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上午，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 周年暨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共有1670名全国
劳动模范和756名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其中有64名全国劳动模范
和全国先进工作者来自陕西。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在三秦大

地，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求
实创新、甘于奉献，他们胸怀大爱，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书写着不平
凡的人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身边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听听
他们的奋斗故事，感受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与“偏毫厘不敢安”
的匠心。

全国劳动模范盛沛

全国劳动模范杨银娟

全国劳动模范冯五一

全国先进工作者江永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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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杨小妹 记者 赵婧

秦巴山脉腹地，汉水源流之畔，这里是汉中市宁强县，

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宁强县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小琴的家乡。从深山绣娘到非遗传承人，她用29年时光，

在针尖上织就了一段传统非遗技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

锦绣传奇。

王小琴出生在宁强县一个偏远山村，那里是古氐羌民

族聚集地，当地女子从小就开始接受羌绣技艺训练，常针

挑线绣，创作独具特色的羌绣作品。

母亲指尖翻飞的绣绷，是王小琴童年最鲜活的记忆。

1996年，从小跟母亲学习刺绣的她成为羌南服装厂的一名学徒，

掌握了服装设计制作工艺，并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

故事的转折在 2008年，在一次返乡途中，王小琴发现

许多绣娘年事已高没有传人，传统针法濒临失传，家乡妇女

们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现实如重锤击心，让她久久不能

平复。于是，她暗暗发誓：“一定把羌绣传承下去，要让山里

的姐妹们学到技术，靠自己的手艺挣钱。”

王小琴用四年多时间走村串寨，拜访了上百名羌绣艺人

讨教刺绣技巧，先后到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木兰商学院

等专业院校系统深造刺绣艺术。

“保护传统技艺不能只靠情怀，得让绣娘手中的‘金丝

银线’变成‘真金白银’。”多年的创业经历让王小琴明白，要

让羌绣长久传承下去，必须走产业化道路。

2015年，王小琴注册了“羌州绣娘”商标，将自己的制衣

厂转型，成立了宁强县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在同年的

中国宁强羌文化挖掘保护发展高峰论坛上，公司的羌绣展

品惊艳亮相，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订单也如

同雪片般飞来。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王小琴从未忘记自己立下

的誓言：带着山里更多的贫困妇女走上致富路。2016年，在

宁强县政府的鼓励下，成立了宁强县羌绣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设立了6个羌绣专业合作社、10个传习所和6个加工车

间，开办羌绣技能培训班 100余期，培训绣娘 6000余人，创

新了“公司＋学校＋合作社”模式，带动1800余名绣娘灵活

就业，人均年增收最高达3万元。

多年的奋斗终于结出硕果，王小琴的公司先后被授予

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省级就业扶贫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单位等荣誉。她也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优秀农民工、陕西省脱贫攻坚先进致富带头人、陕西省

劳动模范、汉中市“天汉工匠”等荣誉称号。4月28日，王小琴

更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接受全国总工会的表彰。

传统非遗需要以创新姿态融入时代语境，让古老技艺

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王小琴说，下一步公司将计划启动

“云上绣坊”项目，运用VR技术重现古羌寨围炉传艺的场景；

推出“绣品认养”模式，联动生态农业，让消费者见证绣品从

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深化与高校合作，打造“云朵上的绣

房”，让年轻一代在直播与创意中赋予羌绣新的生命力。

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到如今的创造性转化，王小琴在

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针尖起落间，是一个非

遗传承人的坚守，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望。

正如她在诗句中写道：“汉水源长映初心，羌绣千针绘锦

程”。这一针一线里，绣的是千年文脉，织的是乡村振兴，更

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王小琴：让绣娘手中的“金丝银线”变成“真金白银”

□ 记者 闫智

4月 28日上午，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陕西交控集团职工盛沛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盛沛作为陕西交控集团西汉分公司秦岭朱雀隧道管理

