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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9_B6_E5_9B_B0_E9_c25_500921.htm 劳动模范是工人阶级

的杰出代表，是时代的旗帜，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关心劳模

、爱护劳模、帮助劳模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大部分劳模的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一部分劳模

特别是离退休老劳模，工作和生活陷入困境，迫切需要方方

面面来关心和帮助。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探索建立起长效机

制，使各方面的帮扶能够长期稳定地起作用，尤显重要。最

近，我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 一`南京是全国重要的工业

城市。在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市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

创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

全国、省、市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为南京的建

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建国初期，以李士海、郭绍江

、余祖熙、禹正秋、李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

或带头生产、忘我工作，或攻艰克难、锐意革新，或任劳任

怨、热心服务，为改变满目创痍、百废待兴的旧南京面貌、

加快城市的各项基础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改革开放

以来，周波、武继军、高友忠、杨瑞清、周光裕、张霓、李

瑞、朱爱华等一批新时期的英模，创业富民、献身教育、引

领正气、爱心助人，以新的面貌、新的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

模的风采。尽管所处的年代不同，但劳模们都以其对党和国

家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忱，通过自身价值的释



放，给我们的城市注入了激情与活力，为我们的城市谱写了

光荣与梦想。 二`据调查，目前我市共有健在且保持荣誉的全

国劳模121名，省部级劳模1588名，市级劳模4010名。全国劳

模中，64人已退休，占52%，其中70岁以上的有44人，占36%

；省部级劳模已退休1037人，比例高达66%，其中70岁以上的

有552人，占35%。市级劳模已退休2415人，占60%。 从了解

到的情况来看，我市各级劳模中，在职劳模因为相对年轻、

收入稳定，生活情况较好，都在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部分下岗退休、年老多病的劳模，不同程度地存在生活困

难的情况，有少数劳模生活相当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

及改革改制的深入，一些企业停产、半停产或实行改制，很

多以前所评的企业劳模因买断工龄、协保、托管等原因离岗

，收入无保障，生活拮据。这些贫困劳模主要分布在化建、

轻纺、财贸、农林水等系统及六合等一些区县。如高淳县团

结圩良种场市级劳模李青头，单位改制后原享受的待遇全部

丧失，生活无保障。还有的是因为土地征用、区划调整，造

成一些劳模失去原有的经济来源。如建邺区市级劳模施兴龙

、武祥泰，均因拆迁农转居无固定收入而致困；栖霞区摄山

镇全国劳模王茹红，本是养蘑菇专业户，因栖霞区搞开发征

用了她的住房、土地和蘑菇用房，使其断绝了原来比较稳定

的收入渠道，生计艰难。 二是退休较早，收入偏低。我市大

部分劳模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65岁，

有些单位劳模平均年龄高达75岁，一半以上的劳模在工资改

革前退休，收入偏低，月平均工资最近经过调整后，也只

有700元左右，已经跟不上眼下经济发展的水平，无力改善生



活质量。 三是年老体弱，因病致贫。困难劳模中，很多年龄

偏大，加之早年的身体透支，现在到了疾病的易发期、多发

期，一旦患病，医疗费用都不菲。如2004年接受全国总工会

、市总工会补助的145名特殊困难劳模，全都是患有各种重症

而因病致贫的。据了解，目前我市还有近14%的劳模尚未参

加医保，而一些已经参加医保的劳模则反映，由于医保报销

基数低，且部分药物不在报销范围之内，自费负担重，如果

染病，就陷入要吃饭就没钱吃药、要吃药就没钱吃饭的困境

。 四是家庭负担重，入不敷出。一些劳模爱人、子女、父母

等亲属因无收入、下岗待业或上学、就医负担过重等原因，

造成生活难以为继。如江宁区市级劳模孙禄玉，因爱人脑溢

血抢救花了8万多元，现在靠药物维持生命，负担沉重；六合

区市级劳模单义顺，母亲长年生病今年病故，欠了很多医药

费无力偿还。还有诸如突遭天灾人祸，生活和精神遭受沉重

打击致困等情形。 三`必须看到，长期以来，劳模在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使个人身体健康、发展机遇

