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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铜陵东去数十里，便有一山，状
若雄狮，冗若狮象蹲，奋若马牛逐。复
行数里，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但见高
楼耸立，鳞次栉比；井架厂房，隐约参
错；林荫大道，深不可测；行人车辆，熙
熙攘攘，一片繁忙沸腾、众彩纷呈的景
象。这便是昔日的狮子山铜矿，现今
的冬瓜山铜矿。

狮子山古称铜精山，现存的明清
两代《铜陵县志》多次提及。据清乾隆
丁丑（1757 年）年重镌的《铜陵县志》
记载：“铜精山在县东二十里，齐梁时
置冶铜于此，遗坑尚存”。今狮子山的
地理方位和距离以及尚存的古代采冶
遗址均与旧志记载相符，故铜精山当
是狮子山的原名。

据有关资料介绍：狮子山铜矿体
是继长江中下游著名的铜官山矿田
之后，一个新崛起的矿田。位于淮阴
山字型构造东翼的中点，处于顺安至
大通之间，地表范围在包村至胡村一
线，南北长约 5公里，东西宽 2公里，
构造岩浆比较集中，属矽卡铜矿化
带。同位素年龄测定为 147-160 万
年，属燕山早期。早在南朝齐梁时，
狮子山的矿藏便得到了开采，比铜官
山矿略晚，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
历史，古代采冶一度繁荣。后因矿床
氧化不深，富矿采尽，原生矿石又不
便手采，以至后来长期湮没无闻。新
中国成立后，长年累月战斗在山区的
321 地质队的同志和第一代开拓者
们，不畏风餐露宿，与星斗交友，同
荒山结伴，从解放初期开始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1958 年秋首先提交了
西狮子山矿段中间地质报告，这就是
狮矿当时奠基立业的依据。嗣后，又
在 1964 年提交了东狮子山最终地质
报告。在国家建矿方针的指导下，由
南昌有色设计院进行设计，铜陵有色
井巷公司、建安公司负责施工，为狮
子山铜矿早日建成投产打下坚实基
础。

2018年 4月 22日，是狮子山铜矿
（现冬瓜山铜矿）建矿 60周年。六十

年一甲子。六十年来的历史是一部全
矿职工艰难曲折、战天斗地的创业史，
是开发矿业英勇奋斗的英雄史，也是
解放思想、求实创新，高歌猛进的发展
史。由此上溯至上世纪50年代，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将狮子山作
为投资建设的项目之一。1958年4月
22日正式成立建矿，同年5月20日西
狮子山50米平坑破土动工，矿上第一
代开拓者打响了建矿第一炮，它宣告
了一个崭新的矿山在这片土壤里孕育
诞生了，使沉睡一千多年的矿山到处
可以听到向地层进军的钻机轰鸣声，
到处可以听到建设者们的昂扬斗志的
吆喝声，显示出新矿山一派生机勃勃
的新气象。

建矿伊始，举步维艰。采矿工程
最先破土，选矿工程继后开工。由
于当时科技落后，井下掘进采取手锤
打眼，木制绞车提升，干式凿岩，肩
抬箩筐，手推矿车运矿。为提前生产
铜料，1960 年初建成日处理量为 50
吨的小选矿厂。同年 10 月，一个又
利用磨浮系统和两台破碎机等简易
工程相继投产。在国民经济调整时
期，狮子山铜矿于 1962 年 2 月暂时
停建下马。1964年 5月，狮矿与井巷
公司合并，成立井巷工程处。随着国
民经济的好转以及地质资源的探明，
矿山开始重建。1964 年 11 月，组建
狮子山铜矿筹建处。1965年 5月，撤
销狮子山铜矿筹建处，恢复狮子山铜
矿建制。重新恢复建制，重新上马的
狮子山铜矿焕发出勃勃生机，经过全
矿职工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在较短
时间里，建成了四个竖井，开拓九个
中段，完成了选矿车间厂房建设和设
备安装，以及相应的系统工程，形成
日采选 1000 吨的生产能力，在 1966
年 7月 1日正式投入生产。

