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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厂仔”夺冠记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袁妙婷

近日，“厂仔”陈国烽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的消息在

中建四局投资发展公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陈国烽今年 27 岁，2016 年，他在实习时接触到了装配式

建筑行业。2017年 7月，从广东理工学院毕业后，他便进入位

于广东东莞的一家建材厂工作，从最辛苦的计件“厂仔”做起。

“选择装配式建筑行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国家正力

推这一新兴行业发展，所以我也想学习一下这种先进技术。”

陈国烽告诉记者。

不过，从校门走进厂门，陈国烽很快就遇到了难题——学

习建设工程技术专业的他在真实的工作中却连图纸都看不懂。

“内墙、外墙的图纸是反着来的，跟在学校学的不太一

样。”陈国烽说,当时，他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学习。

扎钢筋、装模、修补半成品、检查产品贴瓦……在长达半

年的培训期里，陈国烽每周都要通过这些工序的考核，频繁的

实操练习让他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

仅用两年时间，陈国烽的技能水平就已经能独当一面。

因为表现出色，2021 年中建四局“中建·智造”广州花都基地

成立后，他被调到该基地担任车间主管。同年 11 月，在基地

推荐下，陈国烽第一次率队参加了省级技能大赛。

让每一根钢筋精确对准地面的标线、把每一条弹划线的

定位误差控制在 2 毫米内、用直角尺和记号笔在地面留下深

深浅浅的印记、在白纸上苦练画方形、用手指比出弹划线方形

的直角……为准备这次大赛，他带领团队在工余时间开启了

备赛模式。

长时间手握钢筋，陈国烽的手上磨出了一个个硬茧，对于

测量放线、组装模具、涂抹脱模油、绑扎钢筋等操作渐渐形成

了肌肉记忆。最终，陈国烽团队完成一个模台的放线操作只

需 2~3 分钟。凭借技高一筹的实力，陈国烽和团队在这次大

赛上荣获个人及团体“双料”冠军。

从完成个人生产任务、做好本职工作，到关注整个团队交

付成品的质量和绩效考核，陈国烽在培养技能人才、带团队的

过程中快速成长。

“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像陈国烽这样的新

时期产业工人带出更多能工巧匠。”中建四局投资公司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陈梅英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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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倜然

“您好，您的车窗有些灰尘，我帮您擦一

下。”在中国石化浙江温州瑞安瑞平加油站，

一位身着藏青色工装、长相俊俏的姑娘正拿

着抹布麻利地给客户擦拭车窗，随后又微笑

着向客户挥手致意。

眼前这个扎着马尾、面带笑容的姑娘，

就是瑞平加油站站长刘少春。她不仅是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劳动模范，也是业务水平出

众的“大师傅”，这朵绽放在加油站里的“铿

锵玫瑰”，用优质服务赢得“满园春色”。

不服输的温州姑娘

和多数产业工人一样，刘少春也有着一

段热血奋斗经历。

2006年，19岁的她满怀憧憬地从大学校园

进入中国石化浙江温州瑞安石油支公司加油

站工作。温州人不服输的劲头，让她始终怀揣

着一颗在平凡岗位上也要干出不凡业绩的心。

刘少春从加油工干起，苦练岗位技能，

加油、开票、卸油、计量、销售……每一项业

务她都认真学习，直至通关。

“刚开始问候顾客，觉得难为情，张不开

嘴。”性格腼腆的刘少春为提升服务水平，开

始对着镜子反复练习问候语，直到克服内心

的畏难情绪。

渐渐地，她的真诚服务收获了顾客好

评，很多顾客专门找她加油。

出色表现和亮眼业绩让刘少春在两年

后成为加油站站长。除了积极提升管理水

平，其间，她还多次参加技术比武、技能竞

赛，不仅考取高级工技能等级，更是在浙江

石化技术比武中夺得金牌。

2021 年 3 月，刘少春竞聘担任瑞平加油

站站长，开启她自己的又一段奋斗之路。

今年伊始，“加油站服务提升百日竞赛”

