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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焊接高级技师孔建伟工作40年
获得的无数荣誉中，“四川省优秀共产
党员”无疑是对这位年近花甲的“大国
工匠”政治品质的再一次肯定。他用一
把焊枪“穿针引线”，以精湛技艺做“钢
铁裁缝”，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技术能手、中央企业百名杰出工匠等荣
誉。

在这些荣誉背后，是孔建伟几十年
如一日扎根车间，专注焊接，刻苦钻研技
术的不懈努力。

2001年夏季，孔建伟突然接到上级
通知，被火速派往一家重要部件制造企
业。当时接到的任务是，将总长1.5毫米
的管材分5层焊接，且不允许有丝毫的
焊接缺陷。万分之一的失误就会让管材
报废，严重影响重要装备的研发。孔建
伟接到这个艰巨任务后，整整一个月待
在一间密闭的小屋里。当第一批部件以
100%合格率交付时，对方激动得紧紧
握住孔建伟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东方锅炉”是一家有着50多年历
史的三线企业，主要生产制造大型电站
锅炉设备，目前产品涉及到核电、特种容
器、氢能等领域。1965年，孔建伟的父
母积极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千里迢
迢从哈尔滨锅炉厂来到四川自贡，成为
第一批创业者。当时才4岁的孔建伟随
着父母南迁，从东锅小学到东锅中学，再
到东锅技校，在东锅大院里渐渐长大，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锅二代”。
1982年从技工学校毕业后，孔建伟

进入东方锅炉厂成为一名焊工，到今年
刚好整整四十年。四十年来，孔建伟从
一名普通的焊工，一步步成长为焊接高
级技师。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中华
技能大奖、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孔建伟说，我这一
生的职业生涯用8个字就可以概括，那
就是：扎根东锅，专注焊接。

成为一名优秀的焊工需要付出许多
艰辛。焊接工作不仅技术要求高，而且
劳动强度大，还要承受难以避免的烫伤

和弧光灼伤，尤其是在夏天，当穿上厚厚
的工作服时，全身就已经湿透。再加上
焊接的许多高等级材料，都需要预先加
热到150℃-250℃，在这样的条件下进
行焊接，艰苦是可以想象的。

近年来，国家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在国家、省、
市工会组织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
上级组织的关心支持下，东锅公司积极
打造一支技能型、知识型和创新型的工
作室团队，孔建伟作为领军人物承担起
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
的建设和日常工作，带领工作室成员积
极围绕公司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探
索、创新焊接操作技术，努力提升产品焊
接质量和生产效率。

几年来，工作室完成了“气化炉返修
（开天窗）焊接操作技术攻关”、“钠-空
气热交换器翅片管障碍焊技术攻关”等
项目，填补了公司多项焊接操作技术的
空白，2013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命名为国家级“孔建伟技能大师工作
室”，成为东方电气集团首个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2014年成为四川省首个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的“全国示范性
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室还荣获了四
川省首批“十佳创新工作室”称号。

孔建伟从一名普通“工人”蜕变成一
名“大国工匠”，为国家电力装备事业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章采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焊接高级技师

全国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

人物名片 孔建伟

专注焊接40年的孔建伟。

“钢铁裁缝”孔建伟：

一把焊枪“穿针引线”的大国工匠

马上的老家在南充市仪陇县一个乡
村。至今他依然记得，小时候每天往返
10公里上学，高中转学到攀枝花，考上
西南科技大学。然后，在电子科大胡剑
浩教授的资助下读完了博士，之后进入
电子科大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目前任研究员。

“回顾这30来年的经历，我从贫瘠
山村走出，最后到985高校任职，见证了
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深
切感受到，我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就是国
家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马上说。

上小学时每天往返10公里

“我家住在一个山脊上，在那里我度
过了童年、少年，完成了极为艰苦的基础
教育。”马上回忆小时候在老家仪陇的日
子时说，“小学一二年级在村小读书，由
于师资匮乏，我记得同一个班既有一年
级学生，也有二年级学生，老师上完一年
级的课，再上二年级的课。”

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把
他转学到了邻近的大罗乡读小学。每天
上学，需要往返10公里的山路。“那时候
小，没有感觉到累。”即便如此，童年的时
光还是很美好的。

