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注意往前看！这个‘黛’字，上半部分的‘代’，写的时候

中间一定要留出空间，否则整体会不美观……”10月 11日晚 8

点，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公园明筑小区的南门小广场上，71

岁的银发老人李贵江正以半蹲的姿势，在自制的小黑板上一

笔一画地认真书写示范，指导坐在小板凳上听讲的孩子们。

李贵江是邯郸市第二原种场的一名退休工人。2012 年

退休后，他发挥特长继续精耕书法技艺，历时 3年编写了书法

字帖，并经常在公园、广场现场书写毛笔字和硬笔书法，引得

市民围观称赞。

“2015 年深秋的一天，公园里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家长

说，自己孩子字写得不好看，想让我帮忙指导，我爽快答应，义

务当起了她的老师。后来，口口相传，又有很多人找到我。”李

贵江说，“退休后能发挥余热帮助孩子们，又能传承国学文化，

忙点累点也是幸福的。”

到了 2016 年春天，李贵江干脆做了一个“硬笔书法义

务教育”的小黑板，挂到了小广场上，谁有兴趣来听，他就

免费教。

这块小黑板一挂就是 8年。

8年来，无论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每天晚上李贵江和他

的学生们都会相约在小广场上。一盏灯、一个小黑板、一盒粉

笔、一支钢笔、一瓶墨水，李贵江严谨地教，学生们认真地学，

课后李贵江再逐一检查批改“作业”，每晚两个小时，他有时回

到家已接近晚上 11点。

“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些孩子。这些年，他的行程半径

就是家附近的这片区域。哪怕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也要带着

小黑板到广场上看看。”李贵江的老伴杜宪荣说，“看着他每天

高高兴兴、精神抖擞的样子，我选择了默默支持。”

几年间，李贵江指导的学生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如今已累

计有 2000余人，一批批孩子书法精进、成长成材，有的还拿到

了书法等级考试证书、在各类比赛中获奖。

“课上是严师，课下是爷爷，随来随教，尽心尽责，孩子们

很受益，都叫他‘李老师’‘李爷爷’。”学生张依依的母亲郭红

玮说，我觉得书法对于李老师来说是件神圣的事，他就想让每

个孩子都写好中国字，传承好国学文化。

今年中秋节晚上，书法课上来了 20 多个孩子，月色下，

“黑板爷爷”的教授热情不减，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不减。

“焊”卫核电设备“焊”卫核电设备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宋洁

“这套焊接机器人通过编程和翻转变位机的协同作业，可

实现单个部件的所有焊缝一次性焊接完成，焊接效率较手工

焊提升 280％，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和人力成本。”近日，山东

省职工创新创效服务基地烟台工作站正式启用，山东核电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焊工管理室高级主管刘伟带头研

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令人眼前一亮。

刘伟坚守核电建设一线焊接岗位 16 年，在项目攻关中

不断优化改善核电装备制造过程中的焊接工艺，目前，已申

报专利 17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获省部级成果一等奖 4 项、二

等奖 11 项、三等奖 9 项。今年，刘伟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

称号。

2007 年，刘伟大学毕业入职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一线焊接车间。2008 年 4 月，公司邀请国外专家前来指导管

道自动焊接生产线调试，这次经历让刘伟下定决心研发出属

于中国人自己的焊接设备。

在设备制造过程中，刘伟遇到了小体积焊接的难题。

焊工需要钻到宽高不到半米、长度 20 米的空间内作业，

一焊就是一天。“最麻烦的是，胖一点的工人就钻不进去，急需

开发一款体积小、功能全的小型焊接机器人。”

在刘伟和团队的努力下，2020年 3月，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狭小截面长距离送丝自动化无轨焊接机器人终于研发成

