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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焊工李云飞——

“钢铁裁缝”有绝活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公司质量管理部总监姜婷——

一丝一毫不放过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江苏镇江新区永兴合作社理事长魏巧——

沃野织就兴农梦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青海杂多县昂赛乡生态管护站员工南江——

植此青绿润江源
本报记者 石 晶 拓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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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小椰壳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部主任符永川——

一刀一刻蕴匠心
本报记者 潘世鹏

盛春时节，麦田如茵，江苏省镇江市镇江

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巧

经营的稻麦轮作种植基地农田连片、生机盎

然。多年来，魏巧带领团队大力探索数字化种

植，打造智慧化农场，用智慧和汗水绘就一幅

乡村振兴、科技兴农的美丽画卷。

魏巧的父亲是一名种粮户，长期受制于传

统农业“看天吃饭”的生产方式。2017 年，魏

巧辞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

稳定工作，回到家乡江苏镇江市京口区姚桥

镇，成立了镇江新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

社，决心挑战农业生产难题。“我学的是土壤学

专业，有充分的知识基础和科研积累，应该积

极推广相关研究成果，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魏巧说。

带着责任和热情，魏巧一头扎进希望的田

野。然而，满怀壮志的她很快遭遇了挫折。“稻

麦种植窗口期短，我的播种技术不熟练，经常

误了农时；农忙时节，日夜抢收，身体总是吃不

消；到年底一算账，因为种田成本过高，赚不了

多少钱。”魏巧说。

但魏巧并没有灰心，她开始反思，作为一

名“新农人”，如何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以及

如何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她带领团队与高校研究所、企业合作，联

合开展技术攻关，为农场量身定制数字农业

管理系统，将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

农业生产，实现精准用料用肥和农业生产作

业的统筹管控。魏巧说：“如今，农技人员能

随时查看农作物生长状况、检测土壤肥力等，

还能一键进行生产调度，一个人能管 500 多

亩田地。”

