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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在田间地头、在

桥梁隧道、在街头巷尾、在科技攻关一线、在教书育人讲台，

劳动者的身影总是让我们感动。

个人的梦想，靠劳动实现。“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无论

是在基层岗位上为了老百姓的大事小情奔走忙碌，还是在实

验室里向着更高更快更精的目标刻苦攻坚，在劳动中，我们

不仅能磨练技能、增长才干、创造价值，还能遇见更好的自

己、成就精彩的人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国家的发展，靠劳动书写。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征程中，凝结着劳动者的智慧，浸透了耕耘者的汗

水。纵观国际格局，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

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劳动者素质。放眼国内大

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时代的进步，靠劳动驱动。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莎草

纸到互联网，从仰望星空到太空“筑巢”……一切美好的场景

和进步的发生，无不起始于辛勤、诚实、富于创造性的劳动。

劳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劳动中，我们推动历史

的车轮；在奋斗中，我们创造美好的生活。

从“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到摘

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陈景润；从港口装卸自动化的创新者包

起帆，到做着“禾下乘凉梦”充实天下粮仓的袁隆平……他们

共同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

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丰碑。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涵养劳动情怀和劳动品格，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知识

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氛围，才能让一切活力竞相迸

发、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凝聚起亿万人民劳动创造的磅礴力

量。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追梦人的舞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亿万奋斗者开辟了广阔新天地。“天

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要将小我融

入大我之中，把个人的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

中，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镌刻下属于我们的历史丰碑，在

波澜壮阔的社会进步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

动精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乘势而上、继续奋斗，走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没有停歇的脚步，

只有奋进的号角。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

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

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

即将到来，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祝

福，向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

意！劳动是最美的姿态！

孟凡东在操纵室进行大吨位起重机调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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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东

练 就 平 均 每 刀 0.003 毫 米
的“肌肉记忆”

画线、钻孔、排料……额头沁出的细细汗珠

就快流入眼中，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调试钳

工孟凡东无暇顾及，只能要求自己快一点，再快

一点。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种快脱力的感觉。”

回想起 2021 年 10 月 16 日的场景，孟凡东至今

仍很激动。那天，在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决赛赛场上，历经 6个小时，凭借娴熟的实

操技能，这位“00后”参赛选手一举夺魁。

“学习技能没有捷径，唯有靠日复一日的积

累和苦练。”2015年，孟凡东进入徐州工程机械

技师学院学习。每每想到今后吊装风电的起重

机很可能是自己参与制造的，他的职业规划就

愈发清晰：要想把这些“庞然大物”制造精密，首

先得从“操控”自己开始。

入学后，孟凡东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进行与

钳工相关的训练。在实训车间里，他弯着腰、弓

着背，天天跟“铁家伙”打交道，一站就是四五个

小时。一次盲配件训练，已经满足课堂要求的

作品一次次被他否定。直到凌晨两点，他才制

作出一个令自己勉强“看得上”的工件。

2020 年，孟凡东从学校毕业后，顺利进入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当得知公司要进行第

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选手选拔时，他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

