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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对很多人来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林鸣身上最亮眼的标签无疑

是“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而

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厂当

钳工。

“我做工人做得很好！”谈及 40多年前当

工人的那段经历，他一脸自豪地对《工人日

报》记者说。

在困难的环境里努力去适应

五年级的时候，林鸣随父母从江苏兴化

的县城下放到农村，读完初中后回城，进了

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当钳工。“那里的师傅，

要他教你点东西很难的，俗话说‘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嘛！这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步，

很磨人，在那个环境里要受得住师傅对你那

种不管不问的态度，要耐得住寂寞，然后自

己想办法学东西。”

怎么学？就是在旁边看别人怎么干，然

后自己琢磨自己练。就这样，日积月累，他学

了些本事，打了些基础。“当学徒的日子挺难

的，但回过头来看，其实这段经历挺有用的，

就是学会在困难的环境里努力去适应。”

“从您的个人经历出发，您会告诉今天

的年轻人，初入职场应该怎么做？”记者问。

林鸣说，第一，进了一个单位，无论交给

你的工作简单不简单，容易不容易，一定要

静下心来认真地去做，不要一边做一边讨厌

它。“对一个人来讲，不管知识、智商、悟性怎

样，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把它把握住，慢

慢积累，就是你人生的财富。”

“师 傅 叫 我‘ 今 天 把 这 个 东 西 锉 平 ’，

我 就 认 认 真 真 把 这 个 事 情 做 好 。 还 有 像

端 茶 送 水 扫 地 这 些 事 情 ，没 有 人 叫 我 去

做，我也都把它干好。”林鸣说，后来恢复

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了机关也

是这样，擦桌子、洒水、扫地，比别的同事

来得早点，打开水打得满满的，桌子收拾

得整整洁洁，地扫得干干净净，勤快的人

到哪儿都会受欢迎。

有人老会计较干多干少，盘算这活该不

该我干，还有人不屑于干那些“杂事”，而林鸣

觉得，干多是好事儿，干多不吃亏。“就像我当

工人的时候干了很多活，钳工也好，铆工、电

焊工、起重工也好，都干过，后来很用得上。

港珠澳大桥装接头的时候，我指挥 12000 吨

的起重机，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一点点付出

的努力，一天天掌握的技能，都在默默地为

机会的到来而准备着。

在林鸣看来，初入职场者很重要的另一

点是，你干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尽量把它干

好，做到超出别人的想象。“啥时候都要好好

干，不要光是港珠澳大桥这样的大工程你好

好干，小工程就不好好干。你哪怕盖个小房

子，甚至修个厕所，都要好好干！你就是干

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不尽量把它干好？从第

一步开始就抱着这个态度去做事，这样你的

人生会少很多遗憾。”

把每一个任务都当作一次机会

干钳工一年后，1974年，县里一个大化肥

厂招工，林鸣去当了操作工。因为有基础，又

勤快，哪个师傅都喜欢，啥都愿意教他。在这

里，他终于有了“产业工人的感觉”。

1978 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表现

优 秀 的 林 鸣 正 被 化 肥 厂 选 派 到 一 个 大 学

里 进 修 。 随 后 他 动 了 考 大 学 的 念 头 。 整

个 车 间 只 有 他 一 个 人 准 备 参 加 高 考 。 他

找了一套课本，一边看，一边悟，就这样考

上了大学。

毕业后去了一个工程单位，一开始和其

他大学生一样被安排跟工人一起干活。“铲

砂子轻松，可不让你去铲，让你去铲石子，很

累，但我也不抱怨，还是好好干。”

因为当过工人，他有基本功，电焊、钳

工、维修都干得不错。“给我个活，浇个混凝

土构件，一下就干完了。又让我带人盖个车

库，他们估计要盖半年，结果我两个月不到

给盖好了。又让我负责盖宿舍，他们盖了几

个月没盖出一层楼，结果我去，几个星期给

盖了一层。为什么我能做到？不光有技术，

还会动脑。”他说，“那时候唯恐没有事情做，

而不是说做了事情会吃亏。只要给了你一

点事情，都会非常认真地去想怎么把它做得

更好更好更好，更快更快更快。”

把每一个任务都当作一次机会，抓到个

机会就努力发光。3年以后，1984年，林鸣被

厂里安排去党校，作为后备人才进行培养。

这 以 后 就 有 了 更 多 施 展 才 华 和 抱 负 的 机

会——包括建设港珠澳大桥。

“每一步都是一种累积，您如何看待当

工人的经历对您以后人生的影响？”记者问。

“当工人的经历其实是我人生很大的一

个优势。像我比有些大学毕业直接来当工

程师的人厉害，可能就是我比他们多了一段

当工人的经历。因为我有农村的经历，工厂

的经历，再加上大学的经历，我就比别人多

了一些东西。”

