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一10 人 物

劳 动 成 就 梦 想
魏永刚

江西崇义章源钨业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徐国钻——

一股钻劲破难题
本报记者 赖永峰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测量班班长王金宇——

练就测量真功夫
本报记者 周 琳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公司信息安全工程师田超——

当好网安“守门员”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青海贵南县仁青藏文化公司技术总监拉毛叶忠——

绣出藏族好生活
本报记者 马玉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申维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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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最光荣，劳动创造幸福。千

千万万奋斗在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

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协力奏响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的新时代乐章。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实现我们的中国梦，是这个时

代最鼓舞人心的目标。中国梦包含着每

一个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我们

共同的梦想。实现伟大目标，需要我们

激发起劳动热情，更需要倡导和实践崇

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的劳动精神。劳动精神是鼓舞我们勇敢

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倡导劳动精

神，就是要在劳动中成就梦想。

劳 动 创 造 历 史 。 随 着 时 代 发 展 和

科技进步，劳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科技创新是劳动，文化创意是劳

动，互联网创业也是劳动。劳动形式千

变万化，但劳动精神不会变。劳动精神

是鼓舞我们创造伟业、成就梦想的精神

动力。

劳动成就伟业。伟大的事业就来自

劳动者在平凡劳动中创造的不凡。每一

个劳动者都是平凡的，而诚实劳动才在

平凡中创造出不凡。年轻的工程师王金

宇坚持 7 年、2000 多个日夜，用标尺丈量

工程，也精益求精地“丈量”出自己的人

生高度，成长为一名合格测量工程师；青

海省贵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总监拉毛叶忠用一根绣花

针，带领当地人“绣”出了精彩事业。他

们都以诚实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

不平凡的事业。

劳动精神提倡创新。一项技术的改

进，一道工序的优化，一个环节的调整，

都是劳动中的创新。创新是对原有劳动

方式的突破，也是劳动者积极进取的精

神状态。测量工程师运用多种技术解决

困难，是创新；藏绣艺人用新的表现形式

讲述历史故事，也是创新。这些创新之

举，也许是不起眼的改进，但都是实事求

是的创新，是更有效的创新。创新是发

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要用劳动精神来鼓

舞创新，用创新来实现梦想。

劳动精神崇尚实干。农民在劳动中

常说一句话，干活就得石头对石头——

实打实。劳动是真诚的付出，是实打实

的努力。无论劳动形式发生怎样的变

化，实干都是诚实劳动的基本要求。创

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发扬实干精

神 是 劳 动 者 的 本 分 ，也 是 成 就 伟 业 的

基础。

劳动精神创造幸福。劳动不仅是一

种辛勤付出，也会收获幸福。我们常说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美好

生活是我们共同的向往，诚实劳动才是

创造幸福生活的根本。劳动不仅能创造

出物质财富，也能带来精神的享受。有

一位劳动模范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走遍

天下，劳动最光荣。在我们这样一个崇

尚劳动的社会，任何真诚的劳动都会得

到尊重和爱戴，诚实的劳动者都能体会

到劳动带来的光荣。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

人 心 中 的 期 盼 ，也 是 我 们 最 伟 大 的 事

业。这是一项令人心潮澎湃的事业，也

是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伟业。无论是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还是实现每个人心中

的梦想，都离不开辛勤劳动。梦想鼓舞

人心，每一个劳动者都要发扬劳动精神，

在平凡的岗位上进行创造性劳动，在诚

实的劳动中成就梦想。

办 公 桌 上 的 3 台 显 示 器 上 不 断 跳 动 着

各种数据，键盘敲击声、鼠标点击声此起彼

伏 ⋯⋯走进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信息安全工程师田超的办公室，好似走进一

家迷你网吧。

“我和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紧盯这些数

据，及时发现并处置异常情况，确保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田超一边忙活着手头的事情，一边

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工作。

田 超 称 自 己 是 维 护 网 络 安 全 的“ 守 门

员”。“网络安全是充满挑战的领域，需要我们

有过硬的技术和足够强的创新意识。”田超说。

2020 年 4 月，大学毕业的田超入职云上贵

州大数据产业公司，从事贵州省政务云平台的

网络安全防护工作。“我的日常工作和体检医

生很像，主要是给系统做‘体检’。在系统出现

漏洞的时候，我又变身主治医生，及时进行‘诊

治’，让系统恢复正常。”他说。

爱琢磨、肯钻研，是同事对田超的印象。

白天工作时，田超跟在经验丰富的同事后头，

用心观察；晚上回家后，捧起编程的书，读到深

夜⋯⋯田超说，这个行业涉及的学科知识不

少，只有不断钻研，才能做到专业。

提升专项漏洞扫描效率是降低网络系统

安全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为了攻克这个难

题，田超多方测试，研发制作了一个专项漏洞

扫描工具。田超说：“通过这个软件工具，团队

的专项漏洞排查准确率提升了 50%，单次全系

统扫描完成时间也由过去的 2 天缩短至 3 个小

时左右。”