魏巧介绍，依托智慧农业技术网，合作社

的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数字化。相

较于使用传统生产方式，亩产提升近 9%、亩

均 效 益 增 加 近 28% 、水 资 源 利 用 率 提 高 近

30%、肥料利用率提高近 15%。合作社下的江

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实现年产水稻

1 万多吨、小麦 8000 多吨，带动 1 万多户农户

实现增收，助力农民实现从“会种地”到“慧种

地”的转变。

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乡村振兴队伍是魏

巧的一个心愿。“我希望给青年学生提供实践

平台，加深他们对农业农村新业态的认知，让

他们知农爱农。”魏巧说。

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农

村，像一颗颗饱满的种子一样在农田扎根、发

芽、开花、结果。张弋堃是留学归来的硕士研

究生，来到合作社工作已经快两年了，在魏巧

的言传身教下，她已经成长为种田的行家里

手。“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体验农业

生产的。看到魏巧通过努力让种地不再辛苦，

农业变成了有奔头的产业，我感觉很振奋。”张

弋堃说。

“未来，我将努力推动更多科技创新应用

在农业生产上，吸引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年轻

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

大显身手、实现梦想。”魏巧说。

身为企业质量管理部总监，姜婷对药材质

量把关之严苛，在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是出了名的。

一次，企业在采购一批用于配方颗粒的药材

时，供应商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指标均合

格，但姜婷仍不放心，非要到种植基地瞧一瞧。

在田间地头，姜婷蹲下身抓起一把土，仔

细比对土壤检测记录，发现某一批次药材的种

植地块曾使用过不符合规范的肥料。尽管供

应商解释“微量残留不影响最终成药”，但她仍

坚持更换药材批次，并重新抽样送检。“药材是

药的根，根不正，药效怎能保证？”姜婷的坚持，

促使供应商改进了种植管理流程。

“药是治病救人的，药材质量是底线，必须

细抠每个环节，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姜婷的执

着，源于她对“做好药”的朴素信念。她推动企

业建立“一药一码”溯源体系，实现从种植、加

工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理。在她的主导下，

公司制定了高于国标的内控标准，对原料农

残、重金属等关键指标实施三重检验，确保每

一批入厂药材“零风险”。

在姜婷眼里，“标准”二字有千钧分量，容

不得丝毫马虎。“企业标准的提升，很大程度来

自对药品原料成分包括对产地的高标准要

求。”姜婷说。

2021 年 11 月，国家药监局开放中药配方

颗粒备案平台，要求企业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

品种的申报。备案材料涉及生产

工艺、质量标准等数十项内容，且无详细指导

模板。为快速完成配方颗粒上市任务，姜婷主

动请缨，带领团队扎根车间，从研发到生产工

艺，大家一起商量，整理备案材料。

在最紧张的阶段，她安排质量人员“三班

倒”录入数据，自己则连续多日吃住在公司。

那一阵子，姜婷和团队成员后半夜回家是常

态。即使夜深睡着了，一个电话也能让姜婷瞬

时“惊坐起”，再次返回车间一线，直到问题解

决。最终，团队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 299 个

品种的备案，为配方颗粒上市抢占了先机。

如今，作为公司行政二支部党支部书记，

姜婷还发挥着传帮带作用，将多年经验倾囊相

授，培养出 10 余名高级药物检验员。在她的

影响下，严谨、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正感染

着一批批新人。

2023 年，好护士药业启动辽宁省省长质

量奖申报工作。作为奖项申报团队负责人，姜

婷带领团队七易其稿，将企业在质量管理模式

上的创新实践凝练成申报材料。她深入车间

收集数据，用真实案例展示企业如何通过智能

化生产线、全自动化包装系统提升药品品质稳

定性。

在答辩环节，姜婷平静地讲述从药材种植

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细节管控。“从评审专家

的表情中，我感到企业质量运营的苦功被看见

了。”姜婷感慨。2024 年 9 月，好护士药业荣获

省长质量奖银奖，成为辽宁省本溪市唯一

获此殊荣的企业。

在武汉市蔡甸区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设备轰鸣声、焊接声、切割声交织。

庞大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娇小的身影蹲在一块

弧形钢构件前认真焊接。随着焊枪头游走，蓝

白色弧光闪烁，构件接缝处仿佛岩浆凝固。

她就是中建钢构武汉有限公司焊工李云

飞。工作 10 多年来，她曾参与多个标志性建

筑的焊接任务。

2013 年，李云飞进入中建钢构武汉有限

公司，成为一名“钢铁裁缝”。她白天在车间干

活，晚上找废旧钢板练手艺。手腕吊砖防抖

动，焊枪稳步“走直线”，她埋头苦练基本功，努

力提升焊接水平。

“做焊工，全凭手艺说话，要把每一条焊缝

都当成自己的‘脸面’。”李云飞说，“钢材一次

焊不好，需要刨开重新焊，既浪费时间和材料，

又耽误生产进度。我们必须严谨认真，争取一

次焊接到位。”在焊接每一根钢构件前，李云飞

都会反复琢磨最优焊接方法。实操时，她总能

在损耗最少材料情况下，完成各项焊接任务。

圆管焊接，一蹲就是一整天、一趴就是数

小时，对李云飞这位老焊工而言早已习惯。

2022 年，她曾和 14 位工友在 8 个月时间里攻

克了世界性难题：将板厚 200 毫米、屈服强度

达 690 兆帕的高强度钢焊接得严丝合缝。

“异形钢构件，腔内最窄的地方仅有 30 厘

米，只容得下我半个身子。”李云飞回忆说，人

在腔内焊接，火枪在腔外炙烤，如同架在铁板

上灼烧。面对困难，李云飞和工友们没有退

缩，硬是啃下这块“硬骨头”，一次总装焊接合

格率达到 98.5%以上。

再平凡的工作，努力坚持也会成就非凡之

举。面对挫折时，从不气馁；遇到困难时，勇于

创新，这便是李云飞对工匠精神的诠释。“我将

和广大产业工人一道，扎根一线、精进技能，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李云飞说。

清晨，南江胸前挂着望远镜，身上背着干

粮，独自一人徒步翻山越岭，开启一天的巡护

工作。

39 岁的南江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

多县昂赛乡生态管护站的一名管护员。自昂

