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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他是达州市270万在外务工人员中唯
一的一位达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1992年深秋的一天，怀揣6个煮鸡蛋，
挎着黄布包，穿着黄布胶鞋，拽着岳父给
的92元钱，一身儿单衣。16岁的张国全从
宣汉黄金镇只身来到北京丰台区，开始了
他的打工生涯。一路上，从未出过远门的
张国全内心极度恐慌。那个年代，别说火
车，张国全连汽车坐过的次数都屈指可
数，甚至黄金镇街道都很少去过。可想而
知，当时当日，呼啸而来的火车，滚滚的人
流，巨大的北京城，对这个瘦小的只有 16
岁的川东小伙儿心里造成了多大的恐慌
与压力。

初到北京，张国全落脚到京郊的一个
养鸡场，看他年龄小，老板安排他给领导
办公室打扫卫生，临近冬天的京城，到处
天寒地冻，张国全和一个工友的栖身处是
一处低矮的棚户区，屋内冰冷潮湿，身上
盖的棉被像一张破渔网。一天晚上，怕冷
的两个小伙儿在临睡之前，将屋内的煤球
一直燃着，用以取暖。睡到半夜，一氧化
碳中毒的张国全，处在半晕迷状态下，强
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他爬出了小屋，晕到在
屋外的雪地上。冻醒后，张国全的全身已
经湿透，四周的雪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挣
扎求生时，双手抠出的斑斑血迹。

历此一劫，16岁的张国全又回到他的
故乡——宣汉，回到父母身边短暂疗伤。
1993年春节过后，张国全又背起铺盖卷儿
跟着村里的同伴到了杭州。初到杭州，手
里没技术、包里没钱，他辗转各个建筑工
地，从小工做起。为了省钱，工棚、涵洞
……就是他的家。学一门手艺谋生，成了
他的梦想。没有师傅，他就偷师学艺。每
天天不亮，在工地开工前，张国全在做好
自己份内的工作的同时，用从牙缝里省出
的钱，给工地师傅们买香烟，帮着他们打
下手，渐渐赢得大家的好感。手脚麻利的
张国全很快学会了工地上的各种技术
活。从小工做起，一直做到工地的管理人
员。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3 年，
由于当时的工地承包方业务量巨大，无暇
顾及到一些小业务，老板看到这个诚实机
灵的小伙，就鼓动张国全承接一些小项
目。由于凭借诚实可信及高效的管理才
能，他从此迈进了建筑土建这个行业，在
杭州这个巨大的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
之地，在公司发展最壮大的时候，每天工
地上有近 3000 人同时开工，业务遍及浙
江、江西两省。

如今，只有小学学历的张国全在杭州
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劳务公司，正在开
发一个网络用工平台“优工邦”，帮助用工
方和工人之间建好第三方平台，助力解决
劳务供需矛盾。2018 年，42 岁的张国全，
被达州市总工会评为全市270万外出务工
者中，唯一的一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无悔荣耀，今年张国全又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父亲的偎脚“幺儿”

记者面前的这位来自渠县宝城镇的
王宗华老乡，今年41岁，在家里排行老幺，
来杭州发展已经有17年了，是杭州达州商
会的副会长，浙江浩达金属制品公司的法
人。从事门窗加工生产，旗下产品与万科
等众多大型房产企业进行合作，年产值上
亿元。

王宗华的家乡是在达州市曾经家喻
户晓的“稀饭县”——渠县。曾经有一个
笑话说的是：在天上的飞机上，都能听到
渠县人民喝稀饭的声音。虽是笑话，却道
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那时的渠县是真的
太穷了。

1994年，16岁初中才毕业的王宗华离
开老家，加入了南下的打工潮。在深圳成
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多挣一分
钱，每天困了在车间地板上眯一会儿，醒
来继续工作，南方夏天潮湿闷热，在高温
烘烤的车间里，16岁的王宗华全身长满了
痱子，可他浑然不顾。这个小伙儿，用四
川人吃苦耐劳、善良诚实的品德得到了公
司老总信任，被分到了公司的业务部门从
事市场拓展工作，2002 年派到了杭州市
场。机缘俱足的条件下，王宗华开启了自
己的创业之路。

无论行多远，家乡永远是他心里的
根。2017年，事业成功的王宗华给父母在
原来的老屋地基上重新设计修建了宽敞
明亮的新住宅，并在门口修了一堵“家训
墙”。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在这堵写满中
华五千年文化精髓的文化墙前，留下了幸
福的全家福。可2017前春节刚过不久，母
亲因一场大病永远离开了他。80 岁的父
亲不知道是离不开故乡的山山水水，还是
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坚持一个人住在老
家，守着门前的池塘，守着儿子们心里的
根儿。

