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一名改变行业的纺织女工

1951年2月，时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
少敏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读到一则消息：青岛
国棉六厂一名细纱工人，连续7个月皮辊花
率一直保持在0.25%。这则消息让她既欣喜
又有几许怀疑：在当时，像上海这样的全国纺
织业龙头城市，皮辊花率也在 1.5%上下，青
岛的年轻女工能做到这么低？

陈少敏决定赴青岛一探究竟。在国棉六
厂细纱车间，她见到了这名创造纪录的纺织
女工：郝建秀。那一年，郝建秀只有16岁，才
断断续续读过四年小学。她留着短发，稚气
未脱，值机车时却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巡回、
接头、换粗纱、打擦板，各项必要的清洁工作
均穿插在巡回中完成。与其他女工一会儿紧
一会儿松不一样，郝建秀干活节奏匀称、收放
自如。从厂方得知，自1950年起，郝建秀在
劳动竞赛中就屡创新高，值车数从300锭逐
步增至600锭，而白花却始终保持在0.2%至
0.3%。

3 个月后，一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的
总结报告正式出炉。不久，纺织工业部与纺
织工会在青岛召开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会上
一致通过了关于“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报
告，正式命名“郝建秀工作法”。1952 年“五
一”前夕，在郝建秀的影响带动下，郝建秀所
在班组工人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活动，全面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被命名为“郝建秀小
组”，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用英模名字命
名的产业工人工作小组。

郝建秀所在班组成为“郝建秀小组”，“郝
建秀工作法”首先在她的同事间推广。在她
所在的车间，人手一本“郝建秀工作法”小册
子，工人们每天上班都要揣在口袋里。

不仅如此，作为全国工业与交通运输系
统出现的第一个科学工作法，“郝建秀工作
法”抛砖引玉，使总结“工作法”也成为热潮。
资料显示，郝建秀受表彰后不久，她所在的工
厂就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各类机械操作的工作

法，仅1951年青岛的团员青年就创造出17种
新的工作法，而后全国又相继出现如天津的

“五一织布工作法”、上海的“五三织布保全工
作法”等80余种新的工作法，这些工作法推
动了青岛纺织业快速规模化发展，使青岛和
上海、天津三足鼎立，成为新中国初期全国纺
织工业三个主要基地。

传承>>>
“火车头”精神70年薪火相传

庆祝大会现场以纪录片的形式深情回顾
了“郝建秀小组”70年光辉足迹。“郝建秀小
组”1952 年创立以来，在市、省、全国纺织业
的历次劳动竞赛、产量质量竞赛中，都充当着
发起者、倡导者和示范者的角色，带出了一大
批“郝建秀小组式班组”。“郝建秀小组”成员
换了一茬又一茬，小组组长换了一任又一任，
但她们始终坚持“勇挑重担、拼搏创新、乐于
奉献、争创一流”的“火车头”精神，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纺织人，奋进新时代，勇力建新功，
成为全国纺织系统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纺织行业不断实施
调整重组，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纺
织业著名班组，目前只有‘郝建秀小组’硕果
仅存，而且始终是同行业的卓越标杆。‘郝建
秀小组’所代表的‘火车头精神’，是青岛纺织
业发展绵延、涅槃重生的魂。”“郝建秀小组”
第九任组长姜玲说。

1990年，17岁的姜玲经过激烈的技术比
武，从当年国棉六厂招收的145名新员工中
脱颖而出，入选“郝建秀小组”。“郝建秀小组”
要求“优级”率要达到 100%，相比其他 31 个
普通细纱班组，每天下班还要多“练兵”两个
小时。同时，班组成员还要承担各种额外的
社会、公益事务。巨大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
力让花季年龄的姜玲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动
摇之时，师傅带领姜玲登门拜访了老一辈的
班组成员。“‘郝建秀小组’的老一辈成员，讲
起小组故事个个慷慨激昂、饱含深情，她们把

‘郝建秀小组’的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身为
一名青岛纺织工人的荣誉感、精神传承的使

命感，让姜玲最终坚定地选择留下，继续擦亮
“郝建秀小组”这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

