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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工和企业不可或缺，也是其保持

旺盛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时至今

日，即便工作岗位已由技术操作变为

行政管理，现任云南纺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纺织事业部副经理、直属

工会主席的蒋秋香，依然每天进厂，

第一件事仍是直奔车间，查看工作情

况、沟通生产进度、协调生产事宜，

工期紧张的时候，也会上机操作。

“连同我们经理在内，大伙儿待

在办公室的时间都很少，基本都在生

产车间。”蒋秋香认为，脱离基层工

作，领导决策便有可能浮于表面、不

切实际。转换到管理岗位上后，蒋秋

香仍坚持每天随机抽查和检验产品质

量，严把操作和产品质量关，无一件

产品混错或遭到质量投诉，确保部门

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技术工种大多要面对枯燥单一

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出彩很难，

出错却容易。离开了‘工匠精神’的

支撑，操作者对产品质量和岗位责任

心降低哪怕一丝一毫的要求，对企业

造成的打击都是致命的。”蒋秋香对

此有着深切体会。

那是发生在她进厂两年后的一

件小事。一天清晨，下了夜班刚洗完

澡准备休息的蒋秋香接到质检员的电

话，要求她立即返回车间，重新清洁

机台。“直觉告诉我，作为一名老员

工，不可能连清洁机台如此简单的工

作都做不好。”但当她带着疑惑返回

车间后，确实在质检员的指导下，

发现了机台上漂浮着几缕不易察觉

的棉絮。即便当时的蒋秋香已是厂

里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但质检员

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责任心，以及对

产品质量近乎苛刻的细节把控，至今

让她印象深刻。

有工友用手机计步器算过，纺织

工平均每天在车间里要走4万步左右。

蒋秋香表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只有秉承“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的职业精神，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到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爱岗敬业，才能以实际行动更好诠释

“工匠精神”，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当好农民工代言人

在基层巡讲时，蒋秋香了解到，

工友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集中在党

的十九大对农民工生活保障有何利好

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到

‘农民工’一词，这是对大家身份的

一种认可。”蒋秋香回望进厂14年经

历的时代变迁，自己从被迫中断学业

的中学生，到成为一名纺纱工，再到

如今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身份的转

变，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和企业

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可和尊重。

“农民工最迫切希望得到解决

的，除了温饱问题，还有来自职场的

安全感和存在感，这对年轻人来说尤

为重要。”在参加十九大云南代表团

讨论时，蒋秋香以自身案例为切入

点，剖析了企业提供同工同酬、同等

晋升通道和评先争优资格，对于年轻

农民工消除自卑感，实现个人价值起

到的积极作用。“这些年来，公租房

申请、随迁子女入学、医保异地结算

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都是党的关怀带

给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福利。”蒋秋香

在向工友解答时说，十九大报告中把

基层党建、工会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

等一并列入，相当于在岗位和平台上

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在蒋秋香看来，农民工群体业已

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

会保障、社会公共福利均等化也应该

把这个特殊群体涵括在内。而按照目

前的城市生活消费水准，一个农民工

想要依靠打工收入，完成由农民工向

市民的身份转变，并非易事。正因如

此，她更加希望政府能够创造和提供

更为优良的制度、环境和政策，让农

民工兄弟姐妹“工作有岗位、社会有

保障、做人有尊严、未来有希望”。

至于自己如何履职，32岁的蒋秋

香表示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担任纺织事

业部副经理、工会主席后，她一边学习

管理技能，一边积极配合党支部，抓好

党建带工建各项工作，践行一名共产党

员的职责。身为农民工党代表，她今后

的关注重点，会集中在进城务工人员如

何更好地融入城市。她希望进一步加强

流动务工党员基层组织建设，让他们获

得更多学习教育机会和成长提升的平

台。而自己也将牢记人生的底色，当好

农民工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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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秋香向工友们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