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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总得在这个领域

里做出点成绩。”这是曾雨生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2001 年 7 月，曾雨生以一名普通操

作工的身份进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20 多年来，他一直扎根国家重点工

程一线，兢兢业业，逐渐从一名普通员工成

长为电气专家和架桥机专家，并被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技能磨砺非一日之功。在曾雨生身上，

不仅能看到他个人的不懈努力，更能看到产

业工人成长的时代缩影。如今，已成为常泰

长江大桥合建段节拼架桥机及主桥 1800 吨

桥面吊机负责人的他，仍在新的岗位上默默

奉献着。

人无志不立

脸上洋溢着微笑，眼中透着自信，说话

不急不躁，这就是曾雨生。

他家境贫寒，没有高学历，仍坚持不懈、

努力奋斗，成长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建筑工很累，但收入还算可以。”曾雨

生离开家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建筑工

地工作。慢慢地，项目负责人发现他总是

能改进现场施工方案，把工作做得又快又

好 ，就 推 荐 他 加 入 二 航 局 ，成 为 一 名 操

作工。

多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武汉府河大桥、

武汉东西湖 107 国道改造项目、赣江大桥、

武汉阳逻长江大桥、合武铁路等工程。在施

工现场，他总是最勤快的那一个。

有时候同事忍不住吐槽他：“你也解决

不了难题，何必瞎操心呢。”曾雨生却只是默

默一笑，依旧是只要现场设备出现故障，他

总是随时上前查看，及时记录和分析

情 况 ，总 结 解 决 的 思 路 和 方

法，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和

提高的机会。

曾雨生说：“在工作

过 程 中 ，我 对 专 业 电 气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

白 天 在 工 地 上 遇 到 了

困难、遇到了故障，就向师傅请教，晚上再

回去看书，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不断提

升业务水平。”

