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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船舶电焊工杨利：

从技术小白到专家，90后焊工成“焊王”

广州市越秀区环卫设施养护所维修班环卫维修工粟敏铭：

不怕脏累维修公厕，环卫工成“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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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州市麟云到家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家政服务员黄雨阳：

助力他人技能就业，家政也有广阔天地
5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揭阳市揭东区
锡场支局快递员陈静东：

风雨无阻送件上门，快递业务也能做精

4 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二科护士刘兰芳：

身着白衣呵护患者，00后也能担当重任

从一名电焊工人，成为同事口中的
“焊王”、高级专家遴选焊工领域的“技能
带头人”，需要多长时间？90后电焊工杨
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33 岁的杨利，从外形上看，与出入
CBD写字楼的上班族差不多：理寸头、穿
格子衬衫，肤色也不像传统印象里的“焊
工”那样黝黑，同事常常称呼他“焊接小
帅”。

“电焊工的技术含量高，博大精深，只
要能够钻进去，就会发现很多乐趣。”杨利
表示，自己技艺不精时，工作起来并不从
容，“记得25岁时，参加一条大型船舶的焊
接工作，当时是夏天，特别热，拿着焊枪一
整天，早上穿一件新衣服，下班时已经脏
得不见底。”

经过不断的锤炼，杨利取得了中国船
级社“二类”“三类”焊工证书，以及美国
ABS 焊接协会、3G+4G、6GR 焊工证书，
并在深中通道、豪华客滚船、甲醇双燃料
船、极地船、半潜船等重大工程、关键产
品中发挥工匠创新奉献的先锋模范作
用。同时，他还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广州
市青年岗位能手、中船集团广州地区青
年岗位能手、广东省二类职业技能竞赛
船舶电焊工第二名、广东省焊工职业技
能大赛手工焊第三名、第七届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优秀奖等荣誉称
号。渐渐地，同事们开始称呼他为“焊
王”。

杨利说，他的成长，离不开广东“传帮
带”人才培养机制。去年9月，他成为广船

国际高级专家遴选焊工领域的“技能带头
人”。现在，每当有新员工进厂，杨利都会
与老师傅们一起“手把手”传授经验给他
们。也正是得益于毫无保留的“传帮带”，
杨利先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年轻焊接技
术能手，黄敬雄、何佳俊、祥亚庆等多个徒
弟已在焊接技能大赛中夺冠。

“广船国际在公司内部举办各类技能
竞赛、不断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待遇等，都
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助
推作用。”杨利表示。

“如今的广东，有技能人才发挥的空
间。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技能青年加入。”
杨利希望自己能培养更多人才，为积极投
身海洋事业、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力
量。

“穿上这身制服，是一种责任也是
一种信仰。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和能力，帮助更多人。”刘兰芳今年
22 岁，来自湖南省祁东县，是湛江市第
三人民医院精神二科的一名护士。别
看她才 20 岁出头，事实上，她已从事护
理工作 4 年,是患者和家属口中的“好
护士”。

抢救护理工作、手术病人术前准备和
术后护理、患者健康教育及分级护理、住
院期间管理……在刘兰芳看来，穿上护士
服那一刻，她就不再是长辈眼中的小孩
了，“00后也可以担当重任”。

一到家就困得“神魂颠倒”，一沾床就
睡得“不省人事”，是刘兰芳的工作写照。
上班期间为了患者，她和同事们经常顾不
上困倦和饥饿。刘兰芳说：“医院里一条
短短的走廊，每天要走上万步。”

精神病患者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孤寡
的老年患者，他们自理能力下降，生活缺

乏照顾，甚至不能和人正常沟通。因此，
无论是面对新入院患者的个人卫生，还是
面对卧床患者的晨晚间护理，刘兰芳都耐
心做好。对于家境贫困、没有家属探视的
患者，她还会自掏腰包带一些生活用品和
美食给他们，让患者感受到家人般的温
暖。

有一次，刘兰芳正准备为一名 70 多
岁的患者进行静脉注射，在寻找血管时，
老人突然变得很激动，用脚使劲地踢她。

“当时疼得差点掉眼泪。”刘兰芳说，“选择
护士这份职业需要勇气，大家的理解是我
不断前行的动力。”