在中国石化 3万多座加油站拉开序幕。受疫

情影响，加油站油品和便利店商品的销量较

去年均有所下滑。

面对困难，刘少春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又

上来了。

把服务送到顾客心坎上

百日竞赛伊始，刘少春便紧盯增量、创

效、顾客员工双满意三大目标。

她组织员工利用站务会、班前会开展

“我眼中的服务提升”大讨论活动，针对大家

反馈的管理“顽疾”和客户“槽点”，她连续半

个月扎在加油站，琢磨出一套服务工作法。

“要真正把服务送到顾客心坎上”。刘

少春说。

为让客户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刘少春设

计了“一米线、微俯身”标准服务姿势——问

候顾客时须距离 1米远，并微微俯身。

刘少春还进一步明确了全时段常规服

务和分时段增值服务的具体标准：凡是进站

加油车辆，都要主动询问擦拭车窗需要；凡

到营业厅购物的顾客，都要热情送货到后备

箱；高峰时段，必须全力跑动，为顾客提供加

油、到营业厅代办加油卡业务等服务。

通过细心观察，刘少春归纳出品牌车辆

油箱盖的分布规律，同时，要求员工面向进口

处站立，放置喇叭提高客户接收信息效率，将

高峰期单车加油时间缩短 10%。

一人带动一站、一站带动一片

百日竞赛开始后，刘少春主动和片区联

系，承担起了培训工作。

在服务提升方面，她手把手地传帮带。

一次，前来培训的后备站经理问她：“现在加

油工作很忙，顾客又对服务要求很高，怎样才

能让顾客满意？”

刘少春直接带着他来到泵岛，示范起“引

导、问候、行礼、确认、加注、推介、送客”等服

务步骤。“挺直腰杆、正面引车，双臂向前伸

直、手心向上、五指并拢。”刘少春毫无保留地

传授服务秘籍，“这些看似细微的动作，用心

做到位，自然能带给客户不一样的感受。”

前期培训中，她发现学员回到工作岗位

后，培训效果又打了折扣。于是，她提出“走出

去培训”——将站内的优秀“大师傅”派驻到服

务有短板的加油站，现场带班培训，效果立竿

见影。其中，瑞安周湖站通过一个月的现场带

班培训，顾客对加油卡服务的满意度明显上

升，带动站内汽油持卡加油率上升5个百分点。

“一人带动一站、一站带动一片”。经过

刘少春的传帮带，站里 12 名员工有 6 名成了

“大师傅”。

温州瑞安石油支公司在加油站服务提升

百日竞赛期间，客户服务评价得分和便利店

商品销售增长率均居分公司领先位置，还涌

现出了许多服务明星站和服务之星。

刘少春“一人带动一站、一站带动一片”，用优质服务赢得“满园春色”——

加油站里的“铿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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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古 传 今
“复活”石雕

全国劳模陈鹂23年坚守环卫一线，在日记里写下朴素的劳动观——

以 心 作“ 帚 ”

图为陈鹂正
在擦拭班组在扬
州浦江路江都中
学对面添置的爱
心座椅。

受访者供图

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馆的
工作室里，李仁清查看完成后的拓印作品
（11月16日摄）。

上纸、喷湿、剪纸、砸刷、晾干、扑墨、粘
接、修复……一系列流程下来，立体石雕砖
上的雕像就纤毫毕现地展露在平面拓片之
上，59岁的李仁清拿起拓片仔细地检查着
每一处细节。

李仁清是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浮雕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 世纪
80年代末，李仁清开始探索在高浮雕石刻
上进行立体拓印。如今，他收了５个徒弟，
听过他授课的学生有数百人。他还时常在
博物馆的临时展厅里展示自己多年来的作
品，并设置体验区教授技艺。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本报记者 黄洪涛

