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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有一批批优秀
分子挺立潮头，勇担使命；

民族复兴的宏图伟业，要靠一代代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2017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全国40个选举单位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选举产生了凝聚全党意志的十九大代表。他
们是从全体党员中千挑万选出的优秀分子，是
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的杰出代表。

承载着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
党组织的重托，2287名代表将在即将召开的
党的十九大上，履行神圣职责，认真总结过去5
年的工作，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
方针，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擘画新篇。

■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选好代表是
开好十九大的重要基础。党中央高度重视，
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确保代表选举工作
圆满成功

党中央高度重视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
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这项工作指明了正确
方向。

按照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既
坚持以往成熟做法，又充分吸收党内选举的
新鲜经验，在许多方面作出改进和完善。

■好中选优的遴选标准——十九大代表
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各级党组织坚持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层层审核、严格把关，
确保选出符合中央要求、党员拥护的代表

在十九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各选举单位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所有考察对象的
档案材料必审，纪检机关的意见必听，违纪违
法线索具体的信访举报必查，考察对象是党员
领导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必核……

对代表人选中的所有中管干部，中央纪
委审核了党风廉政情况，中央组织部查核了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对存在问题不宜作为代
表人选的，及时作了调整。

■发扬民主的成功实践——十九大代表的
产生充分体现了广大党员意志。各选举单位
发扬民主、严格程序、严肃纪律，使代表选举成为
民主集中制教育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

注重提高民主的质量和实效，以严格规
范 的 程 序 为 遵 循 ，用 铁 的 纪 律“ 保 驾 护
航”……十九大代表产生过程，激发了广大党
员的政治热情，凝聚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彰显
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开创伟业的时代先锋——一代人肩负
着一代人的使命。十九大代表素质优良、
分布广泛、结构合理，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风貌

十九大代表选举圆满成功，为十九大胜
利召开打下坚实基础。代表选举产生的过
程，真正成为全党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
党纪教育的过程，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生动实
践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过程，成为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的过程。（据新华社北京10月2日电）

——党的十九大代表诞生记

凝聚起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

瓢泼大雨里，积水漫过大腿，一位妇女用身体顶着
下水井盖，站了两个多小时……去年6月12日，一张红
衣“女汉子”雨中守井成“真人路标”的照片在朋友圈“刷
屏”——这就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哈尔滨排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顾乡排水公司女子清掏班班长、47岁的荀笑
红，她 20 多年如一日坚守，清掏养护、设施维修、抢险
排涝……出淤泥而笑靥明媚，历风雨也红色坚守。她
用行动与热情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奉献与坚守。
网友纷纷赞她是“暴雨中坚守的莲花”“带给人们温暖
守望的力量”。

荀笑红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走红”。她
说：“‘以雨为令，中雨上岗’，这就是我的工作。”

“下井掏泥她总是第一个下去，从不含糊，比男同志
都强。”班组同事张喜利说，荀笑红“走红”并不“意外”。

“苦、脏、累、险、毒”是井下工作的真实写照。由

于常年重体力劳动，荀笑红疾病缠身：腰、肩、腿一遇
阴天下雨，就疼痛难忍；由于受井下污浊空气刺激，她
先后做了 3 次咽喉手术；2012 年抗击台风，她连续在
水里工作13个小时，患上了急性肾炎；她的眉毛边上，
还有被井口磕破后留下的疤痕……全身上下“几乎没
一个好地方”，尽管曾多次获得离开一线的机会，但荀
笑红始终选择留在班组，她说：“这是一名党员的责任
和本分。”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
红旗手标兵……在这些荣誉背后，荀笑红时刻用行动诠
释着“舍得一身脏，换来万户净”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感
染着身边人：她带领的女子清掏班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示范岗”“全国三八
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2日电）

荀笑红：用我一身脏 换来满城净
在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邻里邻外

有啥磕磕绊绊，党的十九大代表、社区书记吴亚琴只要
出现在现场这么一“刷脸”，大家马上就安静下来，当事
人即使有再大的火气也就消了一半啦。另一半咋办？
吴亚琴三句两句调解，纠纷就能被“凉拌”。

