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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版

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人们这么谈说他
“……有些善于自我吹嘘的人，虽然他自

己是那样的空虚，他能把自己装饰得很圆满，
甚至他能说得使人家把他很瘦的身体当成一
个大胖子。”一个曾经在同济大学毕业的，戴着
近视眼镜的厂长，在讲到赵占魁的时候，用这
一段话，作了他的开始。“可是你也能找到一种
完全相反的人，那就不能不提到赵占魁了，对
于自己的好处，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只
要你和他在一起待上三天，你就不会不佩服
他。对于他，一个只看表面的人，是不能很正
确的了解他。”

厂长渐渐提高了声音，并且不时用眼睛凝
视着我们。从他的眼睛里和带着微笑的脸上，
可以看出他的兴奋。

“你去打听吧，凭你问遍全厂的人，没有一
个能说他一句坏话。曾经有一个姓王的工人，
个性非常强，平时又爱发脾气，发脾气时，谁
也劝不下来，可是老赵一说，他就马上不吭
气了……我们工厂是离不了他的，他领导着
翻砂股，使工作有了很大进步。比如一开始
时，每次只能倒成八分之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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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而且最重要的”，厂长又继续讲下去，“他
在全厂中有威信，因此能帮助行政上处理许多
问题。他时常来找我谈话，提出很多对工厂的
意见。的确，他能知道很多别人的意见，因为
有许多人把最不愿意对别人讲的话，都能告诉

他。我们行政上很尊重他，许多工作都是通过
他去做，就像这次发布，因为布多，每一匹好坏
就不同，要是叫总务科去发，工人一定又嫌好
道歹，可是他能想出用抽签的办法发下去，没
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到这里，他又稍稍停了一下，挪动了一下
自己的凳子，又接着说：“要叫我把他的好处讲
完，是很困难的，最好你们到他工作中去看吧，
特别是到他所站的熔铁炉旁边。”

中午，阳光洒满翻砂股的工厂，一种灼
人的酷热从熔炉边、从烫人的黑砂地上发散
出来，可是二十多个工人们并没有停止或者
松懈自己的工作，相反，他们工作得更加紧
张起来。

“你们看出哪个是赵占魁了吗？”领着我们
参观的年轻生产科长这样问。

“站在炉子跟前的就是他吧？”
“是的，那个就是他。来到工厂里不用问，

你光看，那个唯一穿棉衣、站在离炉子顶近、工
作最忙、出汗最多的，就是赵占魁。”

生产科长很兴奋地对我们说，而且当老赵
站在凳子上，用铁棍子捅炉子，冒上来的火头，
照红了他脸的时候，他又对我们这样说：“做这
样的工作，三年多不懈怠是不容易的。如果你
能更多地了解他，你一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是

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
吃过晚饭，是工厂休息的时候，工会委员

领着青年工人到球场里去打球，有些人换了衣
服到河里去洗澡，这时候，在木工股的住室里
几个工人在那里聊天。当我们问到他们对赵
占魁有啥印象的时候，一个留着平分头、二十
四五岁的生产管理员说：“他为人正派，办事不
从自己出发，虽说他技术很好，却不骄傲。才
来时还好发脾气，有一次厂里加工，他叫一个
学徒到总务科去领油，没领够，他就生气了，不
做工了。现在就不同了，头些时和他一起管伙
食的老张，弄错了一个账目，差一百元，他说条
子给老赵了，而且还乱骂，但是老赵没说一句
话，后来还是老张弄错了……”

为能对老赵有更多了解，我们曾在晚上找
了一个以前和老赵吵过架的人。我们问他：

“你觉得老赵这个人怎么样？”
“好人。”
“可是你为啥和他吵架呢？”
“那只能怨自己，他管伙食，我想多打一份

夜菜，他不给打，人家当然应该了。”
一个翻砂股的十八岁的学徒，对于老赵这

样说：“第一，他不打骂人；第二，他有本领全
都教给你，不像外边的师傅你伺候他，他还不
教给你。”

