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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赵占魁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这一天，天
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
游行活动。在观礼台上，坐着许多全国
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其中有一位
从定襄县走出的抗日模范人物，他就是
在抗战时荣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
雄称号，被誉为“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
的赵占魁。

赵占魁，1896年出身于定襄县张村
一个农民家庭，12岁开始当雇工、做苦
力，17岁学铁匠，后在太原铜圆厂、太原
兵工厂、同蒲铁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做工。

1937 年 11 月，日寇侵占山西。次
年，赵占魁流亡到陕西，在泾阳县参加
了西北青救会训练班，在职工大队学
习，同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4月，赵占魁随职工大队来到延安，在
抗大二大队学习。

同年5月，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
运动，军民需要大批农具。当时，抗大
缺少农具，赵占魁主动提出开炉灶自己
打。他召集了几个工人，垒起3个炉子，
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打出200把镢头和
300把锄头。随后，边区政府为发展生

产创办了农具厂。同年6月，赵占魁被
分配到边区农具厂当翻砂工，任翻砂股
股长。

化铁是一项既艰苦又重要的工作，
特别是在夏天，在没有专业防高温石棉
工作服的情况下，赵占魁就身穿厚厚的
棉衣，坚守工作岗位。他每天都是提前
上班准备好当天工作，推迟下班收拾好
工场。他站在上千摄氏度的熔炉旁，冒
着高温，顶着烈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以上，从没有叫过一声苦。他认真负
责，不怕工作艰苦繁重，从来也不自夸、
不贪功，每遇论功行赏的时候总是让
开，认为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他为了
抗战与人民的需要坚持生产，在工作中
发挥出最高的劳动热忱。

在一次操作熔炉时，坩埚突然坏
了，上千摄氏度的铜水一下倒在地上，
溅在了赵占魁的右脚上，他的脚面立刻
被烧得焦黑一片。之后，中共中央职工
运动委员会和延安各单位的同志到中
央医院看望他，让他安心治病，可是他
没等脚伤痊愈，就回到了工作岗位，还
把各单位送的慰问金全部捐给了前线
战士。

为了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赵
占魁潜心钻研，解决难题。刚开始炼
铁，1斤焦炭只能化1斤铁，经过他反复
试验，可以化到2斤半，成品的损耗率由
过去的60％减少到25％。工厂化铜的
罐子，是用坩土自制的，最初一个罐子
只能化2到3次铜，经过赵占魁的几次
改进，可以化到6次，使用率提高了一倍
以上。

赵占魁是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生
产竞赛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在他身

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劳动态度，那就是把
自己锻炼成一个劳动英雄、技术能手、
节约模范，锻炼成一个团结和学习的标
兵。在赵占魁身上，还体现了一种自觉
爱护工厂、团结工人、努力生产、提高技
术，一切为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可贵品质。赵占魁这种埋头苦干、大公
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大鼓舞了边
区工人的劳动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整个
边区的工业生产。

1939年，赵占魁被陕甘宁边区政府
评为模范工人；1941年被选为边区参议
会候补议员。1942年5月，中共中央职
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
人到边区农具厂检查工作，发现了赵占
魁这个先进人物，决定予以嘉奖。消息
一发出，毛泽东主席立即给中央职委书
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
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
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出来，树立标兵，
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毛泽东
主席还称他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朱德称赞他是“用革命者态度对待工作
的新式劳动者”。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
《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10月
1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
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在中共中央的
高度重视和倡导下，一个以改变工人劳
动态度、提高生产效率为内容的“赵占
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
掀起。赵占魁成为在大生产运动中选
树的“以主人翁责任感对待工作的劳动
英雄”。

1943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劳
动模范表彰大会，赵占魁被评为边区特

等劳动英雄，成为边区工人的一面旗
帜。《解放日报》等报刊曾多次介绍他的
事迹，文艺工作者把他的事迹编成歌
曲、快板、戏剧等到处传唱、演出。1944
年5月，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
决定进一步提高“赵占魁运动”水平，使
之成为群众性的劳动英雄运动。随着

“赵占魁运动”的深入开展，赵占魁成为
当时陕甘宁边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45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
第二届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上，赵占魁被
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工人
旗帜”称号。“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
区持续开展长达7年，形成人人争当先
进的良好风尚，并很快推广到其他边
区。

解放战争时期，赵占魁随西北野战
军征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职
工家属生产地雷，圆满完成了生产任
务。1948年夏，他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
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9月，
赵占魁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占魁历
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西北
总工会副主席、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
职，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195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他在工作岗位上，始终保持着抗战
时期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保持着劳动
人民的本色，几十年如一日，继续为社
会主义建设做贡献。1973 年 8 月 26 日
逝世。

