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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次劳模精神宣讲活动中，

全国劳动模范、浙江工匠何贝被问道：“人

生逆袭的‘密钥’是什么？”他的回答十分质

朴：“脚踏实地。”

这几个字也饱含了他朴素的劳动观。

从一名农电工成长为高技能人才，国网

浙江诸暨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支部

副书记何贝靠的就是脚踏实地的敬业态度。

“先干了再说”

时间回到 2021 年 12 月 17 日凌晨，浙江

诸暨。一阵冷风吹过，何贝打了个寒战，他

咬咬牙，向下一台将要送电的变压器走去。

此刻，装满沙石的大卡车正一辆接着

一辆排成长龙，卡车在黑夜的灯光中穿梭，

发动机的轰鸣声划破夜幕。

“3 天之内新建一个防疫隔离点，尽快

送电。”12 月 16 日傍晚，国网浙江诸暨市供

电公司接到市政府命令，要求争分夺秒推

进隔离点电力配套。

得知这个消息后，何贝主动“请战”，连

夜参与到现场作业中。

1 小 时 集 结 队 伍 ，2 小 时 敲 定 施 工 方

案，3 小时将配套设备陆续运抵现场……在

不眠不休的 18 个小时里，何贝和同事们一

起，顺利保障了隔离点按时供电。

“但凡接手的事，不吃不睡也要把它干

好。”多年来，何贝接到工作任务时，从不挑

三拣四，也不说困难、谈条件，总是爽快地

答应下来。

“先干了再说。”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

他朴素的职业价值观。

发光的金子

2003 年起，何贝开始参加技能竞赛。

“ 是 金 子 总 会 发 光 ，有 付 出 才 会 有 收

获。”这句母亲常对何贝说的话，让他在屡

战屡败中始终葆有信心和勇气。

2008 年，为参加国家电网公司农电工

岗位技能竞赛，他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

“到后来，差不多形成了条件反射，一

见题目，脑子里立刻就蹦出了答案。”何贝

说起当时吃的苦，有些感慨。

终于，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

作本领，何贝连续两届获得省电力公司供

电“服务之星”竞赛第一名、国网公司竞赛

第二名。

“现在很多年轻人总想走捷径，其实脚

踏实地就是最大的‘捷径’。只要沉下心来

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件事，遇到困难不放弃，

就能超过大部分的同龄人。”何贝说。

点亮万家灯火

2015 年 ，何 贝 被 评 为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

此时，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了他的面前。

国网浙江诸暨市供电公司研究决定，

由何贝牵头，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带领劳

模团队开展创新活动。

如今，何贝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占

地 5000 余平方米，团队成员有 30 人。几年

来，工作室培养出各级劳模工匠 28 人、高

技能人才 459 人。

在何贝带领下，团队研制的多功能抄表

棒等创新产品，获浙江省优秀 QC 成果一等

奖。工作室先后荣获“中国长三角地区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室”“浙江省职工高技能人才

创新工作室”称号。

近年来，何贝还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公司

电力“枫桥经验”实践，解决电杆架设、变压器

安装、装表接电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在他带

动下，公司已有 200多位“电力老娘舅”。

在单位，何贝是让同事们称赞的“金字

招牌”，是让客户放心的“电力保姆”，但他

最满意的头衔是儿子心目中的“超人”。

儿子曾在一篇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

爸爸心里只有客户，客户一个电话打过来，

他就出门了。后来，妈妈告诉我，爸爸很厉

害，是能点亮万家灯火的‘超人’。”

尽管现在，何贝还是会常常因为工作

繁忙没时间陪伴儿子，但随着儿子渐渐长

大，对父亲也多了一份理解。最近，儿子在

《我辈少年 薪火相传》的作文中写道：“等

我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那样，做一个对社

会有贡献的人。”

“脚踏实地”“先干了再说”……工匠何贝秉持朴素的劳动观守护万家灯火

一 位 农 电 工 的 逆 袭“ 密 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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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皮具设计师爱较真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时间像小马车，哒哒哒哒向前跑，你我

