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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仕强

2021 年“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2021 年

“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重庆市第五届劳动模

范、“重庆市劳模创新示范工作室”领头人……

在这些沉甸甸的荣誉背后，重庆重齿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齿机械）电焊技师徐显云，

靠着身残志坚的决心和毅力，扎根一线不懈奋

斗，用一把焊枪映照人生。

返乡就业，与焊枪结缘

直径只有 80厘米的齿轮驱动箱里，徐显

云弯着身子，手持焊枪忙碌着。室外温度只有

10℃，箱内温度却急剧升高，他已经大汗淋漓。

这样的工作场景，在徐显云的职业生涯里

尤为常见。“这条腿很容易蹲麻，只有不断地换

姿势。”他指着自己的右腿说，在早年外出务工

时受过伤，留下了残疾。

“当年受伤后，我曾一度自暴自弃，是江津

区总工会帮了我。”徐显云回忆道。2011年，徐

显云为照顾生病的妻子决定返乡就业，但身体

伤残导致他求职四处碰壁。此时，江津区总工

会组织的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让他看到了希

望，经大力推荐，他加入了重齿机械。

重齿机械是一家主要从事大型金属结构件

精密焊接的公司。徐显云说，考虑到他的身体，

公司起初想安排他做一些简单的辅助性工

作。“别人能干的活儿，我也能干。”他坚定地拒

绝，并选择到焊接车间，成为一名焊工，与焊枪

结缘。

身为焊接工的徐显云需要长时间站、蹲、

仰、爬，但他从未因此向公司申请过“特殊照顾”，

和同事们一起钻进钻出、爬上爬下。

苦练技能，成为技术领头人

徐显云以前外出务工主要从事钳工，走上

焊工的新岗位后，适应不同工种的不同技能要

求是他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既然公司不嫌弃我残疾，愿意给我工作

机会，我就应当认真对待。”徐显云沉下心来，

全身心投入工作。上班时跟着师傅认真学

习，不懂就问；下班后也不停歇，一遍遍练

习。就这样，徐显云反复钻研，练就出一手焊

接绝活。

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技能培训，先后

取得焊工高级工证、技师证、CCS操作证，完成

了从农民工到电焊工技师的蝶变，更凭借优异

的工作成绩被评为重庆市劳动模范。

在江津区总工会的推动下，重齿机械创

建了“徐显云劳模创新工作室”，参与到国防

科研、国家重点项目产品和“一带一路”重点

装备盾构机关键零部件的攻关任务中。短

短几年时间，徐显云带领着技术团队，确保

了国防舰船重大科研项目动力传动关键零

部件的试制任务圆满完成，完成了“双操作

机同时焊接齿轮工艺运用”等两项技能创新

项目。

“在近几年的重庆市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

中，徐显云还带领工作室骨干成员为公司赢得

‘十佳职工创新成果’奖、‘十佳金点子’奖、‘五

小’优秀奖等多个奖项。”重齿机械职工培训中

心副主任刘飞介绍道。

心怀感恩，带徒传技乐奉献

2019年，徐显云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今年江津区召开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座谈会上，他激动地

说道，“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娃儿成长为一

名优秀共产党员，我心里满怀感恩，只有在工

作中不断奉献，才是对这份恩情最好的回报。”

“在带徒传技方面，他的奉献精神尤为突

出。”刘飞说，徐显云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焊

接经验和技巧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教给徒

弟、同事，更是手把手地示范演练，一遍不行就

再来一遍，直到对方弄懂掌握。

“在焊接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只要

找到他，他都是有问必答，很有耐心。”在徐显云

的徒弟中，同样有很多是农民工出身，他们感慨

道，在师父身上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几

年，徐显云劳模创新示范工作室先后培养出高

级工35人、技师15人、高级技师17人。

“我是党员，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要像焊

花一样敢于担当，多做奉献。”徐显云说。

扎根一线十年，徐显云身残志坚，从一名返乡务工者成长为电焊高手——

一 把 焊 枪 映 照 人 生

982名特殊技能、特殊艰苦行业

一线从业人员入户广州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近日，2021 年度广州市特殊技

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积分制入户工作开始发

放入户人员信息卡。今年有 982 名特殊技能、特殊艰苦

行业一线从业人员入户，比去年增加 7%，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吸引和留住一批优秀人才，实现来穗人员幸福感