在工厂的前面隔一条小河，一个
六十多岁的老汉在锄地，当我们走过
去的时候，他马上放下锄，和我们一起
坐到地上。我们从今年的庄稼收成，谈
到了工厂。

“你认识我们厂里的老赵吧？”我们
问他。

“是那个倒铧老汉吗？他，谁不认
识，这条川哪个老百姓和他不熟呢？就
是三岁小娃也认识他。”

他抽了一袋烟，然后又继续说下
去。像在说他最得意的事情一样。

“好人，天下数第一的好人，去哪里也难找
下，人家手艺也有，工作真是没话讲，就光说那
个看炉子，就是毛主席来看看，也不能不夸奖
几句。人家对百姓好，借钱给百姓，不要利，不
限日期还。”

说到这里，他磕了烟袋，用手摸了一下胡
子。“人家对咱有好处，咱一辈子也忘不了人
家，去年老赵病了，周围老百姓都给他送东西，
鸡蛋、油糕、梨子……”

就这样，从厂长到每个工人、学徒，到附近
老百姓，我们问过了很多人，没有一个人说他
一句坏话的。提到他的缺点，人们都挠了一阵
头皮，好像很为难的样子说：“我还没有看出他

有什么缺点，要看，就是文化不高。可是那不
能怨他呀，在外边，工人根本就捞不着学习，况
且现在他已经自己学会算算术了，每天生产品
的数目，他都能用洋码在地上算一下。”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党对他的了解吧，因
为党对一名党员的了解，会更深刻和科学的。

支部在他一九四一年的鉴定表上，关于他
本人的特点，这样写着：一、有艰苦耐劳的优良
作风，与勤于劳动的习惯。二、对工作有责任
心和耐性。三、能团结人，与人相处共事。

——这就是工人赵占魁正确的面影，他的
一切工作和行动，在这里，就如同人们所说：是
可以当作测量一个好共产党员的标准。

（《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本文有删节。）
□张铁夫 穆青

1948年，赵占魁（左）在哈尔滨接受穆青的采访。

赵占魁

一九三九年秋天，赵占魁同志就被边区政
府评为模范工人，当时他在农具工厂做化铁的
工作。之后，任翻砂股股长，并历次受奖。一
九四一年，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一九
四二年，边区总工会开发展工厂的“赵占魁运
动”，号召全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同志学习。当
时他在农具工厂亲自领导这一运动，任“赵占
魁运动委员会”主任，获得很大成绩。一九四
三年，又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现在他在
工艺实习厂任翻砂股副股长。他一贯以新英
雄的姿态，站在建设边区的最前线，成为边区
工人的一面旗帜。

半辈子过着牛马生活

他今年四十八岁，山西定襄人。小时候，
祖父只留下坟地一亩，土房七间。但到父亲手
里，这几间破房又用两百吊钱抵押给人家。那
时，因祖母去世，没钱埋葬，父亲被逼得没法，
就流着眼泪写下那张契约；死人虽然埋葬了，
两百吊钱的高利贷却压在活人的肩上。要是
搭不上利钱，债主就随时叫你从自己的房子搬
出去。为了生活，为了给债主搭利钱，迫使一
家人都过着牛马生活。

赵占魁弟兄四人，老大老二都是给人家当
长工，父亲在口外做泥水匠，就连鬓发斑白的
老娘，也得离开家给人家洗衣服做饭，挣几个
工钱。他排行老三，从十二岁当雇工，虽然全
家劳动，但得来的血汗钱，除了还高利贷和缴
租纳税以外，所剩无几，每天只能吃上两顿红
高粱窝窝，而四弟因家中无法养活，自小就送
给别人家了。

赵占魁十七岁那年，父亲被坍下来的破窑
洞砸死了。二哥听到这消息，便连夜奔去照
料，不幸又在途中过河遇险，被水淹死。这两
桩惨痛的事情，刺激着赵占魁的心，他想挣扎
一下，突破这穷困的牢笼，于是就在这年离开
了家，去给一个铁匠当学徒，终年伴着风箱铁
锤，飘走在口外的天镇、阳高一带。