心 心 在 一 艺 ，其 艺 必 工 ；心 心 在 一

职，其职必举。多年工程一线的学习和锻

炼，让曾雨生技能水平持续提升。2010 年，

他将卷扬制动器控制系统串入变频器控制

回路，解决了制动器故障。2013 年，他为行

走机构增加了一个缓冲功能，解决了行车

停止过急导致桥机整机振动问题。2015 年

临近春节时，他火速增援宁高铁路项目，从

事设备安装调试期的电气工作，他带领两

位员工，吃住在现场，连班作业，用 4 天时

间完成设备改造，用 3 天时间完成架桥机

所有线路布置及调试任务⋯⋯

此外，曾雨生还完成了太重银 TPZ60

架桥项目电气改造、海南环岛铁路 DF450 运

架项目电气改造等科研项目，并先后荣获二

航局“五小科技成果三等奖”。2016 年，他

被授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曾雨生获得的荣誉多了，难免更受关

注，向他取经的人也多起来，但他始终保

持 着 优 秀 工 人 的 本 色 —— 技 术 上 追 求 精

益求精、工作上敢于攻坚克难。“公司给了

我这个岗位，我就要干好。”曾雨生说。

事无恒不成

曾雨生有了技术，有了荣誉，却初心弥

坚，依旧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执着专注的工匠

精神。“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在工作领域

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点。只有追求完美，才能

有所突破。”他说。

2017 年，曾雨生在五峰山接线架梁项

目中任项目总机电长。施工时，需要在 80

米高空架桥机横移变幅中，用大吨位吊车安

装中支腿。高空安装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安

全风险极高。

曾雨生创新工法，参与研究制定了一套

横移变幅方案，对架桥机支撑系统及变幅机

构进行了部分优化，即采用小吨位吊车安装

一个变幅轨道梁，再利用架桥机起重天车自

行吊运安装，逐段横移加长，最

终 完 成 变 幅 横

联安装。该工法大大节约了经济成本，降

低了安全风险，并申报通过了国家发明

专利。

考虑到过跨施工全程润滑工作都是

由 人 工 操 作 ，曾 雨 生 又 参 与 研 制 出 一 套

自 动 润 滑 装 置 ，应 用 在 五 峰 山 5 台 架

机上。

为 解 决 架 桥 机 旋 转 吊 具 供 电 难 的 问

题，曾雨生研发了一套新型旋转吊具，将

仅在航模、医疗机械等领域应用的无刷电

机 用 在 节 拼 架 桥 机 上 。 改 装 后 的 吊 具 调

速平稳且噪音小，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

“自五峰山连接线项目第一台桥机的

第一车主桁架到达现场开始，曾雨生总是

每天第一个到现场，对现场场地配件的放

置、组拼、履带吊的占位、人员的安排、各风

险点的管控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制定施工

方案、节点注意事项等。在师傅的眼里，桥

机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曾雨生的徒弟孙

运安说。

常泰大桥项目的很多人都知道曾雨生

擅长改造设备。在常泰大桥建设过程中，节

段梁临时预应力施工繁琐，曾雨生便自主研

发出一套自带临时预应力施工装置的新型

吊挂，不仅提高了施工工效，还为相关工序

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8000 多天，17 个项目，曾雨生绝大多数

的时间都在与设备打交道。他向我们展示

了一个普通人成功的诀窍，那就是：“有志

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

技不传不强

敢于挑战关键技术，勇攀高峰，如今的

曾雨生已成为技术带头人。他还肩负着为

项目输送更多青年技术人员的重任。

“师傅平常要求我们要多学习，学深学

精、学有所用，并反复告诫我们，学无止境，

学到的东西总会有用的。”曾雨生的徒弟们

如是说。

曾雨生不仅是施工现场的“消防员”，还

是培养专业电气人才的“教导员”。他总是

毫无保留地把设备操作技能和现场管理经

验传授给身边的青年员工。他还善于发现

每个人的优点，积极引导他们根据

兴趣研究不同的领域。

在 曾 雨 生

看 来 ，

“ 师 带 徒 ”培

养体现在：日常

工作中“传”，授

之 以 渔 ；共 事 处

事 中“ 带 ”，率 之

以行。

在 二 航 局 开 展

的 拜 师 学 艺 活 动 中 ，曾

雨 生 带 的 徒 弟 就 有 十 余

人，他还主动承担起项目新招

员 工 的 岗 前 电 气 知 识 培 训 任 务 ，他 培

养 出 来 的 10 多 名 电 工 ，大 多 数 取 得 高

级 电 工 资 格 证 书 ，有 的 还 成 为 电 工

技师。

曾 雨 生 带 着 他 的 徒 弟 们 奔 波 在 各

个施工现场。多年没从事过临电管理

的他，在常泰大桥项目结束后，马上奔

赴下一个项目，接手了潍宿铁路宿迁东

制梁场临电管理工作。

学习，是曾雨生对自己和青年职工

的要求。除了每天负责的日常工作和

解决各种临时问题以外，曾雨生还

挤出时间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他

不仅自己参加了成人高考，更

鼓励带动更多的人提升学历。

“如果我们能力不强，怎么

能 搞 好 项 目 ？ 公 司 怎 么 会 更

强？”技强、人强、企业强，则家国

强 ！ 这 就 是 曾 雨 生 最 接 地 气 的

情怀。

曾雨生常说：“作为劳动

者是幸福的！”对于未来，

他充满希望，坚信只要

脚 踏 实 地 、苦 干 实

干，一定可以靠双

手 创 造 更 加 美

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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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

日子越来越好。在乡村振兴

这条路上，只要勤奋肯干，一

定会有回报。”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

镇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洛

古有格是一个有梦想有追

求、敢于奉献敢于担当的

人。求学时，他实现了自己

的大学梦；返乡创业 11 年，

他以规模化养殖为抓手，正

带着乡亲们实现致富梦。

洛古有格给人的印象是干

练 、开 朗 ，充 满 朝 气 、干 劲 十 足 。

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学校第一次登

台表演小品时，被分配到的角色是“返乡

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大学生”。曾经的经历

像梦想的种子，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2006 年，洛古有格考上四川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重庆一家

