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百姓话题 责编：彭训文 邮箱：wanfenglin596@163.com

2023年9月7日 星期四

“ 亲 手 建 设 自 己 的 母 校 ， 我 做
到 了 ！”

我是一名建设施工技术人员，2017
年从海南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到建筑行业
工作。入职 6 年，历经 4 个项目，从住
宅到场馆再到学校，眼见着咱们国家建
筑行业的蓬勃发展，也见证了各种新技
术的兴起。

从移动板房到打包箱，从木模木方
到铝模爬架，从砖混结构到钢结构，这
些年，环保要求愈发严格，垃圾减量化
不断推广，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成为主
流，绿色建筑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搞建筑，避免不了一个问题，那就

是尘土飞扬。所以现在我们施工，在保
质保量的前提下，最优先考虑的就是环
保问题。非常幸运的是，离开学校 5 年
后，我有机会重返校园，投身到母校的
建设中。我正在参与海南大学协同创新
中心项目建设。如何做到项目施工全过
程的环保达标？我考虑了很多方案。根
据实际情况，项目开工后，土方开挖阶
段严格遵循6个100%原则，除常规围挡

喷淋、雾炮机、洒水车等降尘措施外，
还主动采用新型降尘雾桩——喷射半径
更大、覆盖范围更广、降尘效果更好。

随着各项技术发展，手绘图变成了
CAD电子图，证明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以 BIM 技术为例，这是一种建筑
设计中的数据化管理工具。我在大学
期间初接触 BIM 技术，只是用来建模
及算量。随着所接触工作越来越多，

建筑物的设计越来越复杂，我逐渐发
现 BIM 技术原来可以起到对现场整体
施工的指引作用，能提前发现各种问
题，减少因此产生的工期及成本的浪
费，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在海南大
学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施工全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 BIM 技术协助，大大提高
了施工效率。

涓流之水，汇成江河，聚入大海。
作为一汪涓流，我非常高兴能尽自己的
点滴之力为母校发展“添砖加瓦”。未
来我还会奔往大海，以一名建设者的身
份建设美丽中国，打造精品工程！

（本报记者 孙海天采访整理）

亲手建设自己的母校
■ 徐学乾 海南海口 从业6年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
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
量，对于提升制造业水平、
提高实体经济质量效益具有
重要作用。从一颗螺丝钉的
打磨，到精确到毫米级的工
艺，小环节里有大学问，也
能做出大成果。中国商飞的
钳工组组长胡双钱，创造了
打磨零件 100%合格的惊人
纪录；中国中车的高级技师
宁允展，在0.05毫米的研磨
空间里实现高铁列车转向架

“定位臂”研磨……在平凡
岗位上默默坚守、苦苦琢
磨，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
极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技
术工人的不懈追求。

本报请6位技术工人讲
述如何做好一名大国工匠的
故事。

听
，
技
术
工
人
的
心
声

听
，
技
术
工
人
的
心
声

“一个大学生，当一名技术工人，
能行吗？”这是我刚工作时，听到最多
的一句话。

2015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位于山
东省德州市天衢新区宋官屯街道的山东
聚力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工作，公司主营
焊材生产。按照惯例，我应该是一名坐
办公室的技术研发人员。但到了公司没
多久，我就主动向公司上级申请调动，
去生产线当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面对
我这一要求，公司领导感到不理解，担
心我适应不了产线上的工作环境，多次
约我谈心。

为啥非要当一名工人？我有自己的
考虑。首先，我在大学学习了丰富的理
论知识，但实践经验较少，去生产线工

作可以学以致用，加快成长。其次，没
有和一线工人一同劳动，如何能了解到
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难题呢？最
终，公司同意我的请求。

来生产线不久，我就发现了问题。
由于焊材原材料是一根细细的钢条，
表面往往会浮着一层铁锈，需要放到
盐酸池里浸泡。盐酸气味刺鼻，对工
人健康有害，且对环境污染大。如果
研发出一种不需要盐酸的清洗办法，
既能改善工友们的工作环境，又能保

护环境，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我
开始了研究。

我 的 设 想 是 ， 把 钢 条 放 进 高 速
运 转 的 机 器 中 ， 由 磨 具 进 行 打 磨 ，
原 理 类 似 用 砂 纸 除 去 铁 锈 。 但 在 实
践 中 ， 机 器 里 零 件 的 分 布 很 有 讲
究 ， 由 于 没 有 前 人 的 经 验 可 以 借
鉴 ， 只 能 一 遍 遍 地 试 错 ， 失 败 了 几
十 次 才 成 功 。 如 今 ， 由 我 研 发 的

