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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陈红伟从普通瓦工到高层次人才，这启示我们，把工作当成事业干，做到
敬业精业，小舞台也能演出大戏，平凡岗位也能成就非凡。

“从普通瓦工到高层次人才”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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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各行各业里能工巧匠不断晋升高层次人才梯队，必定带动我市行业新
发展，为丽水市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能。

让行业能手在“高身价”中领跑

核心观点

每个成功的背后离不开默默的
耕耘，就如竹子一般，在泥土里奋力
地向下扎根，才会有冲破泥土的力
量，努力向上生长。

□ 莲都 林华斌

近日，缙云县白岩村“资深”泥瓦工陈红伟
成功“晋级”进入高层次人才，享受人才津贴、购
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是一件令人倍感振奋
的喜事。也是继碧湖农民大叔厉定伟成功评上
高级农艺师（副高级）职称后，又一位爆红的行
业能人。

20多年前，陈红伟入职建筑泥瓦工行业，当
年父母就希望他学得一门手艺能养家糊口。陈
红伟奔赴永康学艺，当时建筑队伍里的一些能
工巧匠抹得光滑平整的墙面，除了羡慕、敬佩之
外，他心中就立下决心，有朝一日定要成为精湛
技术的手艺人。抱着这信念，三年后学成归来，
无论是砌砖、吊线、抹墙，还是铺沙子、浇水泥、
贴地砖，他在反反复复的实践与反思中，不断提
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为手艺精
湛，加之勤勉上进，2018年陈红伟夺得丽水市首
届“绿谷工匠”技能竞赛（泥瓦工竞赛）第一名，
荣获了“丽水市首席技师”“绿谷工匠”等称号。
2020年又参加“浙江技能大赛”，取得第三名的
好成绩，获得“浙江省技术能手”称号。

如今，我们正需要杰出工匠在各行各业领
军再出发。工匠们也在不断挑战自己，观念上
与时俱进，方法上力求改革与创新，技术上精益

求精，将更多的新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发挥力
量。任何技术进步，都离不开工匠实践磨砺与
精神的支撑。工匠精神就是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务实肯干、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
敬业精神。这种精神推动着手艺人不断攀登新
高峰，将手艺活儿做成了事业与艺术。

不管是何种行业，只要肯钻研，都可以在千
千万万的众生中脱颖而出。中国自古就不缺工
匠精神，几千年来技艺高超的工匠也层出不穷，
成为华夏一族独特的文化。从鲁班雕木成凰到
庖丁解牛神技，从墨子探行求规到张衡观天测
地，从卖油翁“油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到《核舟
记》“技亦灵怪矣哉”，乃至当今我们身边的丽水
三宝，有着数不胜数的神人、神技。古人也好，
今人也罢，他们凭着精湛的技艺树立起行业的
丰碑，也孕育出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中国“工
匠精神”。2019年，浙江省总工会经遴选评审出
的 100 位“浙江工匠”中，缙云县晓村农机修配
部田晓村、松阳三鑫工程有限公司曹世亮、龙泉
市夏侯文青瓷厂夏侯文等人成功入选，成为我
市行业里的领军人。2021 年 4 月，我市浙江青
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王万成等 16 名高技能人
才入选 2021年“浙江工匠”培养项目。

各行各业里能工巧匠不断晋升高层次人才
梯队，必定带动我市行业新发展，为丽水市跨越
式发展注入新动能。

□ 市直 一言

据本报报道，今年 43岁的缙云“资深”瓦工
陈红伟，前不久被缙云县人力社保局认定为高
层次人才，享受人才津贴、购房补贴等一系列政
策。一个普通瓦工为何能获评高层次人才？陈
红伟的成功绝非偶然：他进入建筑行业 20 余
年，凭着虚心好学、勤奋肯干和不服输的劲儿，
手艺越加精湛，2018 年，他参加了丽水市首届

“绿谷工匠”技能竞赛——泥瓦工竞赛，凭借多
年的工作经验，最终取得技能竞赛第一名，还获
得了“丽水市首席技师”“绿谷工匠”等称号。
2020年，陈红伟经缙云县人力社保局推荐，参加
了在宁波举办的“浙江技能大赛”，荣获“浙江省
技术能手”称号。正是敬业精业的执着追求，让
他的人生在工作中绽放精彩。这也启示我们，
把工作当成事业干，做到敬业精业，小舞台也能
演出大戏，平凡岗位也能成就非凡。

