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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颁

授仪式上，黄宝妹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颁授的
“七一勋章”。正如颁授词所说：她，是“新中国

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为实现全国人民穿好
衣的梦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坚持发光发热，是退而不休的老劳模。”

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黄宝妹有一个异常

艰辛的童年。13岁那年，为了谋生，她就每天

坐着小舢板，从浦东的家中来到杨浦滨江的
日资裕丰纱厂当童工。回忆当年，她感慨地

说：“旧社会的苦，如今的年轻人怎么想也想
不到。”那时，她每天要工作 12小时，站在纺

纱机前照看纱线，终日不见阳光，手指常被纱

勒出血。每天从家里带去一点干粮，每逢夏

季，拿出来吃的时候已经馊了。
正因为吃了太多的苦，当上海解放、新中

国成立，黄宝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正是因为过过苦日子，我才会这么

热爱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国棉十七厂，黄宝
妹拼命干工作，下班了还要留下来继续学技

术，自己学好了还要搞技术互助组，再帮助工

友提高技术。
为了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她探索出一套

“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先进操
作法，使一个纺织工人的看台能力从原先的

400个纱锭扩大到 800个，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同事们都打趣地说：“黄宝妹是机器的保

姆”，把机器保养得特别好。
1953年起，新中国正式拉开社会主义建

设的序幕。22岁的黄宝妹以一人可照看 800

个纱锭的全厂最快纪录，从上海 30多万名纺

纱工人里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之后，先后 8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宋庆

龄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黄宝妹回忆说，坐了 7天 7夜的火车去

北京领奖，沿途看见农民赤膊种地，心里很受
触动，决定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纺织工人很光

荣，让全国人民有衣穿，责任很重大”，更加努
力工作，让劳动人民都穿上衣服。

在她成为全国劳模之后，名声大噪，组织

提拔她做了干部，还主演同名电影《黄宝妹》。
然而，她却觉得“我是普通女工，纺织业才是

我大有作为的本行当”，又满怀激情地回到纺

织车间，在车间里一直干到退休，还带领整个
车间成为上海市劳模集体，向新中国贡献了

大量优质棉布。

党员是不退休的
时光流逝，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青年劳模黄宝妹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黄妈

妈”。她一如既往保持着青年时代的激情，用
无私奉献浇灌“他乡之花”。

上世纪 80年代，黄宝妹被借调到江苏启
东协助开办聚南棉纺厂。那时棉纺原料和机

器设备异常紧俏，黄宝妹利用自己的工作经

验和社会关系，上北京、去青岛，没日没夜为
企业奔走。工作三年后离开时，这个乡办小厂

已经非常红火了，她个人却没有向厂里多要
过一分钱。

退休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慕名邀请
她到石河子市协助筹建棉纺厂。她多次出入

新疆，从厂房设计到设备购买、从人员挑选到
技术培训，兢兢业业，亲力亲为。有人问：“你

既不占股又不领工资，那么辛苦干嘛？退休了
享享清福算了。”黄宝妹却说：“党员是不退休

的，如果我们党员都能奋斗终身，国家能不繁

荣富强吗？”
1994年，黄宝妹牵头 20多位离退休劳模

集资成立了上海英豪科技实业公司，担任董

事长、总经理。公司成立之初就约定，企业不
分红，把利润拿出来帮助有困难的老劳模。大

家都亲切地称该公司为“劳模公司”。
2006 年回归社区后，黄宝妹发现很多

居民因工作忙、怕麻烦，小区业委会历经三

年还建不起来，她就像年轻时说服工厂姐妹
们一样，用“绣花”功夫说服社区居民积极参

与家园建设，推动小区终于成立了业委会。
之后，黄宝妹还积极配合业委会工作，安装

监控探头、灭蚊灯，更换破旧信报箱，拓宽应

急通道……小区环境更优美了、邻里关系更

和谐了。
疫情期间，黄宝妹又充分发扬模范作用，

带头号召儿孙们和小区居民一起捐款，为“城
市守护者”送去爱心和关怀。前不久，90岁以

上老人开始注射新冠疫苗后，她又积极报名，
实现了四世同堂 100%接种。

给后生晚辈讲党史
在杨浦滨江生活了一辈子的黄宝妹，见证

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杨浦滨江从

“工业锈带”变为“生活秀带”。曾蜗居旧里的
她，老房子也在去年喜迎旧改。时光如梭，“黄

妈妈”变成一头银发的“黄奶奶”，她又找到了
发光发热的新路子———给后生晚辈讲党史。

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成立后，黄宝

妹积极加入。她和其他讲师团成员一起，秉持
“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的理念，

开展对孩子们的教育，20余年来为数百万人
次的青少年义务举行德育讲座万余场。百老

德育讲师团曾受到习近平、胡锦涛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2016年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部正能量
工作室成立，黄宝妹又第一时间报名加入。近

期，她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四史”学习教育和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紧跟时代潮流，在哔哩哔哩“老杨
树宣讲汇”直播间当起“网红主播”，向校区、