2007年，姜玲成为“郝建秀小组”第九任组
长，开始与郝建秀有了直接接触。“当时她还经
常在百忙中通过书信、电话了解‘郝建秀小组’
的最新情况，鼓励小组姐妹，有公务活动回山
东、青岛时，她一定会回‘郝建秀小组’看望大
家。”姜玲说。

2016年，许琳开始担任“郝建秀小组”的第
十任组长。据许琳介绍，“郝建秀小组”生产团
队目前所在的青纺联（枣庄）纤维科技有限公
司，是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拥
有纱锭15万枚，设备精良、工艺先进，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多组份、差别化纱线坯布开
发基地”“中国多组份纱布精品基地”。

“当初，青纺联要在枣庄公司建工厂的时
候，曾组织我们到青岛齐意公司进行过一段时
间的培训，我当时就被分配在‘郝建秀小组’所
在的细纱车间学习。那时候我就已了解到‘郝
建秀小组’是全国纺织的标杆小组，是我们纺
织人学习的榜样。2016 年，集团要将‘郝建秀
小组’生产组落户在枣庄公司的时候，我心里
很期待，也很高兴。”许琳说，当得知自己要担
任组长时，感觉压力特别大，因为她知道接手
的这个小组是全纺的一面旗帜，是全组的标杆
小组。面对领导的信任，她选择承担，带领小
组全体组员继续传承小组的光荣传统，继续发
挥“火车头”作用。

据许琳介绍，“郝建秀小组”在枣庄的板块
有组员 18 人，主要工作任务是继续研发新品
种，生产多组分、差别化产品，将“郝建秀工作
法”发扬光大。从建立生产团队开始，我们就把
加强操作练习、熟练运用“郝建秀工作法”放在
第一位，无论是在班中还是班后，随时都能看到
小组成员练兵的身影。“我们小组现有成员18
名，小组的姐妹们在集团调整重组、转型升级攻
坚中，始终牢记老前辈郝建秀大姐的殷切嘱托，
传承老组长、老组员们的拼搏精神。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作
为‘郝建秀小组’的一分子，将继续传承并发扬

‘郝建秀小组’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郝建秀
工作法’，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许琳说。

首席编辑：麻顺斌 美编：粟娟 审读：侯玉娟今日看点 2023年3月21日 星期二06 青岛 报 首席编辑：麻顺斌 美编：粟娟 审读：侯玉娟 今日看点2023年3月21日 星期二 07青岛 报

郝建秀，1935 年 11 月生，汉
族，山东青岛人，1953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原青岛第六棉纺织
厂细纱值车工。

1951年，在全国“红五月”劳
动竞赛中，郝建秀创造出一套高
产、优质、低耗的纺纱工作法——

“郝建秀工作法”，被国家纺织
工业部在全国行业推广。1953
年，她被授予全国纺织劳模。

1954 年 9 月起先后进中国人民
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华东纺织
工学院学习。1962 年毕业后，
先后在青岛国棉六厂和八厂任
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革委
会主任 、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68 年起任青岛市革委会副主
任 、市委副书记 、市总工会主
任，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省妇
联主任、省委常委等职。1977

年 12 月起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
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1981
年 3 月起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党
组书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书记，国家计委、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副主席等职。先后被选为党的
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

70年薪火相传 续写“上青天”辉煌
致敬中国纺织——庆祝“郝建秀小组”建组70周年大会在青岛纺织谷举办 中国纺织“上青天文化馆”开馆

发端于1902年的
青岛城市纺织业，是青
岛的“母亲工业”，为缔
造我国“上青天”工业
文明、推动全国城市经
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70年前，一名16
岁的细纱女工，经过工
作实践的摸索、检验和
提高，最终创出全国纺
织行业第一个科学纺
纱法——郝建秀工作
法。这套工作法在全
国推广后，纺织女工

“郝建秀”的名字开始
家喻户晓。1952年诞
生于青岛国棉六厂的

“郝建秀小组”，作为全
国纺织行业一张永不
褪色的名片，至今熠熠
生辉。

3月20日，由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
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山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致敬中国纺织——
庆祝“郝建秀小组”建
组70周年大会在中国
纺织“上青天”文化传
播基地青岛市北区纺
织谷隆重举行。70年
过去了，“郝建秀小组”
组长换了一任又一任，
小组成员一茬接一茬
地更新，但“郝建秀小
组”的拼搏创新、无私
奉献、永远发挥火车头
作用的精神，一直在小
组里传承、发扬。