“与给人做体检一样，我们对网络系统进

行‘体检’后，也需要出具‘体检报告’。”田超告

诉记者，他们团队每个月负责给 2000 多个系

统做一次全面“体检”，需编写 2000 多份“体

检报告”。然而，在撰写报告过程中，存在着遗

漏、错误或格式不统一等问题。田超和同事利

用碎片时间，研发了测试报告自动创建工具。

入职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公司 4 年来，田

超牵头研发的软件工具超过 20 个。田超与

团队编写的漏洞预警通告达 600 余篇，将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提升了网络安全

运行水平。

“我们身后是上千万用户的信息

数据，责任重大。”田超说。

在田超看来，作为信息安全工程

师，除了提升风险意识，还得多思考。

正因如此，田超时时敦促自己，增加知识

储备，更好地维护网络安全。田超已经获

得高级注册渗透测试专家（CISP-PTS）等资

质，获得“全国网络安全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个

人二等奖等荣誉。

“这个行业没有天花板，学无止境。网络

信息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

远。”在田超看来，新技术带来的网络与信息安

全挑战始终存在，他将不断加强学习，苦练攻

防本领，为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作出更大贡献。

“五一”假期临近，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测量班班长王

金宇依然奋战在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上。

只见王金宇戴好安全帽，身着工作服，背

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沿着线路一点点检

查，一步步为路基“体检”。

今年 29 岁的王金宇，已在测量岗位上耕

耘了 7 年。2017 年，他毕业于辽宁交通高等专

科学校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此后，他先后担任

中国铁建大桥局北京兴延公路项目、杭绍台铁

路项目、黎霍高速公路项目测量员。历经多年

实践，他把“丈量”的功夫练得扎扎实实，成长

为一名出色的测量工程师。

王金宇回忆，他工作后参加的第一个项目

是北京兴延高速公路项目。那时，他常常担心

自己因经验不足完成不好测量任务。“为了提

高技能，我每天都跟着师傅在现场学习，希望

能够早日独当一面。”王金宇说。经过不懈努

力，他的专业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得到提升，

还顺利完成北京兴延高速公路项目后期收尾

工作中的竣工资料编写任务。

北京兴延高速公路项目让王金宇收获了

信心，此后，他始终秉持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

的信念，在工作岗位上潜心钻研，专注于提升

技术能力。

2020 年，王金宇凭借优秀表现被调到黎

霍高速公路项目工作。工程开工后，他快速熟

悉图纸文件及施工区域环境。测量线

路穿梭于高山、深壑、丛林之中，

王金宇和同事不畏条件的

艰险，常常扛着仪器

攀山越岭，天还没亮就进山，入夜了才下山，饿

了就吃自热盒饭，走一天山路回到宿舍时，累

得不想说话。经过几个月的测量，王金宇带领

团队圆满完成任务。“在与其他同事协同配合、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我积累了许多测量经验，