、生活质量等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尤其是建国初期苦干实干

型劳模，由于早年身体和精力的透支，不少人都落下后遗症

，健康状况堪忧。也有一些劳模忘我工作，始终将国家和集

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放弃了一些

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机会。时至今日，不可否认，他们中的一

些人生活出现困难，与他们当初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付出

不无关系。如果现在不能及时有效地对处于困境中的劳模进

行必要的帮扶，就有可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和信念，就会削

弱劳模精神在社会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近年来，党委、政

府和工会组织对困难劳模的生活现状也越来越关注，已经采



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对困难劳模进行帮扶，如全总每年向

全国劳模发放“三金”（慰问金、帮扶金、补助金），省政

府每年春节前向省部级劳模发放慰问金。 我市的帮扶措施主

要有三项：（1）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每年拨付20万元，作

为困难劳模专项经费，2005年增加至30万元，用于对我市困

难劳模的定期补助、春节一次性补助和平时的临时补助及慰

问；（2）从1993年开始为劳模办理补充养老保险，并且

在2000年出台的《南京市劳动模范享受优惠待遇的规定》中

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3）面向市级以上劳模提出，人

均住房面积不足12平方米，人均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可申请廉租房。另外，一些区县和单位还采取了结对帮困、

与有关部门及单位协商解决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劳模再

就业、定期组织劳模体检、对生病住院的劳模给予一次性补

助等帮扶措施。 这些帮扶措施在一定层面上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是，面对众多困难劳模根本性的需求，这些帮扶措施

往往只是一时之举，不是经常之策，只能缓片刻之急，不能

解长久之需。只有建立健全关心帮扶困难劳模的制度性规范

和长效性机制，加大贯彻执行的力度，才能为这些曾经作过

重要贡献的劳动者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 四`建立健全帮扶困

难劳模的长效机制，我们建议当前应突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 一是建立困难劳模帮扶基金制度。基金以政府出资为

主、工会经费补助和社会募集为辅，委托工会或劳模协会代

管，主要用以帮助下岗劳模、重病劳模以及过世劳模的困难

家属等，有效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基金使用上，应遵循专

款专用、重点使用、严格审批的原则，设置专用帐户，根据

劳模的困难程度，由劳模协会集体协商确定发放标准，并实



行公示和帐务公开，确保基金合理公开使用。部分外省、市

已经在这方面率先开启了步伐，如河北省2005年下发了《关

于建立河北省省部级劳动模范生活困难救济基金的通知》，

决定每年由省财政注入600万元、省总工会注入100万元，共

计700万元资金，用于对全省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的省部级劳模

定期实施生活困难救济和特殊困难劳模帮扶；扬州市也

于2004年底设立了主要来源是政府资助的困难劳模帮扶基金

。他们的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二是完善和落实有

关帮扶劳模的政策规定。建议制定或修订适应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劳模管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文件，结合实际适当调整

或增加帮扶困难劳模的条文。给劳模提供一些实质性的优惠

待遇，如凭劳模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观、就医、子女入

学等方面可以得到优先或降低费用的照顾，增强劳模的荣誉

感。在劳模慰问金、抚恤金发放上，应城乡统筹安排、同等

对待，不宜使城乡劳模帮扶标准差距过大。加大办理补充医

疗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发放荣誉津贴的落实力度，鉴于有

些单位对劳模津贴、保险待遇的落实相互推诿等实际情况，

建议劳模当选后由所在地区政府及单位按比例进行一次性待

遇支付，切实解决劳模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养老保险或荣誉

津贴等不落实的问题。 三是形成有主有次、各负其责的部门

协同帮扶机制。目前，劳模评选办公室只负责劳模评选及一

般性的管理、协调等工作。作为劳模荣誉的授予者，政府应

在劳模相关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建议由政府牵头，尽快召

开工会、农工办、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卫生局、人事局等

部门共同参与的专题会议，研究协商劳模管理、困难劳模帮

扶工作，明确责任主体，实施任务共担，切实改变一些基层



单位劳模只评不管的倾向。工会及劳模协会应主动协助政府

完善劳模政策、加强劳模管理、解决劳模困难，教育部门应

保证困难劳模子女完成学业，房管部门应适当扩大住房困难

劳模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供给数量，工商部门应为困难劳

模从事个体经营提供便利，劳动保障部门应做好《再就业优

惠证》的发放管理工作，财政部门应加大对困难劳模的财力

支持，卫生部门应扩大对其优诊服务项目，司法部门应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等。 四是建立全社会关心帮助困难劳

模的激励机制。运用行之有效的方式和载体，加大对困难劳

模先进事迹、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的宣传，呼吁更多的社会

力量为困难劳模分忧解难。鼓励企事业单位、企业家劳模和

其他有条件的社会个体，结对帮扶困难劳模，对帮扶工作做

得比较好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给予相应的荣誉和奖励，并在

发展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有关政策上的优惠。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