“郝建秀小组”“火车头精神”
是青岛百年纺织工业文明的智慧
结晶，也是山东乃至全国纺织行
业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天，中国
纺织“上青天文化馆”开馆仪式同
步举行。

“上青天”是中国近现代纺
织工业文明的典型缩影。过去
100 多年来，以上海、青岛、天津
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纺织业，曾长
期作为城市“母亲工业”和当地
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全国纺织服
装制造能力提升、加快我国工业
化进程、改善人民基本生活乃至
提升我国国际地位、树立大国形
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上青天”作
为行业曾经最辉煌的城市名片，
成为几代老纺织人割舍不去的
情怀和记忆。

青岛是中国纺织“上青天”工
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作为本次
大会举办地的纺织谷，是青岛百

年纺织历史文化传承载体，更是
中国纺织“上青天”文化的“根”与

“魂”。“纺织谷是中国纺织人的精
神家园，筹建‘上青天文化馆’是
行业共识，也是向行业致敬，凝结
着全国 2000 万中国纺织人的殷
切期待。”青岛纺织博物馆工作人
员王雷说。

据介绍，作为中国纺织“上青
天”文化传播基地，纺织谷是青岛
百年纺织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
也是全国纺织工业文化的交流圣
地。多年来，纺织谷积极探索推
动“国家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
以文化传播和工业旅游为主线，
依托国内现存单体面积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百年包豪斯车间，先
后建成了纺织工业文化传播中
心、研学培训中心、国家面料馆综
合服务平台、时尚设计师部落、
SHOWROOM 时尚展厅、功能
性纺织品研发中心、高端定制中

心、数字快反中心以及设计商店
集群等一批沉浸式时尚文旅体验
场景，年吸引海内外游客超过百
万人次，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纺织
和时尚体验场景集中度最高，能
够与北京798、上海8号桥等相媲
美的时尚产业园区之一。

“上青天文化馆”作为迄今
全国唯一一家以传播中国纺织

“上青天”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正式投入运营后，将为青岛再添
一处工业文化新地标。在当前
国家经济“双循环”和产业、消费

“双升级”的背景下，纺织谷作为
一座城市对“母亲工业”最深情
的表达和行业就地转型发展的
新典范，作为现代城市时尚生活
体验中心和年轻人追求梦想的
时尚平台，新时期必将在创新城
市文化、提升城市品牌、激发城
市新发展活力等方面贡献更多
智慧和力量。

发展>>>
“最美纺织工”推树活动启动

为了弘扬“郝建秀小组”优良传统，以“火
车头精神”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发
出庆祝“郝建秀小组”建组 70 周年倡议书。
倡议全国广大纺织企业生产班组、劳动模范
和职工同志们，坚持弘扬实业兴国的爱国精
神，坚持弘扬务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坚持弘扬
协同发展的团结精神，坚持弘扬人才为先的
人本精神；以学习弘扬郝建秀小组“火车头精
神”为契机，守正创新、笃定前行，以更加坚定
的信念、更加扎实的工作和更加优异的成绩，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纺织产业体系，推动纺织
强国高质量发展而继续奋斗。

会上，郝建秀本人也在贺信中对新时代
纺织从业者提出殷切期望。她表示，希望纺
织行业广大干部职工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忘初心、笃行不怠、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锚定“十四五”发展纲
要，在基本实现纺织强国目标的基础上，继
续推进“科技、时尚、绿色”高质量发展，以优
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纺织
答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70年光辉的历程，70年闪亮的足迹，荣
誉和鲜花的背后，更有着一代又一代郝建秀
小组成员一脉相承的辛苦和付出。为了进
一步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旋律，展现行业职
工以平凡工作诠释不平凡的主人翁风采与
优秀品质，激发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奉献一行的正能量和
自豪感。作为本次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活
动现场启动了“最美纺织工”推树活动。下
一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财贸轻纺烟
草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将在全国纺
织行业推选不超过20名纺织服装企（事）业
单位政治坚定、品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
湛、遵章守纪的一线职工，在行业和工会全
媒体进行集中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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