矿山投产不久，根据冶金部下达
的（66）冶色字第 1911 号文件和铜陵
特区“四五”规划，要求狮矿进行扩建，
决定建设开发新区老鸦岭矿床。老鸦
岭工程是狮矿扩建的重点工程，也是
铜陵有色公司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老
鸦岭工程自1970年冬开工，经过九年
多的建设，于1980年 4月正式竣工投
产，至时，新老区形成日采选生产能力

3000吨，狮矿已成为中型矿山和中型
采选联合企业。

1971年，为改变矿山生产工具落
后状况，减轻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矿
山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充分
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改进生产工具，
减轻井下工人劳动强度，采用钻机带
水打眼，以减少矽尘；采用电耙出矿、
电动机运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1971年，铜料生产由上年的2307吨，
猛增到 3476吨，上升了 51%。“四五”
期间，铜料平均年产 3267 吨，比“三
五”期间增长了1.3倍。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矿
山每个角落，矿山凭借这股改革开放
的东风，着重抓好矿山调整，逐步完善
了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等八大系统，
保证了三级矿量平稳，生产持续稳步
增长。1980 年，铜料产量达到 4298
吨，比上年增长 19%，比 1976 年增长
43%。1985年，铜料产量提高至6008
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至此，狮子山铜
矿曾连续八年产铜居铜陵有色公司六
矿首位。

当时狮子山铜矿矿产丰富，前景
广阔，是铜陵有色公司生产矿山最有
后劲的矿山。东西狮子山矿体回采结
束，老鸦岭、大团山接替跟上，接着发
现冬瓜山大型矿床。初步探明冬瓜山
矿床铜储量达90多万吨，占铜陵有色
公司60%，占安徽省金属储量40%，具
备铜、硫、金、银综合开采。2000年由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承担设计，采
用先进的地下无轨开采工艺。采矿生
产能力为日产 10000 万吨，选矿厂矿
石日处理能力为 13000 吨。铜、硫精
砂由原来汽车运输改为火车运输。
2004年9月16日，冬瓜山矿床成功进
行大孔爆破，2004 年 10 月投入试投
产，2006 年底日生产能力达到 5100
吨。过去老区井下采用铲运机和电耙
出矿，冬瓜山新区采用铲运机出矿。
新建冬瓜山井达1145米，是全国最深
的矿井。主井提升系统交流同步电动
机和主机供电以及提升过程控制系统
分别为中国上海机电厂和德国西门子
公司生产的。

随着矿山的建设与发展，原有的
选矿厂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重新

选址白芒山，新建起选矿厂。新选矿
厂采用半自磨加球磨的碎磨工艺流
程。半自磨机由国外引进，球磨机则
采用国外技术，国内制造。浮选设备
采用 18台美国制造的浮选机。2005
年新选矿厂正式投入使用。

自从1966年 7月 1日狮子山铜矿
投产以来，矿山逐年得到快速发展，几
年就上一个台阶。从 1966 年 7 月投
产，到2005年狮矿更名为冬瓜山铜矿
期间，共生产铜量202248多吨。2005
年新选矿厂投入使用后当年就生产铜
量 18300 吨，2018 年生产铜量 32000
吨，一个矿年产铜相当于上世纪70年
代铜陵市一年的产铜量。

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冬瓜山
铜矿已成为一个综合开采的大型矿
山，矿山建设和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矿上的设施建设和环境也得到迅速
改善。昔日矿内一条沙土马路，行人
在路上遇到汽车，晴天刮来是一身
灰，雨天溅上一身泥，而今是一条笔
直的水泥公路直通矿区。过去马路
旁边是一些高矮不等的平房，而今是
一排排新楼房。文化体育设施已初
具规模，先后修建了以游泳池、体育
场为主的体育中心，以俱乐部、文化
宫、电视站为主的文化娱乐中心。厚
重的矿山企业文化，孕育培养了一批
矿山骄子，涌现出各类先进模范人物
数百名，其中获得全国劳动模范4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3人、省
市级劳动模范 21人次。他们心怀远
大理想，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
为矿山建设事业奉献一辈子，钻研技
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矿山建
设的需要，全心全意地充当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在矿山大家庭中，关
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已。这就是在矿
山经过千锤百炼铸造出来的一代代
矿山骄子。