同坐一班车，谁也少不了……”走进福州市

盲校的音乐教室，盲童们的手指在深深浅

浅、密密麻麻的盲谱上游移，唇齿跟着吉他

伴奏的节拍，一字一句唱出稚嫩的歌声。

坐在盲童中间弹琴的是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福州市盲校音乐教师陈君恩。

音乐对于靠声音感知世界的盲童来说有多

重要，陈君恩体会深刻，因为，他自己也是一

位视力障碍者。

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30 年来，陈

君恩和近 300名盲人学生一起坐上“时间马

车”，孩子们未曾到过的远方，他牵起他们的

手一起抵达。

“碎瓦片也能垫桌脚，每个人都可以做

那片改变命运的瓦片，纵然不尽完美，也要

迎向光，把影子甩在身后。”几年前，陈君恩

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向人们传递飞

渡苦难的力量。

冲破黑暗“看到”美

1977 年，当家里的白墙在自己眼中变

成绿色时，14 岁的陈君恩知道，自己离光的

距离越来越远了。他的视觉印象被永远定

格在孩童时代，夕阳的余晖透过家中木板墙

的缝隙洒在地板上，那抹橘红成了他记忆中

最后的色彩。

失明后，陈君恩经常梦见同学们坐上列

车一路向前，只剩他独自一人在漫无尽头的

铁轨上追着列车奔跑，列车越来越远，前路

也越来越暗。他被深深的孤独感包围。

帮助他摆脱孤独的，是对求知的渴望。

他通过函授大学学习作曲知识，白天

把电视播放的电大课程录在磁带里，夜里

把一天学习的内容重新消化后复述到新磁

带上。直到今天，陈君恩每天依旧会用手

机读屏软件听书，一天至少要听 6万多字。

对知识的渴求推动着他一步步走向更

辽阔的世界。

在大学里，陈君恩跟着盲人同学学习

“走出去”的方法，他顺着同学的脚步，绕着

柱子移动，尝试通过辨别音场中的“空旷

感”和“压抑感”判断自己与障碍物的距离，

通过自行车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声音判断周

边道路的走向。

倒开水、穿针、缝扣子、绑鞋带……这些

生活教会他的技能，陈君恩在课堂上手把手

地传授给盲童们。他还把自己摸索出的方法

录制成短视频，成为倡导无障碍行走的 B站

“up主”，帮助更多盲人在阳光下独立行走。

“因为我曾经领略过世界的美，所以更

想帮助孩子们‘看到’美。”陈君恩希望，帮助

盲童找到心向光明的方式。

“摸”出来的音符点亮人生

“别人的大学是读出来的，而我们是‘摸’

