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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有王进喜，南有黄荣昌

1926年 9月，黄荣昌出生在垫江县白家镇鸿鹤
村。12岁开始做学徒，先后学过木工、瓦工，有了一身
好手艺。1950年10月，西南工业部一零一厂招收技术
工人，黄荣昌凭熟练的木工活，考入房产科木工房，成
了一名木工。1953年2月，积极上进的他加入中国共
产党。

黄荣昌心灵手巧，十分善于发明创新。他发明
了新中国第一台机械化锯木机；完成了“江边活动桥
梁”机械化改造，实现钢板装卸上船机械化；成功制
造12部木工机器，提高工效400倍，每年可节约90
余万元；他还成功改造72台石、木、泥等各种机械设
备，每年创造经济效益2000多万元，被称为“现代鲁
班”。黄荣昌是20世纪50年代四川工业战线影响最
大的典范人物和新中国工人革新的典范。20世纪
60～70年代，全国工业战线有“北有王进喜，南有黄荣
昌”的赞誉。

在重钢的39年里，黄荣昌由一名普通木工，成长为
工程技术干部。1952年荣获“西南钢铁工业特等劳模”
称号；1954年获“重庆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
1960年先后两次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5次获
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多次获得省（市）以上劳动
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学铁人标兵”等荣誉称号。1954
年9月，黄荣昌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前往北京参
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邀请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典礼。

从1954年起，黄荣昌先后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六届
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历
任四川省、重庆市总工会副主席，重庆市科协副主席，
重庆市职工技协主席等多项职务。

从20世纪 50年代起，黄荣昌曾17次幸福地见
到了毛主席，先后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20多次。1998年4月
14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重钢时，曾登门看望黄荣昌，
并称赞他是“共和国建设的功臣”。

2她把一座荒岛变成瓜果山

岳龙芳1942年 9月生于白家镇湖滨村 (原双河
村)。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偏僻闭塞的湖滨村时，
岳龙芳第一个“吃螃蟹”，投身到农村改革中去。

1983年，她联合村里19户人家，用汽车轮胎绑
上洗脚盆当船，划到四面环水、荒草丛生的桂花岛开
荒辟地，硬生生从乱石嶙峋的荒岛上开发出200多

亩土地，全部种上夏橙。在林间，还套种了周期
短、收效快的西瓜和冬瓜，实现以短养长、一

地多用。改变了当地单一种植玉米、红苕
的习惯。1989 年，桂花岛果园正式投
产，当年便产出上万斤夏橙；1998年，
夏橙产量达300多吨。昔日荒岛变
成了瓜果飘香的瓜果山，湖滨村
彻底脱贫。

2008年，岳龙芳带领果园走
向市场化运作，组建农业发展公
司和专业合作社，带动邻近村
民开荒建园，种植柑橘和蔬菜，
使几个村的优质瓜果走向了全
国，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带动
全镇以夏橙为主的晚熟柑橘产
业的发展。可以说，岳龙芳是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实
践者、成功者。

1989 年，岳龙芳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三
八红旗手”；1993年，当选为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3年，被授予“全国农
村优秀人才”荣誉称号。

3卖掉城里房子带全家回村创业

汪江波1963年9月生于白家镇合兴村。曾担任过
村干部，后外出打工，担任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2001年，原合兴村、柏林村和吉祥村的两个社合并成立
新合兴村，矛盾众多，急需一位经验丰富的致富带头人
来担任村支书。村里多名老党员数次上门邀请汪江波
回村参加村支书选举，面对信任，汪江波卖掉了城里的
房子，带着爱人和两个儿子回到合兴村，担任了村党支
部书记。在上任的第一次党员大会上，他郑重承诺：任
期内不要一分钱工资，不搞出一点名堂，就主动下课！

当年9月，汪江波自己出资1000元，租了两辆大客
车，带着90多名党员、村社干部和村民代表到外地参观
产业发展，解决认识问题。然后投资6000元，带头种
下11万株桑苗，又承包土地种植了藠头。第二年，他又
投资20多万元办起汉白玉加工厂。

在汪江波带领下，到2004年，合兴村已发展起规
模化桑园300亩、榨菜基地1000亩、密本南瓜基地800
亩、藠头300亩，枇杷、梨树和葡萄等果树550亩，兴办
村办企业5家。全村人均纯收入达3620元，是他上任
时的3.5倍，合兴村整体脱贫。

2005年，汪江波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006年获“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称号；2009年被中共重庆市委表彰为“优秀基
层党组织书记”。

4他把一个作坊小厂办成500强

白礼西1964年生于白家镇静风村。1979年，15
岁的白礼西考入成都中医学院药学专业。1983年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涪陵药厂，20岁时担任厂长。