每一段经历都可以变成财富，关键在于

你如何度过。把人生的每一步都当作一个

机会去珍惜，一步步累积，成就了今天“发

光”的林鸣。

从钳工到从钳工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以亲身经历林鸣以亲身经历告诉初告诉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入职场的年轻人————

““你干的每一件事你干的每一件事情情，，都要尽量把它干好都要尽量把它干好”” 崔洪武

“欢迎二位来到采油运行二班，我是二班党支部书记刘惠

亚，欢迎！欢迎！”车刚刚停稳，一个身材魁梧、满面笑容的中

年男子帮忙拉开车门。

盛婉月仰头握住伸来的大手，厚重，结实，很有安全感。

7 月 26 日，学“资源勘查工程”的盛婉月和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的孙登晋两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河南油田采油

二厂井楼采油管理区采油运行二班的两位技术员从厂部接

到班组。

“这儿以后就是你们的家了，有困难就找我。”刘惠亚看着

比自己儿子大一岁的两个大学生，身材小小的盛婉月还是一

脸的婴儿肥，宛如一名高中生的模样；精瘦的孙登晋也一脸的

稚气。

对于工作环境，孙登晋很是意外：“上班有大巴车接送，

站上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而且油井做到了信息化全覆盖。”

尽管校招时他对石油企业一线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但也做

了最坏的打算。

第一天入职教育。刘惠亚带领盛婉月和孙登晋参观了该

班的荣誉室和王文生劳模创新工作室，讲述着该班的历史、成

绩和荣誉。“钦佩”和“荣耀”在两个年轻人心中升起。

站长牛丛给两个新员工讲述四任站长 18年守护三夹河、

三次抗洪的故事，带他们熟悉生产工艺，牢记安全规则。“站内

站外设备存在高温高压风险，不能随便触碰，第一个月要多

看、多问、多想、少动手，最好不要动手。”他反复叮嘱。

跟着师姐周青巡井，盛婉月看到她每巡视完一口油井，都

会紧紧盘根盒，把采油树再仔细擦拭一遍。“夏季多雨，绝不向

三夹河排放一滴油污是我们的承诺！”周青的话，盛婉月牢牢

记在了心里。

“毕业前我也去过其他油田实习，没想到这里的清洁生产做

得这么好。”盛婉月欣喜地说，“这儿风景很美！像是在景区。”

巡井途中，他们看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河岸南边，大

风车在不停地转动风叶；河岸北边，抽油机或“一字”排列或

“弧线”排列。新能源与传统能源隔水相望。

了解到河南油田已经开发到中后期，有的油井含水率高达

90%以上，而且国际油价下跌，再加上新能源发展带来的冲击，

孙登晋思考，这个时候进入石化企业，充满着机遇、冲击和挑战。

“我学的是计算机，跑来干石油，刚开始觉得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地下，心理落差有点大，但现在觉得，要利用自己的专

业，开发人工智能，推动人机脱离，为传统工业注入新的力

量。”孙登晋说。

结束一天的培训回到站上，两个年轻人看到跟自己父母

差不多年纪的站长还在手机上自学油井管理网络课程。两人

会意地对望了一眼，默默地交流心里的惊讶与敬佩。

这儿，以后就是他们的家了。

““这儿以后就是这儿以后就是
你们的家了你们的家了””