“这么白白净净的姑娘，咋来扫马路?”
1999 年，27 岁的陈鹂走进江苏省扬州

市江都区环卫处城南公司，成为一名环卫

工人，刚一上岗，她就遭遇了质疑。

陈鹂委屈过、落泪过，但她没有放弃，

在环卫岗位上坚持了下来，并且越干越好，

干出了一番精彩，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环卫工人。

记者眼前的陈鹂早已褪去了当年的青

涩，她皮肤有些黝黑，身穿橙色工装，戴着

一副黑边眼镜，手拿扫帚，笑容灿烂。

辛苦劳作的同时，陈鹂养成了写日记

的习惯。透过日记里的只言片语，可以窥

见她朴素的劳动观和价值观。

有苦有泪也有甜

今天，我第一次踏入轻化小区，小

区没有物业，垃圾堆积成山，臭气熏天。

我决心把这个住满下岗职工的小区作

为我的“自留地”，一定要把它清洁好。

——摘自2007年5月22日《陈鹂日记》

凌晨 4点半，扬州江都区浦江路上，陈

鹂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清扫路面、清

理杂草、清倒垃圾……她手脚麻利，不一会

儿，原本脏乱的路面就被打扫得干净整洁，

以崭新面貌迎接朝阳。

“有苦有泪也有甜。”回忆过往，陈鹂坦言。

1991 年，陈鹂高中毕业后，进入一家

灯具厂当起了装配工。她每天努力工作，

“做一个自食其力、自强自立的人，是我一

直以来的追求。”

1999 年，灯具厂经营不善倒闭，陈鹂

被分流安置到江都区环卫处城南公司，成

为一名环卫工人。

“说心里话，环卫工作苦脏累不说，社

会地位也不高，起初我心里常打退堂鼓。”

陈鹂记得，有一次，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

路上想到这辈子就要这样每天在疲惫中度

过，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虽然，起初心里对这份工作多少有些不

情愿，但她没有因此懈怠，而是一如既往地踏

踏实实、勤奋工作。

除了正常的清扫保洁任务，看到路边有堆

放的垃圾、久未除去的杂草，她总会主动清理。

这些额外工作让她更加忙碌，但看到被自己清

扫过的路面焕然一新，她的心里涌起喜悦。

如今，陈鹂已经形成了每天凌晨 4 点多

醒来的“生物钟”，但为了防止迟到，她还是会

设置 3 遍闹铃。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

寒，不管风雨交加还是漫天飞雪，整整 23年，

陈鹂总是准时出现在清扫路段。

皮肤晒黑了，手上磨出泡了，但她开心地

笑了——脚下的路洁净了，城市更加美丽了。

干出“不一样”

今天上午，聆听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深受鼓舞。作为一名环卫“老兵”，我要

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

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

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摘自2022年10月16日《陈鹂日记》

刚走上环卫岗位时，因为自己在班组里

最年轻，陈鹂主动承担起了夜班任务。

1999 年~2006 年，陈鹂连上了 7 年夜班。

每天凌晨 1 点~4 点,她都用扫帚的“唰唰”声

迎接黎明。最难熬的是冬天,刺骨的寒风刮

得脸生疼,但她咬咬牙,硬是坚持了下来。

彼时，环卫作业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让她

很苦恼：同一路段，路面清扫、绿化带杂物清

理、垃圾箱保洁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每人

“各管一摊”，常常相互推责、抱怨。

陈鹂提议，将作业路段整体包干，一个人

专门负责一个路段。这样一来，虽然单人负责

的任务更多了，但空出的人力可以轮班，大家

不仅没觉得增加了工作量，反而感到轻松了不

少。这种“一体化作业法”大大提高了作业效

率和路段管理水平，很快在城区全面推广。

2007 年 5 月 1 日，城南公司成立了以陈

鹂名字命名的保洁组，包括陈鹂在内共有 12
人。陈鹂感到责任更大了，“不仅自己要带头

干好，还要带着大家一起干，干出‘不一样’。”