当时，涪陵药厂是一个资产、产值均不足百万元的
亏损小厂，他带领厂子依靠急支糖浆与补肾防喘片起
步，1992年涪陵药厂的销售收入突破1000万元，并改
组为太极集团。1997年，太极股份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市值一度达146亿元。此后，白礼西走上大手笔收购
之路，先后收购四川天诚大药房、自贡市医药、西南制

药。1998年，斥资1.2亿元成功收购“重庆中药”，改名
为“桐君阁”。到2000年，桐君阁营收突破20亿元，3
年销量翻了22倍，成为全国药品网点数量第一的品牌。

在他的带领下，太极集团发展成国内医药产业链
条最为完整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医
药工业10强。如今“太极”已成中国驰名商标。

2000年，白礼西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是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家特殊
津贴专家。

5他回乡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黄正文1963年6月生于白家镇湖滨村。改革开放
早期开始创业，到20世纪90年代，他已是远近闻名的
江滨皮鞋厂厂长。然而，在生意红火的时候，他却“走
火入魔”投入农业产业，要带领乡亲一起奔小康。

2000年，他流转土地150亩，同时低价提供优质种
子给村民种植，自己帮忙推销，实行保底价收购。几年
下来，湖滨村90%的农户和白家镇70%的农户都种上
了蜜本南瓜，带动农户5000余户，实现户均增收3000
余元。

2007年后，黄正文流转土地近2000亩，建立江滨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在种植业的基础上建起了300
多头规模的肉牛养殖场和观光农业示范园，并开启了
循环农业模式。他还注册了“湖岛牌”商标，连续举办
了两届“农民品瓜节”，并在重庆农贸市场设立销售公
司，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009年，黄正文被评为重庆市劳动模范；2012年，
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就业创业优秀个人”称号。

6扎根社区15年的老劳模

叶清源1967年11月生于白家镇合兴村。他长期
在镇上从事司法调解工作，担任过白家镇司法所长，先
后任湖滨村和农安社区党总支书记，是垫江县总工会
兼职副主席、县人大监察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叶清源在社区任党总支书记15年，组织流转土地
种植柑橘4500亩，建起现代农业示范园3个，蔬菜基地
1个，农户产品加工厂1个，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6个，
解决农民就业360人。至2020年，社区人均纯收入
21873元。此外，实施土地整治3600亩，在全国率先实
施土地联户整治，并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积极争取移
民避险解困资金在湖滨、农安建起高标准的移民新村，
解决598户1773人居住困难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提升，原来的贫困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2013年，叶清源荣获垫江县第一届劳动模范称号；
2017年，他获得重庆市第五届“劳动模范”称号。

7他是垫江“001号”农村经纪人

张洪兵1968年生于白家镇静风村，现为白家镇鸿
鹤村党总支书记、白家镇千岛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白家镇特色蔬菜果品协会会长。

2003 年，张洪兵流转土地 500 余亩，后扩大到
1000多亩，创办了丛林蔬菜专业合作社，他也成为垫江
县“001号”农村经纪人。合作社首次入社会员300余
人，年产各类优质蔬菜近2万吨，产值超1000万元，会
员的收入比之前分散生产时人均提高800元左右。

2006年，张洪兵再次流转土地700余亩，将产业扩
大到柑橘等果业，将7家专业合作社联合升级为白家镇
特色蔬菜果品协会，注册了“湖岛”牌商标，成功走出了
一条“基地＋专业合作社＋公司”的产业化发展路子，
将果农的人均收入提高了近1000元。目前，张洪兵的
专业合作社已流转土地12000余亩，拥有5000多名会
员，会员人均收入比入会前普遍增加1000多元，走出
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2年4月张洪兵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重庆
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作者系重庆市垫江县作协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83年，岳龙芳
带领村民开荒种夏橙。

黄正文的农业园区基本
实现了机械化

黄荣昌（中）与技术攻关组的同事研究改进工艺

他，曾17次见到毛泽东
她，荒岛开发出200亩土地
他，卖掉城里房带领全村脱贫
他，把小厂办成全国500强

这个偏僻小镇
走出四位全国劳模

□黎美剑

重庆市垫江县白
家镇，地处涪陵、长
寿、垫江交界处的长

寿湖尾部，位置偏僻。这里曾
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传统农
业为主。但这儿的人民却十分
勤劳，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先
后涌现出4个全国劳动模范、3
个省级劳动模范、1个省级“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被《光明
日报》称为“劳模之乡”。

每一个劳模都是一面旗
帜，每一个劳模都有很多故
事。让我们走近劳模，聆听他
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