中心应急救援组负责人，在山区高速扎根 17年，默默守护

着司乘人员的安全。

2008 年，盛沛从武警湖北省消防总队退役，转业至

西汉分公司，成为首批路政员。初到岗位，面对山区高速

复杂的路况和频发的事故，他没有丝毫退缩，迅速调整状

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深知，守护这条“入川大动

脉”的畅通，责任重于泰山。

2012年秋夜，一场暴雨倾盆而下。西汉高速双岭隧道

内，两辆货车追尾，一名司机被困车内，脚踝骨被刹车踏板

卡断，生命垂危。盛沛接到警情后，冒着大雨赶赴事故现

场，徒手扒开玻璃碎渣，艰难地钻进车厢救援。他一边小心

翼翼地用液压扩张器破拆车体，一边用肩膀扛起受伤司机，

防止司机受到二次伤害，并不停地呼唤司机保持清醒。雨水、

血水交织在一起，模糊了盛沛的视线，碎玻璃划破了他的双

手，经过长达1小时的生死救援，司机终于被成功救出。

回忆起这段经历，盛沛说：“在部队时，我就肩负着保护

人民生命的使命，现在穿上这身路政制服，守护司乘人员的

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的紧急救援，只是盛沛17年高速应急救援生涯的

寻常片段。

2024年6月18日凌晨，京昆高速三号隧道突发大火，浓

烟瞬间封锁逃生通道。面对隧道内混凝土炸裂飞溅、毒烟

弥漫的险境，盛沛率先冲入火场，带领队员顶着高温和爆炸

风险逆行14小时，成功疏散137名被困人员。完成救援后，

又连续奋战4小时扑灭明火、清障排险。“危险肯定是有的，

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退缩，必须冲在前面，这也是职责

所在。”盛沛坚定地说。

不仅是在救援现场冲锋陷阵，盛沛还积极钻研业务，努

力提升应急救援的科技含量。

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冰雪期长、事故多发”，为了降低

事故发生率，盛沛经常在白天穿梭于各个路段，认真记录每

一处隐患，夜晚则翻阅大量资料，埋头钻研业务。

盛沛主导开展的应急治理工作，使山区路段事故率大

幅下降。他参与的《提高照明设施完好率》《缩短山区高速

灭火救援时间》等QC课题，依托陕西交控集团技术资源攻

克事故救援难关，先后获得国家级奖项1次、省级奖项3次。

作为应急救援组负责人，盛沛深知团队的力量。他精

心制定标准化应急预案，通过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关键

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的应急救援“铁军”。在

他的带领下，团队年均处置突发事件300余起。

据统计，17年来，盛沛先后参与车辆火灾救援达 285
次，交通事故救援超过216次，从变形的车体中救出司乘人

员 352名。他也先后荣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陕

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高速

守护者的赞誉。”盛沛用自己的坚守和奉献，诠释着新时

代劳动者的精神，就像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穿上这

身制服，就要对得起肩上的责任！”