出来的。”作为中国第一批盲人大学生，在那

个没有盲文课本的年代，陈君恩就靠着每天

睡觉前在床上摸手抄的盲文笔记温习功课。

至今，他的家里依然保存着当年在长春

大学特教学院求学时手抄的一本本盲文钢

琴谱，这些琴谱整整装满了一个电视柜。

盲人学习音乐最大的困难在于看不见乐

谱，一下课陈君恩就会拿着课本找视力正常的

同学帮忙读谱，然后将听到的曲谱写成盲文。

为了练好钢琴，陈君恩和盲人同学会在

琴房里一直练到晚上 10 点，直到被值班老

师赶回宿舍。可等查寝一结束，大家又会不

约而同地再偷偷溜回琴房。

陈君恩至今还记得，那时每到深夜，琴

房里就会传来盲人同学拿着盲文板和盲文

笔扎写盲谱发出的“哒哒”声。

1991年大学毕业后，陈君恩被分配到福

州市盲聋哑学校任音乐老师。当时，福州没

有独立的盲校，盲童和聋哑孩子一起上学，由

于学位有限，盲童部只有两个班、20名学生。

1992 年，中国残联到福州考察，陈君恩

作为教师代表提出了为盲童建一所新盲校

的建议。1994 年，建设福州市盲校被纳入

市委市政府 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同

年 12 月底，这所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占地

2.66 万平方米的盲校迎来了 90 多名学生。

靠着爱心人士捐赠的乐器，陈君恩在学校里

组建起一支由 18 名盲童组成的管乐队，还

带领盲童合唱团走进电视台演播大厅，让这

群孩子被更多人看到。

“四五六七八九零，这是音符的字形；二

分音符加三点，四分音符加六点……”为了

培养孩子们对音乐的感受力，陈君恩自创了

一套“多指击拍法”——用右手的四个手指

来打节拍，用左手的四个手指来计算小节

数。就这样，歌曲中的每个小节、乐句、乐段

都可以清晰地呈现在盲童“眼前”。

陈君恩期待，摸出来的音符能为孩子们

带来更明亮的人生。

成为连接爱与光明的桥

学习盲文是改变陈君恩一生的转折点。

1987年，福州市盲聋哑学校教师乌红邀

请陈君恩到学校代课、并教他学习盲文。

1989 年元旦，陈君恩将自己创作的歌曲《爱

心》写在了贺年卡上，寄给乌红。歌词中这样

写道：“你是一座桥梁，连接起心的断带。”

从写下歌词的那一刻起，陈君恩也想成

为这样“一座桥”。

在福州市盲协，虽然陈君恩是盲协主

席，但大家还是喜欢叫他君恩老师。“这座

桥”帮助更多盲童孩子渡过河，走上自己的

人生路。

因为治疗青光眼时过度使用激素，玲玲

（化名）不仅没有了视力，还患上了股骨头坏

死，失去了行走能力。在陈君恩帮助下，她

从老家被接到福州，住进了一家盲人按摩

店。盲协志愿者们请盲人教师教玲玲使用

盲用电脑，并为她找到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

方向和培训资源。不久前，只有初中学历的

玲玲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

在线为网友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她对陈君

恩说：“感谢您，让我的人生不再苍白。”

为盲校里需要换肾的初三学生四处奔

走，组织公益募捐；为处在生命尽头的盲人

雕刻工提供安宁陪伴；为 60 多位盲童争取

助学金，帮助他们走出失学困境；推广“数字

阅读”，帮助更多盲人实现无障碍阅读……

在陈君恩《将苦难转化成祝福》的书稿中，记

录下了很多和助盲有关的故事。他说：“记

录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有爱就有光明，每

个人都能成为那座连接爱与光明的桥。”

“我打算把这份‘爱的事业’继续干下

去！”明年就要退休的陈君恩笑着对记者说。

从白领到牛倌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杨丽霞

凌晨 5 时，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经

济园区新牧民奶牛场的犊牛舍里，早已灯火通明。刚刚巴氏

灭菌消毒的鲜奶飘着奶香，犊牛部部长王玲艳和同事们正抓

紧时间为新出生的小犊牛灌服牛初乳，以便使犊牛尽早获得

母源抗体。“初乳的温度要控制在 38~42 摄氏度之间，温度过

高或过凉都会影响犊牛生长。”王玲艳说。

新牧民奶牛场作为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核心区奶源基地

建设项目之一，正在快速发展，到今年底，牧场奶牛存栏预计

达到 1.7万头。目前，奶牛场共有 2000多头犊牛，对于王玲艳

和同事们来说，定时定量定温喂养犊牛，保证犊牛健康成长，

任务十分艰巨。

早在一年前，办公室行政人员王玲艳初来牧场进行基层锻

炼时，她的心理落差着实有些大。从办公室到牛舍，从服装体面

的白领到身着统一工装的牛倌，王玲艳努力适应着岗位变化。

如何照顾好这些小犊牛？王玲艳一步步学习、一次次摸

索、一天天钻研，她将有关犊牛饲养管理方面的内容在工作中

融会贯通，逐步总结出了工作重点和方法。

事实上，从犊牛出生那一刻，犊牛饲养员就开始了消毒、

称重、编号等一系列工作。“犊牛刚出生这几天，最容易生病，

我们每天都要仔细观察每一头犊牛的精神状态、粪便、食欲等

状况，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王玲艳说。

哪头犊牛多大了，是哪天出生的，每天需要喂奶喂料多

少……如今，谈起这些，王玲艳都如数家珍。

进入春季，气温忽高忽低，犊牛肺炎处于高发季。“犊牛肺

炎最重要的就是环境问题，舍内垫料清理不及时、空气湿度

大、通风不够等问题，都会使犊牛肺炎发病率增加。”那段时

间，王玲艳和同事们每天都会仔细研究天气预报，根据温度和

风向制定犊牛舍的通风时间和时长。

一年来，王玲艳不仅深刻体会到犊牛管理工作的不易，更

明白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目前，王玲艳和同事们照顾的

这些犊牛，都是牧场里纯种乌拉圭奶牛与优质性控冻精繁衍

后诞生的，具备了更健壮的体况和更优异的基因，也是牧场未

来的生力军。

眼下，王玲艳和同事们正倍加用心地照顾这些来之不易

的小家伙，“让每一头犊牛都能顺利存活、成长，就是我们最大

的心愿。”

