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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

【长风回忆录】

这位九旬老劳模，曾与毛主席握过手，和周总理拉过家常……
文 朱惠兴

还在曹杨二中读初中时， 我就
听说过劳模裔式娟的名字。 之所以
印象深刻，是因为裔式娟的“裔”字，
当初觉得这个姓少见， 感到好奇。
“裔”字上半部为“衣”，说来也蛮巧
的，裔式娟从事的职业就与这“衣”
字有关———她是细纱车间的一名纺

织工人，平日工作中，先纺纱成线而
后织布成衣。

当年，我负责班级的黑板报宣传
工作，因此经常翻阅报纸，摘录一些
资料作为黑板报的参考材料。我从报
纸上读到了裔式娟的劳模事迹，还有
上海的三轮车工人程德旺、北京的掏
粪工人时传祥等等。长期的阅读熏陶
让我对这些劳模们仰慕不已。

在老劳模赵根海同志的引荐

下，作为“长风晚辈”的我，时隔 60年
之后在长风物业管辖的某小区公寓

房内，见到了裔式娟前辈。 尽管今年
已是 92岁高龄，但裔式娟容光焕发、
思路敏捷；热情待客、见面如故。见到
我后，裔式娟跟我谈起了当年的“裔
式娟小组”及其人生的精彩故事……

“裔式娟小组”的“领头雁”
裔式娟告诉我：“‘裔式娟小组’

是一个集体，我只是挂个名而已。 ”
我点评道：“但你是领头雁。 大

雁飞得高，全靠头来带。 对吗？ ”
裔式娟回忆，1953 年是我国国

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

年。 因此在 1952 年学习了“郝建秀
操作法” 后， 纺织厂党委提议成立
“裔式娟小组”，以加快生产进度。在
细纱车间裔式娟依靠倪玉珍、 王桂
英等技术骨干，攻克纱线、产品及机
修等众多难关， 最终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的生产计划指标。裔式娟说道：
“30 来人的一个小组偶尔也有思想
不一致的时候， 但那时候姐妹们有
很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所以很快
统一思想， 再苦再累也要把产量与
质量搞上去。 ”

这就是“裔式娟小组”的原动力。
从 1953年 1月到 1961年 12月，“裔
式娟小组”在 108 个月中，月月又快
又好完成国家计划。“裔式娟小组”也
由此成为了全国纺织行业的一面红

旗，先后获得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小组、全国先进集体等光荣称号。

谈到自己取得的成绩， 裔式娟
说道：“我家中姐妹六人、 一个残疾
叔叔、还有祖母共八人。当年家乡兵
荒马乱，生活艰辛，我就到上海来谋
生。不要看我现在胖，小时候面黄肌
瘦的，风一刮就要倒，感谢组织给了
我这个谋生的机会。 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我裔式娟。 ”

头雁领飞，众雁随后，形成美丽
的雁阵人字形。 “裔式娟小组”30多
人团结如一人，人人争当先进，其中
10多人入了党，出了三位劳模、两位
党代会代表，还有不少先进生产者。

毛主席与裔式娟握过手

1961年 “五一” 国际劳动节期
间，毛主席来到上海电机厂大礼堂，
与上海部分劳模共度佳节。

这一天裔式娟原本的安排，是
与劳模李素兰、王林鹤、彭大生等人
到劳模丁杏清家里过节。 忽然接到
通知，去上海电机厂大礼堂。后来方
才得知是毛主席来了。

幸福来得很突然， 众劳模都感

到无比温暖。 裔式娟的心情特别激
动， 因为她之前已见到过毛主席：
1954 年 9 月 15 日， 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 裔式
娟在会场见到了毛主席。 而之后的
1964 年 12 月，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上， 毛主席与她亲
切握手并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毛主席的多次接见， 是裔式娟
人生故事的精彩之笔。 裔式娟回忆
往事，至今仍感到幸福满满。

周总理与裔式娟拉家常

1963年春节， 周恩来总理与夫
人邓颖超来到上海。在一次酒会上，
周总理与邓大姐把裔式娟拉到身边

拉家常，亲切地问：“你几岁啦？成家
了没有？ ”裔式娟答：“32 岁。还没有
成家。”裔式娟向总理说了自己的想
法：成家后怕分散精力，影响工作与
学习。周总理关心地说，虽然现在你
事业有成，但是家还是要成的。劳动
模范也要成家的嘛。 只要合理安排
好时间，是不会影响工作与学习的。

后来，裔式娟成了家。婚后家庭
和睦、幸福。裔式娟成家后合理安排
时间， 取得了工作与学习的 “双丰
收”。 在学习方面，裔式娟不但扫了
“盲”， 而且还进修完纺织厂业余大
学的全部课程。回顾往事，裔式娟对
周总理倍感思念。

【统战之窗】

你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吗？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

包括四大群体：
1、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

指受聘于私企和外企，掌握
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
知识者。

具有以下特征：
“三高”：知识水平高、收入

水平高、经济地位高。
“三强”：自主意识强、创新

意识强、职业流动性强。
“三外”：大多数都在体制外、

党外，不少人是海外归国人员。
“三大”：在企业发展中作用

大、影响大，同时工作压力也挺大。

2、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
性产品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士，以
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
单位从业者。

具有以下特征：
职业资格较高，专业性突出。
工作涉及面广，服务性鲜明。
内部构成复杂，差异性明显。
思想主流积极，责任感较强。
发展速度较快，成长性明显。

3、自由职业人员
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

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
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
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
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者。

具有以下特征：
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
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
职业发展变动性较大。
分散性和自由度高。
职业地位呈金字塔分布。
网络是日常交往的重要渠道。
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职业发

展和权益保障上。

4、新媒体从业人员
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

从事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
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
经营管理活动者

具有以下特征：
年轻化、知识化、技术化。
党外多、留学多、兼职多。

流动性大、收入差距大。
创新意识强，舆论反应快。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用

1、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促进
创新创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力量。
2、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影响

思想舆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的重要力量。
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创新社

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5、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
础的重要力量。

明月照长风 王永强 摄

裔式娟近照

毛主席与裔式娟握手

周总理在酒会上祝酒，，
前排右一为裔式娟

相关介绍

人物小传

裔式娟，1929 年 9 月生于江苏盐城。1947 年进上海中纺建第二棉纺织
厂做工。 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担任上海第二棉纺织厂“裔式娟小组”
组长。 1953 年“裔式娟小组”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小组，裔式娟个
人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 1954 年，裔式
娟同志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后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1978 年起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1984 年退休后在上海市总工会退管会
工作。 裔式娟关心退休劳模生活，支持李素兰创建的沪西块“劳模之家”。 裔
式娟同志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的获得者之一。

笔者后记

雁阵飞得快，全靠头来带。“裔式
娟小组”这个雁阵，就因为裔式娟而
飞得更高更远。裔式娟用她辛勤劳动
的汗水与人格魅力， 团结小组成员，
克服种种困难，为完成国家下达的生
产指标，奉献青春、奉献精彩。我对裔
式娟前辈表示由衷的钦佩。

“裔式娟小组”是我们那个年代
的一个时代符号， 是激情燃烧岁月
中的一个英雄群体代表。“裔式娟小
组”不但属于原上海国棉二厂，也是
属于全国人民的。 “裔式娟小组”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后
辈分享与传承。

郝建秀，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13 岁进厂当工
人，不到 16 岁摸索出改进整个纺织业技术的“细纱工作法”，1951 年，该工
作法在全国推广，整个纺织企业的产量大幅提高。从此，纺织女工“郝建秀”
这个名字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