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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广东佛
山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龚彪从事救助管理工作 14 年来，
救助达 3.75万余人，4000多个家庭因他而团圆。

龚彪与妻子杜艳红的父母年事已高，为使双方父
母安享晚年，夫妻俩经常把父母接来一起生活，细心照
料。龚彪与杜艳红的老家相隔 400 多公里，分别在湖
南永州和长沙。双方父母在老家生活时，两人常利用
节假日从佛山赶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们给老人料理家
务，做可口的饭菜，与老人默契沟通，为老人排解忧虑，
从不怕苦累。

20 年前的一天，老父亲悄悄到部队看望正在服役
的龚彪，不幸在途中被车撞倒。当时龚彪正好出差回
来，路过时发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满身是血。他急忙
下车救助，发现竟是自己的老父亲。经抢救，龚彪的父
亲脱险了，老人现在还常开心地对龚彪说，“我生了你，
而你救了我”。

龚彪的父亲是抗战老兵，经常教育孩子要多为社
会作贡献。在助人行善的家风影响下，龚彪 2001年从
部队转业时，选择从事救助管理工作，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帮助流浪老人和儿童回到自己的家。

这是一份考验责任心和爱心的工作。救助站里的
流浪老人和小孩有些生活不能自理，救助的流浪乞讨
人员身上经常有异味。但龚彪对待这些老人、儿童和
流浪乞讨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喂饭、倒屎倒
尿、换衣服等都亲自动手。

“有时为了帮助流浪人员找家人，我要打几百个电
话，还不一定能找到。”龚彪说。为方便流浪人员寻找
家人，龚彪在报纸、网络和微信平台上公布了自己的电
话号码，手机 24 小时不关机，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

在龚彪救助的人中，一位 60 岁的广西籍老人令他
印象深刻。老人 30 岁时出来打工，在遭遇找不到工
作、身无分文等一系列打击后精神失常，忘记了回家的
路。龚彪通过老人仅有的模糊回忆中透露出的一点信
息，努力寻找所有的可能性，在去年成功送老人踏上了
回家的路。此时，距老人离家已有 30年。

龚彪的妻子起初并不理解丈夫的工作，经常担心
丈夫的安全和健康。但丈夫十多年如一日的执着让她
感动，尤其是龚彪跟家人分享他的救助故事，讲述救助
工作的意义时，她看到了丈夫的热爱和坚持，越来越理
解和支持丈夫，并主动加入进来，常到救助站帮忙。

有了父母的言传身教，龚彪的女儿从小就懂得爱
护家人、关心他人，考大学时选择了服务社会的社工
专业。如今，她在学校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放假
回家积极做义工、参与公益活动，假期也常到救助站
帮忙。她说，希望自己能成为像父亲一样“很有爱”
的人。

“创”出名堂的电焊工
——记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焊接工人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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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龚彪：

让流浪老人和孩子回家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他首创了填补国内焊接技术空白的
“钨极氦弧熔焊”工艺方法；他创新的
“焊接用定位塞块保证管对接头根部间隙
的装配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他
不 是 科 学 家 ， 只 是 一 名 普 通 的 电 焊
工。他叫陈凯，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
家——做工人一样有出息。

从电焊工到发明家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渤海船舶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遍布着各种
高精尖生产线。焊接岗位在这些生产线
中看起来并不起眼，陈凯就是这个不起
眼岗位上的一名普通电焊工。

从渤船技校毕业来到渤船重工管加
工分厂从事焊接工作至今，岗位上的
陈凯总是带着防护口罩，穿着厚厚的
工作服，在焊花飞溅中苦练基本功，辛
勤工作。

工作中，陈凯不断钻研，在掌握一
项项焊接技术的同时，他认识到焊接在
工业化生产中的重大作用，这使他对焊
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创新焊接工
作，干出名堂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在焊接过程中，陈凯发现奥氏体不
锈钢管在单面焊双面成型时，焊缝焊道
间隙控制十分困难。他大胆革新，成功
发明出既能保证焊接质量，又能控制焊
缝间隙的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钨极氦弧熔焊”工艺方法，是用钨
极氦弧熔焊替代原有的钎焊。这种新焊
接方法的使用提高了紫铜管焊接质量和
焊接效率，能够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大大降低焊接烟尘对人体的伤害，经专
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发明来
自陈凯与工艺所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

陈凯善于钻研，善于创新，工友都

叫他发明家。在长期实践中，他深深体
会到：要想成为优秀的电焊工，就要有
问题意识，用心思考，打破常规，勇于
创新。

本职工作是成才最佳舞台

谁说当焊工没出息？焊工也能闯出
大名堂。凭着不服输的顽强意志和对创
新的热情，陈凯在焊接岗位上攻克了一
个个难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一步步
成长为焊接高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技术能手。他走过的每一个足迹，
都留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