和城市发展“共赢”。

为将这项民生实事做实做好做到位，广州市来穗人

员服务管理局牵头在往年入户工种的基础上，新增公路

养护工、托育照护人员、网格员（含出租屋管理员）、铁路

公安 4 类工种；在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息

系统上线专项入户功能，会同各主管单位做好系统对接，

实现数据共享，优化服务体验，打通服务“一网通办”“最

多跑一次”，为做好入户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

2021 年度广州市特殊技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

人员积分制入户人员有以下特点：

行业工种丰富，有效补充人才缺口。982 名特殊技

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中，有民办学校教师 379
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殊艰苦从业人员 267 人、公交

（巡游出租车）驾驶员 109人、辅助警务人员 60人、网格员

（含出租屋管理员）50人，环卫工人、合同制消防员、老人

护理、托育照护和道路养护工等工种 117人。

原户籍地分布广，体现多样性。他们分别来自北京、

上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 29 个省、

市、自治区。其中广东省的 558 人，占总人数的 57%。来

自湖南省有 123人、湖北省 68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51人、

江西省 47人，其他省份 135人，充分体现广州市对泛珠三

角地区发展的人才集聚作用。

年龄分布年轻，助力提升城市新活力。获得特殊技

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入户指标的人员中，年龄

在 40 岁以下的占八成以上，人群年龄分布较为年轻，为

广州市赢得更多人口红利。

综合素质水平高，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八成以上具

有大专（高职）以上学历，有利于人口结构合理配置，推动

广州市引进和留住一批特殊技能、特殊艰苦一线行业人

才，打造“羊城工匠精神”，不断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和人力

资源开发水平。

改造梦想小屋，点亮希望之光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妈妈，我们捐赠的防疫物资卡在了阿拉

善左旗，送不进去。”

“现在是那边最需要物资的时候，先找一

下北京慈善义工联合会赵婧副会长，请她帮

忙，我也马上找人想办法……”

10 月中下旬，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疫

情，朱玉华得知后，让自己的女儿负责募集

10多万元防疫物资，并运往疫情一线。11月

17 日，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朱玉华

说，他们联系到内蒙古红十字会，并多方寻找

途径，终于把物资成功运送过去。

这是朱玉华和她的团队投身公益的一个

缩影。

朱玉华来自河南农村，24 岁开始闯荡北

京。摆地摊、开货车、搞防水……她吃过苦、

茫然过，为了省钱甚至差点送了命。经过多

年打拼终于实现经济自足之后，她仍然不忘

公益之心。

她说：“因为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

把伞。”

“那时就像悬在空中的玻璃瓶”

1997 年初春，怀着改变贫苦生活现状的

想法，揣着仅有的 3000 元，朱玉华一家三口

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第一天，看着刚满一岁的孩子

被冻得嚎啕大哭，朱玉华心头一酸,也不由红

了眼眶。她觉得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她茫

然不知未来路。

在老乡的帮助下，朱玉华在北京市海淀

区二里庄以月租 80元租下一间 6平方米的小

平房。房间内几块砖头一垒，上面搭几块木

板就是床……

住所虽然小，但毕竟落下脚了。可还没

来得及安顿好，孩子得了肺炎，住院治疗又花

了近 1500元。

怀揣仅剩的 1000 多元，朱玉华心里空落

落的，狭小的房子里也充满了莫名的寒意。

不仅如此，为了省几角钱，一家三口还差

点送了命。

一天夜里，朱玉华被女儿的哭声吵醒，感

觉屋里煤气味很重，头很疼，想起床却浑身乏

力。房东听到动静后过来敲门，她爱人艰难

地爬过去才把门打开。

房东进来四处检查后，突然惊慌地说：

“你们得罪谁了，有人把你们的排烟筒堵

上了……”

