰，从而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强大的精神力量，劳动模范身上体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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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生动体现。伟大的时

代需要伟大的精神支撑，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榜样引领。劳动模范作为劳动群众的杰出榜样，

深刻影响着劳动群众对劳动和劳模精神的价值认知、认同和实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备

的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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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内容丰富，包括劳动

模范的内涵论、价值论和工作论。

（一）劳动模范的内涵论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劳动模范始终是我国劳动群众中“闪光的群体”。本质上，劳动模范以

劳动为前提和支撑，蕴含着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先进性、示范

性的劳动者。

首先，劳动模范是以劳动为前提和支撑的劳动者。劳动模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独

特现象，其产生与劳动直接相连。一方面，劳动模范的产生以劳动者良好的劳动态度、高尚的劳

动动机、感人的劳动行为选择以及伟大的劳动贡献为前提条件。良好的劳动态度是指劳动模范以

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高尚的劳动动机是指劳动模范的劳动是为了党和国家、为了社会、为了

集体和他人，感人的劳动行为选择是指劳动模范对金钱、荣誉、利益的淡漠，伟大的劳动贡献则

是指劳动模范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长期以来，广

大劳模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

人赞歌”[5]。另一方面，劳动模范类型的演进以劳动形式的演进为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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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形式主要是农业劳动、工业劳动、机关学校劳动以及军队劳动，此时产生的劳模是为革命战

争服务的农业、工业、军事等行业的劳动英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劳动的形式主要是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农业劳动、工业劳动、文教劳动，主要产生的是农业劳模、工业劳模、文教

劳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劳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因此产生了工交、基建、农林、

财贸、文教、科技、企业经营管理、高新技术产业等各行业各领域的劳动模范。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同劳动模范座谈时就谈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赵占魁、吴运铎、甄荣典，新中国成立后的孟泰、

王进喜、邓稼先，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徐虎、王顺友、吴登云等劳动模范。

其次，劳动模范是蕴含着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劳动者。一方面，劳动模范蕴含着强大

的物质力量是由于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劳动模范又是劳动者中的优秀代表。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奋进，

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群星灿烂”[6]，证明了劳动模范所蕴含

的强大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劳动模范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通过一代代劳动模范体现出来。在

革命战争年代，劳动模范身上展现的是苦干加巧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传帮带的革命互助精神，

以及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劳动模范拥有的是主人翁精神与“听

党话、跟党走”相结合的建设动力，革命精神与冲天干劲相结合的建设毅力，科学精神与技术改

革相结合的建设品质，以及独立自主精神与先进带后劲相结合的建设美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

劳动模范展示的是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改革决心，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魄力，敬业诚信、

真诚奉献的改革价值，以及攻坚克难、勤劳致富的改革斗志。同时，正因为劳动模范身上所蕴含

的强大物质力量和强大精神力量的互为作用，促进了劳动模范“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一基本精神内核的形成。劳动模范“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

不平凡的业绩，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具有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

伟大梦想精神”[6]。

最后，劳动模范是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先进性、示范性的劳动者。劳动模范的政治性是指

劳动模范首先必须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的劳动者。高度的政治素养，是

劳动者成为劳动模范的前提条件。“劳动模范要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模范、勤奋劳动的模范、增进

团结的模范。”[7] 时代性是指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勇立潮头，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和风向标，彰显

着各个时代最先进的精神品质和社会风尚，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先进性

是指作为劳动群众中的最杰出代表，作为“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和“共和国的功臣”，

劳动模范所具有的鲜明先进性早已毋庸置疑。它是构成劳动模范本质、彰显劳动模范气质、凸显

劳动模范全部价值的内在规定。示范性是指作为学习的榜样，要进行劳模形象的塑造、劳模事迹

的传播、劳模精神的传承，以此将劳动模范在全社会进行展示，在展示中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和

激励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要保持本色，继续拼搏，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8]170。

（二）劳动模范的价值论

劳动模范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劳动和劳动者是推动我国发展前进的

根本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

靠劳动者创造”[3]。正是因为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我国如期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当前，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然开启，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更需要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因此，作为广大劳动群众中的“佼佼者”，作为劳动群众中拥有高尚职

业道德、高超职业技能、高远职业理想的劳动模范，理所当然成为我们伟大奋斗目标的重要推动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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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通过发挥劳动模范的示范作用，

