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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险，系统摸清了低纬高原地区天然

药物资源现状，对濒临失传的民间

医药传承作出重要贡献。

朱兆云带领团队先后主编《云

南天然药物图鉴》等专著6部22卷

1191万字，第一次对云南的天然药

和民族药进行了系统阐述，填补了

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及民族药的

研究空白。数十年的躬耕不辍，让

一朵耀眼的医药之花在朱兆云的心

底绽放开来。2012年，朱兆云带领团

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爱岗敬业、争创一流。30多年

的职业生涯，朱兆云实干笃行，始

终坚守在民族药研发一线，为我国

民族药的研发奉献着毕生心血。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

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各行

各业的劳动模范发扬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的精神，努力建功立业。

“ 发 现 问 题 就 努 力 解 决 问

题。”1956年10月，西南电管局招

干招生，陈朝纲作为实习干部在石

龙坝电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1958年，陈朝纲来到以礼河

电厂从事检修工作。以礼河电厂有

4个电站，主力发电站是三级和四

级，这里是以昆线直接输送到昆明

的主要供电线路。一旦以礼河电厂

停电，半个昆明都将陷入黑暗。陈

朝纲始终保持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

度，对设备负责到底，“我修的设

备，我要保证质量，出了问题我终

生负责。”在以礼河电厂，陈朝纲

参加和组织了20多台次水轮机的大

修和改造工作，实施了100多项技术

革新。

1987年7月，陈朝纲作为技术骨

干被云南省电力局点名调往鲁布革

发电厂。在电厂，陈朝纲和同事创

造了当时全国第一的10年一大修的

纪录，突破了水轮机3至5年的大修

年限。

从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

人，成长为工程师，再到令外国专

家连连称赞的中国专家，陈朝纲先

后转战石龙坝电厂、以礼河电厂、

鲁布革发电厂，他在电力战线上奋

斗了60余年，直到83岁才从技术岗

位上退休。

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模范，通

过不懈努力和奋斗，发挥出示范带

头和中流砥柱作用。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荣誉

所长番兴明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1984年8月大学毕业后，番兴明

被分配到云南省农科院工作。在条

件差、设备落后的情况下，他并没

有放弃学习，更没有放弃成为科学

家的梦想。

30余年来，番兴明以第一完成

人育成国家和省级审定玉米品种50

余个，获国家植物新品种产权和技

术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30余项。他

的很多玉米品种，如云瑞8号、云瑞

88、甜糯888等，获得了市场的广泛

认可。

现在，番兴明仍在追着太阳奔

跑，行进在科研路上。他说：“在

不久的将来，你们会吃到最好吃的

甜玉米、糯玉米、牛奶玉米，这些

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现在

我们也有自己培育的品种了。”

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

劳模之所以成为劳模，在于他

们践行了对工作的无比挚爱，在名

利面前能够泰然处之，把奉献作为

毕生追求。

1999年，昆明供电局要选拔一

批懂业务、技术精的一线技术员充

实到管理岗位，李辉的名字也在其

中。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很幸运

的事，但这样的好事却被李辉拒绝

了。为申请继续留在技术岗位工作，

他不得不第一次“走关系”。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

受名利干扰，也不会因为贪图安逸

而逃离专业岗位。”李辉不仅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

这些年，李辉带领团队先后完

成技术攻关60余项，主导制定2项国

家标准，解决1个国际性难题，拥有

6项行业首创技术，取得国家专利50

项。他先后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中央

企业先进职工、全国能源化学地质

系统“大国工匠”、云岭首席技师

等诸多荣誉。

面对同事的祝贺称赞，他既欣

喜又清醒：“相比荣誉，我更看重

的是自身技术水平、创新能力的提

升以及立足岗位最大化地实现人生

价值，还有和工友一起协力工作带

来的快乐。”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

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1991

年，28岁的耿家盛被派往珠海某企

业，支援空调机模具制作，他承担

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高难度零件制

作，让对方企业大为惊叹。

为了留下他，对方给耿家盛

开出高薪。然而，在诱人的薪资面

前，耿家盛却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他说：“我们企业培养一个人才要

花费很大的成本，既然我们企业已

经把我培养出来，我就要更好地为

企业服务。”

耿家盛是全国劳模、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带头人、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30多年来，他以工

作室为平台传技带徒，将老一代职工

最朴素的匠人情怀、最宝贵的敬业精

神传递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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