“不可能！我们刚到这，谁都不认识。”朱

玉华和爱人满脸疑惑。

原来，那时靠烧煤取暖，而他们没有经

验。看到房东家一天烧 5 个煤球，自家却要

烧 7个，她爱人为了少烧煤省几角钱，自制了

一个塞子，把排烟筒给堵上了。

鬼门关走了一趟，朱玉华心里明白，光省

钱不行，关键是要找到事做，要有收入。

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朱玉华开始在北

京的新发地摆地摊卖菜。

“花 150元买了辆旧三轮车拉菜，然后在

地上铺一张塑料布摆菜叫卖，每天起早贪黑挣

十几二十元。”朱玉华回忆说，那时她内心经常

忐忑不安，夜晚会不由自主地从睡梦中惊醒，

最怕的是菜卖不出去亏本，饿着孩子。“那个时

候，觉得自己就像悬在空中的玻璃瓶，风一吹

就可能掉下来摔碎。”

厚道让她的生意越做越大

虽然卖菜挣不了什么钱，但在这过程中，

朱玉华的诚实厚道，得到了许多菜摊老板的

信任。一位老板无意中得知她会开货车，便

对她说，开货车一个月可以挣 1200 元，除去

日常吃喝，每月还能剩下点钱。就这样，在卖

了几个月菜后，朱玉华当上了货车司机。

在一次前往北京通州管庄送货途中，

已经夜里连跑四趟的朱玉华，在路上困到

极点，但是为了赶上送货时间点，又不能停

下歇息。为了打起精神，朱玉华用力地把

自己掐出血来……打拼太累，为了生活却

只能坚持。

由于经常给北京华都饭店送货，朱玉华

和饭店老板慢慢熟络起来。一次送货到店

后，老板谈及店里防水老是做不好，得知朱玉

华的老家河南项城是防水之乡，而且长期交

往后认为她人又实在，就把饭店几百个卫生

间的防水工程承包给了她。

这个项目让朱玉华赚得第一桶金，半个

月内挣了 1 万多元，并给她带来了越来越多

的客户。她不仅把防水生意越做越大，还开

始销售起了纳米防水涂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涂料商老板被朱

玉华的厚道所感动，提出和她一起开办生产

纳米防水涂料的化工厂。

2008 年奥运会前期，她的公司承接了多

项环保改造及装饰项目的规划、设计及施工

工作。这是她的第二桶金。

2012 年开始，朱玉华带领企业积极响应

国家新能源推广战略，从传统企业向新能源

环保企业转型，把公司做成当时最大规模的

北京市电动物流试点企业，为北京市电动物

流节能减排做出突出贡献。

“众人拾柴火焰高”

朱玉华当货车司机时，就经常帮助一些

农民工兄弟姐妹找工作和安排吃住。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她投身公益的能力

和愿望也越来越强。

为了帮助更多农民工，她自费创办夜校，

为他们提供法律学习、技能培训、心理辅导和

就业服务。

2009年，朱玉华牵头成立了一个 1100多

人的河南籍在京农民工志愿者团队，2019 年

改名为雷锋志愿者服务团队。

2020 年武汉疫情发生后，朱玉华第一时

间通过北京市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进

行捐款，并带领团队成员，走访慰问抗疫一线

人员，为他们送去了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

据统计，武汉疫情期间，该志愿者服务团

队捐赠的 4.13 万只口罩、7 万副医用手套、

7400 公斤消毒液、1000 公斤酒精等防疫物资

和现金，累计价值人民币 148万元。

今年 7 月 20 日，一场特大暴雨侵袭河南

各地。朱玉华和她的团队再次积极捐款捐

物，把 200 多万元物资及时送到了灾民点。

团队近百名志愿者深入抗洪一线，昼夜奋战，

加固堤坝，清淤排险。

此外，团队还相继出色完成了北京奥运

会、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服务和国庆 60 周

年、园博园等多项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

正是因为朱玉华在京所作的贡献，北京

市丰台区总工会、工商联和妇联等部门联合

推荐朱玉华为丰台区第八、九、十届政协委

员。她还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劳动模范等 30 多项各级荣誉，从一个“打工

妹”变身为北京市丰台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河南省周口驻京农民工工会的工会主席。

朱玉华说：“获得这些荣誉之后，我内心

很不平静。我在想，一个人，除了实现经济上

的自足自强之外，还能做什么？众人拾柴火

焰高，我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并带动周围

的人去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记朱玉华和她的雷锋志愿者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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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农民工，除了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朱玉华的回答是：力所

能及地帮助别人。她自费创办夜校，为务工者进行培训、介绍就业，并带动 1100 多人组

成农民工志愿者团队，帮助更多的人……

亮堂堂的房间、崭新的书桌，对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石庙村12岁的张晓华来说，能拥有这样一间卧室，是件挺“梦
幻”的事。