一身白衣，一生使命。护理工作繁
杂琐碎。在不少人看来，刘兰芳的工作
非常忙碌且辛苦。但在她看来，患者的
康复能让她收获更大的幸福。“我只是坚
守在岗位上的普通护士之一，未来我将
督促自己继续进步，加倍回报社会。”刘
兰芳说。

6 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塑封车间主任李伟光：

喜欢钻研不懂就问，车间里搞出新研发

如今，无论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还是在乡镇的蜿蜒小道，总能看到“一
抹绿色”的身影——邮政快递员。他们

“到件必派、派件必达”，走进千家万户，
为更多人提供生活便利。陈静东就是
其中一员。

陈静东今年 39 岁，自 2019 年进入
揭阳邮政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投递相关
工作。他负责的投递路段长、投递范围
广，投递位置较为偏远、投递区域较为
分散，由此导致工作时间更长、派送任
务更重。

有一次因投递邮件量过多，陈静东
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在派件，没有时间回
支局用午餐。当天大约 13 时 30 分，他
在某村口派送邮件时，一位熟悉的老人
家知道他经常无法按时用餐，取邮件时
特意给他带了酸奶和面包。面对老人
家的善意，陈静东不好意思地赶忙推
辞，但内心感动万分。“当时心中的甜味
足以驱赶身体的辛劳。”陈静东说。

“珍惜每一刻，用心每一步。”陈静
东常常用这句话鼓励自己。他把“为
人民服务”贯彻到邮件投递过程中，始
终把敬业当作一种习惯，对投递工作
满腔热忱，把投递业务做到精益求精，
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数
据显示，截至 2022 年，陈静东投递量
累计已达 31.38 万件、日均投递量 975
件。

“像我一样的投递员还有很多，我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陈静东表示，“每
一次准时送达，都有投递员的风雨无
阻。干这个工作，就要爱这个工作，虽
然很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近年来，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
工作落地见效，邮政投递工作量日益增
加，投递要求不断提高。但凡与陈静东
在工作业务上有交集的人，无不对其竖
大拇指。他因工作出色，先后获得“最
美投递员”“揭阳市最美职工”“优秀个
人”等荣誉。

提起环卫工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手
持扫帚清扫大街小巷的身影。很少有人
知道，环卫工作还有一群身怀“特技”的
幕后技术人员——环卫设备维修工人。
广州市越秀区环卫设施养护所维修班环
卫维修工粟敏铭便是其中一员。

“刚开始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生
活需要，是我的主要经济来源。后来，
领导和同事对我作出充分肯定，慢慢地
就坚持了下来。”来自湖南的粟敏铭，
2016 年加入广州环卫工作行列，目前负
责广州市越秀区内的 180 多个公厕的设
备维修。

因为辖区人流量大、公厕使用频次
高，设施极易损坏，故日常维护维修成了

难啃的“硬骨头”。每天一早开始，粟敏铭
不是在开展维修，就是在前往维修的路
上。“在越秀区内跑100多公里，是常有的
事。”粟敏铭说。

而在同事眼中，粟敏铭就是一张行走
的“活地图”。哪座公厕有多少门、哪座公
厕有多少水龙头、哪座公厕下水道什么走
向，他一清二楚。

“工作时间长了，这些公厕就相当于
我第二个‘家’。”粟敏铭说，“家里设施坏
了那肯定要赶忙修哦，都嫌脏、嫌臭，那公
厕不晓得变成个啥样？我累点、脏点没
啥，只要公厕修好、市民满意了，我就高
兴。”

近年来，随着“公厕革命”的开展，厕

所内各种高科技设施投入使用，粟敏铭
和工友们一起研究学习，解锁了更多维
修技能。同时，遇到空调坏了、水龙头坏
了、电路不通、厕所堵塞等各种问题，粟
敏铭也会发挥技术特长，抽时间处理好
相关问题。

来广东务工多年，粟敏铭十分感慨：
“以前出来务工是为了赚份工资，现在看
着崭新的公厕和完善的设备，有一种自豪
感和使命感。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确实为
市民和城市带来了便利。”

不久，粟敏铭通过积分入户落户广
州。对于未来，他充满信心：“来粤务工，
让我收获很多，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
好。”

李伟光是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塑封车间的车间主任，已经异地务工
30多年。

1989 年夏天，17 岁的李伟光跟着堂
哥坐上大巴来到珠三角。“如果当时没有
亲戚帮衬，我应该不会来这边务工。”李伟
光坦言，有亲戚起码饿不着，“第一年工作
时，我跟亲戚住在一间房，夏天很热，都靠
一台电风扇降温。”

