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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劳模终身制”，让“一世劳模”成为“一时劳模”。进入10月

份这则新闻让菏泽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尝试颇有进步意味。

然而，民主测评能否真正实现“群众说了算”？劳模能否顺利实现“动

态管理”？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进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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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梁远献的奖章
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

的”。

本报记者 董钊 摄

当当劳劳模模遭遭遇遇““年年审审””
本报记者 董钊 黄体军

对于菏泽市总工会而言，出台

这项新办法并不容易。经过两年酝

酿，今年10月份，菏泽市委办公室转

发了《菏泽市总工会关于对劳动模

范实行动态管理的意见》。

菏泽市《劳动模范动态管理考

核办法》规定，对于全国劳动模范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由市劳

动模范动态管理委员会考核。

“现在，我们先不去过多考虑

文件完善与否，关键是要按照文

件来，落实下去。”侯永信说，落实

下去的主要支撑是力度。“如果真

的出现考核不合格的情况，那我
们就按文件来，绝不手软，没有力

度不行。”

办法规定，对考核不合格的

省级以上劳模，经菏泽市劳模评

审委员会审议，报请地方党委政

府同意，向上级总工会提出撤销
荣誉称号的建议；对考核不合格

的市级劳模，则按规定报市政府，

取消其劳模资格。

新办法的出台，他们关注的

焦点就是能否真正贯彻执行下
去。而决定能否贯彻执行的主要
因素是“谁去考核”、“有多大力量

去考核”。

“至于怎么做，现在没法说得

太具体了，有些步骤还需要在实

际工作过程中去不断完善。”侯永

信表示。

“一评定终身的最大弊端就
是容易让人的思想产生松懈，让

劳模失去模范带头作用。”菏泽市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侯永信说。

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有关“劳模荣誉被物化”等现象，

网络上时有质疑。“一些劳模成为
‘老’模，一次当选，终生受益，躺

在劳模的功劳簿上一‘劳’永逸。

少数劳模虽然‘变质’，却仍然享
受着工资、职称、医疗、交通和退

休等一系列政策待遇，这为大众

所不能接受。”

此前，有关劳模违法违纪事

件并非没有先例。北京电子动力

公司(原751厂)原总经理兼党委
书记陈铭，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兼北京白

菊电器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刘启

超，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李经纬，

原湖南雪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德元……这些人因犯罪受

到刑事、经济等处分的时候，其劳

模的荣誉并未被剥夺。

侯永信说，要将这些人从劳

模队伍中踢出去。搞这个办法，就
是为了鞭策和激励，保持劳模先
进性。

对于菏泽市的“劳模”老总们

而言，该办法的实施则给他们带来

更多的动力。“这意味着我们承担着
更多的责任。”全国劳模，单县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承秋表

示。然而，也有劳模对新办法的态度
显得较为谨慎。当记者电话联系到

菏泽另外一位“总字号”的全国劳

模时，他选择保持沉默。

侯永信表示，考核全国劳模

中的企业法人，将是本次年底首

次动态管理考核的重点。“‘全国
劳模’比老总的名片更耀眼，谈业
务也更有可信度。越耀眼就越要
严格要求，这样才能体现出全国
劳模的含义和价值。”

目前，菏泽市《劳动模范动态

管理考核办法》经菏泽市委办公
室转发，已经成为红头文件。办法

明确规定，劳动模范荣誉的保持

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程序，包括

年度总结和述职报告、民主评议、

单位鉴定意见，最终确定考核等

次。其中，民主评议“不合格”的得

票率超过40%，将取消其劳动模范

称号。

这一规定让劳模的光环不再

像以前那样，可以理所当然地成

为获得者一生拥有的资本。这尤

其让工作在一线，终日和基层工
作者共事的劳模倍感压力。因为

他身边的同事，谁都可能握有决
定他能否继续当劳模的选票。

全国劳动模范梁远献说，有

这种危机感不是坏事。他是菏泽

天香毛纺织有限公司的清洁工，

每天打扫马路、车间以及清理毛

渣，是他工作内容的全部。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工作
中干的是厂里最脏的活，生活中

他曾15年如一日，默默照料一位

与自己非亲非故的老人。工友们

说，他这个劳动模范是“一扫帚一
扫帚扫出来的”。

梁远献是公司里的第一个全

国劳模，自从被评上之后，公司也

是“神经高度紧张”。“培养一个典

型不容易，万一出啥事该咋办！”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王建刚所担心的问题，正是《劳动
模范动态管理考核办法》要解决
的问题。王建刚说，办法出台后就
要按照办法办。“他这个劳模当得