陈鹂制作了便民服务卡发放给沿街商铺，

和联系电话一起印在服务卡上的还有“以心作

帚，服务人民”这句话。每当店主遇到急需处

理的垃圾或发生路面污染等突发情况，只要拨

打联系电话，保洁人员就会迅速赶来清理。

陈鹂保洁组负责的路段上有 3 所学校，

快到寒暑假时，几乎每根电线杆上都贴满了

五花八门的招生、招租广告。组员们看到这

些“牛皮癣”就立刻清理，不让广告上杆的时

间超过 12 个小时，渐渐地，“牛皮癣”在她们

负责的路段绝迹了。

有一种快乐，叫付出

雨夜，坚守岗位的姐妹在路上拾到

一个包，马上送到单位寻找失主，只用半

小时，包就回到了失主手中。点赞平凡

而朴实的姐妹，我们的生活因为这样的

好人而美好。

——摘自2022年1月26日《陈鹂日记》

“我个人微不足道，希望你能多写写我们

班组里的姐妹们。”采访中，陈鹂多次向记者

提到她的姐妹们。

尽管收入不高，陈鹂保洁组却人人做到

了拾金不昧。2013 年起，陈鹂在班组建立了

拾金不昧招领簿，登记失物的同时，也记录下

班组里的好人好事。从大额现金、贵重物

品到文件、证件，陈鹂都一一登记在册并想

办法寻找失主。姐妹们的微信朋友圈里转

发最多的也是失物招领信息。

“感谢你们，失而复得的感觉太好了！”

每当听到失主这样说，“姐妹们”就像获了

大奖，都很开心。

2011 年，陈鹂保洁组获评“全国工人

先锋号”，获得了 5000 元奖金。组员们商

议，用这笔钱成立爱心基金，给身边的孤寡

老人、重病患者送去生活用品。2013 年，

陈鹂荣获“全国优秀环卫工”，获得了 6000
元奖金，她把这笔钱也注入了爱心基金。

爱心基金也如萤火般温暖了身边的

人。看到一些接学生放学的家长经常站在

路边犯困，她们便从这笔基金里支出 600
元，在江都中学对面添置了 6张爱心座椅；

夏天酷热，她们就搭起爱心茶水棚，为行人

提供免费茶水……

爱把12个姐妹凝聚成一个大家庭。

此前，环卫工陶德芬遭遇了一场车祸，

腰椎受伤住院，11 个姐妹一起去病房探

望，围在病床前嘘寒问暖，医生护士们感

叹：“你们的感情可真好，就像一家人。”

如今，陈鹂再也不会因为疲惫、委屈而

掉眼泪。她找到了劳动的真谛：“有一种快

乐，叫付出。”这也是她始终坚守在环卫一

线的动力源泉。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纤维密度问题平时就要进行调整，调整不了，那就要及

时上报，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近日，在安传峰创新工作

室，威海工匠、山东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复合生产

工安传峰正和同事们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产品稳定性。这样

的场景，是安传峰创新工作室最常见的一幕。

近年来，为帮助公司向高附加值的高端预浸料产业转型，

安传峰带领团队持续攻坚，研发出“二次复合”工艺方法，能满

足航空航天用预浸料的“克级”要求，性能可与国际尖端材料

媲美。

“比如，我们的航标标准是±2%或者±3%，但因为产品不

同，这个误差可能会超出 10 克、20 克甚至 30 克，但是使用新

的工艺方法，这个标准就会减少到±5克或者±3克，精准度和

稳定性都极大提升。”安传峰解释说。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高端预浸料生产过程中的过程能力

指数（CPK）提升至接近无缺点状态，使得光威复材在高端预

浸料行业的竞争力大大提升。2019 年~2020 年，安传峰带领

团队开发出了风电用半预浸料，成功降低固化后产品孔隙率，

产品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创造经济价值 8000余万元。

要想攀登技术高峰，就不能后退。“遇到难题我会不停地

去钻研和思考，有时候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会直接赶到现

场，和操作工一起去琢磨，尽可能把问题在第一时间解决。”安

传峰说。

正是凭着这份对技术的执着，安传峰 20 余年坚守一线，

主导或参与开发了 800 多种预浸料，先后获得 5 项专利，填补

了国内空白。

在安传峰带领年轻人一次次向技术难题“亮剑”的过程

中，还带来了人才集聚效应。自 2018 年安传峰创新工作室

创建以来，每年培训 500 余人次，共带出 90 余名高徒，其中，

3 人荣获威海市优秀职工称号，2 人创立了市级职工创新工

作室。

眼下，安传峰正带领团队向新的技术高峰发起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