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年感受
国家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这些

年，给了我们企业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也给了我成长的空间。作为一名普通的
技术工匠，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在追
求技术创新的同时不断精益求精。

▶未来期许
这五年，我已逐渐将重心放到帮助

公司和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人才
上面，希望继续发扬“传帮带”的优良传
统，培养3名核心技术传承人，攻克更多
业内的技术难题。

5月中旬，东方锅炉辅机容器车间。
“昨天说了要换个工艺方法操作，

今天你想好具体操作思路没有？”在一
个工位前，郑伟同一名班组成员沟通了
前一天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指导。

“巡查主要是发现他们的工艺问题，
还有安全操作必须规范。”郑伟说，每天
他都在不断重复着当年师傅对他说的
话，“一代代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一路“开挂”成技术尖兵

1996年，郑伟从自贡市东锅技校
毕业后，来到东锅辅机容器车间，当了
一名普通的电焊工。

2003年，一次全市的电焊操作比
赛，让郑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这次比赛，我得了全市第三名。
巨大的成就感，让我一下子对自己的电
焊技术充满了信心。”

郑伟说，从那以后，他一有闲暇时
间，就钻研电焊技术。在老师傅们的眼
里，这个有天分、肯钻研、很刻苦的小伙
子，进步非常快。没有多久，在业内大
大小小的比赛上，前三名里经常能见到
郑伟的身影。

进厂10余年后，这个刚进厂时的青
涩小伙，成了厂里的技术尖兵，并且一
路“开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多项技术填补业内空白

郑伟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高光时
刻”：率先开展手工钨极氩弧焊双人对
焊一次成形技术在核电不锈钢薄板部
件上的探索和应用，填补了行业技术空
白；在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
ACC核电安注箱球罐的焊接制造过程
中，创造业内奇迹，为第三代核电技术首
堆示范产品制造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印
度N厂关键设备高加管板封口焊质量攻
关中，他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积极开展
特殊操作技艺的摸索工作，在苛刻的工
艺条件下，掌握了特殊焊接操作技术，该
项焊接操作技术属于行业首创。

在东锅，一般人攻不下的项目，大
家最先想到的人，就是郑伟。今年年
初，公司一个重要的攻关项目，经过五
六次反复测试都失败了，达不到客户要
求。没办法，只能让郑伟“出马”。

单枪匹马，郑伟心无旁骛地在车间
里耗了两天，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
头”，达到了客户要求的高水准。一个
多月，攻关项目顺利完成。“可能还是经
验吧，平时我非常注重操作中的一切细
节，这可能是大家认为我有天分的原
因。”郑伟说，在他拿下的许多重要项目
中，细节是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

让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这么多年，我从老师以及公司老
一辈技术能手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宝
贵经验。现在，我也正在把这些经验丰
富、完善、创新、突破，传授给更多的年
轻人。”郑伟说，这些年，他在年轻人身
上看到了对电焊技术的热爱，工匠精神
算是有了传承。

在郑伟眼中，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
传承者。“干我们这一行，一定要有一种痴
迷的热爱，还要有责任心、肯钻研、重细
节，不怕失败。”郑伟说，工匠精神，就是在
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不断精益求精。

“近年来，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愿
意来学习电焊，甚至周末加班练技术。
在工作上，他们提升得很快，也热衷于
学习。”郑伟说，过去他们那会儿，一个
普通的电焊工要一年才能成熟，现在半
年就可以出师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郑伟，1977年2月生，东方电气集团东
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辅机容器车间焊接高
级技师，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四川省有突
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工匠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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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凉山州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洛古有格：

带领乡亲们致富永远在路上
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六一”儿童节，

洛古有格第一次站上舞台，表演了一段
小品。老师分配给他的角色是一个考
上大学走出大山，又回到家乡带领乡亲
致富的大学生。

或许，他和老师都没想到，若干年
以后，他的人生轨迹与当年扮演的角色
如出一辙。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大凉山这
个舞台上，洛古有格正带领乡亲们“本
色出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大戏。

教育改变命运
村里孩子考上大学不再稀奇

1988年，洛古有格出生。从小，父
亲就叮嘱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要好
好学习，考上大学，过上好日子。”

通过努力，2006年，洛古有格被四
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录取，喜讯传遍了
整个村庄。在他之前，村子里只走出去
过两名大学生。父母很开心，杀了一头
小猪，宴请前来贺喜的亲友。

教育，改变着一代人的命运，也给
家庭带来更多希望。在洛古有格和另
外两名大学生的影响下，现在，村民越
来越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过去，是老
师求着学生去上学；现在，是家长用尽
全力为孩子寻找更好的教育资源。”洛

古有格说，现在村里孩子考上大学再也
不是什么稀奇事，“大家更关注的是谁家
的孩子考上了本科，考上了重点高校。”

大学毕业后，洛古有格进入重庆一
家国企工作，每月领到手的工资有
5000多元。然而2013年，他作出决定：
辞职回家乡养猪。他的决定惹恼了母
亲和妻子。母亲流着泪问他：“放着大
都市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回农村养猪，
你咋想的？既然要养猪，何必上大学找
工作，兜这么大个圈子！”

洛古有格只好苦口婆心地劝说，并
最终得到了亲友的支持。回到家乡后，
他的创业是从养乌金猪开始的。后来，
非洲猪瘟暴发，他将产业方向调整为养
肉牛。从10多头西门塔尔牛起步，他不
断扩大养牛规模，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
青年带头人。

2017年8月，洛古有格当选三河村
党支部副书记。

产业已经进村
带领乡亲们致富永远在路上

驾车从西昌出发，约两个小时就到
了洛古有格所在的三河村。

五月的三河村生机勃勃，乌金猪在
坡上翻拱着觅食，牛羊悠闲地啃着青
草，地里的玉米长到筷子高。

记者见到洛古有格时，他正在给几
头西门塔尔牛喂草料。

洛古有格的电话铃声不时响起，有
联系肉牛生意的，有咨询“雁阵工程”

的。原来，浙江余姚市为三河村提供了
300万元产业扶持金，用于养牛“雁阵
工程”，洛古有格正是这个工程的“领头
雁”。

洛古有格不仅建有养殖场养牛，还
带动家人、村民一起养。“一头品质高的
母牛可以为一个家庭带来一万元左右
的收益。”洛古有格说，去年村里有几户
人家养了十来头母牛，年收入接近10万
元。

2021年，三河村人均纯收入15000
多元。村里除养了上千头肉牛外，还养
了上千只羊、上千头猪，种了1100亩中
药材、500亩生姜和370亩冬桃。

更令洛古有格期待的是，村子将要
发展文旅产业。2020年，三河村入选
四川省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很
多游客带着娃娃来这里研学旅游。为
了盘活旅游资源，三河村修了两条公
路，还计划流转闲置的房子打造民宿，
接待游客。

“种植业、养殖业和文旅业将是三
河村未来的主导产业，发展前景非常
好。”洛古有格说，“致富梦和乡村振兴
梦永远在路上，我将继续努力，带领村
民逐梦大凉山。”

马海里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周翼

昭觉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越这5年
党代表风采

洛古有格，凉山州昭觉县三岔河镇
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2009年，他从四
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进入重庆一
家国企工作。2013年，洛古有格返乡创
业，开展规模化特色化生态化养殖，成
为致富带头人。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简介

5年感受：5年来，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感谢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如
果没有这个好政策，我的家乡要想发展成现
在的样子，至少还需要等三四十年。

未来期许：我们再接再厉，把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做
好，让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
红火。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简介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辅机容器车间电焊工郑伟：

细节决定成败 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