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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年根正在编织竹编产品李年根正在编织竹编产品。。

凌厚祥凌厚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把 责 任把 责 任““ 焊焊 ””进 每 项 工 程进 每 项 工 程
—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首席技师张振连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首席技师张振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琳琳

“ 竹 编 老 李 头 ”出 圈 记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青年就业创业大有可为

温济聪

左图左图 张振连张振连（（左一左一））在对在对年轻电焊工进行现场年轻电焊工进行现场

培训培训。。 付付 强强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左图左图 张振连参与的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炼油张振连参与的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炼油

装置焊接工程装置焊接工程。。 付付 强强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炎炎夏日，天津南港乙烯项目施工现

场 ，张 振 连 正 在 专 心 致 志 地 进 行 管 道 焊

接 。 过 了 一 会 儿 ，他 摘 下 防 护 面 罩 ，轻 舒

一口气，招手让几位学徒走近观看。学徒

们 仔 细 观 察 合 拢 的 焊 口 后 ，不 住 地 点 头

称赞。

张振连在石油化工工程建设一线工作

了 30 多年。如今，他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首席技师、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石化四建公司”）焊接教练，掌握 10

多种特材焊接技术，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张振连说：“经手的每道焊口，都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我要持续努力提升技艺，创

新开展技术攻关，并把技术传授给更多年轻

工人。”

勤学苦练强技能

张振连从小在农村长大，抱着“踏踏实

实学门手艺养家糊口”的想法，他选择了电

焊行业。1991 年，初中文化的张振连进入中

石化四建公司，那时，他不懂焊接技术，操作

起来十分吃力。

张 振 连 并 未 气 馁 ，他 抓 紧 一 切 时 间 ，

大 量 阅 读 各 类 电 焊 书 籍 ，自 学 相 关 知 识 ，

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按照师傅的指导，他

每天一到工地，就找废管段练习焊接盖面

技术，一蹲就是 4 个多小时。一天下来，张

振连用过的焊条头和药皮（压涂在焊芯表

面 的 涂 层）都 能 填 满 几 个 大 垃 圾 桶 ，工 地

上 能 找 到 的 短 管 都 被 他 焊 上 了 一 条 条 焊

道。经过刻苦练习，张振连焊接的稳定性

得到了大幅提升。

施工过程中，张振连不放过任何一个

学习的机会，只要有返修的焊口，他总是刨

根问底，找出焊接出现缺陷的原因，给出合

理的修复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张

振 连 从 一 名 焊 接 技 术 工 人 成 长 为 项 目 负

责人。

1993 年起，张振连开始承担大型项目

的 重 要 焊 接 任 务 。 他 抓 住 每 一 次 实 践 机

会，锻炼自己的焊接能力。“在施工现场，哪

里焊接材质特殊、焊接技术要求高，哪里就

有张振连的身影。”和张振连合作的项目负

责人说。

记 者 看 到 ，张 振 连 的 胳 膊 上 、腿 上 都

有许多烫伤留下的疤痕。张振连笑着说，

他 的 技 术 就 是 这 样 一 点 点“ 烫 ”出 来 的 。

何超和张振连一起参与过很多项目，说起

这 位 老 搭 档 ，何 超 竖 起 大 拇 指 ：“ 大 家 都

佩 服 他 的‘ 挨 烫 力 ’。 正 是 凭 借 这 样 不 怕

吃 苦 、不 惧 困 难 的 精 神 ，他 的 技 术 越 来 越

精湛。”

这些年来，张振连先后参加了国内外

30 余 个 项 目 的 建 设 ，掌 握

了 多 种 特 材 焊 接 技 术 ，多

次 在 全 国 性 电 焊 工 技 能 竞 赛 中 取 得 优 异

成绩。

攻坚克难勇担当

工作多年来，张振连以创新为导向、以

技术为生命、以质量为追求，在各个工程建

设中，不断解决复杂问题。

2007 年，在广东省原中国石化湛江东兴

炼油厂，加氢车间的高压管线出现长达 45

毫米裂缝。高温高压的炼油环境对于焊接

技术的要求非常高，稍有不慎就容易酿成生

产 事 故 。 张 振 连 接 到 任 务 后 ，开 始 焊 接

工作。

中 石 化 四 建 公 司 副 总 工 程 师 谭 丹 回

忆：“当时，装置依旧在运行，气体置换不彻

底，焊接难度极大。可张振连不畏挑战，勇

于冲在前面。经 过 精 心 的 准 备 ，他 在 4 台

消防车的保护下来到工作台，顶着不时冒

出 的 2 米 多 长 的 火 花 ，开 始 了 焊 接 工 作 。

最 终 ，他 凭 借 高 超 的 焊 接 技 艺 ，出 色 完 成

了任务。”

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时，张振连勇担重

任，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破解了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题。