女儿、妈妈、老师、大姐、书记……在长山花园社
区，吴亚琴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20多年的社区工
作，她调解了几百起民事纠纷，成功率在 99%以上。
居民们都说，吴亚琴是“小巷总理”，是大家的主心骨，
大家都认可、都服气。

这20多年，吴亚琴勤勤恳恳，硬是把一个泥泞、屋冷、
下岗人员多的“破烂”小区变成干净整洁的花园式小区。

长山花园社区前身是吉林省胜利零件厂职工家属
区，国企改制后，许多居民下了岗，没了心气儿，混日子
过活，社区环境脏乱差，氛围很压抑。

面对这个“老大难”社区，吴亚琴不服输，她说：“我
是共产党员，必须站出来，要不让人戳脊梁骨，丢人。”

几年下来，她先后帮助近千人重新上岗，帮助100
多人自主创业。当年被人笑话的“下岗”社区，如今实现
动态零失业。

吴亚琴和大家探索出“党委当家，居民做主”的自治
模式，定期召开民情恳谈会，居民代表提意见，社区答疑
解惑，社区作出的决议都有居民参与其中。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吴亚琴以身作则，
带头奉献，好榜样带动一批好邻居跟着干。社区成了
居民的依靠，吴亚琴也成了居民信任的书记。

“社区里老有所养、幼有所托、困有所助、难有所帮，
邻里之间像亲人，社区就是大家的家，这就是我的目
标。”吴亚琴说。她的胸前，党徽闪闪发光。

（据新华社长春10月2日电）

吴亚琴：“小巷总理”解民忧

未来，人们能否穿上机器人做的牛仔服？一身蓝色
牛仔工装的邓建军说：“‘中国制造’正大步迈向‘中国智
造’，我们正在做智能转型，尝试‘机器换人’，寻找相应
的技术解决方案。”

邓建军，党的十九大代表、江苏省黑牡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他敢于向进口设备“开刀”，敢于
挑战世界纺织行业难题，突破了牛仔布生产过程中的色
差、缩水率等技术瓶颈，打响了“中国牛仔布第一品牌”。

“技术改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邓建军总说，要消
化吸收国外先进工艺，结合本国国情不断改造创新，创
造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

做牛仔布的邓建军，早已是这个行业的著名“牛
人”，他做的“牛事”很多：1990年对染浆联合机进行初
次改造；先后获得大专文凭、本科学位、工程硕士学位，
并跨越了英语和德语障碍；2002年，仿照进口设备，设
计制造中国人自己的分经机……

工作29年，邓建军一直是部门里技术攻关的“领头
羊”。他自己从普通技工成长为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
师、技术总监，还培养了一批专业型技术工人。1994年
创建的“邓建军科研组”，2008年发展成“邓建军劳模创
新工作室”。工作室现有18名成员，先后获得了8项发
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实施技术创新项目近500
个，给企业创造了8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邓建军也
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等荣誉称号。

作为来自基层的工人代表，邓建军始终不忘自己的
工人身份，关心产业工人的利益。2014年，邓建军决心设
计一种自动化料系统，通过计算机控制完成集中化料——
以前每天需要9个人化料，现在只需2个人运输染料，
每天还能省下约50公斤的染色原料。目前这套自动化
料系统已应用于企业的5条染色生产线，年节约生产成
本1000多万元。 （据新华社南京10月3日电）

邓建军：从普通技工到牛仔布业“牛人”
46 米高空、60 度前倾、60 万标准箱……一组组

数字，勾勒出一名“80”后桥吊司机的工作状态与出
色成绩。

他叫张彦，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桥
吊司机。往返于桥吊轨道，反复吊卸集装箱……在看似
简单重复的劳动中，张彦和他的团队多次打破世界纪
录，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奇迹。

这位以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精神成就工匠梦的一
线工人，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穿一身红色工装，着一双胶底皮鞋，戴一顶安全帽，
装备好桥吊司机的“标配”，张彦上班了，乘坐工程电梯
直达46米高的桥吊操控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张彦操作的“双起升桥吊”从起初的每小时完成97
个标准箱，到现在每小时完成 197 个集装箱，4 次刷新
他自己保持的桥吊单机作业效率的世界纪录，成为当今
世界上驾驶桥吊速度最快的人。

