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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广兴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师、总工程师沈春雷——

砌 墙 砌 出 好 名 声
本报记者 蒋 波

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着蓝色工作服，手

握检测尺，腋下夹着图纸，快步穿梭在建筑

施工工地⋯⋯虽已年近花甲，江苏广兴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技师、总工程师沈春雷依旧在

忙碌着。

普通农家出身的沈春雷扎根建筑行业

一线 41 年，凭借“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益求

精，从一名泥瓦工成长为既有高超技能又

懂建筑施工管理技术的复合建筑人才，被

授 予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江苏大工匠”等荣誉称号，并当选党的二

十大代表。

“纵使平凡岗位也能做出卓越业绩，就

算砌墙也要砌出大名堂。”沈春雷说，无论什

么职业，依靠坚守和创新，都能闯出一番新

天地。

执着梦想

“力大养一人，志大养千人。”1980 年，沈

春雷高中毕业时，父亲的这句话在他心里埋

下了一粒不甘平凡的种子。

沈春雷的家乡在江苏镇江茅山革命老

区，山多地薄，经济相对落后。他跟着篾匠

师傅学习竹编，不到半年时间，已熟练制作

篮子、背篓、簸箕等竹制农具，但他的梦想不

止于此。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建设开始起步，到

处都是火热的建设场景，建筑工人尤其紧

缺。于是，我改行做了瓦工。”沈春雷说，第

一次出门务工他便走进了上海外滩建筑工

地。林立的高楼大厦让他震撼，横竖交错的

建筑图纸让他痴迷。

“看着那些气势雄浑、轮廓优美的各式

建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亲手建一座。”沈春

雷回忆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筑行业还是手抬肩

扛，打洋灰、搅拌混凝土全都依靠人工完成，

体力消耗极大。工友休息的时候，沈春雷却

顾不上身体疲惫，经常钻进书店看书，并选

购了《建筑力学》等许多书籍。

“瓦工入门容易，想精通却很难，唯一的

路径就是啃书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

整整学了 10 年。”沈春雷说，为了真正地掌握

砌筑技术，他白天在工地上实践，晚上就在

油毡工棚昏暗的灯光下学习。“那时候，最喜

欢下雨天，不用出工，有大把时间看书。学

的投入的时候甚至顾不上睡觉。”

身心俱疲的压力时常袭来，但初心的坚

守 和 对 事 业 的 热 爱 支 撑 着 沈 春 雷 不 断 前

行。2005 年，沈春雷取得镇江市砌筑工技能

竞赛第一名，因业绩突出，又被授予“江苏省

技术能手”等称号。之后，他代表江苏省参

加全国建筑业技能竞赛砌筑工决赛，被授予

“全国建设行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如今，不管再忙，沈春雷依然保持一个

习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到建筑施工现场进

行技术指导，“从事建筑行业 40 多年，我一直

努力做好‘干、管、教、研’四件事，未来，将把

工作重心放在传帮带和技术创新上，争取为

国家输送更多人才”。

钻研技术

沈春雷的手提袋里总装着一把瓦刀。

“瓦刀就像一种符号，在自己成长过程

中，瓦刀的内涵一直在变，从最初‘谋生的瓦

刀’变成‘知识的瓦刀’，再向‘创新的瓦刀’

转变。”

“斜坡屋面防水”是房屋建筑领域的难

题之一，大多数施工队伍在遇到这个问题时

会选择绕着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责任

与担当。”沈春雷选择直面问题，寻找解决

方法。

“那段时间，我天天图书馆和工地两头

跑，一边查找各类文献资料，一边创新实践，

在无数次电脑模拟和实地试验之后，终于形

成了自己的一套施工思路。”沈春雷说，斜坡

屋面防水技术运用到公司的各项工程后，竣

工工程屋面渗漏返修率一直保持为零，创造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瓦工，能砌好墙只

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学会利用新技术为建筑

行业创新发展作贡献。”沈春雷说，解决问题

必须依靠信息技术支持，电脑技术便成了摆

在面前必须攀登的高峰。

2004 年，沈春雷把家里所有积蓄拿了出

来，花了 7800 元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开始研

究电脑 CAD 制图技术。

“作为一个‘60 后’的泥瓦匠，我不仅爱

看书，还玩起了笔记本电脑，很多人认为这

是‘赶时髦’。现在回头看，很多技术创新都

来自于这台电脑。”沈春雷说。

通过长期钻研和创新，沈春雷不仅熟练

掌握了建筑信息技术，还积累了许多技术革

新项目，组织撰写了《浅谈斜坡屋面结构防

水》《GRC 装饰构件安装工法推广应用》《论

多专业交叉作业协调管理》等多篇论文和工

法，在行业内得到应用。

同时，沈春雷作为第一起草人，组织编

写的《建设工程技术质量标准》成为企业标

准，并在国家级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可种植

平屋面施工工法研究》《采用金属护角粘贴

外墙砖施工工法的研究》等多篇专业论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筑行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建筑工业化过程中