赛乡被划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后，开

始实施生态管护员“一户一岗”制度，牧民们从

放牧者转变为生态管护员，成为建设国家公园

的重要力量。

“年少时，我喜欢爬上山头，望着郁郁葱葱

的山林和草原，心中无比畅快。2017 年我响

应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号召，成为一名生态管

护员，将对自然的深情转化为守护家乡绿水青

山的实际行动。”南江说。

生态保护是一门复杂的工作，需要学习识

别野生动物、动物救助等知识。南江不断提升

自己的业务能力，详细调查管护区域内的生物

种类，改进日常管护工作。在南江和同事的共

同努力下，其所在管辖区域和牧群小组范围内

的许多珍稀动植物数量明显增多。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科学管护需要

网格化巡查，定期对辖区的湿地、林地、草地

等进行巡护。南江每天天不亮就出发，穿梭

在崇山峻岭间和密林深处，守护着辖区的草

原森林。

生态环境保护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南江

出门总是带一个编织袋，看到塑料袋和饮料瓶

等垃圾就捡拾回来，不让垃圾留在草原和河道

里。他还积极开展生态教育宣传活动，带领村

民参与监测水质、野生动植物反盗猎巡护等公

益活动。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有 1.7 万多名生态

管护员，南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用实际

行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美好篇章。

一个个椰子壳在经历画模板、切割、磨皮

等 12 道工序后，变成精致的椰子壳工艺品，销

售到全国各地。11 年里，海南省小椰壳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部主任符永川，已记不清制作

了多少椰子壳工艺品。他和工友以越来越精

湛的工艺打造出一个个精美的海南伴手礼。

符永川出生在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一个

农民家庭，5 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腿重度

致残，走路极其困难。由于身体原因，他找工

作屡屡碰壁。正当符永川一筹莫展之际，小

椰壳厂长来村里招聘，得知他的情况后当即

决定录用。

符永川回忆说：“由于双手协调能力不

好，才工作一个多月，我就做坏了很多工艺

品。感觉自己不是做手艺的料，于是就辞职

回家了。没想到厂长再次来到我家，鼓励我

回到厂里工作，并手把手地教我技术。”

厂长的鼓励和帮助让符永川坚定了

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他从切割、打磨椰子壳开始，一道程序一道程

序苦练，最终掌握了打磨、雕刻等技术，并攻

克了椰壳和木材的拼接难题。

此后，符永川带领生产部技术团队连续

研发椰壳碟、椰壳储物盒等产品。他还研发

了半机械化椰壳切割机、木柄成型机、椰壳成

型机等设备。

目前公司已有 18 名残疾人职工。有的残

疾人职工刚工作时，对生产流程和技艺不熟

悉，作为生产部主任的符永川就手把手地教，

直到他们学会为止。“符永川不仅教给残疾人

工友制作技术，还把他们当成家人，在生活上

照顾他们。”公司负责人赞赏地说。

近几年，在符永川的建议下，公司先后引

进了自动激光切割机、激光打标机等自动化生

产设备，既大大降低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和生

产成本，又显著提高了经济效益，为工厂的长

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翻开新中国史册，一批又一批具

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劳动模范，鼓舞着

一代又一代人奋斗成长。从 1950 年

至 2020 年，党和国家先后召开 16 次

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累计表彰先进个

人 3.3 万多人次。广大劳模以卓越的

劳动创造和忘我的拼搏奉献，形成了

催人奋进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他们既是行业标杆，也是民

族精神的缩影。他们的故事不仅是

个人成长奋斗历程，更是解读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的鲜活样本。

不同时期对劳模精神有着不同的

诠释。“铁人”王进喜立下“拼命拿下大

油田”的铿锵誓言，“火箭心脏焊接人”

高凤林突破 0.01 毫米的焊接精度极

限，“燃灯校长”张桂梅用教育之光照

亮贫困山区，“90 后”骑手高丰在新业

态赛道奋力奔跑⋯⋯从提升物质生产

能力到追求技术创新与管理变革，劳

模精神不断厚积新的时代特质。

进入新时代，面对数字化和全球

化的双重挑战，劳模精神呈现出更加

多样的表现形态。当工作场景从车

间变成实验室，当指挥调度从嘈杂的

工地变成一组组动态图表，当技术攻

关难度上升到关键节点，劳

模 精 神 的 价 值 维 度

已延伸至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国际

竞争等广阔空间。

无论生产方式如何变革，劳模精

神始终保持着“劳动创造价值”的核

心基因，广大劳模所凝聚的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价值

坐标从未偏移。爱岗敬业、争创一

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

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灯

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继

续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历史新篇章。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

奋斗出来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在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时代感召下，加快建设一

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至关重要。新时代的劳动者既要

传承“老黄牛”的实干精神，更需具备

“拓荒牛”的创新智慧。期待亿万劳

动者将传承劳模精神内化为成长成

才的动力，以埋头苦干之姿唱响砥砺

奋进之歌，让劳模精神焕发出更加耀

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