六十年风雨沧桑，六十年春华秋
实。冬瓜山铜矿的发展史可概括
为：始建于跃进时期，下马于困难时
期，投产于动乱时期，发展于改革开
放时期。而今的冬瓜山铜矿像插上
腾飞的翅膀、高歌猛进，奔向美好的
明天！

徐成果

矿山的发展与变化

党内政治文化凝结着共产党人的
精神气质，对于党的建设具有全面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召开的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上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强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
夫，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
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

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虽然是
无形的，却是支撑党员干部不懈奋斗
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力度空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焕然一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与之相衔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快速推进，全党同志有了制度上的“获
得感”。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
干部的感受是真实的，正气充盈的党

内政治文化为所有人提供了更加公平
公正的制度环境。是金子就能发光，
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涌现出来，
成为各条战线上推动改革发展的主力
军，充分彰显了良好政治文化的积极
作用。

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塑造
和影响着制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
成绩首先体现在制度体系的完善上。
我们应该看到党内政治文化的巨大改
善，但同时也应看到人民群众对全面
从严治党有了更高的期待。人民群众
的期待就是党的方向和目标。新时代
条件下，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注
意总结和挖掘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
风、工作制度等资源。比如将民主集
中制贯穿在选人用人、重大决策的程

序中，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体现在
切实提高人民参与的效能感上，将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落实到营造
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上。

“浇风易渐，淳化难归”，每一位党
员都要有谱写新时代“正气歌”的责任
和担当。当然，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
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党内政治
文化建设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需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可能一蹴而
就。那种“插插彩旗”“写写标语”“开
开会动员一下”就万事大吉的做法，最
终会伤害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今天，我们要抵御各种错误思潮
的冲击。所谓的厚黑学、官场术依旧
存在，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拜金
主义、功利主义等各种西方错误思潮

也是花样翻新，无孔不入。在许多社
会热点事件中，我们总能看到它们的
影子，以致审美变审丑，高尚变庸俗。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
利民”，中国的辉煌发展成就足以证明
我们走的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同时也为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精彩。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最终
目标是将优秀政治文化传播到人民群
众中去，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
同。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支部哪怕是
做好为群众提供方便的一件小事，都
是在传播优秀的政治文化。涓滴细
流，终成江海，我们一定能够谱写一曲
感天动地的新时代“正气歌”。

刘新圣

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
们党在全国执政也70年了，中华民
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
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
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
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
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
拥护和坚定支持。

确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
守初心、担使命的历史。中国共产
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经过28年
的艰苦斗争，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
民从此站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
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
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
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
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
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
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最非凡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
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
久经磨难，而是永葆初心。尽管已
经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但我
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应
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在长期执政
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
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
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
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依然复杂严峻，如果不严加防
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
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
就会沦为大塌方。因此，要把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
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
终身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6年多
来，抓作风，反腐败，选干部，扬正
气，净生态，严规矩，表现出强烈的
自我革命精神。中国改革发展的成
绩背后，正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
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精神。

我们党的伟大，在于从不讳疾
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
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党在全国
执政70年之际，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对我们党发展
壮大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性问题
的科学回答。

谢春涛

敢于直面问题 勇于自我革命

一直以来，我们在管理中耗费了
极大的精力，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是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近30年来，
中国企业的经理人在不断学习各种
方法与新理论。但是，如同中国企业
界人士翘首以望杰克·韦尔奇中国之
行最终感受到的是失望一样，人们发
现，韦尔奇神话无法在我们身上实
现。难道是这些理论错了？没有。
难道是我们没有学到真东西？也不
是。那些理论都是对的，也是真的，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于管理的
理解只对了一半。