那时的学徒生活，真是想象不到的痛苦。
晚上别人都睡了，自己还不能睡，早晨天不亮
就得先起床。有一次他病了，浑身没有力气，
师傅还硬叫他拉风箱，拉不上劲，又挨了两
脚。这样，天天筋酸骨痛，得不到片刻休息，但
全年工资才有十二吊钱，刚够买五六斗高粱。
而且三年时光，只是给师傅拉风箱抡铁锤，没
有学到一点手艺。

一九一六年，口外闹瘟疫，铁匠散伙了，赵
占魁只得流浪回来，到太原当泥水小工。这时
他二十岁。后来在太原铜元厂提炼部当学徒，
干了八年。二十九岁到兵工厂学翻砂，又干了
六七年。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工资最多的时
候，每月十二元钱，扣去伙食房钱，哪还有剩
余呢。工头对待工人不当人看，动不动就罚
工，上工迟到五分钟，三次就罚半个工；病了
不但没人管，请不下假旷工，一天就要罚三
天。赵占魁是个老实人，又因为那可怕的失
业暗影，威胁着毫无保障的生活，迫使他当牛
做马，一点不敢调皮。虽然这样，到工厂减缩
时，他既没人情，又没用钱活动，还是不免被
摈弃在工厂大门外。三十七岁这年，就是他
失业的第一年。

三十八岁时，好容易才在同蒲路介休车站
修理厂当了名铁匠，干了三年，每月工资九元
钱。他三十岁时结婚，可是老婆也得给人家当
雇工或到车站上去拣烂煤，才能维持生活。一
九三五年初，日寇占领了同蒲路，他又和老婆
失散，便跟着铁路工人一起，流亡到西安。这
时，他听说延安是共产党的地方，一九三八年
五月，便由一位铁路工人介绍，进了安吴堡青
训班。不久，就来到了延安。

四十二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来到延安，就进了抗大，在工人队伍学
习。果然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这使赵占
魁做梦都没想到，过去活了四十岁，当了半生
牛马，连自己名字都认不下，而今竟一分钱不

花，管吃管住，进学校学本事。所以他积极学
习，进步很快。在讨论会上发言，他常常拿过
去的苦难和现在的幸福相对照。旧社会的黑
暗和罪恶使他痛恨极了！他说：“我的血快要
被榨干了，而今四十二岁，才找到了家！”

特别使他感动的，是首长们的关心和同志
间的友爱。当时张浩同志常常找他们谈话，嘘
寒问暖，有点小病，就请医生来看，他和另一个
年岁大的工人老崔说：“什么人待咱这样亲热
过？共产党的首长，真像咱的亲娘一样！”

他处处表现好，积极苦干，忠实革命，组织
上看他够得上一名党员的条件，就派人找他谈
话，问他入党的意见。他一听，就激动起来，对
那位同志说：“党还要我这样的老汉吗？我又
不识字，只有这两只瘦骨嶙峋的手！”

其实，何止是他的手瘦骨嶙峋，连他的身
体也因过度劳动，营养不良，落得那个干枯的
样子。这时，那位同志安慰他说：“老赵，无产
阶级就是靠两只手来创造光明世界的！”

这句话使他非常兴奋，坚定了他的信心，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赵占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产党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毛主席号召生产运动，
抗大缺乏工具，赵占魁马上提出来：自己开炉
打！于是集合了几个工人，修起三个炉，半个
月的工夫，就打了二百把镢头、三百张锄。

有一次，他和老崔去找张浩同志，说：“我
是党员了，我想早点为党出点力。不要学习
了！我会打铁，我就去打铁，为党解决生产工
具吧！”