也对建筑工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勤于学

习，勇于创造，打造一支有知识、有技术、能

创新的人才队伍，才能不断增强建筑行业的

核心竞争力。”沈春雷说。

匠心传承

“放线是每一个瓦工最基本的技术，线

没放平，那就意味着整面墙的水平度不准，

每一条浆缝必须控制在 0.8 厘米到 1.2 厘米

之间⋯⋯”在江苏广兴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

建设工地，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沈春雷

站在白板前、方桌旁，滔滔不绝地讲解技术

要领，工人们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讲。

“沈工事无巨细，从砌筑的垂直平整度、

灰缝均匀度把控，到施工墙体的稳固性、施

工现场的安全保障，总会一遍又一遍为大家

讲解、示范、纠正。”张庭松是沈春雷的学徒，

从沈春雷创新设立的“以赛代训”模式中脱

颖而出，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如今已担任

广兴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主任。

“建筑业转型升级需要一大批职业化、

有知识、高技能的建筑产业工人，沈工搭建

了技能大师工作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

两个平台，以竞赛和等级认定来检验员工技

能培训成果，选拔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张

庭松说，这几年，已经有 50 名像他一样的学

徒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为建筑

行业输入了新鲜血液。

去年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袁涛对沈春雷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建筑施工是百年大计，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印象极为深刻。

“沈工把质量比作生命，对学徒们的‘作

品’要求极其严苛，哪怕只是一个小问题也

要全部返工重来。”袁涛告诉记者，前段时

间，自己第一次独立在固定模台做预制剪刀

墙，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因钢筋摆放长

短不一，导致一面墙体出现轻微的漏浆，沈

工检查后，发现并指出问题，还亲手把一整

块剪刀墙砸了。

“师傅砸墙的举动给我内心带来极大震

撼，‘差不多’先生没有立足之地，质量重于

泰山才有发展和未来。”袁涛说。

“工人文化底子薄，要帮他们学习理论

和知识，提高技能；大学生阅历浅、实践能力

弱，要帮他们把文凭学历变成能力阅历，为

他们就业提供顺畅通道；对于退役军人，要

为他们搭建舞台，提高技术技能，找到人生

位置。”沈春雷说，今天的工匠精神不仅是一

丝 不 苟 、精 益 求 精 ，更 是 要 传 帮 带 、创 新

创造。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出状元。站在

新的起点上，我将继续坚持学习，不断创新，

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培养和输送更多的技

能人才。”沈春雷说。

在陕西省南郑藤编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陈良顺工作的合作社

里，各色藤编产品琳琅满目，它们大

都出自陕西汉中的农民之手。为了

打开藤编市场，陈良顺的儿子还组

织了一支“95 后”电商团队，把深山

里的农家手工艺品推向全国。

在全国各地，还有许许多多这

样从事乡村手工业的能工巧匠，通

过传承绝活，留住乡愁。他们扎根

农村，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

业；他们紧跟时代，利用互联网开拓

销售渠道；他们开拓创新，为乡村建

设增添色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乡村工匠。

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在“十四

五”期间，认定若干技艺精湛的乡村

工匠，遴选千名乡村工匠名师、百名

乡村工匠大师，培育一支服务乡村

振兴的乡村工匠队伍。随着科技进

步、观念更新，传统农民正积极向现

代职业农民转型，成长为传统技艺

传承、特色文旅产业的“生力军”。

乡村工匠精益求精，持续提升

专业技能。近年来，各地乡村工匠

认定体系逐步落地，还有多地试点

给乡村工匠评中高级职称。许多乡

村手工业者积极参与，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加强实操能力，提高综合素

质。获得职称的乡村工匠也将得到

相应的学习培训、技术和资金支持

等。例如，广东中山一家餐厅的厨

师谭志洪就凭借自己研发的新菜

品，参加了中山市乡村工匠职称烹

饪专业的中级评审。据统计，2022

年共有 300 多人参加了中山市乡村

工匠职称评审，是上年参评人数的

3 倍。

乡村工匠创新实干，不断创造

经济价值。刺绣印染、剪纸刻绘、编

织扎制等小产业同样可以形成大市

场。在政策扶持下，不少乡村工匠举办技能培训班，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引导返乡青年传承技艺；成立专业合作社，让非遗