2008 年，他被公司聘任为首席技师
和焊接培训工作的讲师，成为公司最年
轻的知识型技能型焊接专家。即便如
此，他仍然工作在焊接一线。他说：“把
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体现自身价值。”

这是陈凯的人生感悟，也是他成才
的事业坐标。即使已经站在焊接技术的
前沿，他仍不断给自己加码。用他的话
说，“练就一身本领是为打败生产中的‘拦
路虎’”。他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充实和完
善自己，开展了多项技术创新，撰写的 2
篇焊接工艺技术实验研究报告被评为一
级中国国防船舶科技报告。“伏虎将自有
降虎神通”，凭着深厚的焊接理论技术和
勇于探索的胆识，生产中冒出的“拦路
虎”在陈凯面前都显得脆弱和渺小了。

平凡岗位写就不凡人生。工作 19 年
来，陈凯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
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辽宁省
十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让更多青年工人“创”出名堂

今年 9 月 3 日，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阅兵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唯一一
名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荐参加观
礼活动的高技能人才代表，陈凯的身影
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作为我国 800 万造船产业一线工人
的代表受邀进京参加阅兵式，陈凯感到
无比光荣。当天，为让工友们一同体验
激动人心的气氛，陈凯不停地传回他在
现场拍摄的照片。

受邀参加阅兵观礼，陈凯认为，这
是国家对“匠人”的认可。“大国工匠”
不仅是企业职工队伍的主体、骨干和脊
梁，更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他表示，在
以后的工作中，将着力培养焊接技术人
才，做好“传、帮、带”工作，为渤船
重工推进“人才兴企”战略贡献力量。
陈凯说：“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做不了
多少事。如果我能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传
授给尽可能多的人，就等于把一个人的
能力放大成一个团队的能力。”

渤船重工在快速发展进程中，急需
一批能够熟练掌握先进焊接方法的高
技能人才。陈凯主动承担了对青年焊
工的培训工作，毫无保留地把他所掌
握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青年焊工。近 3
年来，共有 4 批焊工参加了培训，取得
了多个操作项目的上岗资格证书，数
十名焊工经过锻炼，成长为公司的生产
骨干力量。

不仅如此，在陈凯的“劳模创新工
作室”中，他还将这些年总结的技术一
一传授给热爱焊接技术的年轻人，助力
青年工人快速成长。在他的帮助下，渤
船重工已成长起焊接高级技师 2 名、技
师 3 名、焊接高级工 1 名，有多人多次获
得公司级以上荣誉。他对青年工人说：

“咱们虽然没进高等学府学习，但学会、
学精一样技能同样能实现人生价值。”

飞机缓缓降落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
州巴塘机场，冬日清晨的阳光中夹杂着刺
骨的冷风，高海拔瞬间使人脸色发青。

宋仁德肤色黝黑，戴着一副眼镜，看
上去很斯文。他生活在高原，艰苦的生存
环境和地震磨难使他如牦牛一样，坚强挺
拔而富有韧性。

作为青海“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中的
佼佼者，宋仁德刻苦学习、出国深造，致力
于玉树畜牧业发展和草原生态保护，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撑起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
的一片天⋯⋯

为科学饲养倾尽全力

玉树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核心区,拥
有 2028.13 万公顷的天然草地。牧区长
久以来有一种观念，以牛羊数字论贫富，
谁家牛羊多谁家就富有。因此，这里的牦
牛数量很多，占青海省总量的 1/2，生态
保护和民生改善问题困扰着地方政府。

自工作以来，宋仁德长期研究牦牛生
产和草地保护问题，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
衡与和谐。

2011 年冬季，因为一个研究课题，宋
仁德要到牧场驻场，单位人手不够，就将
技术推广站站长黄长玉请来帮忙。大家
奔波了一天，到晚上安营扎寨准备吃饭
时，却发现宋仁德不见了。大家分头去
找，黄长玉最终在一片山洼里找到了他。
当时，他正抱着一大块牛粪发呆。原来他
在通过牛粪判断牦牛的采食状况，并对采
食的植物进行草场变化分析，从牛粪中判
断采食量对草场变化的影响。

在野外搞研究很辛苦，有口热饭吃都
是奢望。一次，同事准备将凉饼子放在微
波炉里加热时，宋仁德急了，这可是他用
来加热牛粪搞研究用的。他硬是拦着同
事，不让用这个微波炉热饼子，大家看他
的认真劲，啃着凉饼子笑了。

今年 11 月 12 日，宋仁德驱车赶往
玉树称多县下赛巴村牦牛科研示范点。
示范户拉巴才仁家的冬季草场里共有
249 只牦牛，分别圈养在冬窝子和远处
的山上。宋仁德介绍说，牧民将体格雄
健、能抗御野兽侵袭的牦牛放在山上，
以保证牦牛的野性。