张浩同志耐心劝导他，让他好好学习。
六月，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创办农具工
厂，调他去当翻砂工人，他高兴地说：“这可有
了为党出力的时候了！”当他跟另外三个同学
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张浩同志又把他们叫
去，亲切叮嘱他们说：“工厂是公家办的，但它
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也就是工农大众
自己的工厂。你们都是主人，要好好干，好好
爱护工厂！”

赵占魁就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牢记
在心里，并且变成了他的实际行动。

在农具工厂四年

赵占魁到农具工厂，开始在翻砂股当化铁
工人。由于积极负责，不久就当了翻砂股长，
一直工作了四年，化铁时都是他亲自看炉。

化铁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夏天的

时候，站在一千度以上
的熔铁炉旁边，头上又
被炎热的太阳晒着，还
得穿起棉衣（代替石棉
衣）。汗水不停往下滴
着。吃饭的时候也不
能停工的。别人是一
边吃一边工作，可是赵
占魁却连饭也顾不得
吃，他说怕悮事，他常
常这样工作十二个小
时以上。他虽然四十
多岁的人了，可是当他
工作起来的时候就变
成年轻人了。他总是
那样愉快而沉着。瓜
子型的脸孔，带着笑
纹，看着那炉里的铁
水，爆着耀眼的火花，
一会儿就变成了犁、
铧、车圈，这就是胜利
的果实！这会使他忘
记疲倦，他从来没有叫
过一声苦！

平时，他总是在起
床 钟 响 之 前 就 起 床
了。上工比别人早，下
工时他让别人先走，然
后把工厂巡视一周，看
看有没有人把工具乱

丢乱放，要有，就一件一件地放好。他爱护工
厂，真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他常常对工人
们说：“工厂是公家办的，同时也是咱们自己
的，跟在外边不同！”

所以每次下雨下雪，不论是白天还是夜
晚，赵占魁一定把大家叫起来，领着头把院里
的工具、成品，都搬到下不到雨的地方去，不让
它遭受损坏，搬不动的就拿油布盖起。他从来
没有计较过工资，本来按照规定，加工是另算
工资的，可是他不要，说：“在外边作工，费死了
劲还时常饿肚子，现在为革命工作，有吃有穿，
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呢？”他也很少请假，有了病
也不肯休息。

一九四一年，赵占魁病了一个星期不能起
床，发热头晕。但要开炉，怎么办呢？就由他
的学徒李荣贵来看炉。可是李荣贵加铁加多
了，炉里化成了一个二三百斤重的疙瘩。赵占
魁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从床上挣扎起来，拄
着棍子来到镕铁炉旁。自己站立不住，就坐在
地上看了一天炉，把那天的任务完成了。一九
四〇年四月，他帮助别人试验弹花机，不小心
把一个手指头轧坏了，而且轧出了两块碎骨
头，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自己把手包上，又
用另一只手照常工作起来。现在他那个手指
头还伸不直，就是当时遗留下的残疾。

还有一次，他镕铜时因为坩锅坏了，那十
几斤重的一坩锅铜水（热度在千度以上）一下
倒在地上，有一部分泼在他的右脚上。脚面马
上就烧得焦黑。那该多么疼啊！可是赵占魁
不但一声也不叫，而且不让别人扶，自己走到
医务所去。这种精神，可以说只有战场上那些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战斗英雄，才能
和他相比！

后来，工厂把他送到中央医院去治疗，延
安各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许多机关、学校、工
厂都派人去慰问他。邓发同志也亲自去看他，
劝他好好休养。带给他的慰问品摆满了两桌
子，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元。他把这些钱全部捐
给前方战士，他说：“前方有许多同志在流血，
比我更痛苦，我不算啥！”六七月间，时局紧张，
当时他的脚没好，还在医院，可他要求立刻出
院，为了保卫边区，带着伤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后来一提出劳军的号召时，他又把积蓄五
千元和两双鞋子、两条手巾、十块肥皂捐献出
来。在他的影响下，农具工厂的劳军捐款，竟
达十六万之多。