等文化产品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尝试网

络直播带货等新方式，扩展市场提高销量。在高质量发展、产

业转型、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乡村工匠更要抓住机遇、敢于

创新，通过持续改良技艺，提升市场竞争力，打造乡村品牌，走

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就需要乡村工匠为乡村振

兴不断注入活水动力，让“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的农村大地展

现新魅力。广袤乡村，潜力无限。期待更多技艺精湛、创新实

干的乡村工匠汇聚成活跃在乡村一线的人才力量，将传统技

艺与新技术、新思路、新业态相结合，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带动

乡村产业发展，在互惠共赢中实现共同富裕。

工匠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

吉亚矫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单增海——

坚 守 匠 心 破 局“ 起 重 ”
本报记者 刘 瑾

自从进入徐工集团，单增海在起重机研

发上一干就是 28 年。如今，50 岁的他，满头

乌 发 已 成 花 白 ，但 依 旧 秉 持 初 心 ，坚 守 匠

心，矢志不渝带领团队，让中国起重机在世

界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

“我总是不断鞭策自己和团队，要坚持

学 习 和 创 新 。”徐 工 集 团 工 程 机 械 股 份 有

限公司副总裁、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单增

海 说 ，通 过 持 续 自 主 研 发 ，如 今 徐 工 起 重

机产品的主要功能技术、参数达到了领先

水平。

现在有多自信，当年就有多艰难。单增

海回忆说，“直至本世纪初期，国内起重机技

术仍是一片空白，购机价格、工程施工进度

都要看别人脸色，我国的重大工程建设进程

也因此受到制约”。

2001 年，徐工成功推出了当时市场上很

具代表性的 K 系列汽车起重机，在业界引起

轰动。在此基础上，徐工下定决心要做全地

面起重机。刚满 30 岁的单增海和团队一起，

在切割、折弯、拼点、焊接、机械加工等设备

旁开始了技术攻关。单增海说，在研发最紧

张的一年多时间里，整个技术团队一天都没

有休息过，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终于攻

克了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油气悬挂装置

成形（油气悬挂装置用以减少车体振动），自

己和团队这才松了一口气，晚上踏踏实实睡

了一个好觉。但第二天试车时，却闹了个

“大红脸”：工程师们在开动的起重机座位上

颠簸不止。又是耗时一年多的理论、试验、

运用研究。经过 3 轮改进测试后，单增海主

导研发的第一款起重机产品，也是中国第一

款全地面起重机终于问世。

在此之后，单增海和团队乘势而上，继

续向大吨位、智能化方向开发。2016 年，徐

工发布了 G 一代起重机，甫一上市就实现

销售井喷，并进入了欧美高端市场。“这一

代产品在智能、节能、轻量、人性化等技术

方向上，站在了全球行业前端，形成了全球

首创的产品技术平台，研发出了引领中国

起重机行业 8 吨至 1200 吨系列产品。”单增

海说，“智能作业、独立悬架、重载转场等技

术 难 题 ，我 们 一 个 个 攻 克 ，做 到 了 世 界 领

先。”

重大装备的发展与基础建设的发展是

相互促进的。2013 年前后，国内风电开始大

规模建设，国外企业的产品也难以满足需

求，单增海和团队开始研发更大的起重机。

要突破谈何容易？面对国外企业做到极限

的臂架原理结构，单增海和团队唯有另辟蹊

径。他们决定，一方面构架整体创新性的臂

架结构技术，另一方面强化起支撑作用的底

层技术，提升臂架计算水平。

解决了这两个层面的技术后，单增海和

团队开发出了新的臂架技术，研发出全球最

大吨位 XCA1600 全地面起重机，其吊重能

力达到国际产品的近 1.6 倍。“如今，我们又

推出了技术更成熟、更适应中国市场的 2600

吨全地面起重机、伸缩臂履带起重机，正在

各地风电场上作业。”单增海说。

谈 到 企 业 未 来 的 发

展 方 向 ，单 增 海 认 为 ，我

国起重机零部件供应链

在 快 速 成 长 ，与 国 外 的

差距很小，但同时，老牌

国际企业的品牌运作、

产品适应能力、备件服

务 体 系 以 及 设 计 细 节

也 值 得 中 国 企 业 学

习。“十四五”期间，徐

工要在新能源技术和

智 能 化 技 术 上 持 续

发力，争取为中国起

重机赢得更大发展

空间。

“ 我 相 信 通 过

我们每一小步的进

步，终将汇聚成中国制造

的 一 大 步 提 升 。”单 增

海说。
本版编辑 刘 佳 张苇杭 美 编 倪梦婷

沈春雷（右）与技术人员讨论

产品质量。 （资料图片）

沈春雷在现场检查项目施工质量。 （资料图片）

单增海在车间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