进一步提高了技术水平。”王金宇说。

王金宇还抓住技能竞赛的机会历练

自己。2019 年，他代表项目施工标段参

加了杭绍台铁路管理机构组织的杭绍

台铁路测量技能比赛，获得团体第一

名、个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2021 年，王

金宇参加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职业技能

竞赛，并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此后，他又获

得“中国铁建技术能手”、中国铁建“工人先锋

奖章”及“中国铁建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技能竞赛和工地测量的双重历练让王金

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他已成长为一名

带领测量团队、负责多个项目测量业务的管理

型人才。

王金宇认为，测量是工程的“眼睛”。离

开优质的工程测量结果，施工会遇到极

大挑战。“把好工程测量关口，让测量

工作更好地为施工质量管理服务，是

我的责任。我将始终恪守实事求是、

精 益 求 精 的 工 作

准则，踏实干好每

一项工作，不辜负

大 好 青 春 。”王 金

宇说。

记者见到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娄奇袭时，他正在光亮退火机组操作

室里忙碌着。

娄奇袭常说：“干我们这一行，容不得一

点 浮 躁 。 要 精 益 求 精 ，把 每 一 件 事 做 到 更

好。”娄奇袭所在的光亮机组是不锈钢冷轧光

亮板生产的中间工序，在生产中起承上启下

的作用。

在公司投产第一条光亮生产线时，为了

尽快使设备进入生产状态，娄奇袭和团队每

天一起研究生产工艺、设备的基本原理及操

作要点⋯⋯经过他和同事的辛勤努力，设备

很快调试成功并投产。

然而，在生产初期，产品却接连出现擦

伤、短线划伤、橡胶颗粒残留等表面质量缺

陷。面对技术难题，娄奇袭和机组团队没有

退 缩 ，而 是 将 全 部 精 力 用 在 攻 克 质 量 缺 陷

上。他们白天工作学习，晚上做笔记、查资

料，对比工艺文件，一点点摸索、一点点干，不

断进行技术攻关与试验。

“你问我这期间什么最难，我不知道，因

为每一步都走得很难。”最终，娄奇袭和机组

工作团队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带钢表面

质量缺陷问题，实现生产线稳定生产。

娄奇袭还参与了光亮机组氢回收系统改

造项目，通过回收处理使用过的氢气，实现了

光亮机组的吨钢氢气消耗大幅下降，这一工

艺创新为公司每年节省成本 150 多万元。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我努力创新

的脚步不会停歇。我将在继续提升自身技能

的同时，做好技术传承，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娄奇袭说。

宁波宝新不锈钢公司高级工程师娄奇袭——

攻关脚步永不停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做研究，离不开‘专注’两字。解难题，离

不开‘坚持’两字。”这是江西省崇义章源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徐国

钻常对自己和团队成员说的话。

在钨业领域深耕 14 载，徐国钻一直奋斗

在生产和研发第一线，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钻

子”。崇义县科技创新中心主任陈飞虎说：“徐

国钻凭借一股‘钻’劲，带领团队精益求精、开

拓创新，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不仅解决了行业

内多个技术难题，还推动了企业创新发展。”

2016 年 ，徐 国 钻 接 到“钨 绿 色 冶 炼 新 工

艺”研究项目。但当时碰到两项技术难题：一

是流程中钾元素难以深度去除；二是流程中产

生的废酸无法循环利用。

如何破解难题？徐国钻查阅大量资料，寻

找破解难题的方法，但因缺乏可借鉴文献资

料，研究了两年多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公司

同事都劝他放弃，以便腾出时间研究新项目。

“岂能轻易放弃！”徐国钻暗下决心，一定要

攻克这个难题。他带领团队寻找原材料，创新

工艺设计，没日没夜地进行研发测试。一种材

料不行再换一种，一种方法不行换另一种⋯⋯

徐国钻带着团队终于找到新的突破口：有一种

试剂有望在酸浸出的同时能去除钾元素。新

工艺试验成果运用到章源钨业生产线上，每年

能为企业创造利润 1000 万元以上。

“我喜欢有难度的事情，喜欢挑战。我很

享受不断突破的过程。”徐国钻说。

徐国钻主持研发的项目“含 Cr废旧硬质合

金高值化利用”入选江西省重点研发项目；参

与研发的项目“铵盐体系白钨绿色冶炼关键技

术和装备集成创新及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一项项成果背后，凝聚着日复一

日的潜心探索。“我是一名普通劳动者，更是一

名科技攻关人员。我要以饱满热情与十足干

劲，研究出更多适用的技术成果。”徐国钻说。

“这幅藏绣作品《格萨尔王》，将于今年完

成。”39 岁的青海省级非遗传承人拉毛叶忠，

抚摸着栩栩如生的藏绣长卷，充满期待地说。

拉毛叶忠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南县沙沟乡德茫村，自幼在家人的熏陶下学

习刺绣。2015 年，拉毛叶忠的父亲创立了贵

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致力于藏绣的保护与传承。

目前，拉毛叶忠担任贵南县仁青藏文化艺

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总监。她号召当

地妇女加入藏绣制作队伍，并传授藏绣制作技

艺，培养出几十名技艺精湛的学徒。

在拉毛叶忠的带领下，绣娘们制作出一批

批藏绣精品。“塑造藏绣精品，需要合理的策划

筹备、精湛的藏绣制作技艺以及良好的团队协

作。”拉毛叶忠介绍，2017 年初，她带领团队筹

备格萨尔藏绣长卷项目，聘请了国内 6 名格萨

尔学专家学者，带领画师绘制 200 多幅样图，

并召集 50 多名绣娘参与绣制。

在拉毛叶忠的带动下，许多村民通过制作

藏绣产品增加了收入。“自从 5 年前跟着拉毛

叶忠做藏绣，每年我有 4 万元到 5 万元的收

入。如今，家里盖上了新房子，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了。”贵南县德茫村村民文昌吉说。

拉毛叶忠介绍，近年来，她通过参加各类

学习进修，打开了思路与眼界。“我将把握好每

一次学习机会，不断提高藏绣技艺，传承好藏

绣特色文化。”拉毛叶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