2008 年，张振连带领青年团队承揽了中

国石化广州分公司常减压蒸馏改造工程施

工的主要焊接任务。这项工程工期紧、任务

重、难度大。

在近 2 个月的时间里，张振连带领青年

团队每天很早到达作业现场，工作到很晚才

离开。去作业现场的路上，张振连总是走在

前 面 ，边 走 边 布 置 工 作 任 务 、讲 解 焊 接 要

领。到了现场，团队人员各自就位，一道道

焊口在他们手中一寸寸地完成，一根根管道

经过焊接后成型。张振连带领团队展现出

的精湛焊接技术，赢得了各方质量管理人员

的好评。

身为团队带头人，张振连在工程进行期

间，即便感冒高烧，也未休息一天。最终，他

带领团队将焊接一次合格率保持在 98.6%以

上，大幅节约了工程成本，高质量完成整

体施工任务。

2016 年，在中海油惠州乙烯

项目建设中，16 台高压换热

器是镍基合金材质的，

这 种 焊 口 在 焊 接

技 术 上 要 求

较 高 。

张 振 连 运 用 精

湛技术，准确把

控每一处细节。

当时，惠州气

温 一 度 超 过 40 摄

氏度，高压管道焊

接点位现场局部温

度 达 到 70 多 摄 氏

度。而张振连与同事

一 焊 就 是 一 天 ，高 标

准完成每一处焊接任

务 。 从 电 焊 机 电 流 的

检查调节到焊道的层间

温 度 控 制 ，每 个 环 节 张

振 连 都 认 真 对 待 。 最

终 ，他 完 成 的 焊 道 不 仅

实 现 焊 接 一 次 合 格 率

100%，而且焊道规范整

齐、成型美观。

2016 年，公司成立“张振连劳模创新工

作室”，张振连开始带领技术技能人才攻坚

焊接难题服务项目建设。张振连说：“作为

一名焊接技师，就要善于把自己的技术应用

到工程建设中，并在施工过程中实现技术突

破，探索有效解决办法。”

如今，张振连带领团队已攻克了制氢转

化炉的高铬镍合金管线焊接难题、尿素装置

高压高碱管线焊接容易氧化难题、有限空间

镜面焊接难题等多项难题。

坚守初心传技艺

张振连不仅本人在焊接技术上精益求

精，而且注重技能人才的培养。“张振连劳

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后，他把更多精力投入

到优秀焊接技术工人的培养上。在培训青

年焊工学员时，他详细讲授业务知识，耐心

答 疑 解 惑 ，力 争 讲 清 讲 透 每 个 知 识 点 、关

键点。

同时，张振连也会结合实际情况，对学

员 进 行 现 场 培 训 。 在 一 次 高 压 管 道 施 工

中，他发现几名焊工学员在

焊 接 环 节 中 ，存 在 加 焊 丝 的 位 置

不正确等问题。他鼓励学员结合平日

学到的知识进行分析，并手把手地教其动

作要领。学员通过不断练习，不仅解决了

问 题 ，而 且 加 快 了 焊 接 速 度 ，提 高 了 焊 接

质量。

经过张振连的传帮带，数十名电焊工迅

速成长为公司的业务骨干。张振连的徒弟

李建德说：“能做他的徒弟，我很幸运。师傅

的严谨、执着、敬业、创新精神深深影响着

我。我要不断努力，掌握一技之长，淬炼精

湛技艺，争取在平凡岗位上建功立业，实现

人生出彩。”

近几年，张振连的很多学徒在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天津市海河杯焊接技能大赛等大

型比赛中都取得了前几名的好成绩。

张振连说：“我热爱焊接，愿意把自己

掌握的焊接技能和工作经验传授给更多的

年轻人，帮助他们成为焊接能手，让他们有

能力建设更多优质工程、样板工程、精品工

程，把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发

扬光大。”

在盛产竹子的地区，传统手艺人将竹

子编织成一件件精致的生活用品或值得

收藏的工艺品，传承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竹

编技艺。随着直播电商行业蓬勃兴起，越

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开始尝试在社交网

络平台上展示精湛技艺、弘扬

传统文化。其中，“竹编老

李 头 ”在 短 短 几 个 月 迅

速走红，受到众多年轻

人喜爱。

“ 竹 编 老 李 头 ”