一开始，李伟光在一家企业的流水线
务工，别人要学两三个月的活儿，他一个
月就上手了。说到有什么窍门，他直言：

“不懂就开口问。”
“那时候，我们做的是一线生产。我

个人比较喜欢捣鼓，想着怎么可以提高效
率，怎样才能让工作更顺手，设备有些小
毛病我就赶紧请教老师傅。”回忆起当时
的工作，李伟光说，“老乡们都喜欢我的工
位，他们说我的工位机器用得顺、效率
高。”

“喜欢钻研”“脚踏实地”是身边人对

李伟光的评价。李伟光表示：“我学历不
高，但我清楚学习技能的重要性。同时，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转型升级，我直观地感
受到了技能的重要性。”也正是这样的想
法，促使李伟光不断进步，慢慢地成为小
组长，再成为班长，如今已成为车间主任。

李伟光还在主持塑封车间工作期间，
带领塑封工艺技术人才队伍，对突出的工
艺问题和难点进行攻关，改造升级相应的
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产品在成品率方面也逐步提升，为公司带
来了良好的生产效益。不仅如此，李伟光
还主持完成基于六轴机器人的塑封全自
动智能上下料系统研发，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这次获得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份肯
定，也是一份激励。”李伟光得知自己获得
优秀异地务工人员荣誉非常开心，他表
示，未来自己将继续深耕车间一线，为企
业生产站好每一班岗，为广东制造、广东
智造添砖加瓦。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黄雨
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从家政服
务人员转身成为“职业经理人”，她将一
份普通工作做成了一份长远发展的事
业。

2017年，黄雨阳进入深圳一家家政
公司做全职家政服务员。“在深圳务工
期间，除了收入的提高，我更是享受到
了这份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黄雨阳说。

回想起第一次上岗，黄雨阳表示：
“刚开始面对宝宝，又处在陌生的环境，
有点束手无策。”但很快，她就找到了自
己的工作节奏。她将培训所获得的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先为宝宝制定饮食、作
息、运动计划，再根据年龄段特点耐心
教宝宝识字、画画、做游戏等，发现宝宝
存在不良习惯时及时纠正。正是她的细
心付出，得到了服务客户的一致好评。

随着广东“南粤家政”工程的不断推
进，黄雨阳的身份也发生转变，成为了

一名家政职业经理，负责“南粤家政”相
关培训工作。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她还
协助区人力资源局、街道推进“南粤家
政”基层服务站建设运营。

如今，黄雨阳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南
粤家政”公益性技能培训上，已助力
4000 多名家政人提升技能，实现 100%
就业推荐。

“家政行业有无限的发展前景。”黄
雨阳表示，从“家政阿姨”到技术能手，
她感受到了专业才是“硬道理”；从发展
自己的事业到带动更多就业困难人群走
进家政行业，她品味到了“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的幸福。

得知自己获得优秀异地务工人员
荣誉，黄雨阳万分惊喜，也更有干劲。

“未来，我将用这份荣誉鞭策自己，服
务更多家庭，帮助更多就业困难人群，
在家政行业真正做到先锋带头，为助
推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担当奉献，无怨无悔。城市建设发展，离不开异地务工人员的
奋斗和汗水。在广东，更是有无数异地务工人员带着梦想闯事
业，推动广东高速发展、走在前列。

3月27日，广东举行全省优秀异地务工人员和异地务工人
员工作先进集体表彰活动，授予陈志勇等79人“全省优秀异地
务工人员”称号，授予广州城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39个单位

“全省异地务工人员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广东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让异地务工人员安居乐业，异地务工

人员以勤勤恳恳的工作回馈广东建设，一场“双向奔赴”的故事持
续在南粤大地上演。异地务工人员在广东奋斗的岁月里，有务
工的辛与苦，也有成长的喜与乐。让我们一起走近广东省优秀
异地务工人员和相关工作先进集体，听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广东举行全省优秀异地务工人员和异地务工
人员工作先进集体表彰活动

杨利正在进行焊接工作

陈静东在分拣快递

刘兰芳在医院照顾病人

李伟光在工作

粟敏铭正在维修公厕设施

黄雨阳展示工作技能

异地追梦奋发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