不容易，要想保持还得继续这么

干，不然大伙的投票可不是哪个

人说说就能算了的。”

10月13日傍晚，菏泽市公安

局牡丹分局南城派出所中和社区
“张弓警务室”，只有一人值班。近
几年，这个警务室已经成为菏泽

公安形象的名片。警务室里的民

警张弓因“扎根社区，爱岗敬业，

亲民爱民，赤诚奉献”，于今年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在菏泽市新近出台的《劳动
模范动态管理考核办法》中，被列

为管理对象的“劳动模范”包括：

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和劳动奖章获得者。

在社区，劳动模范的先进作
用不难得到体现。5点半，一位老

人走进警务室，耐心等待张弓的
到来。她叫王凤荣，是一位年届八

旬的孤寡老人。“要没有张弓，我
早就爬了烟囱。”王凤荣说。

“说张弓，道张弓，张弓的工
作不轻松；人家下雨往屋里跑，他

往外面跑得凶……”这是王凤荣

等当地居民自编的顺口溜。

6点左右，张弓回到警务室，

把一份13000字的讲稿甩到桌子
上，身体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用

力抽了几口烟。过去的4个小时

里，他在牡丹区第二十一中学，面

对72个教学班的6000多名学生，

口干舌燥地讲了4个小时，内容大

抵是如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全国先进工作者”只是他获

得的若干荣誉中的一个。“这些东
西越多，压力就越大。”张弓说。在

接受“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时，

他已经是第二次站在人民大会堂

的领奖台上，顿觉肩上的担子愈

加沉重。

前不久，张弓应邀参加菏泽

市总工会组织召开的讨论会，这
次会议的议题就是现在被媒体广

泛关注的焦点——— 如何对劳模实

施动态管理，打破劳模终身制常

规。

“劳模就是不能一当就当一

辈子。当上劳模之后就可以作威

作福吗？当上劳模，自己就大于

一切了吗？”张弓的腔调一如既

往地响亮。在那次讨论会上，张
弓提出了一二十条建议。在他看

来，考核“是对自己的激励，而不
是强迫，要以更好的形象展示给

百姓”。

多次参加劳模动态管理意见

征求会议的张弓认为，这种制度

可以让劳模摆脱以往无人管理、

无人问津的局面，避免有了光环

之后的自我放纵，也可以让劳模

继续发挥、延续表率作用，“至少

不能给劳模抹黑”。

一个“标杆”的压力

当上劳模让公司“高度紧张”

一位“总字号”劳模，选择保持沉默

“至于怎么做，现在没法说得太具体”

菏泽市劳动模范动态管
理考核办法规定，考核的基本
程序包括：劳动模范总结年度
工作，做述职报告；民主评议；

所在单位出具鉴定意见；确定
考核等次。其中，对省劳模的
考核，菏泽市总工会结合县总
工会、考评委员会予以考核，

对全国劳模，由菏泽市总工会
给予考核。

在四个环节中的民主评
议环节，采取无记名方式进
行，参加评议人数一般不少于
20人，企事业单位的由职代会
代表参加，党政机关由机关中
层以上人员和特邀一线职工
参加，民主评议“优秀”得票率
要达到80%以上。“例如，对企
业法人代表的考核，在民主评
议环节，保证中层、班组以及
基层职工的参加。”

据了解，菏泽目前共有健
在全国劳模46人、省级劳模约
310人、市级劳模500人左右。

对于劳模队伍的不断扩大，菏
泽市今年年底即将进行的第
一次考核中，将选择先考核企
业法人代表逐步全面铺开的
方法。对于全国劳模的考核，

菏泽市总工会将由专人参与
全程考核。

法人代表劳模

年底首批“年审”

四个环节

均无记名投票

格分批考核

格考核程序

淘汰之前先关注

是如何当选的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佃利

认为，劳模的称号是对劳动者
过去成绩的肯定，在获得这一
荣誉的背后是辛勤劳作的汗

水。在引进劳模淘汰和退出之

前，我们应该关注劳模究竟是

如何当选的，这才不失公平公

正。

“比如一个人，2008年被

评为劳模，那么2009年乃至

今后，他是否仍然称职于劳模

称号，这需要一个制度去予以
考量。”王佃利认为。

董钊 黄体军

格专家说法

“
“培养一个典型

不容易，万一出啥事
该咋办！”

“他这个劳模当
得不容易，要想保持
还得继续这么干，不

然大伙的投票可不

是哪个人说说就能
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