盛沛：秦岭高速上的“蓝焰”守护者

□ 记者 张璐

“这份荣誉太重了，它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

守的劳动者。”4月 28日，刚刚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

杨银娟轻抚奖章，语气坚定又充满深情地说。

杨银娟是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渭河热电厂发电部的

一名汽机运行管理、高级工程师。在她看来，这份至高荣誉

不仅是对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所有奋战在电力生产一

线劳动者的礼赞，是属于整个行业的荣光。

杨银娟的职业生涯是一曲扎根一线的奋斗之歌。在轰

鸣的设备声中，她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精湛的业务能力，成

为电力设备的“妙手神医”。近30年来，经她解决的设备异

常超百起，确保机组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百余次安全完

成发电机组大型启停操作，累计稳发电量约 800亿千瓦时

——这个数字，接近我省全年电量需求的三分之一。每一

次设备故障的排除、每一度稳定输出的电力，都凝结着她对

工作岗位的无限热忱和敬业。

火力发电厂作为电力供应的核心支柱，其稳定安全运

行对于社会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一名电力职工，杨

银娟秉承“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的信念，熟

记每一台设备位置、系统运行工况，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用脚

步丈量生产现场的每个角落，巡查设备数万台次，被同事们

亲切地称为“安全定心丸”。

为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和“双碳”战略，火电机组深

度调峰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针对企业机

组深调阶段需启动电泵运行的难题，通过系统改造，将辅汽

并入汽泵汽源，增强汽泵出力，有效降低厂用电率0.8%，每

小时为企业节约厂用电 2000多千瓦时。”杨银娟言语中满

是骄傲。

2021年，杨银娟带领技术攻关小组积极查找 1号机真

空偏低的原因，经过反复排查和仔细推敲，最终确定是由于

密封水U型水封回水量不足所致。她通过调整回水门和开

大注水门保持回水量在一定范围，使真空上升了0.7Kpa，节

约供电煤耗约1.2克。

技术创新是杨银娟不懈追求的目标。作为“杨银娟劳

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她充分发挥“头雁”作用，带领工作

室成员开展技术攻关、创新创效，陆续完成了机组能耗指标

创优、节约酸碱消耗、降低输煤电耗等87项课题，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 44项，总创效 3000余万元，其中一项创新成

果获全国电力职工技术成果一等奖，2023年成功入选首届

全国电力系统女职工创新联盟。

在杨银娟的带动下，工作室充分发挥“孵化器”作用，带

动更多青年技能人员的创新热情，公司系统25个职工创新

工作室相继成立，累计获得创新成果507项，实用新型专利

316项，发明专利 25项，创造经济效益 10801万元，以“头雁

效应”激发“群雁活力”。

“向杨师傅学习”“杨姐，你现场听了总书记的讲话，

回来给我们讲讲心得体会呗”……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

成立 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结

束后，杨银娟的手机不断弹出同事们关心与祝贺的信

息。看着一条条真挚的祝福，她更加坚定了扎根一线、培

育新人的决心。

“我要把在大会上感受到的鼓舞和力量带回去，和大家

一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杨银娟说，在以后的工作中，要继

续深耕技术创新，以初心敬党、以匠心爱岗，发挥好“传帮

带”作用，将热血融入电力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电业

为人民”的初心。

杨银娟：用坚守点亮万家灯火

□ 记者 殷博华

身披绶带，手捧鲜花，胸前的奖章闪烁着

荣誉的光芒。4月 29日，全国劳动模范、渭南市

产投集团董事长冯五一一回到公司，就和职工们

分享进京接受表彰的感受。

“此次进京表彰，我内心十分激动，这份殊荣

不仅仅是国家对我38年扎根国企工作的认可，更

是对企业发展的肯定。”冯五一说，自己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

提起多年奋斗历程，冯五一打开了话匣子。

1987年，从咸阳纺织工业学校针织专业毕业

的冯五一，被分配到渭南市针织厂成为一名基层

工人。工作期间，车间领导和老师傅们总教导

年轻工人，要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精、做好、

做细，这也让冯五一养成了一股把工作干到极致

的韧劲。

“没有基层的历练，就没有如今的成就。”

冯五一说，2013年担任渭南市产投集团董事长

后，老一辈的教诲一刻也不敢忘，每一项工作

都力求精益求精。

企业刚成立初期，经营规模小、模式单一，这令

刚上任的冯五一倍感压力。如何做强企业？如何

带领职工闯出一条幸福路？如何为渭南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是他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2014年，冯五一提出扩大经营板块，强产业

促发展。开会商讨、考察项目、分析研究……

他每天上班来得最早，走的最晚，时常带领团队

深入市县和企业开展调研，只为尽快确定合适的

发展项目。

多年来，企业在冯五一的带领下，先后进军绿

色能源、城市服务、智慧农业、工程建设等产业，投资

建设了渭南数字经济产业园、大荔分散式风力发电

等27个重大项目。其中，发展奶山羊养殖项目是他

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冯五一在富平县调研期间发现，传统的奶山

羊养殖模式，严重阻碍了产业发展。2023年 10
月，经过内部商议研究后，企业在富平县刘集镇

投资建设了高产奶山羊数字化育种中心，计划通

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培育更多适合本地养殖的优

质奶山羊核心育种群，该中心的建成，标志着我

国高产奶山羊种源基地和高效羊乳基地建设迈

上了新台阶。目前，企业经营已经从原先的单一

业务拓展至能源产业、数字经济和产业金融等六

大核心板块。

集团工会办公室主任蔡婧说：“冯董在带领

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时刻记挂着职工们的幸福。”