“与高手过招才能突破我的技能瓶颈。”去

年 3 月起，孟凡东正式开始备战。为了夯实钳

工基础，他搜集来往届比赛的试题，日复一日进

行练习。早晨 5点，是他起床背书的时间；7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

当下，在神州大地上，广大

劳动者勤勤恳恳付出、斗志昂扬

奋进，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劳

动光荣的良好风尚，全体人民的

劳动热情进一步焕发，创造潜能

进一步释放。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

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

之际，本报采访了几位劳动能

手。他们的实践证明，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一勤天下无难

事”。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

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

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

长成才，就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

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

现风采、感受快乐。

开始实操训练；10 点到下午 4 点，是和比赛节

奏一致的临场实测。“为了保证精力高度集

中，我吃、住都在钳工工作室里。”他回忆道，

下午 6 点半至深夜，又进入到了理论知识复

习阶段。

为了训练锉削时双手的敏感度，他对每一

刀切削都用明确的数据指标衡量——锉刀精

加工锉削 3次，切屑量控制在 0.01毫米。这意

味着，他必须练成平均每刀 0.003毫米的“肌肉

记忆”。

“集训 4 个月，光是锉刀就练废了三四十

把，整整有一纸箱。”孟凡东说，每天上万次的

锉削推拉，他的手掌心磨出了拇指大的水泡，

顶破、流血，然后忍痛贴上创可贴接着练，新伤

老茧一茬接着一茬。从料峭春寒到炎炎夏日，

那方不到两米的钳工操作台见证了冠军之路

的艰辛。

在比赛之外，孟凡东秉持着“再努力一点，

就会离成功更近一点”的理念，力求在工作中

做到每台经手调试的车辆都零故障。

大吨位起重机结构复杂，调试极其困难，

但他从不畏惧，总是一个工况一个工况地试、

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看。根据调试过程中遇

到的难点、易错点，他总结制作出 10 余套试

卷，为大吨位调试新进人员培养提供了详实的

训练模板。

如今，年仅 22岁的孟凡东已是省级“李戈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骨干成员。2021 年 9 月，

他荣获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称号，同年 10月，

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作为‘00 后’，我的钳工之路还有很长时

间要走。”孟凡东说，未来，希望能够不断磨砺

技能、突破自己，继续朝着“大国工匠”目标矢

志前行！

陈小兰

把“建昌帮”传统中药技艺
传承光大

4月 22日，江西省抚州市建昌帮药业传统

炮制车间内，身穿蓝色工作服的陈小兰一手用

“槟榔榉”固定好拇指大小的槟榔籽，一手紧握

铡刀，快速切制着。108片切片眨眼而成，薄厚

均匀，形如飘羽。

今年 47 岁的陈小兰，是企业的生产操作

员。因技艺精湛，她在行业竞赛中屡获大奖，

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去年 4月荣获江西省五

一劳动奖章。

少为人知的是，这位技术能手，5年前还是

一名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老家在抚州市南城县龙湖镇竺由村的陈

小兰，原本是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2013
年，她举家搬进了县城，看着整日早出晚归为

家奔忙的丈夫，她决定找一份容易上手的工

作。她先是去了一家服装厂，后经朋友介绍，

她“跳槽”来到建昌帮药业有限公司。

“当时决定从服装厂转到药厂，就是觉得

药厂的技术含量高、前景好。”陈小兰没想到的

是，一开始企业让她做技术含量低的包装工。

几周后，她主动找到领导，要求调岗。

“切药、炒药，跟我平时在家做菜相差不

多，肯定没问题。”陈小兰小试一手，博得“满

堂彩”。“切制速度快，切片均匀，炒制火候把

握到位，是一个搞炮制的好苗子。”董事长易

斌对陈小兰竖起大拇指，同意了她的转岗请

求。

“其实，当初家里人都反对我学习中药炮

制，让我别瞎折腾，安心赚点苦力钱。”陈小兰

说，“我觉得只要肯下功夫，没有什么学不会。”

为尽快掌握传统中药技艺精髓，她每天跟在老

员工后面，眼睛不眨地盯着他们操作，哪里看

不明白就上前请教，听不懂的就记下来回家思

考，消化琢磨。

由于文化底子浅，陈小兰起初在理解炮制

工艺要求上很是吃力。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尽

快熟悉流程要领。周末，别人去休闲娱乐，她

却忙着钻进车间，反复练手。碰上三伏天，车

间又闷又热，她一站几个小时，每次练完都是

汗流浃背。

中药提取、饮片炮制来不得半点虚功，操

作细节上稍有差池，结果就会谬之千里。陈小

兰告诫自己，作为一名药工，最重要就是要讲

良心做好药。切、浸、煎、滤，每一步都一丝不

苟。她的耐心和责任心，感染了身边许多同

事。

“她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不怕困难、做

事痴迷。”易斌说，随着时间积累，陈小兰的切

药操作水平和识药辨药能力都大有长进。在

2018 年公司举行的技术“比武”中，她技压群

雄，在“切药”“炒药”等单项中斩获桂冠。

“建昌帮”是中国南方古药帮和中药炮制

的重要流派之一，有上千年传承历史。几年接

触下来，陈小兰爱上了这一传统技艺。她说，

传承保护好“建昌帮”就是要让这一领域后继

有人、薪火相传。

“没有活水，再好的技艺也流动不起来，传

承的关键是长江后浪推前浪。”2021年，陈小兰

主动请缨承担起对 6 名青年员工的“传帮带”