两个月前，中建二局山东分公司职工在“汇聚点滴爱·筑梦
金秋里”爱心帮扶活动中来到石庙村调研。在走访中，志愿者
们发现，有些孩子的居住环境亟待改善。“每次看到电视剧里孩
子那漂亮的卧室，娃都羡慕得不行，但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
钱了。”张晓华妈妈的一句话，说出村里不少家长的心声。

看着孩子们家中破旧的书桌、坑坑洼洼的地面、存在安全
隐患的电线线路和脱皮的墙面，志愿者们决定做一番改造。
一个50人的改造团队迅速成立。他们针对石庙村10名经济
困难家庭儿童，依托原有住房，重新进行规划设计和装修，改
善其生活与学习环境。每间小屋改造需要资金万元左右，均
由郭明义爱心团队中建二局山东分队志愿者筹集而来。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改造，包括张晓华在内的10个孩子在
寒冬到来之际收到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本报记者 蒋菡 通讯员 张永浩 摄

成都温江区努力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生态圈
本报讯（通讯员曾航）目前，四川省成

都市温江区人口总量呈现“净流入、高增长”

的态势，劳动力逐渐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劳

动纠纷逐年递增，企业与职工间的纠纷化解

压力倍增，如何化繁为简，高效务实地解决好

这一难点？温江区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

心交出了答卷。

该中心整合了各成员单位“人、财、物”资

源，建成集“法律咨询、投诉举报、调解仲裁、

农民工维权、女职工权益保护、司法援助”等

服务于一体的线下平台，由区人社局、区住

建局、区司法局、区妇联派驻 5 名工作人员

坐班服务窗口，一站式提供劳动纠纷咨询、

协商、调解、仲裁、法律援助等服务，在劳动

纠纷调处过程中充分发挥联处中心的“指

挥、协调、督办”等作用，形成了劳动纠纷“一

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调处

模式。

同时，该中心还先后制定了首问责任制、

轮值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过程公开制、责任

追究制等相关制度，并梳理完善各窗口接办

件流程，形成咨询回答快、流程转办快、事项

办结快的“3 快”办理流程，大幅提高劳动纠

纷处置效率，缩减劳动者维权成本，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公正感。到目前为

止，联处中心共办理劳动纠纷案件 3795 件，

涉及人数 4596人，涉及金额 4397.2万元。

上海建设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鸣枪开锣”

七大项目展现行业科技创新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 通讯员胡玉荣）11 月 15 日，

“2021 年上海市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 2021 年长三

角区域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拉开大幕。同

时，作为“长三角区域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赛上海地

区选拔赛”的首个比赛项目，“练定杯”预制混凝土构件

制作竞赛率先在上海练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奉贤

厂区内开赛。

本次大赛为期 10天，来自各工种的近 80支参赛队伍

将参加 7个竞赛项目的角逐，涉及专项职业能力、技能等

级认定、综合能力评价等方面，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深化

图绘制竞赛、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竞赛、装配式混凝土构

件安装竞赛、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灌浆连接竞赛、装配式混

凝土建筑防水竞赛、防水工职业技能竞赛、装配式建筑项

目管理竞赛。其中，深化设计、施工管理方面两个比赛项

目为全国建设行业内首次展开。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大赛旨在为长三角装配式建筑

行业技能人才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提高技能、展现风采

搭建平台，深化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合作，加快建设行业

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上海市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迅猛，处于行业

领跑地位。2020年 8月，上海市住建委发布《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0 年工作计划》，要求进一步

推进建筑业科技创新，鼓励装配式创新技术研发，不断提

升建筑工业化水平。

据悉，本次大赛中符合条件的冠、亚、季军单位，可建

立首席技师工作室，相关技能人员可破格成为上海市技

师协会个人会员，并培养推荐成为技能大师；冠、亚、季军

还可代表上海参加长三角区域及全国装配式建筑职业技

能竞赛，优先推荐建设、人社、工会系列相关奖项或荣誉。

11月16日，在青岛市美莱轨道股份有限公司动车座椅生产车间，工人制造出口到韩国
市场的座椅产品。今年以来，该企业加快创新研发，引进先进制造设备，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生产的动车座椅等系列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科技型动车座椅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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