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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生的喻亚成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
名技术工人。

“当初在职高选择电焊专业的时候，就有不少朋友说，
当焊工又累又没钱，劝我别折腾。”年轻的喻亚成心里不服
气，“坐办公室就理所应当，当技术工人就是折腾，我偏不信
邪，非得干出成绩来。”

凭着一股子韧劲，喻亚成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并通
过层层筛选进入大江工业公司电焊组。

刚进厂，喻亚成就听说了传奇焊工郑晓明的故事，这更
坚定了他成为一名优秀技工的决心，“郑师傅就是活生生的
例子，告诉我们，只要功夫下得深，任何职业都可以成功。”

然而，喻亚成还是低估了电焊工作的枯燥性。
“最开始，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重复地焊板子、焊管子，

毫无新意、毫无挑战。”有时候喻亚成甚至觉得，这样的工作
“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望见一生”。

眼看身边许多和自己同年入厂的焊工在一两年后都选
择了辞职或转岗，喻亚成有些犹豫不决。

转折发生在2016年。
那年，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举行了第七届职业技能竞

赛。喻亚成和另外几名同事报名参加了焊工的比赛。
集团藏龙卧虎，光是焊工一个项目就有80多名选手参

加。比赛前，喻亚成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重在参与，没
拿名次也没关系。”

“为什么要重在参与，我非得拿个好名次。”不服输的喻亚
成又犯起了倔劲，硬是从最简单的基本功开始，苦练焊接技术。

备战的3个月时间里，喻亚成没了休息日，除了完成日常
的工作，他就“泡”在车间，拿着焊枪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那
时，他和相恋多年的女友正在筹备婚礼，但由于备战比赛，婚
礼的细节自己一次也没过问过，全权交给了女友负责。

功夫不负有心人，比赛时，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
年轻，凭借过硬的技术，从80多名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
第三名。“虽然只是季军，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个季军
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认真干电焊，我也是能出人头地的！”

现在，入行10年的喻亚成已经是厂里的新星，他获得
过重庆五一劳动奖章，也成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技能带
头人，各种比赛的冠军也拿了不少。喻亚成说，未来，我还
想把电焊这份工作长长久久地干下去，“当技术工人没什么
丢脸的，是金子总会发光！”

喻亚成：
“认真干电焊，
我也能出人头地”

60后师父对90后徒弟的言传身教——

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
【人物名片】

郑晓明，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
焊接高级技师，巴南区第十八届人大代
表，1981 年至今在大江工业公司担任焊
接和指导工作，先后荣获“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特殊津贴、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获得
者，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能大
师”，重庆市“劳动模范”，重庆英才·技术
技能领军人才、巴渝工匠和最美巴渝工
匠获得者等。

喻亚成，男，1990年出生，中共党员，
焊接高级技师。2008年在重庆冶金高级
技工学校学习铆焊专业，2010 年 7 月进
入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实习工作
至今。工作期间，多次参加焊接大赛，获
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技能大赛第三名，
重庆市制造行业第一名等。还先后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央
企业青年岗位能手、重庆市五一劳动奖
章、兵装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兵装集团技
能带头人等。

作为一名90后，喻亚成身边几乎没
有朋友是技术工人。“大多数都是坐办公
室，或者自己做生意，在不少人心里似乎
都觉得技术工人‘低人一等’。”

前不久喻亚成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上面写到：技术工人工作机械单调，流水
线像个永动机一样从不停止。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因此离开工厂，或跑到房地产企
业做起了销售；或者跑到办公室，终日与
茶水、棋牌为伍。

“有时候我也会产生怀疑，是不是当
蓝领就真的不如别人。师父，我们年轻技

工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啊？”
喻亚成的问题让郑晓明陷入了沉

思。片刻过后，他起身带着喻亚成来到了
工作室的荣誉墙前。

“你看看这面墙，上面全是工作室成员
获得的奖项，现在已经放不下了，不少奖杯
还在柜子里。”郑晓明一边说着，一边拿起
一张红色奖状，上面印着金色字体——巴
南区职业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三等奖。