2009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授予赵
占魁“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劳模”荣誉
称号。 （谢音呼）

路玉小，1923 年生于五寨县下关
村。1939 年 11 月参加革命，参加过本
村“动委会”组织的儿童团、青年救国
会，任本村自卫队中队长，1940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路玉小
发现光凭一个民兵中队的力量对付凶
恶强势的敌人是不够的。1942年5月，
路玉小向区委建议，建立东秀庄、麻地
窊、武王城三村民兵联防中队。区委
任命路玉小为联防中队长，统一协调
指挥，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联防司
令”。

联防就是联合防御、联合作战，也
就是联合起来对付敌人。民兵联防中
队确定了3个村的联防区、30里的联防
线，3个村互相支援，配合作战，多次挫
败敌人的进攻。联防队规定了摆草
帽、扬土、设立消息树等各种暗号，建
立了山头哨、儿童哨。路玉小率领民
兵中队半月内连续打了6次胜仗。1个
月内和日军作战 20 余次，使民兵的威
信迅速提高。敌人在前面村子时，后
面和侧面的民兵就追打敌人的后部，
敌人折回来抵御后面的民兵时，前面
的民兵又返过来打，打得敌人晕头转
向，进退不得。不久，“联防”转为“联
攻”，联防线很快由30余里扩展到50余
里。后来，上级将联防的经验推广到各
区，民兵指挥统一、步调一致，取得了一

个个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
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民兵队伍发展得更快，也更壮大了。

在与敌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同时，
路玉小还发展“秘密民兵”，并称其为

“暗进攻”。有了这种“暗进攻”，他们
得以逐步向公路沿线的敌据点推进。
每当接到“秘密民兵”送来的情报，他
们就乘夜摸到敌据点附近向日伪军喊
话，进行扰乱作战，使敌人彻夜不得安

宁。第二天，敌人因疲劳且军事机密
被泄露，常常被迫放弃出扰计划。

1943 年，东秀庄民兵武装逐渐壮
大起来，路玉小发动民兵自己动手制
造武器，他在试制子弹时，曾被爆炸震
得昏过去，但苏醒后继续埋头研究。
经过民兵们的苦心钻研和工匠们的全
力支持，终于制成了子弹。经过七八
次试验和两次大的改进，又制成各种
射程的炮弹，民兵中有了“炮兵”。经
过异常艰苦的过程，他们不但制成子
弹、落地开花炮弹、手榴弹、地雷，地雷
有铁雷、石雷、罐子雷，还制造出各种
爆发管、信号弹。其后又用硫磺、火
药、辣子面、松香和酒做原料，制造出
土“燃烧弹”和“催泪弹”，为民兵战斗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弹药。

东秀庄一带村庄，因为过去屡遭
敌人抢劫，耕牛损失甚多，每逢春耕时
节，耕牛极其缺乏。路玉小组织民兵
先后从各据点夺回耕牛 32 头、毛驴 5
头，马 31 匹，并整顿了村里的变工组。
东秀庄一村就组织起 79 户，分编为 17
个组，到秋收时全村提前10天完成收、
打、藏任务。他曾进行化装，活捉了群

众非常痛恨的伪村长。春耕时，群众
缺少耕牛，他又通过化装到各据点侦
察到敌人喂养着“官牛”，他记好那些

“官牛”的特征后，带领民兵先后夺回
耕牛、驴、马，分给群众使用。

1942 年至 1943 年将近两年内，路
玉小率领民兵与敌人战斗120余次，毙
伤日伪30余人，捕捉敌伪汉奸9人，解
救被捕群众 300 多人，夺回牛、驴等牲
畜120多头，破坏汽路60余次。

1944 年，在岢岚、五寨民兵检阅会
上，路玉小当选为两县模范民兵中队
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许光达亲笔写信
祝贺他，并奖励他200元和一身军衣。

1944 年 12 月，晋绥边区召开第四
届群英大会，路玉小和他领导的东秀庄
民兵中队荣获“特等民兵英雄”称号。

1945年初春，路玉小和他的东秀庄
民兵中队配合八路军进行多次战斗。8
月22日，配合晋绥军区二分区独立2旅
21团和神五支队参加了解放神池县城
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路玉小参加了
晋绥二分区部队，他领导的东秀庄民
兵中队加入了八路军神五支队。解放
战争期间，其随军南下四川，转到地方
工作，曾任四川省达县行署建设局长，
1982年离休，1992年逝世。

（谢音呼）

军民“联防司令”路玉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