功。这款机器人一经问世，就连续焊接焊缝 4000 多米，合格

率达到 100%，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解决了焊工在狭小空间无

法施焊的难题。

刘伟带领团队乘胜追击，研发出“铝合金智能焊接机器

人”。通过进行工装夹具设计论证和机器人极限臂展伸缩长

度模拟仿真，最终成功突破铝合金亮面反光的焊缝识别、薄板

变形后轨迹跟踪、定位焊点凸出等技术难题。

如今，一名焊工在远离焊缝 5 米的地方，按下开关，便可

实现所有焊缝一次性不间断焊接，避免了过去焊接工人在铝

合金作业中需要“全副武装”防毒的问题。

刘伟还格外重视年轻人的培养。目前，已培养出全国

技术能手 1 人，齐鲁首席技师 1 人，烟台首席技师 6 人，他领

衔的创新工作室孵化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的高技能人才

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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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韫超

在中国工会十八大会场上，有一群 20多

岁的青春面孔，他们多是职场新秀，也是第一

次以工代会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国工会 5 年

一次的盛会。

带着对职业和美好生活的憧憬，带着工

友们的热切期盼，带着履职的责任和使命，

这群工代会上的 95 后为职工“代言”、展现

青春风采。

吉克达富：现场追星的感觉真好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特级劳动模

范……在代表住地，吉克达富向记者展示他

曾获得的奖章。这位出生于 1997 年的四川

大凉山彝族小伙，如今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

公司塔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工会的发

现、重视和培养。”几年前，在公司举办的技能

竞赛上，吉克达富取得了实操第一名的好成

绩，但由于文化底子弱，理论成绩是最后一

名，这引起了公司工会的注意。后来，在公司

工会帮助下，吉克达富获得了一系列理论学

习、技能培训的机会，很快成长起来。

这些年，吉克达富陆续带了 30 多个徒

弟，其中十几个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农村孩

子。“受我的影响，他们明白了幸福要靠劳动

创造。”

参会这几天，吉克达富接触了许多劳动

模范、大国工匠。“现场追星的感觉，真好！”

牛钰：有自豪和喜悦，更有责任和担当

四川绵阳自媒体从业者牛钰，有个让人

心疼的昵称——钢腿女孩。汶川地震中她不

幸失去右腿，如今 26岁的她在视频平台上分

享生活日常，在全网拥有近 400万粉丝。

“如果没有工会给予的关怀，我很难坚持

到现在。”作为一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牛钰

表示，创业之初会面临一些法律盲区，而工会

提供的法律指导，让创业之路更顺畅，也有了

更多归属感。

感受到“娘家人”温暖的牛钰，也在思

考如何将这份关爱传递下去，“如果我能充

分利用自己账号的影响力，让更多人成为

工会的粉丝，工会的维权服务就可以惠及

更多人。”

10 月 12 日下午，中国工会十八大胜利

闭幕。走出北京人民大会堂，牛钰满怀信

心，眼里有光：“不仅有自豪和喜悦，更感到

责任和担当。”

徐澳门：愿更多人走好技能成才路

“大家一看我的名字，就能猜到年龄。”在

会场外见到这位西装笔挺、文质彬彬的大男

孩时，他正向其他代表介绍自己名字的由

来。这位生于 1999 年澳门回归之年的上海

团代表，目前是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整车

制造工程部试制车身技师。6 年前，徐澳门

还是一名职校学生时，就获得了第 45届世界

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金牌。

2019 年入职上汽通用后，徐澳门便成

为一名工会会员。“工会不仅会组织活动、

发慰问品，还提供技能培训、举办技能竞

赛，发生意外时还会帮忙理赔，职工和家属

生大病时也会伸出援手……”谈起 4 年来的

工会会员体验，徐澳门感慨“原来工会服务

这么给力”。

健全技术工人薪酬激励机制，促进内部

分配进一步向一线职工、技术工人倾斜，中国

工会十八大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让他倍感

振奋。

徐澳门表示，身边越来越多的工友想要

通过提升技能水平让职业发展有更多可能。

“希望工会和有关方面为职工打造更多成长

成才的平台。”