这是喻亚成得的第一个奖，当时他还
未满20岁。

“有人说技术工人干的是‘下力活’，但

我觉得，没有技术工人，就不可能铸就大国
重器，更无法实现国家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
造业强国的时代使命。”郑晓明将奖状交到喻
亚成手中，恳切地说：“你要坚信，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贡献，这份工作就是有意义有价值
的。你们要接好接力棒，把工匠精神不断延续
传承下去，未来一定能成就不平凡的业绩。”

接过奖状的喻亚成默然不语，用力点
了点头。

如何定义大国工匠？
他们兢兢业业，让平凡有了梦想的温

度；
他们精益求精，用执着追上创新的脚

步；
他们是大国工匠，是“中国制造”的时

代精神。

工作40年，郑晓明接到过很多急难险重的任务，但让他
最难忘的还要数参与白俄罗斯阅兵式战车的焊接工作。

2017年7月3日，白俄罗斯在首都明斯克举行盛大阅兵
式，庆祝独立日，而“大江造”战车也在此次阅兵式中亮相。

“阅兵用的战车要求特别高，外观如有明显的焊接痕迹
是过不了关的。”郑晓明回忆，由于当时的焊接技术还未达
到要求，自己立即召集工作室的成员进行技术攻坚。

为了制造出满足白俄罗斯阅兵要求的战车，郑晓明带
领工作室的骨干人员，起早贪黑研究焊接工艺，经过1个半
月的加班加点，团队将一套已经闲置了七八年的焊接设备
进行改进，成功将“单面焊双面成形”焊接技术首次运用到
了高强度的装甲板上，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焊缝余
高从以前的2毫米，变为0.5毫米。

这个改变，是郑晓明等人用夜以继日的辛勤汗水换来
的。

接到任务时正好是春节期间，偌大的车间里，外面寒风
凛冽，里面高温高压，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忍受着“冰火两重
天”的考验。不仅如此，电焊产生的火花，落在皮肤上就烫
一个水泡，很多焊工还因此患上了皮肤病。

“那些苦都不算什么，只要圆满完成任务，就值了！”
用一把焊枪诠释着一名技术工人的崇高价值，郑晓明的人
生，因四溅的焊花而格外绚烂。

除了是出色的工匠，郑晓明还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在大江工业公司，郑晓明培养了100多名焊接能手。
作为工作室“掌门人”，郑晓明的主要工作是新产品技

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
“目前，工作室的骨干人员共有6人，其年龄结构为

‘6789’，即60后、70后、80后和90后，他们都是业界精英
人才。”郑晓明骄傲地说，除自己以外，工作室其余成员获各
种荣誉累计有六七十项之多。

“工匠精神的内涵就是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在郑晓
明看来，已经58岁的他，在行业内获得了各种荣誉，现阶段
要追求的是如何在岗位中发挥最大价值，力所能及地为企
业培养更多人才。

为此，郑晓明积极发挥工作室的辐射作用，联合高职院
校对外开展培训、技术交流，参与社会活动。目前，工作室
每年承担焊接操作培训课程500课时以上，还协助公司组
织选手参加国内外各种职业技能大赛。

谈到未来，郑晓明目标明确：“干到干不动为止，教到教
不动为止！”

郑晓明：
“干到干不动为止，
教到教不动为止”

“师父，这把焊枪你已经拿了40年，
真的从没想过放下吗？”这是一个深埋在
喻亚成心中很久的问题。

入职10年，这位年轻技工对未来仍时
有彷徨：一方面他在电焊领域里取得了一些
成绩，想继续钻研下去；另一方面受现实条
件的影响，他又犹豫是否该换个收入更高的
职业。

“从未！”——郑晓明斩钉截铁的回答
让喻亚成觉得“既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

“踌躇、迟疑谁都会有，但你要真正搞
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喻亚成的问题
让郑晓明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1963年12月，郑晓明出生在安徽凤

阳，父母都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工人。
1970年，随着工厂搬迁，只有6岁的郑晓
明跟随父母来到了山城重庆。

1981年，年仅17岁的郑晓明刚走出
高中校门，就追随父辈的脚步进入了同样
隶属于兵装集团的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当起了焊工。