1997年，在高考前几个月，马上一
家迁到了攀枝花。在距离高考还有4个
月的时候，他转学到了攀枝花市第三高
级中学。因为转学、学习进度不一致、环
境适应时间短，马上当时一下瘦到了80
斤。但是他扛住了压力，靠着自学，考上
了西南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成

为该专业的首批学生。
在大学时，马上遇到了陪伴他一生

的爱人陈红艳。两人是同班同学，在
2001年毕业时都选择了留校任教。在
妻子的鼓励、坚持下，夫妻俩于2003年
双双考入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硕士。

“论文都是在火车上写的”

“在硕士阶段，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

重要的导师胡剑浩教授，在他的带领下，
我进入了学术研究和工程设计的大门，
爱上了我的专业方向。”在胡老师的帮助
和指导下，在2006年，马上开始攻读博
士并于2009年获得了通信与信息系统
博士学位。

在电子科技大学读博期间，压力也
时常伴随着马上。因为他的工作关系仍
然在西南科技大学，所以在完成自己博
士课题的同时，他还要作为团队骨干负
责原单位的项目实施。“那时，我经常坐
着绿皮火车往返成都和绵阳，一趟就要
两个小时。导师跟我开玩笑说，我的论
文都是在火车上写出来的。”后来，为了
更好地实现学术和技术方面的理想，
2010年，马上工作调动到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先
后任讲师、副教授和研究员。

“我认为教育最理想的状态是有教
无类。”自己坎坷的求学经历，让马上对
学生特别关照。他不仅自己带研究生，
还给本科生上课。他喜欢把自己在研究
中的经验、感受都与学生分享。对不同
的学生，马上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有的
学生特别优秀，你只需要给他指出一个
方向，他就可以独立思考、完成任务。有
的学生则需要更耐心地教他们怎么做、
路径是什么。”在他的培养下，已经有17
名研究生从电子科大毕业，进入到华为、
中兴、ARM中国、联发科、阿里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实习生周钰 受访者供图

电子科技大学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新发展高层次人才党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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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中）在指导学生实验。

从贫瘠山村走出的高校老师马上：

“我个人的进步是国家发展的缩影”

绵阳韩家脊社区党委书记薛燕：

用经营理念管理社区
为居民带来更多“红利”

6月27日一大早，薛燕在办公室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有居民咨询完养老金
刚走，又有居民前来咨询工作的事情。

薛燕是绵阳市游仙区韩家脊社区党
委书记。近年来，她用经营理念管理社
区，将原来社会矛盾突出的社区，打造成
了远近文明的温馨社区。开办爱心食堂，
成立红色物业，办起老年大学堂……在壮
大社区集体经济的同时，也给社区居民带
来更多的“红利”。2021年，薛燕所在的党
组织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薛书记，我孙女智力有些问题，我
年龄大了，希望社区能帮忙给她找份工
作……”6月27日上午，排队等候办事的
居民很多，薛燕忙前忙后，临近中午，才
有些空闲。

“社区的事纷繁、复杂，也没有多大
的事，很多就是一句话、一个解释的事，
但都得亲力亲为。”薛燕说，虽然工作太
累，但能够为大家把事情办好，还是很
自豪。

2021年6月28日，在全国“两优一
先”表彰大会上，游仙区涪江街道韩家脊
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薛燕代表社区党委到北京参加了表
彰大会。回到工作岗位后，她表示将以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为起点，真
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把党的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把党的温
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用经营理念管理社区助推发展

曾被称为“寒酸脊”的韩家脊社区成
立于1994年12月，辖1个旧城改造安置
小区和7个商住小区。薛燕还记得当年
上任时的情景：社区群众和社区组织矛
盾突出，社区集体的公账上只有83元现
金，而外面的欠账高达17万元。

如何改变社区现状？薛燕经过几个
月走访后，最终确定了用经营的理念管
理社区的思路。她和社区附近几个临
街、闲置门面的业主谈判，然后又去招
商，共同成立了美舍宜居实业有限公司，

“我们社区占51%的股份，所得的收益用于
社区发展和改善社区‘三无’人员的生活。”

据薛燕介绍，实业公司成立后，利用
16间门面办起了爱心食堂、便民理发店、
爱心超市、家政、物业等实业。在清理低
保的同时，还将他们分批次聘到实业里面
就业。截至目前，社区已安排97名社区居
民就业。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让就业人员
收入提高，而且还逐步化解了矛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担当实干 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薛燕在指导志愿者填报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