“盘条无酸洗工艺”已经在我们公司
得 到 全 面 推 广 ， 工 友 们 纷 纷 对 我 竖

起大拇指。
一路走来，我们公司所在的天衢新

区和宋官屯街道对技术工人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区里和街道派来的企业“服务
官”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到生产一线，
了解企业和工人们的想法。宋官屯街道
还推荐我成为德州市创新标兵，我开心
极了。

此后，我又相继研发出“超低氢
药芯焊丝制造新工艺”“高速连续化镀
铜生产新工艺”等技术。由于在研发
上的突出表现，我被评为了高级工程
师，待遇也提高了不少，我的动力更
足了，以后要继续努力工作，争取更
大突破！

（本报记者 赵 昊采访整理）

大学生也能当工人
■ 信国松 山东德州 从业8年

每当看到在祖国大地上疾驰的
高铁，我总会感到心潮澎湃。作为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名焊接工人，工作 13 年来，我先
后参与了多个高铁项目的生产，用
手中的焊枪为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贡
献技术工人的力量。

高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焊接工
作，对于焊接的精度有着极高要
求。作为一名焊接技术工人，只要

拿起焊枪，就必须全身心投入，不
能有一丝一毫的差池。

常言道“百炼成钢”，对于技术
工人而言也是同理。刚参加工作
时，看到专家焊过的样板上焊缝纹
路细腻、熔合良好，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尽快提升技术水平。为了练
习焊接手法，我先是将软笔尖插在
焊枪头上，在纸上画直线、锯齿、
月牙等形状，手稳之后开始焊接铝

板 ， 并 缠 着 实 训 师 傅 给 我 “ 打
样”，观察怎么摆动、怎么架枪、
怎么匹配焊接参数。每天长时间练
习，由于焊接弧光辐射，那些日子
总是被焊花、弧光“打”到眼睛，
每天上班几乎都是红着眼睛、流着
眼泪。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
我熟练掌握了 18 项焊接基本技能，
第一个拿下了铝合金欧洲焊接资质
和国际焊接技师资质。这些年，我先
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吉林省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
现已成为公司的青年技术骨干。

在实际生产攻坚中，针对出现

的技术难题，我和同事们持续优化
焊接技术，破解一个个难题。在时
速380公里动车组生产攻坚中，根据
过往经验，我总结出“端墙焊接五
步操作法”，合理安排每条焊缝的焊
接顺序和焊接方向，控制焊接收缩
和变形，改善了端墙垂直度，使端
墙焊接更加规范合理。

如今，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技
术人才，良好的氛围激励着我们技
术工人锤炼技术。作为大国重器的
参与者之一，更要不断学习创新，
以技能报国，助力“中国速度”再
提升。

（本报记者 郑智文采访整理）

“焊”出我的高铁梦
■ 臧铁军 吉林长春 从业13年

一毕业，我就进入了合肥合锻智能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名装备制造业技
术工人。14 年过去了，我有一个很明显的
感受，那就是中国制造越来越强了。

2019 年，我有幸参与公司“超高强度
钢板热成型生产线”的生产制造工作，这
是安徽省自主研发的首套重大技术装备，
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在此之前，
国内所用的同类型设备都依靠进口。2021
年，这套设备正式投产，我们整个团队难
掩内心激动，过程中的苦与累，瞬间烟消
云散，觉得一切都值了。

还记得在最后的调试阶段，我们发现
设备的速度与要求有些偏差。眼瞅着就到
交付时间了，团队几十号人两班倒，夜以继
日地干，全力攻坚，最后把问题全部解决。
作为领班，我特别感动。团队里没有一个人
喊累，大家都铆足了劲往前冲。我想，这正
是中国制造越来越强的底气所在。

技术工人很讲究传承。幸运的是，刚
到公司的时候，就有师傅带着我。师傅的
言传身教在当时的我看来十分平常，但当
我离开师傅独立带领团队的时候，常常回
想起师傅嘱咐过的话，并按师傅嘱咐过的

去做。
以这次参与公司重要项目为例，攻克

难题去创新，难免会遇到许多波折。从一
开始，我就按师傅教导的去做：精益求
精，稳扎稳打，踏踏实实走稳每一步。正
是因为打好了项目基础，在整个项目推进
过程中，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伴随着工龄增长，我也成为一名带徒
弟的师傅。我常对他们说，要耐下性子工
作，不要图快，更不要怕麻烦，事缓则圆。我
把师傅教我的道理逐字逐句地讲给他们听，
把过往经验和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除了传承好工匠
精神，还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接下
来，我会不断加强学习，争取为制造业强
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本报记者 李俊杰采访整理）