教学，“传经送宝”，企业内形成了争创“学习

型、知识型、创新型”职工的氛围。

“现在医药行业讲究团队作战、互相配

合。只有让更多人熟练掌握传统中药技艺要

领，传承发扬光大，中医药才能走得更远。”陈

小兰说。

杨德军

当好“福荣海”轮船的“大家
长”

在辽渔集团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福荣

海”轮上，船长杨德军最喜欢的地方是驾驶

室。不仅因为这是他的主要办公地，还因为透

过这里的一圈大舷窗，他能看到不一般的风

景。

在驶向南极的路途中，杨德军见过天高云

阔，也看到过惊涛骇浪。无论何时，这位 51岁

的航海人始终瞄准前方，一往无前。

1993 年，杨德军大学毕业，分配到辽渔集

团。近 30年来，他一直与渔船为伴，奋战在远

洋捕捞生产一线。加工员、水手、二副……船

上几乎每个岗位，他都干过。靠着执著认真的

劲头，他迅速成长为业务尖子。

2012年，杨德军率领“福荣海”轮奔赴南极

进行南极磷虾资源调查及商业捕捞。此前一

年，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南极磷虾快速分

离与深加工关键技术”正式启动。

“说实话，关于南极磷虾我之前是一点儿

也不了解，甚至连有多大都不知道。”杨德军

说，“但国家有科研需求，即便再难，我也要

去。”

西风带是南极航路上的最大拦路虎。这

条气象带变幻莫测、险象环生。风高浪急时，

船体倾斜的单边摇度甚至达到 25度。进入西

风带的那一刻，杨德军总是精神高度紧张，密

切观察着船头和海浪的夹角，最大程度避开正

面冲击。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大家安安全

全带到目的地。”杨德军说，几年跑下来，自己

越来越有经验，也更有信心。

磷虾密度、下网速度、虾群位置……初入

南极渔场，一切都是未知。由于缺乏经验，捕

捞量并不理想，经常是下网一小时，收获还不

到一吨。

面对挑战，杨德军迅速行动：查资料、分析

磷虾浮沉规律、进行定位……半个月时间里，

他基本是日夜坚守在驾驶室。外文资料，他逐

字逐句翻译，一字字啃；拿不定下网速度，他反

复修正实验，一点点调……

终于，杨德军找到了效果最佳的捕捞方

案。“利用卫星遥感数据，结合渔场实际水文情

况，我们最终确定了磷虾的一般迁移路线。”同

时，在生产过程中，为降低南极磷虾破损率，

“福荣海”轮采取缩短拖网时间、降低网产、增

加网次等方法，不但确保磷虾质量，捕捞量也

得到保证。

捕虾的挑战就像海里的朵朵浪花，层出

不穷。因为南极磷虾一尾仅有四五厘米长，

且水分占比约 80%，一旦出水很快就会变质，

需在船上立即进行加工处理。针对这一难

题，杨德军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朝着冷冻食用

磷虾、脱壳磷虾肉、食用磷虾粉等多向发力，

这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据统计，9 年来，“福荣海”轮共创利 2.5
亿余元。

远洋捕捞生产远离基地港口，长期漂泊在

大洋深处，船员们与家人聚少离多，加上船上

生产任务繁重、休息时间少，易产生急躁情

绪。作为船长，杨德军经常组织船员学习业务

知识，开展象棋比赛等活动，努力舒缓船员情

绪。

“杨船长就像铁人一样，始终孜孜不倦地

忙碌着。”在全船人员心中，杨德军就是这条船

的“大家长”，是大家的“主心骨”。

桅杆上系着梦想，甲板上书写人生。近年

来，杨德军先后获得大连市五一劳动奖章、辽

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还成立了“杨德军

劳模创新工作室”。如今，他带出的一大批技

术人员，走上了核心工作岗位。

“作为我国远洋捕捞事业的参与者、见证

者，能够为此贡献一份力量，感到非常自豪，我

将继续追求卓越。”杨德军说。

（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杨德军在指挥船上作业。

陈小兰在切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