国有企业上班。“走出大山，但心里依然记

挂着大山，记挂着乡亲们。”洛古有格说。

2013 年，洛古有格毅然辞职返乡，扎

根乡村发展产业，带领乡亲一起致富。“我

在重庆上班时，曾请同事们品尝家乡的腊

肉，大家都赞不绝口，这也给了我灵感，回

乡做养殖业。”洛古有格的家乡三河村海

拔 2500 米，群山间有着适宜生态放养的地

形地貌，他选择饲养乌金猪作为启动项

目，从发展养殖到成立专业合作社，最高

峰时入社村民达到 160 余户，参与养殖的

村民年户均增收达 3000 多元。

回忆创业初期的经历，洛古有格说自

己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学技术、找销

路 ⋯⋯这既要靠自己学习摸索、开拓市

场，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帮助。”洛古有格

介绍，凉山州、昭觉县相关部门为自己提

供了技术和资金支持。特别是2017年2月，

他的生态养殖项目获得凉山州第四届青

年创业大赛“创富类”金奖，三河村的养殖

品牌迅速打响。

2017 年，洛古有格当选三河村党支部

副书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反复思考

的是，村庄如何发展？如何进一步带领村

民致富？

这不仅是他返乡时的梦想，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

洛古有格经过摸底调研和考察学习，

意识到必须扭转思路开拓创新，要立足自

身优势，结合村庄实际，因地制宜找到一

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2021 年，洛古有

格开始带领乡亲们养殖西门塔尔牛，并组

织村民成立合作社，统一品牌、统一销售，

提高市场竞争力。他告诉记者：“150 余户

村民加入了三河村富民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辐射带动全村养殖西门塔尔

牛 1000 头左右，带动 450 余户村民年均增

收 1 万余元。”

梦想的种子撒向山野，结出了累累硕

果。大凉山腹地的三河村曾被群山锁闭，

处处可见泥巴路、土房子，家家户户靠着

仅有的一点薄田和在山间种植些许经济

作物谋生，身在“穷窝窝”里的村民们很难

找到发展产业的路子。如今的三河村，公

路通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

子。越来越多像洛古有格一样的致富带

头人来到这里，不少产业也被引进来。

苦荞、冬桃、西门塔尔牛、乌金猪⋯⋯

传统种植养殖业蓬勃发展，村里还发展了

集红色教育、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文旅产业，不少农产品走出了大山。“环

境变好了，名气更大了，游客越来越多了，

村民们的干劲足了、腰包鼓了。”洛古有格

说，乡亲们通过务工、发展种植养殖业，再

加上集体分红，2023 年三河村脱贫户人均

纯收入达 17320 元。

今年 9 月，洛古有格荣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他表示：“这

既 是 一 份 荣 誉 ，也 是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责

任。路无尽头，心有归处。我将继续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带领村民

过上好日子。”洛古有格更希望村里的孩

子们能实现“大学梦”，越来越多年轻人

愿意走进乡村振兴的画卷中，在广袤天

地抒写青春价值。

逐梦大凉山，洛古有格干劲更足了：

“村里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这是下一步

的重要发展方向，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绿色职业未来可期

刘沛恺

上图 曾雨生

在施工现场管理电

气设备。

下图 曾雨生

参建的位于江苏的

常泰长江大桥。

朱江涌赤摄

（中经视觉）

洛古有格（左）到村

民家了解西门塔尔牛的

饲养情况。

（资料图片）

碳 排

放 管 理 员 承

担着监测、统计

和 核 算 温 室 气 体

排放的任务；建筑节

能 减 排 咨 询 师 为 高 能

耗 建 筑 提 供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的 方 案 ⋯⋯ 这 些 绿 色

职 业 从 业 者 被 形 象 地 称 为

“绿领”。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进

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

展阶段，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全面加速，绿色职业应运而

生，不断拓展新的就业领域和

发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中有

134 个绿色职业，占职业总数

的 8%。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对

绿色职业的认可，既增强了从

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又对促

进就业创业等具有重要意义。

“绿领”不仅代表着新的职

业方向，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他们运用科技手段减少生

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

放，能够在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但与此同时，绿色职业

从业者的发展仍面临一些挑

战。比如，相较于传统职业，绿

色职业的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

有待进一步健全等。培育壮大

绿色职业从业者队伍，助力经

济结构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多方施策、共同发力。

一方面，需形成较为完善

的绿色职业从业者教育培养体

系。为积极引导和规范绿色职

业发展，相关部门需做好协调

规划，不仅要进一步开发绿色

职业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好绿色职业的就业扩容和就业

吸纳功能，还要发挥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等多方联动协同作用，制定针对不同层次

人才的培训计划，完善绿色职业认证及人才考评体系，

帮助从业者提升技能和职业认同感。

另一方面，绿色职业从业者要不断提升专业素

养、打牢专业功底。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绿色职

业从业者要持续学习专业知识，掌握最新环保技

术，以科学的方法推动绿色事业发展；还应提高创

新思维能力，通过资源整合、团队协作和跨领域

合作，积极探索低碳、节能的解决方案。绿色职

业从业者还可积极传播环保理念，带动更多人

加入生态环境保护行列，共同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绿色职业受到全社会广泛关

注和认可，发展前景广阔。期待绿色职

业 从 业 者 在 服 务 社 会 发 展 的 同

时，立足自身岗位更好实现

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