面对工作，人们常有三种态度：把工作当副
业、把工作当职业、把工作当事业。把工作当成
副业的人，工作对他来说仅是一个招牌、一个幌
子，用心不专、精力外移，必然难有建树。把工
作当成职业的人，工作对他来说只是谋生手段，
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报酬和阶段任务。只有把工
作当成事业干的人，方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投入热情与精力，追求尽职尽责、尽善尽美;方

能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变困难和挫折为“垫脚
石”，在攻坚克难中体味奋斗的乐趣;方能不计
名利、甘于奉献，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从“小我”到“大我”
的精神升华、人生跨越。

应当看到，优秀不是与生俱来，运气不会从
天而降。每一次的激情奋斗和辛勤付出，也许
不会立竿见影，但从来都不是无用之功。它是
一种累积、一种沉淀，正在默默地为我们铺展前
行的道路，从而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机遇，成为更
好的自己。如果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而不自知，就很容易老化心态、弱
化激情，手里握着的将永远是“旧船票”，绝难登
上“新客船”。

有句话说得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
而是心中的梦想。唯一应该努力去超越的人，
是过去的自己。”置身这个浪花飞溅、奋斗以成
的新时代，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比我们优秀，而是
比我们优秀的人还在拼命努力。所以，我们绝
不能低估奋斗的价值，质疑点滴的付出，而是要
把过去的自己当作最大对手，摒弃自我懈怠、自
我羁绊的种种杂念，拒绝自我原谅、自我放弃的
种种借口，努力把平凡工作干出极致业绩，把细
微事情做到卓越标准，力争回头有一路故事，低
头有坚定脚步，抬头有清晰远方。如此，必能迎
来事业上的一片艳阳天。

向下扎根
努力向上生长

□ 莲都 邹成

近日，晚报报道了缙云陈红伟从泥
瓦工到高层次人才，获购房补贴 50 万
元的励志故事，这新闻登上了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头条，
并获得 10w+的阅读量，留言也给予更
多的肯定和点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只要你能在一个领域上向下扎
根，如同竹子一般，在泥土中积蓄能量，
就能有力量冲破泥土带来的束缚，成就
更好的自己。

陈红伟从事瓦工工作已有 20 余
年。从学徒开始，到钟点工、到包工头、
再到“绿谷工匠”“浙江省技术能手”，每
个角色的背后不是轻轻松松得来的，而
是默默地耕耘，用心用时用力对待每个
任务，践行着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即使
加班加点也要把活干到满意为止。功夫
不负有心人，2018年，陈红伟参加了丽
水市首届“绿谷工匠”技能竞赛——泥瓦
工竞赛，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最终取得
技能竞赛第一名，还获得了“丽水市首席
技师”“绿谷工匠”等称号。

水滴石穿、铁棒磨成针就是陈红伟
的真实写照，2020年，陈红伟经缙云县
人力社保局的推荐，参加了在宁波举办
的“浙江技能大赛”。“我很重视那次比
赛，想着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做出点成
绩，给父老乡亲们争光。”朴实无华的话
语，体现出他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和矢志
不渝的意志。

在过去的岁月里，陈红伟始终在人
生目标内解决自己的问题，他的人生里
有个架构就是如何成为一名“匠人”。在
这个架构下，他在人生每个阶段都可以
找到新问题，比如“要如何提技术水平？”

“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2021
年，陈红伟代表浙江省去成都参加“第七
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因为是全国
性的赛事，高手如云，没有取得名次，但
在比赛的过程中，陈红伟意识到，自己作
为一个手艺人，必须要不断精进技术。
只有通过不断解决问题，能力才会不断
提升。新能力产生新问题，新问题激发
新能力，这是个无止境的过程，但也是成
就积累的过程。之后，陈红伟除了学习
理论课程，还进行实操演练，与同行们交
流了施工的方法和技巧，并成功获得了
砌筑工职业资格证书。

每个成功的背后离不开默默的耕
耘，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在建设美丽
新丽水的征程中，每个人都要发扬为民
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
老黄牛的精神，在黑暗的泥土里奋力地
向下扎根，才会有冲破泥土的力量，努力
向上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