展示劳动模范在劳动或工作中的精神面貌、高尚品德、优秀品质、感人事迹，激发劳动者将对劳

动模范的钦佩和认同内化于心，并将学习劳动模范的实践外化于行。通过开展劳动和技能培训、

竞赛，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在关键领域

和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创新，经济社会实现了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劳动模范的引领作用，

加强劳动者思想政治引领，促进劳动者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更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快

提升职业道德水平、积极参与“中国梦·劳动美”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使劳动者始终保持昂扬

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状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劳动模范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培育什么样的时代新人”“如何培育时代新人”，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模范为

榜样，爱岗敬业、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勇于创造，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9] 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生动体现，劳动模范身上所展现出的精神、品质、道德，更易于被广大

劳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理解、认同、接受、效仿，劳模故事或事迹还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

“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

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6] 聘请劳动模范作为讲师，讲述他们的拼搏感人故事，将大

大提升劳动教育的成效，培养出更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劳动者，引导广大青年走上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劳动模范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

党委要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认真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6]，“在

当代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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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时代劳动模范的选举依据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的根本方针，“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遵循了以工人阶

级和农民阶级为多数的人数配比原则，有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新时代的劳模来自各战线各领

域各行业政治素质过硬、劳动素质卓越、为民情怀深切，并在劳动群众中具有突出影响力的劳动者。

由此，通过在群众中传承劳模精神，党的群众基础得以扩大和巩固。

（三） 劳动模范的工作论

劳动模范工作是指关于劳动模范的选树、培养、表彰、宣传、服务等一系列工作的综合。

首先，劳动模范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6]。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新时代劳动模范工作的前提，“让人

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6]。劳动模范工作的一切制度、原则、

形式、办法，都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把劳动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

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需求摆在首位，增强群众的劳动获得感、劳动幸福感和劳动安全感。要坚持

劳动群众满意的劳动模范工作评价标准，要把握劳动模范评选的公平、公正，要广开言路，善于

倾听劳动群众的呼声，这样才能把劳动模范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其次，劳动模范工作要凝聚强大的群众力量。第一，要开展有广泛劳动群众参与的劳动技能

竞赛，并评选出劳动模范。正是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劳动模范脱颖于劳动技能竞赛中；

也正是有广泛劳动群众的参与，劳动模范的先进性、示范性和榜样性才能顺利发挥作用。第二，

要形成全社会尊重劳模、爱戴劳模、学习劳模的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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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0

最后，要做好劳动模范工作的组织统筹。第一，提升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劳动模范工作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劳动模范工作中的责任和使命，他指出：“各级党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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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尊重劳模、关爱劳模，贯彻好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完善劳模政策，

提升劳模地位，落实劳模待遇。”[6] 第二，注重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性组织在劳模评选、

宣传中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直接领导

的群众组织，承担着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共同奋斗的重大责任。”[10] 第三，

增强劳动模范在工作单位的影响力。工作单位是劳动模范进行劳动实践并将劳动转化为对国家和

社会有突出贡献成果的关键场所。要增强劳动模范的影响力，工作单位就要在职工群体中加强对

劳动模范先进事迹的宣传，厚植劳模文化。以劳模文化引领单位文化建设，以此扩大劳动模范的

影响力，让劳动模范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第四，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

方面。”[6] 青少年是劳动模范宣传工作的重点群体，任何时候劳动模范宣传工作都要面向广大人

民群众、聚焦青少年。要注意各学段劳动教育的有效衔接，统筹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一体化建设。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重视劳动模范、做好劳动模范工作、传承劳

模精神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指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模范理论。劳动

模范，历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心和重视的群体，他们提出了社会一切有工作能力的劳动者越是获

得均等分配的劳动，那么个人活动越是自由的论断。列宁提出了在劳动竞赛中评选出的劳动模范

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要大力宣传无产阶级自己的“模范”，要将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

锻造成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劳动大军等论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劳动模范的地位和作用、责任

和使命，高度重视劳动模范工作，实施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模范工作的重大举措。毛泽东提出劳动

模范是人民的领袖，起着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的论断。邓小平指出劳动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和团结的核心，并把 1989 年的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中第一次盛

大的群英会。江泽民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劳动模范工作实施

的重大方针。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劳动模范理论发展史可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