传承好工匠精神
■ 马祥龙 安徽合肥 从业14年

从“菜鸟”到“老师傅”
■ 傅常栋 江西遂川 从业5年

只有中专学历，5年间从普通员工到技
术员、班长，再到技术科科长，2022 年荣
膺吉安市“五一劳动奖章”，月工资从3300
元涨到了 9000 元。我只想说，公司领导和
工友们大力帮助，勤钻研、爱学习，让我
实现从“菜鸟”到“老师傅”的转变。

我在服务行业干过，去沿海省份打过
工，返乡在园区上过班。2017 年 11 月，我
待业在家，在小区楼道看到贴了招工启
事，按地址找到江西法萨实业有限公司。
面试时，所有面试人员到车间参观，看到

公司管理、操作很规范，且领导们和蔼可
亲，我动心了，面试也顺利通过。

起初从事几个岗位，我表现还算不错，
得到一步步提拔，从蓝领到了白领，到了技
术科工作，但不久后遭到一次不小的打击。
2018 年，公司接到一笔海外订单，让我领衔
联合生产车间商讨降成本的方案，但因细节
把控失误，给公司造成不小损失。

那些天，我等待着大额赔偿，甚至被
公司开除的处理决定。出人意料，几天后
公司高层来开导我，表示只要一心为公司

好，就会提供成长舞台、晋升空间、应有
待遇，这让我卸下了思想包袱。我暗暗发
誓，要好好干，回报公司信任。

2018 年进入研发团队后，我深信笨鸟
先飞的道理，早起晚睡“啃”书本，并请
教资深技术员，反复试验。5年来，我和工
友共做实验 1000 余次，获实用新型专利 9
项，研发新工艺6套，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1000 万元，降成本 1500 万元，市场份额不
断扩大，数项产品已达国内领先水平。今
年 6月，以我名字命名的 160平方米工作室
挂牌，9名专业技术员均为研发和生产经验
丰富的技师、工程师，设备也均为国内领
先。未来，我将继续发挥智慧和才干，扎
根一线做好研发工作。

（本报记者 朱 磊采访整理）

7年前，我大学毕业，然后就进
了厂。很多同学不理解，为何要去
做一名最苦最累的计件“厂仔”，但
我自己心里很踏实：在一个新兴产
业里，只要肯流汗，就能用双手撑
起一片天。

这个工厂叫做中建智造东莞基
地，是一家生产装配式建筑构件
的公司。最近几年，建筑行业加
快向工业化、绿色化、智能化转
型 升 级 ， 像 搭 积 木 一 样 建 高 楼 ，

像造汽车一样建房子。不同于传
统建筑的现浇作业方式，装配式建
筑在工厂里加工制作建筑构件和
配件，再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装配
搭建。一批批建筑工人，从泥灰飞
扬的工地走进了布满流水线的生
产车间。

放线、装模、涂抹脱模油、绑
扎钢筋……车间里的各项工种，我
都一一熟练掌握，当过调度员、施
工员、质检员等等。在像蒸笼一样

的厂房里，我汗流浃背，但心里始
终憋着一股劲，我要成为这个行业
的“技术大拿”，成为自己的英雄！

我参加了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制作工竞赛，获
得团队第三名。长期的一线车间工
作经历，使我能够比同龄人更充分
了解生产技术、行业规范与质量把
控。2021 年，中建四局在广州市花
都区筹建新厂，我转到新厂区担任
了车间主管。

从一线生产技术岗位走到管理
岗位，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迎来了转
型期，也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这
两年，我全身心投入到改进生产线
以降本增效的工作中，过得非常充

实。我设计预置时间标准法来规范
生产，提出了目视化管理、标准化
工作、均衡化生产等管理目标；改
进磁盒周转方案，大大减少了车间
磁盒使用总数量；设计了养护窑快
速通道，缩短了码垛机的运行节拍
时间和整条流水线的生产节拍，车
间的整体产能提升了13.5%。

我还担任了生产制造中心带教
导师，培训更多的产业工人。每
次，我都满怀感情地说，在建筑产
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中，我们站在
了正确的方向上，我们的青春和汗
水，有越来越绿色智能的大楼为
证，有日新月异的城市为证。

（本报记者 程远州采访整理）

像搭积木一样建高楼
■ 祝维佳 广东广州 从业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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