刚入行时，郑晓明常听旁人说“一个
普通焊工能有啥前途”，他也不太喜欢这
个工种，打算学几年便转行。那时他吊儿
郎当、迟到早退是常有的事。“后来因为一
次抢修，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是在郑晓明入行的第二年，有一天
公司天然气管道破裂，他和另外7个人一

同参与维修。经过1个多小时抢修，破裂
处的管道全部焊接好，可天然气一通，唯
独郑晓明负责的部分出了岔子，让下班的
工人开不了火，做不成饭。

郑晓明清楚地记得，当天几百名职工
围观他抢修，各种埋怨铺天盖地，那句“还
是电焊工，一根管道都焊不好”的抱怨，更
是让他羞愧难当。

年轻的郑晓明似乎一下醒豁了。他暗
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电焊手艺做精做
好。

从此，茶余饭后他不再闲谈溜达，一
有空闲就找废旧管子练习焊接，就连家里
的墙上都挂起了焊接原理图。过去死活

记不住的部件，他慢慢如数家珍，手中的
焊枪也一拿就是40年。

凭着这把焊枪，他不仅扛回“全国技
术能手”“重庆市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
奖”等荣誉，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
者。还通过工作室为公司培养高级技师6
名、技师12名、高级工70余名，开办焊接
技术培训900余课时，个人累计带徒100
多名。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就难在
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郑晓明颇为感
慨地说，40年经历让他坚信，真正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就能干出
名堂来。

“工匠精神”，这是近年来被广泛提及
的热词。

回顾40年工作经历，郑晓明认为一
个真正的工匠，最重要的品质概括起来就
是九个字——吃得苦、肯钻研、求上进。

“‘吃得苦’这三个字我体会特别深。”喻
亚成指着自己到处是洞的工作服，笑着说。

电焊属于有毒有害工种。春夏秋冬
都要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室内作
业，温度在50℃左右。尤其焊接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臭氧和氧氮化物，对人的呼

吸道、肺有一定的影响；刺眼的电光，可能
会对眼部和其他部位造成灼伤，从而引发
电光性眼炎。

干了10年电焊，喻亚成身上留下了
焊工独有的印记——他的手臂、脖子、前
胸，密密麻麻地散布着被烫伤后留下的伤
疤，长期拿焊枪的手也是异常粗糙。

然而，喻亚成也深知，光能吃苦远远
不能成为工匠，“关键还在于创新进取，精
益求精。我师父就是最好的例子。”

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入行不久郑晓

明就明白，光靠老师教的知识只能干好
“本职工作”，而不能“锦上添花”。当年师
父也曾告诫他，在企业，真正的工匠必须
狠抓技术攻关，不断改进、完善产品，为企
业创造价值。

郑晓明手中这把焊枪，就是为公司创
造价值的“有功之臣”。

几年前，公司从意大利进口的大型气
冲铸铁设备损坏，损坏处达80毫米厚，长
达1.8米，郑晓明带领工作室成员，经过5
天的努力最终焊接修复成功，节约资金60

万余元。不仅如此，他还修旧利废，通过
改进焊接方法，使大量报废的电极夹头重
获利用，每年为工厂节约数万元。

“我们是技术工人，也是党员，一定要
起到带头作用，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
为人先的锐气。我真心希望，有更多年轻
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工匠精神，厚
植工匠文化，在本行业、本领域，担大任、
干大事、成大器、立大功！”郑晓明这番话，
既是对喻亚成说的，也是前辈对广大后辈
的谆谆寄语。

对 话

靠一把焊枪能搞出什么名堂？
——成为“全国技术能手”“重庆市劳动模范”，获得“中华技能大奖”。
从普通工人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需要多久？
——28 年。
高中文化能不能当老师？
——能！培养焊接能手 100 多名。
给出这三个答案的人叫郑晓明，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

师、焊接高级技师。我市首批评定的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中，由他担任负责人的“郑晓明劳模创新工作室”是其中之一。

在年轻焊工喻亚成心中，郑晓明是教他技术的老师，更是他的偶像。
这个90后年轻人甚至将郑晓明视为“技术天花板”，因为他40年如一日追
求着职业技能的极致化，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制造”传奇。

不久前，在大江工业公司“郑晓明劳模创新工作室”里，这对师徒进行
了一次关于“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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