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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旗帜”的称号。

从此时起，“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中

普遍开展起来。在中共中央倡导下，“赵占魁运动”又普

及到边区各私营炭窑、木工作坊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

一运动使边区公营工厂发生了巨大变化：职工劳动态度显

著改变，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工厂产量增加，质量提

高，成本下降。随后边区涌现出了“兵工事业开拓者”吴

运铎、“新劳动运动旗手”甄荣典等劳动模范。后来，劳

模运动发展成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社会建设的有效途

径，劳模评选表彰也作为特有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

在这场运动中，《解放日报》等报刊曾多次介绍赵占

魁的事迹，文艺工作者把他的事迹编成歌曲、快板、戏剧

等到处教唱、演出，赵占魁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家喻户晓

的人物。

在这场运动中，赵占魁也有了很大进步，他不断提高

技术，改进质量，增加产量，并在党组织帮助下学政治、

学文化，思想文化水平日益提高。

1944年5月，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进一步

提高“赵占魁运动”水平，并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劳动英雄

运动。

“赵占魁运动”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七大候补代表

1943年11月26日正午，延安宝塔山下的会场上锦旗林

立，五颜六色的旗帜在阳光下迎风招展，陕甘宁边区第一

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被称为“边区工人

的一面旗帜”的赵占魁正是这次受表彰的对象之一。他被

授予“特等劳动英雄”“工人旗帜”称号，还被选为陕甘

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

1944年5月，赵占魁被补选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执行委

员。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阶段。

1 9 3 7 年 1 2 月 ， 中 共 中 央 会 议 决 定 召 开 七 大 ， 选 举 代

表的工作便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总的来看，七大代表的产

生，前后大致分了三批，即1939年、1943年、1945年初，

都是根据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由各地选拔而来。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地

方党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要求各地要“选拔培养

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10

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全会闭幕之后，适时

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任的干

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

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11月6日，全会通

过的召集七大的决议也规定：代表的产出，“须尽可能作

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和各地区代表名额

的分配，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提出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

之二十，工人成分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

路、海员、矿山等工人参加。7月21日，中央又发出第三号

通知，要求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三分之

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一百五十人），遇正式代表因工作

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

1945年1月，在赵占魁再次当选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

英雄”之时，也当选了七大候补代表。4月21日，毛泽东在

七大预备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了当时延安三位工农兵

代表的名字，即工人赵占魁，农民吴满有，军人张治国。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

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

在当选七大代表的同时，赵占魁还在1945年4月被推举

为陕甘宁边区参加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1945

年8月至1948年8月，赵占魁担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

备委员会委员。

解 放 战 争 开 始 后 ， 赵 占 魁 随 西 北 野 战 军 转 战 陕 北 。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摸索着组织职工家属女工进行生

产，不仅完成制造地雷的任务，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

秀的翻砂女工。

1948年夏，赵占魁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

劳动大会。1949年9月，他又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0年9月，赵占魁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建国后，赵占魁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

西北总工会副主席、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是第一、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3年8月26日，赵占魁逝世。

2009年，赵占魁入选“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具影响劳动模范”。

2019年，赵占魁当选“最美劳动者——新中国成立以

来陕西30位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

1949年11月由大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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