管理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把人
们联系在一起工作，共同实现组织目
标。因此，怎样提高组织整体力量就
成为管理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如果
是这样的话，管理者就承担了这个最
重要的使命：提升整体的力量，延续
个体的价值。

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书
里，德鲁克先生明确地指引了管理者
的价值所在。我尤为认同他对于卓
有成效的理解和判断。

传统管理者与有效管理者的区别
是什么？在德鲁克先生看来，传统的
管理者专注于烦琐的事务，因为他们
只是关心发生的事务，所以这些管理
者所有的时间都在处理别人的事情
上，简单地说就是传统的管理者的时
间属于别人，这是传统管理者的第一
个特征。传统管理者的第二个特征
是：身在岗位上，处在什么岗位上，就
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所
以导致部门之间的不合作，导致很多
管理者“屁股指挥脑袋”，不知道整个
系统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传统管

理者的第三个特征是只专注于事务，
忽略了对人的培养，他们总是认为没
有人能够成长起来，下属总是不能够
很好地完成任务。在观察德鲁克先
生所描述的传统的管理者的时候，我
很认同，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管理者
都具有德鲁克先生所描述的传统管
理者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管
理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那么有效的管理者具有什么样的
特征呢？有效管理者的第一个特征
就是进行时间管理。有效的管理其
实是时间管理，他们能够确定重要的
事情，确定优先顺序，确定重要的事
情一定会有合适的时间进行安排，确
定每一件事情都有时间的设定，都能
够合理地解决。在有效管理者那里，
不存在“忙”这个概念，所有的事情都
会有序和合理，进而也就有效。有效
管理者的第二个特征是系统思考。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如何在组织里发
挥作用，如何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取
决于如何思考，如果不能够认识到个
人和组织的关系，不能够认识到整体
和局部的关系，无论这个人能力多
强，也无法发挥作用。只有认识到整
体最大，局部和个人服从于整体的时
候，借助于整体的力量，局部和个人
才会发挥最大的效能。有效管理者的
第三个特征是培养人。对于人的培养
是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所在，如果可
以让每一个成员成长起来，管理的绩
效就会得以发挥，如果可以让每一个
成员胜任职责，组织的效率就会提升，
因而培养人是有效管理者的特征。

德鲁克先生这样描述管理者：管
理者就是贡献价值。德鲁克先生清

晰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管理者：“管理
者本身的工作绩效依赖于许多人，而
他必须对这些人的工作绩效负责。”

“管理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同事（包括
上司与下属）发挥长处并避免用到他
们的短处。”这正是管理者的价值所
在，如果管理者能够贡献自己的作
用，让下属和上司发挥绩效，管理者
自身的绩效也就表现出来；如果管理
者自己发挥绩效并替代所有的下属
或者上司，那么这个管理者就不能够
被称为管理者。

企业组织的管理内容
概括地讲，企业的管理内容包括

计划管理、流程管理、组织管理、战略
管理和文化管理。这五项内容是一
个递增的关系，要求企业依次实现这
些管理内容，换句话说，就是第一先
解决计划管理的问题，之后解决流程
管理的问题，依次是组织管理，然后
是战略管理，最后是文化管理。这个
顺序不能够颠倒，不能够打乱，也不
能够只做一个而忽略其他。一个好
的企业管理，是需要这五项内容和谐
发展、协同作用的，而这五项内容的
协同就是企业的系统能力。一家具
备了系统能力的企业才有希望具有
核心能力。

计划管理：回答资源与目标是否
匹配的问题

计划管理常常被人们和计划经济
联系在一起，这种偏见带来的直接后
果是我们的管理处在无序状态。而
对于计划本身的理解，无论是企业内
部还是企业外部，都认为计划是一组
数据，是一个考核指标的指导文本，
没有人认真地想过，计划本身是一个