园区、社区的“后浪”们讲述身边的党史，带领
大家一起回顾国家发展，加深对“十四五”规

划和 2035远景目标的理解和领悟。她的现身
说法，感动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本报记者 孙云

    “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电影工作者，我

要感恩党对我的培育，感谢党给我崇高的荣
誉，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继续为党、为人

民写作，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上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在获得“七一勋

章”后说：“这极高的荣誉，在我心里是沉甸甸
的，这是党对我 70多年来坚持全心全意为

党、为人民而创作的肯定和鼓励。此时此刻，

我想用三个词来表达我的心情。”

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词，是感恩。”吕其明 20 岁开始

学作曲，35岁写就《红旗颂》，70载佳作频出，

陆续为 200 多部(集)影视剧作曲，还创作了
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多首歌曲，获

得数十个音乐创作奖。其中《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作品传唱大江南
北。但镌刻在他心底的词，是感恩。“感恩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党就是我亲爱的母亲，是党把
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

道德、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
文艺工作者，带领我走上了电影艺术的道路，

成为一名电影作曲家。”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是一位农业专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惠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为家乡的新四军募集军需粮饷。十岁，吕其
明随父参加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唱歌演戏

为新四军鼓舞士气。“1942年春天，作曲家贺
绿汀在部队联欢会上的一次小提琴演奏，为我

打开了音乐的大门。”三个月的时间里，贺绿汀
帮助剧团练歌，教乐理，提高音乐水平。从那一

刻起，“小提琴”梦在他内心滋生开来。
1945年，父亲吕惠生因叛徒告密不幸被

捕，时年 43岁。“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他高呼
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用他最

后一腔热血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在父亲的精
神感召下，同年 9月，15岁的吕其明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经历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后，吕其明跟着大部队一路南下。1949年

5月 26日，上海宣告解放前一夜，吕其明和华

东军区文工团团员们睡在上海老北站的条凳
上，度过了他终身难忘的 19岁生日。

解放后，吕其明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
集体转业至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小提琴演

奏员，成为一名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回忆起 70

年前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吕其明说：

“是党，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党教导我做

人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品德高尚，乐于奉

献，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

的内心，充满着对党的感激和报恩之情。”

自豪我生在伟大的中国
第二个词是自豪。“自豪我生在伟大的中

国。”吕其明说他自豪见证了这个国家从战争

走向和平，从贫困走向富强，正在实现着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能安度晚年，我感到非

常的幸运，同时我也非常自豪，自己这一辈子
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

党誓言和承诺，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

深深扎根于民族音乐，用我的笔，歌颂党和人
民，歌颂中国革命的胜利，歌颂伟大的红旗。”

《红旗颂》是吕其明 1965年时的一个奉
命之作，是为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而创作。

它以开国大典为背景，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
起第一面红星红旗时雄伟庄严的情景。当时，

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各单位上报的
作品一一过堂。一轮初选后，大家一致认为“歌

颂党、祖国、人民、人民军队的作品需要加强，
应该要有一部高质量音乐作品”。指挥家黄贻

钧为曲子一锤定音为《红旗颂》。在场的老前辈
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少壮派”———吕其明。5

月就要演出，容不得吕其明半点犹豫。决心背
水一战的他随即闭门在家潜心创作。整整七

天，吕其明夜以继日，饱含热泪、奋笔疾书，终
于流淌出了一部献给父亲的赞歌、献给先烈的

赞歌、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
的赞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

题的器乐作品，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
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在此后长达 54年的时间里，吕其明精益
求精，对作品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修改。最终于

2019年定稿，并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这一年 5月 26日，也是吕其明 89岁生
日。他说：“我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 70年一

起写成了歌。”

用心创作回报党和人民
“第三个词，是回报。”吕其明的语气里满

是坚定，“喝水不忘挖井人，我的少年时代和

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峥嵘
岁月里度过的，是部队养育了我。”为了报恩，

他一生笔耕不辍、与时俱进。从主旋律作品到
《城南旧事》《庐山恋》电影插曲，创作风格不

断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心

交给祖国”。为了报恩，离休后，他跑遍祖国大
江南北，分文不取为海、陆、空各种部队服务，

创作了近 40首歌曲，只为“了却自己的一桩心
愿”；为了报恩，耄耋之年，他经过 4年构思、29

天奋战，完成交响组曲《使命》，献礼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为了报恩，他的代表作《红旗颂》

在许多重要场合被无数次演奏，他从未主动参
加过任何评奖，也没有收取过任何版权费。他

说：“能被广大听众所接受，所喜爱，所钟情，就
是我的希望和追求。人民的认可和赞许，是我

最大的心愿，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2020年，鲐背之年的吕其明仍然一片赤

诚，谱写《白求恩在晋察冀》赞颂祖国抗疫壮
举。如今，91岁高龄的他依然有空便会待在书

房里，用心创作。他动情道：“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

的、有意义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

努力，分秒必争地，为党为人民再留下一点作

品，予以回报。”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我有三个词跟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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