赵占魁处处表现了为革命、爱护工厂的忠

诚。前年，有汉奸特务分子混进工厂，企图破
坏、鼓动落后工人怠工罢工。他当时虽然没有
识出那反革命的真面目，但他却能站在一个党
员的位置上，起来斗争。他把个别落后分子争
取过来，在这次斗争中，他领导的翻砂股是完
全站在正确方面，表现了坚强的力量。

为了改进技术、提高质量，赵占魁下了苦
功夫，细心研究。拿化铁来说，开始时一斤焦
炭只能化一斤铁，后来慢慢改进，就化到二斤
半了。在成品的成损比率上，由过去百分之
六十的损坏，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损坏。
又如翻砂，最初用十分之三的焦炭面，翻出的
犁铧很不光洁；后来改用十分之三的石灰面，
既省钱，又使铧面光滑好用。再如化铜的罐
子，是用坩土自造的，最初一个罐子只能化两
到三次铜，后来经过几次改造，可化到六次，
提高了一倍以上。

热心教育学徒，发扬友爱精神

对待学徒，在赵占魁心里，有着这样一个
信念：“多教会一个学徒，就多增加一分革命
力量！”

他还常对学徒们说：“我要认真教，你们要
认真学，边区跟外边是根本不同的！”

每天开炉的时候，他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指
点学徒实际练习。什么时候加炭加铁、分量多
少、风力大小，一遍一遍地给学徒们讲解。有
时为了准确，他叫学徒把炭和铁用秤称过以后
再装在炉里，真是一位谆谆善诱的良师！在翻
砂过程中，一发现什么毛病，他就把学徒召集
在一起，研究毛病的原因，告诉他们改进的办
法。他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和学徒们同甘共
苦。在他的栽培下，学徒李荣贵已经能单独看
炉了。

在物质生活上，赵占魁更是处处关心他
们，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他有时自己拿钱给
学徒买鞋袜；在工作中，他看见学徒们饿了，就
一声不响去买几个饼子分给大家吃。不久前，
工厂来了一批新学徒，公家没来得及发衣服和
日用品，他就号召老工人，发扬友爱精神帮助
新人。他首先捐出裌袄一件、新鞋一双、裤子
两条，鼓动大家都热烈捐助，解决了新学徒的
困难，所以学徒们在工厂里都是愉快亲热的，
像在自己家一样。

工厂里的人，都这样称赞赵占魁：“老赵，
是个忠厚老实人，自己生活俭朴，帮助别人可
热心，跟谁都合得来。”

赵占魁平时帮助人的事情太多了，简直没
法计算。马夫忙了，他帮马夫去铡草；伙房里
忙了，他帮大师傅去烧饭。他当生活委员会主
任，管理工人合作社，调剂工人伙食，这些事情
都要在工作以外的休息时间去做，所以他忙得
没时间休息，半夜才能睡觉。

他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搞得非常好，帮
老百姓解决困难。有一次，李老四打算发展生
产，买了一只牛，但手里钱不够，他就去找老赵
借。赵占魁一听，说：“发展生产是响应毛主席
的号召，好事！好事！”借给李老四二百元。给
韩德成买驴也借一百元。出去的钱，从来不要
利钱。他也从来没有和老百姓争吵过。一九
四二年，赵占魁当选为劳动英雄时，附近好几
个村庄的老百姓集合起来给老赵贺喜，给他送
了一面旗子、唱了一台戏。去年五月，他化铜
烧了脚，老百姓由拿了鸡、挂面，到医院看他。

老百姓都说：“老赵，是个好同志！”