阳昌琼：把大会精神传递给身边每个人

“自豪、紧张、振奋……简直像做梦一

样。”谈起第一次成为工代会代表、第一次走

进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愉悦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导游、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网格员

阳昌琼激动地说。

阳昌琼出生于 1996年。在今年 6月举办

的重庆市导游大赛中，她获得了“十佳导游

员”称号。如今，她又担任起社区网格员，在

新的岗位上发挥光和热。

“会议干货满满、互动性很强。”阳昌琼

说，大会报告和讨论中一些让她印象比较深

的地方，她都记在了本子上。

在参会之余，阳昌琼几次走进设在住地

的工会文化服务站点，那里有很多关于工运

史、工会方面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我带了一

些报刊装在行李箱里，回去后要好好学起

来。”阳昌琼说，“最重要的是，回去后要第一

时间把大会精神传递给身边每个人。”

这群 95 后为职工“代言”

13年青春年华扎根大苗山

王哲履职中国工会十八大的短视频，吸引超千万人次围观点赞，他的坚韧

和真诚打动了无数网友——

独臂小哥走红记
本报记者 刘旭

“你太火了，我能和你拍张照吗？”“你真的

太棒了，我还为你的视频点了赞呢。”10月 13
日，辽宁省阜新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阜新

市彰武县华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外卖

配送员王哲来到中国工会十八大新闻中心接受

媒体采访，被代表们团团围住，要求合照留念。

大会期间，由他拍摄的快递小哥履职工

会十八大的短视频吸引超过 1000 万人次围

观点赞，一时间，他独臂送外卖成为“单王”的

事迹走红网络。

连日来，《工人日报》记者跟随王哲，记录

下这位“独臂小哥”在会场内外的点点滴滴。

认真履职打动网友

“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

协商协调机制……”10月9日，中国工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王

哲一边聆听大会报告，一边用左手做笔记，每

个字都写得一笔一画。虽然有部分涂改，但字

迹整洁，看得出他在用心记录，也在认真思考。

当天下午，王哲在中国工会十八大辽宁代

表团小组会议上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声，

“我能成为代表，并不是因为我是公司的‘单

王’，也不是因为我失去右臂而怜悯我，而是因

为‘娘家人’对 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

切，对辛勤劳动、自强不息精神的肯定。”

会前，王哲提交了“关于在人车分流小区

配备专用单车、加强老旧小区标识设立，更好

服务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提

案。这也是“小哥”们在日常工作中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园区小径，王哲经

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人车分流小区禁止电

动车进入，骑手无法驶入小区内送餐；在老旧

小区，楼号、单元号标识不清，导致寻找住户

困难……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配送效率，用户

投诉的情况时有发生。

王哲找来几位骑手聚在一起商议解决办

法，把大家的心声整理成这份沉甸甸的提案，

带到了会场上。

大会期间，王哲认真听取大会报告、履行

代表职责，与其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交

流参会心得，他认真履职的模样打动了无数

网友。

“世界这么大，肯定有我能干的”

2008 年，17 岁的王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的一个工地打工时，失去了右臂。

当王哲从剧烈的疼痛中醒来，看到泪流

满面的母亲哭喊着“你将来可咋办啊”，他反过

来安慰母亲，“没事，妈，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以后的日子里，他学习用左手吃饭，练习