管理内容。计划管理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数据，不是年终的考核指标，更
不是文本。计划管理要解决的问题
是目标和资源之间关系是否匹配的
问题，计划管理就是要目标与资源的
关系处在匹配的状态，这是一个最为
基础的管理内容。因此，计划管理由
三个关键元素构成：目标、资源和两
者匹配的关系。

目标是计划管理的基准。计划管
理在管理理论中也被确认为目标管
理。目标管理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高层强有力的支持；第二，目标
要能够检验；第三，使目标清晰。资
源是计划管理的对象。计划管理事
实上是管理资源，而不是管理目标。
很多人对于计划管理的理解多是与
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通常会以为目
标是计划管理的对象，其实计划管理
的对象是资源，资源是目标实现的条
件，如果我们超越变化让计划得以实
现，惟一的办法是获得资源。目标与
资源两者匹配的关系是计划管理的
结果，也可以说两者的匹配关系是衡
量计划管理好坏的标准：当所拥有的
资源能够支撑目标的时候，计划管理
得以实现；当资源无法支撑目标或者
大过目标的时候，要么浪费资源，要
么“做白日梦”。所以很多时候我并
不关心企业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企业
设立多大的目标，我只是关心这家企
业是否有资源来支撑它的目标。当
我们的企业高调进入国际市场的时
候，我会看它是否拥有国际的人才、
国际渠道、国际标准的产品，如果没
有这些，空有一个理想、一腔鸿鹄之
志也是徒劳。 闻 哲

如何能管理有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
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
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
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
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
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
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
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
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
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
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
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
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
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
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
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
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
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
作、平等的对待都特别重要。在这
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
且造就美德。

劳动与技艺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

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
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
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
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
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
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
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
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
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
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
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
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乏。如
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
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
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
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
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
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
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
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
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
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
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
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
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
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
品质。

劳动与团结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

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
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
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
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
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
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
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
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
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
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
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
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
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
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
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
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

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
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
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
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
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
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
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
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
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
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
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
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
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
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
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劳动与平等
在任何人类社会，劳动者都构

成其中的大多数。然而，只有在尊
重劳动的社会，构成社会大多数的
那些劳动者们，才会从社会图像的
背景或底层中“涌现”出来，得到认
真地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更
尊重劳动、更尊重劳动者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更趋于平等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者”这一身
份将成为社会成员的首要标识。
与其他社会类型相比，它把更多的
人置于同等的社会层级，从而将平
等对待的范围运用到更多的社会
成员身上。

不仅如此，对劳动的尊重和强
调还意味着，社会将优先选择“劳
动”作为衡量社会贡献、分配社会
利益的标尺。尽管根据马克思的
看法，“按劳分配”也存在历史的局
限，常常不能实现完全的实质平
等，并且在实际当中也仍然需要得
到其他分配方式的补充，然而，相
对于人类历史上那些按照身份、血
统、种族或资本进行分配的标准来
说，“按劳分配”已经是迄今为止最
为正义的分配方式了。它固然不
能承诺最终分配的数量平等，但
是，它把每个人都仅仅看作劳动
者，这本身就是在承认每个人作为
人具有同等的能动性和自由本
质。因此，在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
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在最首要的
原则上按照“劳动”的多少进行分
配并且反对“不劳而获”，这依然是
最能够促使劳动者形成平等的观
念、塑造平等的美德、进而促进社
会成员平等对待的经济基础。

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劳动才可能不再因为受制于资本
的贪婪而沦为追逐利润的单纯手
段；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
者”才可能构成社会成员的“第一
身份”或“共同身份”，从而保障社
会和法律层面的平等；也只有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才可能重新恢
复其内在价值，重新构成一种在社
会中造就美德、展现卓越、获得嘉
许的实践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在
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社会形态
中，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
的卓越、优秀与完善，亦即，我们作
为社会成员的美德，才会现实地同
劳动建立起直接而内在的关联。

李义天

劳动造就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