在工艺实习厂

去年十月，因工作需要，赵占魁被调到
工艺实习厂，任翻砂股副股长。于是他又把
这模范的劳动态度和工作作风，带到了工艺
实习厂。

过去在全厂来说，翻砂股是比较弱的一个
股，发生问题比较多。可是现在，景象完全一
新，大家一致称赞，翻砂股进步最快。

拿技术的改进说，由于大家劳动热情很
高，进步特别显著。赵占魁在边区劳动英雄代
表大会上，曾宣布他的计划说：“要保证达到一

斤焦炭化三斤铁的目标。”现在不但达到了，而
且超过了。在他来以前，一斤焦炭不过化二斤
多铁，自他到厂以后，亲自看火，和大家细心讨
论，去年十二月，就平均一斤焦炭化三斤半铁；
今年一月起，就化到四斤半，而平均数为四
斤。化多的原因是焦炭好、风力大，大家技术
提高，加铁加炭的数量和时间配合适当，也起
了决定作用的。

在成品的成损比率上，也因为技术的改
进，大家责任心加强，如注意水口的大小、倒铁
水力量的轻重、做模子时细心。现在已达到百
分之八十以上，有时能够达到二百之九十（损
坏只有百分之十）。这真是空前的纪录！

为什么会有这个进步呢？去年整风（赵占
魁是整风期间到厂的），工人们的思想意识有
了转变，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劳动英雄赵占魁
所起的影响，确是极大的！

一点一滴，都是革命财产

过去穷苦的日子，使赵占魁养成了节俭的
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在工人
当中，他的积蓄比别人多。他看见有人糟蹋一
点东西，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心里就非
常难过！

在农具工厂时，他看见伙房里常把剩饭糟
蹋了，心疼极了。几次跟伙房提意见，而剩饭
总是难免的。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叫伙房把
剩饭保存下来，下顿用油炒着吃。结果工人们
都来抢吃这油炒的剩饭，计算起来，一个月就
节省了一石多粮。

每次从炉中倒出来的烂炭，他都用筛子筛
过，把可用的烂炭烂铁挑拣出来。他不光自己
这样做，而且叫学徒也这样做。他对学徒们
说：“自己要节省，对革命的财产更要节省，一
块炉炭、一片碎铁，都来得不容易！”

他在工具厂也是这样。前不久，他发现几
年前的烂炭堆上，里面有些生了锈的碎铁块，
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蹲在那里用手边扒边拣，
不一会就拣回了好几斤，接着他又发动学徒去
拣，一天就拣回了十几公斤。

今年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翻砂股月份的
节约统计有：柴六百斤（用废炭代替），值六千
元；焦炭两千斤(每天下午用废焦埋火)，值十五
万元；黄砂三桶、洋钉一斤（用生铁棍及坏钉代
替），值五千元；炭面三百斤，值一万八千元，连
其他共计节省二十一万九千余元。

对原料不论大小，他都注意爱护，如拉
焦炭的大车，掉了焦炭块，赵占魁都要捡起
来拿到厂里去。他又把焦炭大块、小块、碎
末，分开放，他说麻烦点没啥关系，而用起来
方便又节省。

向模范工厂的目标前进

去年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赵占魁听了毛
主席“组织起来”的报告以后，就在心里盘算：
个人当劳动英雄不够了，要组织大家，创造成
千成万的劳动英雄才行！当吴满有一提出创
造模范村模范乡的口号时，赵占魁也立刻响应
说：“对！我的目标是创造模范股、模范厂！”

在工艺实习厂，赵占魁被选为“赵运委员
会”主任，亲自领导大家，向模范厂的目标前
进！现在全厂每个人每个股，都定出了今年的
计划，个人与个人、股与股，展开了竞赛热潮。
而赵占魁和他的翻砂股，更成了大家挑战的目
标。他收到的挑战书已有厚厚的一叠。“赵运
委员会”又规定了种种办法：如，配合行政，实
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出版“赵运半月刊”小报，
每半个月的检查结果在报上公布，表扬好的、
批评坏的。

现在，全厂充满着一种生气勃勃、紧张愉
快的新鲜气象。厂长政委，都在墙报上写文章
说：“我们全厂同志，都一致朝着赵占魁的方向
前进，创造模范厂是有把握的！”真的，全厂都
有这种信心，准备于今年十月革命节，伸出胜
利的手来，迎接这个光荣称号“模范工厂”。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
□赵元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