用左手写字，他写成的第一个词就是“坚持”。

再后来，王哲学会了用一只手做饭、洗

衣服、换被套，甚至能够熟练地用一只手骑

电瓶车……然而，在王哲看来，能生活自理

顶多算是“活着”，他希望能拼出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

王哲在网吧当过管理员、开过三轮车拉

脚，还养过猪，最多时存栏数达到 70头，谁知

猪要出栏时，正赶上猪价大跌，一下子损失了

两万多元。

“世界这么大，肯定有我能干的。别人能

干，我大不了吃两倍的苦，也能干。”王哲对记

者说。

看到外卖配送岗位的招聘信息后，王哲

前去应聘，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驾驶安

全，很多公司都婉言拒绝。但他并不气馁，一

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尝试，终于，彰武县美团

公司负责人在慎重考虑后，答应让他试试。

从那个春天开始，一个独臂的骑手穿梭

于彰武县的大街小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冰

天雪地，他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把物品送到顾

客手上，还成了公司的“跑单王”。

2022 年夏天，彰武县城遭遇大暴雨，最

深处的水涨到了 1米多，电动车根本走不了，

但王哲还是蹚着大水将餐送到了顾客手中。

一开门，顾客感到非常意外：“这么大的

雨，还送来了！”王哲笑了笑，并没说话。客户

这才看见他右臂空荡荡的袖管，一时间愣在

原地，什么话也没说出口。

王哲下楼踏上电瓶车，狂风吹得他转了

个圈，猛然看见刚才的顾客正趴在窗边，满眼

担心地望着他。

那一瞬间，他仿佛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价

值所在。

被他人温暖，也温暖他人

“拍短视频就是想展示一个人该有的生

活态度，我也想给自己留下青春的影像，将来

都是美好的回忆。”32岁的王哲说。

2019 年开始，闲不住的王哲开始拍摄短

视频，在抖音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让他没想到的是，记录自己靠一只手生

火、做饭、洗衣、养花的生活日常，竟然吸引了

许多人的关注，每一个视频都有几百个点赞。

因为短视频的“出圈”，有几家公司都想

找他签约，希望通过“包装”他来“吸粉”，他都

毫不犹豫地拒绝，“火不火，对我来说无所谓，

靠卖惨吸引眼球，这辈子我都不会干。”

王哲说，当外卖骑手的这几年，他很知

足，也很快乐。

他的电瓶车每天要充电，他自己每天也

在被身边善良、充满正能量的人“充电”：“小

哥”们总以顺路为名，将订单让给他；顾客阿姨

看到他在雨中送货，会弯腰将塑料袋套在他

的脚上；他一次拿不了两箱矿泉水上楼，在群

里一发信息，好几个工友立刻赶来帮忙……

大家都说王哲“心态好”，王哲却说，“是

因为周围的世界充满温暖，生活里的磨难让

我更加坚强。”

王哲特别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

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

的真相后依然爱着生活。”

每天，王哲都将每月 100 元租来的小平

房打扫得一尘不染，床单被罩一周一换，院子

里种菜、屋里养鱼。出门前，他会把鞋擦得干

干净净，衣服也穿得平平整整。作为骑手，他

要对自己的形象负责，也想让顾客在取餐时

感到眼前一亮。

下雨积水，汽车熄火，王哲会帮着推一

把；路人骑车速度快了，水果滚落一地，他会

停车帮忙追着捡回来；垃圾清运车不小心掉

下的垃圾袋横在马路中间，他会下车，将垃圾

袋拖到路边……跑在路上，王哲也在用自己

的方式为他人“充电”。

10月 8日，杨宁在采摘今年试种的新
品玉米。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
门村地处大苗山深处，曾因山多地少、资源
匮乏、交通闭塞而深陷贫困之中。2010
年，25岁的杨宁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生
养自己的江门村，成为一名村干部。

10 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杨宁和驻村工作队带领群众修路、盖
楼、架桥、引水，群众生产生活和人居环境
发生很大变化。江门村 2020年实现整村
脱贫。近年来，带领全村致富奔小康的杨
宁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作为江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宁对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工作充满信心
和希望。目前，江门村占地40亩的乡村振
兴产业园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山泉水等
6家特色加工厂即将进驻，全村发展正迎
来新的时期。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上图：王哲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受访者供图

下图：10月9日上午，中
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王哲代表一边认真聆听大会
报告，一边用左手做笔记。

本报记者 史宏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