当记者问及在老家修这么好的房子，
有多大意义时，王宗华腼腆地回答：那里
才是我的根，有时候在外面打拼累了，回
到家乡，走走村里的泥泞田埂，和村里的
老乡们聊会儿天，也是一种久违的幸福。
现在母亲去世了，隔三差五，王宗华都会
回到家看望父亲。入夜，王宗华会和老父
亲同睡一张床，爷俩偎在一起，背抵背，脚
挨脚。像小时候一样，同父亲拉拉家常，
做父亲最暖心的“偎脚幺儿”。

打工仔的入党梦

“报告常主席，这次回万源捐助的书
包是我亲自督导生产的，是最新的韩版样
式，也要让我们老家的孩子赶上时代的步
伐”。记者在茶休的间隙，听到来自浙江
嘉兴航威箱包公司的赵本波正在对达州
市总工会副主席常荣汇报。

1979年出生的赵本波来自宣汉新华，
兄妹三人，而父亲常年生病，贫寒的家庭

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从小懂事的赵本波
与姐姐主动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比他大2
岁的哥哥。1997年，17岁的赵本波拎着编
织袋来到东莞，走上了他的打工之路。

祸不单行，父亲很快离世，1999年，一
场大病又迫使赵本波回到老家养病，病好
之后，这个穷困的家庭再也无力给赵本波
任何庇护。

2004 年，赵本波只身来到浙江，重新
开始他的打工路。没有伞的孩子才会努
力奔跑，从2000年到2008年，好学上进的
赵本波向书本学，向身边的能手学，夜以
继日的学，终于在箱包行业从一名一线工
人坐到了生产厂长的位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赵本波的爷
爷与父亲都是党员，从小在长辈的耳闻目
染下，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他多年的
梦想。2004年，在工作经验日渐丰富的同
时，赵本波心里的党员梦被唤醒了。当时
公司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解
情况后，主动要求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可
在当年，一无商会，二无流动党组织，一个
外乡人想在他乡入党是何其艰难。赵本
波的入党之路一走就是几年。可他的党
员梦一直没有熄灭，直到2008年，公司所
在地的新埭镇石桥村党总支经过多方考
察，认为赵本波确实符合一名党员的要
求，才破例吸纳他成为浙江省有史以来第
一位外籍务工人员党员，其入党的事迹被
多家媒体报道。2010年，赵本波开启了自
己的创业之路，目前已在嘉兴开设了两家
箱包代加工厂，年产值近8000万。

致富不忘本，赵本波发展之后，积极
致力于家乡的各项公益事业，每年都会给
家乡儿童捐款捐物。并助力浙江达州商
会成立，推动商会在2017年成立流动党委
并担任流动党委副书记，而嘉兴支部的成
立更是引得达州市委组织部领导亲自前
来揭牌。

2008年汶川地震，还在平湖明达箱包
工作的赵本波是全公司第一个向灾区捐
款的人，发起了向灾区捐款的倡议:“一分
也是爱”，并交了特殊党费。

改革开放至今，从大巴山走出去的达
州老乡在浙江目前已达10多万人，而今的
钱塘大地，到处都有他们奋斗的足迹，从
浙江达州商会会长、流动党委书记、被誉
为“达州驻浙江民间办事处主任”的唐堂
到前面介绍的张国全、王宗华、赵本波、以
及浙江“花仙子”之称的浙江达州商会秘
书长刘俊、宁波“美妆大王”李强，绍兴达
州商会会长“窗帘大王”何长用、“运动器
材大享”魏力、“服装大王”王维春、“孝顺
女”王春芳……他们将达州人的质朴、坚
韧、不屈不挠、不胜不休的精神深深地植
根于钱塘大地、开花结果，在异乡奏响自
己的命运交响曲，活出了达州人风采。

生活在继续，事业在前行。欢歌正嘹
亮，将进酒、杯莫停！说不完的家乡话，诉
不完的故乡情。

□本报记者 胡明惠 陈小玲 蒲
正杰

一路乡情一路歌一路乡情一路歌
80年代初，有这样一群达州人

他们少小离家，辗转来到浙江，以勤
劳和智慧，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
在钱塘大地谱写了一曲曲奋斗的赞
歌。他们的创业故事荡气回肠，他
们的心路历程可歌可泣。

2019年岁末，记者受达州日报
派遣，采访浙江达州商会年会暨绍
兴分会成立。接到任务后，记者内
心充满了“忐忑”，怕写不出他们身
上荡气回肠的“创业故事”，写不出
他们身上的精神内涵，从坐上杭州
达州商会执行会长张国全开的“接
机车”开始, 一句“老乡好，我来接
你们。”将记者所有的顾虑都打消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