5 月 15 日是第 32 个全国助残日。

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盲人教

师陈君恩自创“多指击拍法”，让歌曲

中的每个音符清晰地呈现在盲童“眼

前”，“摸”出来的乐章带给了盲童们

“明亮”的人生。陈君恩“在黑暗的世

界摸索，努力为他人点灯”的成长故

事，向人们传递着飞渡苦难的力量。

阅 读 提 示

3030年来年来，，盲人教师陈君恩用爱之歌盲人教师陈君恩用爱之歌，，点亮点亮300300名盲童的心之光名盲童的心之光

做那片改变命运的瓦片做那片改变命运的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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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护士绽放青春力量
5 月 11 日，在北京市海淀医院胸外科病

房，刘杰为患者做雾化治疗。
“90后”刘杰是北京市海淀医院胸外科的主

管护师。工作10年来，她在护理工作上兢兢业
业，获得了北京市海淀医院青年岗位能手等荣
誉。在疫情面前，刘杰冲锋在前，用专业的奉献
和担当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刘杰先后参与核酸采
样、新冠疫苗注射等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20 余
次。今年 5月初，刘杰原本计划举办婚礼。但
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婚礼推迟。在家人的鼓励
和支持下，刘杰再次冲锋在战“疫”一线。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们作为护士时刻处
于备战状态，但正是身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
我们的工作更有意义。”刘杰说。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在福州市盲校音乐课堂上在福州市盲校音乐课堂上，，陈君恩带领盲童们合唱陈君恩带领盲童们合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润钊李润钊 摄摄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5 月 2 日，山东威海，金猴集团威海皮具有限公司的王海

军创新工作室里传来阵阵讨论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王海军正带领团队成员进行一场“头脑风暴”。山东“省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交稿时间临近，爱较真的王海军抓紧最后的时

间和大家一起优化参赛设计稿。

1999年加入金猴集团的王海军，如今已是设计开发岗位的

骨干。从事设计工作20余年，他热情不减，这源于儿时的梦想。

“小时候最爱去亲戚家的制衣店看她做衣服。”一块块布

料在裁缝手里变成服装，梦想从事设计的“种子”就此种下。

从考上服装设计专业，再到成为一名设计师，勤奋、执着

和爱较真，让王海军在设计领域闯出了一番天地。他先后发

明了快速穿拉链头法、改良双面刷胶技术、背带自动翻转填充

技术等 20 项技术革新成果，提高生产效率 30%，为企业创造

了 9000余万元经济效益。

让王海军最骄傲的一个作品，是航空兵部队专用携行箱。

“航空地勤兵有时要跨越南北，温差大，转场行李箱的功

能性格外重要。”与地勤兵多次沟通后，王海军设计的箱子“五

脏俱全”，隔层多达 9 个，衬衣、洗漱用品、甚至未干的鞋子都

有专属区域。行李箱面市当年，销量就超过了 10万件。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王海军先后获得“真皮标志杯”

中国皮具设计大赛专业组男包类特等奖，中国技能大赛皮具

设计制作职业技能竞赛“优秀选手”，并带领技术团队圆满完

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迎接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返航着陆、北京冬奥会等重大活动的鞋品装具保障任务，多

次荣获“保障突出贡献奖”。

在这些“高光”经历中，他的较真精神贯穿始终。

“师傅对每个细节都严格要求。”王海军的徒弟矫庆华对

此深有感受。在她还是实习生时，一上班总能看到桌子上密

密麻麻写着修改意见的板样，那是师傅在前一晚加班标注的。

创新工作室已有 4人在全国技能大赛上夺得冠军，5人获

得全国技能大赛前三名，9人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14人被

中国皮革协会评为“全国行业技术能手”……王海军的努力为

皮具设计行业点燃“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