叫 李 年 根 ，今 年 65

岁，是江西省新余市

市 级 非 遗 项 目 洞 村

竹编第五代传人。受

做篾匠的伯父影响，他

从小就对竹编产生了浓

厚兴趣，9 岁跟随伯父

学 手 艺 ，15 岁 自 立 门

户 ，成 为 当 地 远 近 闻

名的篾匠。

竹 编 是 一 门

细致活。毛竹要经过锯、刮、片、分、理、

抛 、浸 、染 、晒 等 若 干 道 工 序 后 ，才 能 进

行 构 思 编 织 ，每 道 工 序 都 必 须 一 丝 不

苟。过去，从提篮、箩筐、背篓，到簸箕、

米筛、篾席⋯⋯家家户户想要用到这些

生产生活用具，都要请手艺好的匠人帮

忙赶制，那时李年根常常从白天一直忙

到晚上，甚至点灯熬夜干。但随着时代

发 展 ，塑 料 、不 锈 钢 等 各 种 材 质 的 日 用

品逐渐被广泛使用，竹编这一传统技艺

日 渐 衰 落 ，老 匠 人 纷 纷 转 行 ，年 轻 人 也

不愿意学。

面对现实困境，李年根也曾考虑外出

务工，但思量再三，还是选择了坚守。“竹

编是我们这里的传统手艺，距今已有几百

年的历史。作为传承人，我不能让这门手

艺断掉。”李年根说。

一次与人聊天时，有人建议李年根在

互联网上展示竹编手艺，他抱着试一试的

想 法 拍 摄 了 几 个 编 织 竹 编 产 品 的 短 视

频。没想到，这些短视频迅速吸引了大量

粉丝，李年根在网上“火”了，被网友亲切

地称为“竹编老李头”。

在李年根看来，真正“火”的并不是

自己，而是流传下来的竹编手艺。为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竹编，李年根开始尝试

网络直播。“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点赞，

这是一款纯手工椭圆提篮，材料用的是

老竹子⋯⋯”直播间里，李年根编着竹篮，

徒弟马彪在一旁讲解。只见李年根手握

篾刀推动约 1 厘米宽的竹青片，刀锋轻微

抖动，数米长的竹片被分成 2 根、4 根甚至

更细的竹丝。再经过抛光、打磨之后变得

光滑圆润的竹丝在李年根长满老茧的指

间前后翻飞，一个提篮逐渐成型。

“现在我和师傅基本天天都做两个小

时直播，介绍竹编的历史和文化、回答网

友的各种问题、接一些竹编制品订单。”马

彪告诉记者。

以假乱真的竹编西瓜、精致时尚的竹

编拎包、结实耐用的竹编筐篮⋯⋯网友提

出的不同制品需求，无论是新奇有趣的，

还是延续传统的，李年根都尽量满足。“对

于 我 来 说 ，只 要 拿 起 竹 篾 ，万 物 皆 可 编

织。只要认真去做，好的东西总有一天可

以被看到。”李年根说。

编织竹编产品、直播互动、拍摄视

频⋯⋯李年根每天忙碌而充实。通过电

商渠道，李年根的竹编制品每个月销售

额都达上万元。

随着竹编生意越来越红火，李年根带

动周边的竹编手艺人共同致富。“过去，我

们把竹编制品挑到街上卖，卖不完又挑回

来。现在直播销售，不需要讨价还价，根

据订单下料编织就行，十分方便。”李年根

说，由于竹制品环保健康，市场需求不断

增长，一些老篾匠重拾手艺，收入也在不

断提高。

为了推动非遗技艺传承和发展，洞村

乡政府给李年根提供了面积 300 多平方米

的工作室。李年根说，“我一辈子只做了

一件事，就是竹编。希望多带几个徒弟，

能吃苦、耐得住寂寞，把技艺更好地传承

下去。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竹编手艺搭上

互联网的快车，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焕

发出新的活力”。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召开新时

代大连人才振兴大会，拿出一系列

“硬核”举措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

计划 2024 年吸引集聚青年 10 万人。

人 才 是 第 一 资 源 ，也 是 城 市

发 展 的“ 关 键 变 量 ”。 今 年 以 来 ，

全 国 各 地 出 台 了 多 项 扶 持 政 策 ，

为 青 年 的 发 展 成 才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 比 如 ，辽 宁 沈 阳 市 深 入 实 施

“ 兴 沈 英 才 计 划 ”，巩 固 拓 展 人 才

汇聚、人才回归、人才兴业的良好

局 面 ；山 东 济 南 市 积 极 争 创 国 家

级 吸 引 和 集 聚 人 才 平 台 ，在 优 待

礼 遇 人 才 方 面 推 出 一 系 列 措 施 ，

满足青年对城市环境及自身发展

的 期 待 ；等 等 。 城 市 施 展 才 干 的

舞 台 无 比 广 阔 ，广 大 青 年 要 抓 住

机 遇 ，珍 惜 韶 华 、志 存 高 远 ，提 高

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脚踏实

地，必将大有可为。

青年在城市大有可为，要靠奋

斗和实干。一方面，青年人应开拓

创新、勇于担当，将个人理想追求融

入到城市建设中，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发

挥聪明才智，为城市发展、城市治理

贡献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案；另一

方面，青年人应爱岗敬业、踏实肯

干，摒弃不切实际的想法，面对各种

困难锚定目标、迎难而上，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补齐能力短板、塑造职场

核心竞争力，在城市发展中发挥好

生力军作用。

青年在城市大有可为，要靠激

励和保障。一座吸引青年人的城

市，不仅要富含众多发展机遇，也应

是有温度的、包容的。城市应将青

年发展工作纳入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战略全局，打造青年创新创业的多

层次平台，优化就业创业生态，营造良好环境，为青年提供

各显其能的成长机会；还要全面提升教育托育、医疗健康、

交通出行等方面保障水平，帮助青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满

足青年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不断增强青年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青年是最富活力、

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在城市建设的火热实践中，要敢于做先

锋，不做过客、当看客，用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绩成就属于

自己的人生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