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模范理论。其坚持的方面包括：对劳动模范地位和作用的肯定、

阶级阶层属性的判断、“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发展的方面包括：突出强调“尊重劳动、尊重

劳动者、尊重劳动模范”，提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论断，

强调劳动模范是“共和国的功臣”，突出强调对技术工人的培养与发展，提出劳动者尤其是广大

青年人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实施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新理念等。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学说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写在了奋斗旗

帜上，历来高度重视在劳动群众中扩大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毛泽东认为，作为中国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理应吸收大量的工人雇农入党；同时，作为全民族的先锋队，中

国共产党理应将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吸纳入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

一部分的重要论断，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胡锦涛认为要把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中创新了党的阶级基础

和群众基础学说：一是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维护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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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切身利益；二是站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上，提出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就要将其贯彻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中、融入工会工作的全过程中、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方面；

三是为了培育青年一代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提出要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论断。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何进行大国治理”是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

以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从国内外发展实际出发，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我国已形成

独特的劳模政治，以政治性为根本属性的劳动模范历来是治国理政的杰出代表。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命题中，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和归宿。劳动模范

从人民中来，人民性是劳动模范的基本属性。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劳动模范进行论述，也足以说明这一论述的重要性。

（二）实践意义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做好我国劳动模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全面而深刻，既为劳动模范指明了拼搏奋斗的方向，

也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会组织及用人单位做好新时代劳动模范工作明确了方针和遵循。同时，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新时代我国劳动模范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一

是劳动模范的评选制度逐步科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模范评选除了坚持“面向基层、面向

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原则外，还不断扩大企业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负责人、

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农民工以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评选比例。二是劳动模范的整体素质逐渐提高。

随着劳动模范评选、管理、服务、教育工作的创新，劳动模范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等都有了很大提升，更能适应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升级、社会转型的需要。三是劳动

模范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1979 年到 2010 年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以国务院名义召开，而 2015 年、

2020 年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回归到 1956 至 1978 年的做法，即以党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召开。这一

回归，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党和国家对劳动模范工作的高度重视。而随

着自上而下对劳动模范的宣传、对劳模精神的弘扬，劳动模范的社会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为重塑“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

社会风尚提供了思想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劳动光荣”一直是中国共

产党人倡导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引领下，新中国的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更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尽管其间关于劳动的认识和政策出现过偏差，但中国共

产党人主张全社会形成正确劳动观念的初心从未改变，尤其当前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背景下，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显得尤为迫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必须做好劳动模范工作、传承劳模精神。长期以来，劳模精神成为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生动体现。然而当前“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却受到了极大挑战：一是“不劳而获”，

企图“一夜暴富”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鄙视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追求“高大上”脑力劳动

的人大有人在；三是缺乏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缺乏争创一流精神的人不在少数。在这种状况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全社会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论述、

关于鼓励广大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的论述、关于建成一支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的论述等

等无疑为重塑“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提供了思想指引。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的重要论述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群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模范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新时代

的劳动模范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展开。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要求，到 2020 年，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



                                   第五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4 年 10 月

· 26 ·

作室总数达到 300 家，各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总数超过 10 万家。随着《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颁布，劳动模范的身影愈发活跃于社区建设、单位发展、学校教育中，

大大提高了劳动模范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影响力。随着影响力的扩大，通过做好劳动模范工作，

劳动模范的示范带头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劳动群众的肯定，进一步激发了劳动群众用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一是促进了劳动者形成更强的劳动观念。通过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优待

劳模、向劳模学习的良好氛围，从而引导人们尊重劳动、重视劳动价值。二是促进了劳动者拥有

更强的劳动能力。通过向劳动者传授劳模高超的技能，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三

是劳模精神传承能涵育更优的劳动品格。作为劳动品格的时代升华，劳模精神是劳动品格发展的

方向。通过劳模精神传承，劳动者更优的劳动品格得以被涵育。因此，做好劳动模范工作、传承

好劳模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群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团结奋斗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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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Model Workers

Abstract: Model workers ar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among the laboring masses, and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have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model worker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ilding on the labor model theories of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carrying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s of model worker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eriod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romo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ove for labor while focusing on the realistic theme of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statements about model workers, with its core content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the 

connotation of model workers, the value theory of model workers, and the work theory of model workers. Thus, an in-depth study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model workers has signifi 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model workers; work of model workers;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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