冯五一通过升级职工餐厅、补充医疗、购买医疗

互助保险等方式，不断提升职工福利待遇，并常

态化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金秋助学”活动，

共慰问一线及困难职工230余人、伤病职工20余

人、高考家庭10余户和一线职工640余人。

“企业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工作。”集团党群工

作部部长冯秀杰说，企业积极开展人才内培外

引，共培养中高级技术骨干200余名，为企业建立

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人才团队。

冯五一说，今后将继续立足岗位，做好企业

发展的“领头羊”，当好一线职工的“贴心人”，努

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台阶，持续提升职

工幸福感和获得感。

冯五一：做企业发展“领头羊” 当一线职工“贴心人”

□ 首席记者 李荣

4月 28日上午，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作为756名全国先

进工作者之一的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

一站站长助理江永木参加表彰大会，现场聆听了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能够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

策，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每一位默

默奉献的消防工作者。”江永木说。

1997年12月，年仅19岁的四川小伙江永木

投身消防事业。“穿上这身制服，就要把群众的安

危扛在肩上。”这是他入职时的誓言，更是他用数

千次救援行动践行的初心使命。

2000年 7月，某饲料厂突发连环爆炸，四次

剧烈爆炸震碎了3公里以外的玻璃，两辆消防车

被气浪掀翻，10余名战友被爆炸碎片击伤，现场

随时可能引发大爆炸。

“让我上！”危急时刻，江永木挺身而出，背负

60斤重的防护装备，在扭曲的钢架上辗转腾挪，

穿过喷吐火舌的管道，抵达爆炸核心区，锈蚀的

阀门无法关闭，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用扳手

卡住输料管道，硬生生将管道夹扁。随着最后一

丝原料输送声消失，这场危机四伏的“拆弹”行动

终于化险为夷。

2015年 5月，西安市长安区一名 2岁 4个月

男孩坠入深水井。江永木赶到现场后，倒挂在

旋挖钻机开辟的副井中，用缠满纱布的双手刨土

19 小时，最终以身体为担架，将孩子从横洞

一寸寸拖出。

20多年来，他先后参与深井救援 300余次，

总结出了一套井下救援的基本操法，研制出井

口专用三脚架和升降平台，练就了一手“倒挂

金钟”的“绝活”，从井下累计救出 28条鲜活的

生命。

2016年，“12.13”汉中宁强县液化石油气槽车

侧翻事故处置、2015年“8.12”商洛特大山体滑坡、

2017年“7.26”榆林特大洪涝灾害……多年来，江

永木参与各类救援7536次，从井下、高空、火海、激

流中救出遇险群众400余人，身上留下的一道道伤

疤诉说着一个特勤尖兵的“血性”与“勇敢”。

作为站长助理，队员们亲切地称他江师傅。

清晨的训练场上，他手把手纠正队员攀登技巧；

深夜的值班室里，他用亲身经历讲解火场避险

要点；战术研讨会上，他毫无保留地分享救援中

总结出的“江氏救援法”。在他带过的 300多名

队员中，12人成长为中队长，27人荣立个人三等功。

这支“江永木带出的队伍”，始终是三秦大地应急

救援的“尖刀力量”。

从青涩新兵到一级消防长，从普通战斗员到

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站长助理，他

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消防事业。

全国公安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全国特级

优秀人民警察、陕西省杰出消防卫士……在江永木

家中，这些见证他“冲锋在最前面、战斗在最险处”

的荣誉奖章摆满了整整一面墙。

工作的这些年里，总有新队员问他：“江师

傅，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多的荣誉？”江永木总是毫

不犹豫地回答：“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这9个

字，就是要逆火而行。”

从巴蜀大地到三秦沃土，从青涩少年到

功勋老将，变的是岁月年轮，不变的是拳拳

初心。当江永木戴上“全国先进工作者”勋章

的那一刻，映照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璀璨历程，

更是千万消防人用热血与汗水浇筑的平安中国

图景。

“我有啥子本事，都是队伍教会我的，我只是

千万个普通消防员中的一员。”每每提到他的

事迹，江永木都会用带着川味口音说。

江永木：从青涩少年到功勋老将的“消防尖兵”

劳动铸就梦想 奋斗书写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