相对于效率，安全更为重要。张彦吊卸集装箱的误
差不超过一拳头，十多年来保持安全生产纪录，累计吊
卸集装箱60万标准箱。

洋山深水港是国际航运的重要枢纽。随着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快速增
长，需要在现有生产资源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提升作业
效率，这给桥吊司机队伍提出了新的课题。上海港成立
了以张彦的名字命名的劳模工作室，他们编纂的《张彦
桥吊操作法》，成为公司培训辅导的教材，有效提升了一
线操作工人的整体操作效率。在张彦的带动和影响下，
公司形成了“比学赶帮”的热潮。

作为海港职工子女，张彦对海港工作有着一份特殊
情感。桥吊司机的工作强度高、责任大、条件艰苦，有了
信念的支撑，张彦从未退缩。

张彦说：“作为新一代海港人，我有义务和责任将这
种精神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上海10月3日电）

张彦：世界上桥吊开得最快的人

浙江义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基层党组织——七一
村。国庆期间，这个村庄热闹非凡，代表七一村集体经
济发展新模式的“七一农业生态园”正式开园，看着如织
的游人，十九大代表、七一村党委书记何德兴高兴得合
不拢嘴，他说：“‘民富村美’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已近花甲的何德兴自 1997 年起担任七一村党委
书记，此前，他是一位拥有多条物流线路的老板。“我
做生意比较成功，回村做书记，家里人是不理解的。”
何德兴说，当年七一村的集体经济是负数，村民们日
子过得清苦。“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片土地养育了我，
我有责任拉大家一把。”何德兴走马上任，让七一村集
体资产从 1997 年的负债 1 万多元，发展到目前近
4000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从3700元增至2016年
的48000元。

2002 年，村里启动旧村改造。何德兴首先表态，

建新房时干部主动让位，待全村 90%以上村民住上
新房，党员干部才获得地基建造新房。同时，村里采
取投标选位的方法来分配新房，杜绝了攀人情找关
系，收取的选位费则用来兴建综合市场，改善村里的
基础设施条件。

现在的七一村，处处是干净整洁的水泥路，成排的
别墅式民居在绿树的掩映下格外漂亮，广场、篮球场、健
身场地遍布全村，这里和城里没两样。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何德兴当选党的十九
大代表后的主要调研课题之一。他表示，凡事都得
讲规矩，要想群众信任你，就要让群众和你知道的一
样多。

何德兴的做法，成为村干部的行动指南，班子心齐，
干事效率高，村民当然支持。

（据新华社杭州10月4日电）

何德兴：我的心愿是“民富村美”
“纵横千万里，牵线上天庭。壮志凌云胆，争先恐后

兵。”工作之余，安徽省宿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作
业班副班长许启金喜欢写写诗，抒发感受。

“许老九不简单，做事沉得下心，有韧劲，像根钉子
一样钉得牢、钉得结实！”因为爱读书、爱捣鼓“小发明”，
只有高中文化的许启金被工友送了个外号“许老九”。

从 1982 年走上带电作业岗位，许启金一干就是
35 年。35 年间，1000 多项 110KV 以上高压输电线路
带电作业、实现安全生产零差错、消除各类缺陷和隐患
3000多处、带领团队研发电力线路技术成果59项、获
得专利43项、技术成果获得全国“舜杰”杯一等奖……
出色的成绩单，让他赢得同行赞誉，并光荣当选党的十
九大代表。

带电作业既辛苦又危险，但更是考验技术的“脑力
活”。为了让工友们少累些、更安全些、工作效率更高

些，他研发了“软梯作业防高坠自锁器”，并获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许启金的许多“小改小创”看似不起眼，却解
决了作业现场的很多实际难题。

如今，许启金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启金工作室”，该工作室先后被授予“全国示范性劳模
创新工作室”“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荣誉称号。许启
金所带的班组是公认的“加强班”“尖子班”，连续11年
获得“模范班组”的称号，培养出多位“中央企业知识型
先进职工”“科技标兵”“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

“俺没有窍门，俺是党员，又是班长，自己就先做好
表率，脏活累活不绕道，技术能力不输人，这样才能服
众。”这是许启金的为师“秘诀”。

许启金新的梦想是：研发电力巡检智能系统，让普
通的蓝领工人掌握智能技术，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实现远
程电路巡检。 （据新华社合肥10月4日电）

许启金：壮志练就凌云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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