拉巴才仁家的牛圈里放着黑乎乎砖
头样的东西，几个小牛犊在争相舔食。
宋仁德介绍说：“这是在舔砖，砖里含有
多种微量元素，牦牛舔食后会加速生长
繁殖。我们的技术推广要和产业发展联
系起来，这个示范点的意义在于牧户可
以多出栏牦牛，用科学技术改变传统的
自然放养模式，这样牧户可以少养一些
牲畜，既可以保护草场又能增加收入。”

拉巴才仁告诉记者，用宋仁德的方法养
牦牛，毛色和体格要更好，他今年争取
多出栏牦牛，以增加收入、减少载畜
量，减轻草场压力。

宋仁德开展牦牛高效繁育集成与研
究，对牦牛进行冬季补饲，保持膘情，这样
春季时母牛体质恢复快，改变过去因营养
不良两三年一胎的状况，达到一年一胎，
也能改变草原上无序放牧和牲畜夏壮、秋
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

青海省农牧厅一位负责人说，相比现
在农牧区随处可见的畜棚养殖和工厂化
养殖，宋仁德的这种科学养殖方法更有利
于地域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

一次次选择留在玉树

1986 年，宋仁德从青海畜牧兽医学
院毕业。分配工作时，玉树条件艰苦无人
愿去，宋仁德自愿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来
到这里。他说：“我学的是畜牧专业，到玉
树更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

刚 到 玉 树 的 经 历 让 宋 仁 德 难 忘 。
1987 年，他和同事去曲麻莱县秋智乡做
牦牛体质测定。工作完成后，他发现附近
的河水突然暴涨，自己和同事被困在三角
洲上，牦牛也无法过河。对岸同事试图往
三角洲上扔馒头，终因距离太远没能扔过
来。没办法，宋仁德他们只能宰了一头小
牛犊，白天吃生肉，晚上跟牦牛挤在一起

取暖，6天后才解困。
工作一段时间后，宋仁德意识到还需

加强学习，于 2004年赴日本深造，主攻方
向还是牦牛和草原研究。博士毕业后，他
放弃了留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回到
玉树。

野外观察和数据记录工作的辛苦程
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宋仁德在作“青藏
高原牦牛硒营养状态”“对青藏高原牦牛
两季放牧利用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评价”
等研究时发现，国内对高寒草地畜牧业生
产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基础研究数据非常
缺乏。他秉承严谨的学者精神，对同一草
场连续 12 年进行检测和数据记录，实地
采集有关草地畜牧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
第一手资料。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玉树州幅员辽阔，畜牧站工作半径
大，运输距离长，物价高，经费短缺现象比
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畜牧站整合各种
资源，用有限的资金做最多的工作，力争
出最多的科研成果：积极与国内外大学联
合，进行共同研究。他与日本国立宫崎大
学合作，利用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海外
调查)进行了“牦牛的放牧行为对青藏高
原草地物质循环的影响”等研究。同时，
尽量将实验基地放在花费较少的牧场，出
了成果再向牧区进行推广。

记者不经意看到畜牧工作站院子后
面有两顶蓝色帐篷，副站长李万业说：“畜
牧站重建后单位分房，宋仁德让其他人先
挑，自己留了一套楼层和采光都不好的房
子。他经常搞课题研究到深夜，新家离单
位有 8 公里，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他和妻
子一直住在这两顶帐篷里。”

采访中宋仁德接到省里打来的电话，
通知他的团队荣获省“人才小高地”荣誉，
他掩饰不住兴奋地说：“这样我们就有资
金进行新的课题项目研究了！”

由于工作繁忙，宋仁德只能请远在西
宁的岳母照顾孩子。这位坚强的汉子提
起孩子满眼含泪：“为了大家我只能舍弃
小家，我想我的孩子能理解他们的父亲所
做的一切。”

作为父亲，宋仁德放弃了陪着孩子成
长的机会；作为儿子，他无法在父母面前
尽孝。这一切，只为了他心中的大爱，为
了这片江源大地的重生⋯⋯

为 了 玉 树 的 牧 民 和 草 原
——记“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青海玉树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宋仁德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两名90 后的“小型印钞机”

陈世强在检查生产机器线路准备生产。王 丽摄

陈世强（左）和唐江林（右）在检查刚生产的模具。

周松林摄

陈世强和唐江林两个 90 后小伙在外务工时发现，

因利润率高被行业内部称为“小型印钞机”的吸塑包装

制品，在家乡四川广安还是一个空白市场。两人在今

年 4 月返乡成立了世强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生产吸塑

包装制品，预计今年产值将超过 500万元。

陈凯在工作

。

（资料图片

）

▲ 宋仁德在牧民家的牛圈查看牦牛长势。

▶ 宋仁德在实验基地。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