刘杨

“没去过北上广却在喇嘛山脚下扎了根，一晃也一年多

了。”8月 3日，在施工之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

齐哈尔工务段巴林线路车间道岔班组线路工徐兴帅感叹道。

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巴林镇群山环绕，年货物运输能力

超过 1亿吨的滨洲线从此穿过，可就是如此重要的咽喉要道，

巴林镇的街道却是少有人烟。徐兴帅自 2020年初来到这里，

就成为当地少见的年轻面孔。

喇嘛山站的站场不大，4 条笔直的线路在阳光下绵延伸

展，消失在远处的山脚下。“这里的夜晚，头顶的星星比城市多

了些，坐在车间的院子里，周围安静得如水一般，觉得钢轨也

在悄声和我说话。”徐兴帅说。

线路工被称为是钢轨的“全能管家”，包含瓦工、电工、气

焊工等等工种的技能，想要成为合格的线路工，就要练就十八

般武艺。哪里有钢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一年四季在野

外，经常是“夏天掉层皮，冬天冻成冰”，苦活、累活、脏活这个

工种都能涵盖，很多年轻人都对这个工种望而生畏。“我刚毕

业的时候，能比现在白 4个色号。”徐兴帅开玩笑道。

“养路工作看似‘老大粗’，实际却是个精细活，线路动静

态控制都以毫米计算，曲线正矢、圆曲线放线测量更是一点都

马虎不得。”徐兴帅讲得头头是道。

适应工务生活并不容易，一毕业就扎进深山对于青工来

说更是一个有些艰难的选择。巴林镇只有一条街道，这里没

有超市，没有商场，只有车间对面的小卖部，连饮料都是从前

没听过的牌子。徐兴帅偶尔还是会想念大学的自由自在和无

忧无虑，惦记远在异地的父母，幻想未来的那个她。

徐兴帅的家在齐齐哈尔市的依安县，距离巴林镇 355 公

里。虽然不是很远，可这里不通高铁，回家单程要坐十几个小

时的火车，从年初到现在，徐兴帅只回过两次家。

“我从没觉得工作在巴林是件烦心事，反而这里贴近自然

的环境让我的思绪静了下来。”徐兴帅年仅 24岁，却散发着与

同龄人不一样的沉稳。

脚穿黄胶鞋身着黄色工装，单手拎起 30 多公斤的起道

机，入路一年多，他早已褪去学生的青涩，样子像足了一名技

术工人。

（本版题图：西北油田采油三厂新招的年轻人。 罗丽娟 摄）

““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
能比现在白能比现在白44个色号个色号””

万玲

2021 年盛夏，没有父母的陪伴，我独自

一人从哈尔滨到上海。走出地铁站，东方明

珠就在不远处矗立。我能适应从学生到员工

的身份转变吗？能够吃得了工地上的苦吗？

带着对未来的疑问，我加入了中交三航局二

公司。

经过大半个月集体培训，了解了该公司

的基本情况后，我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并拜了

安装施工处党支部书记么俊杰为师。很快，

师傅给我下了第一项任务——到浙江省舟山

市宝钢马迹山港 21 号廊道项目从事宣传工

作。师傅说：“要想做好角色的转变，首先就

得知道，你是谁？你在哪？”

初到马迹山港项目，“钢结构桁架”“倒

驳船”……一系列陌生的工程专业术语接踵

而至，让新闻专业毕业的我完全摸不着头

脑。性格一向活泼的我，面对新同事、新环

境一时之间竟也不知如何开口请教。

“你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我就好了。”

“你不是学工程出身，不懂这些很正常，慢慢

来，其实不难的。”同事的主动关心让我不再

手足无措，我开始鼓起勇气，大胆地同他们

交流。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正式走进工程人

的队伍，走进工程。

一天，我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们有幸去

见证第一个重大工程节点——21号廊道第 3

跨钢桁架的拆除吊离。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港

口施工现场，红色矿粉在空中飞舞，我们全副

武装，穿着工作服、救生衣，戴着安全帽、防尘

口罩，就如米其林轮胎人一般。

行走在码头上，我第一次看见横亘在海

上轰隆作响的矿粉运输廊道和百吨重的钢桁

架，以及体型庞大的浮吊船……内心的震撼

无以言表。而走近廊道，看着坚硬的钢桁架

被拆得支离破碎时，原本觉得身上装备累赘

的我，恨不得多加一层保护。

盛夏的海港，太阳辐射十分强，我要在码

头的露天高地上拍摄记录工程节点情况，为

后续的宣传报道收集第一手材料，这一站就

是 3个小时。

回到会议室，我赶紧将勒得生疼的安全

帽和防尘口罩摘下，汗水浸湿了头发，干净

的工作服也早被铁锈沾染得面目全非。脱

下工作服，我瘫躺在工作椅上，第一次体会

到工程人的辛劳，也深深明白了临行前师傅

话中的含义。

什么是工程，大概是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而什么是工程人，大概是在一片荒芜中耕

耘出希望，创造出奇迹，而又在铸就辉煌之

后，暗自退场，投入到下一场“战斗”。而我的

工作，正是和他们并肩作战，记录下工程，记

录下他们，让汗水被看见，让努力得到肯定。

半个月后，我的第一篇稿件被刊发了。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对项目部工作生

活的憧憬。总以为在海边工作，有沙滩还有

暖阳，一定是舒适惬意的，但实际上，却是每

天穿戴着厚重的装备，顶着毒辣的太阳，在

繁忙施工作业的码头上听着皮带机轰隆隆

的运转声。

但若要问我后不后悔，我想说“不”。走

出校门的我们，要扛起担当，去证明繁华处可

出彩，无声处亦可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要想做要想做好角色的转变好角色的转变，，首先就得知道首先就得知道，，你是谁你是谁？？你在哪你在哪？？””

第一次体会到工程人的辛劳第一次体会到工程人的辛劳

杨林

马季刚到岗位就被泼了一盆凉水。

马季大学毕业应聘到西北油田后被分到

了下属的物资供应管理中心。刚结束入职培

训，单位就把他和同时招来的两个小伙伴送进

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5号联合站建设工地。

5 号联合站四周全是茫茫沙漠。8 月的

大漠，骄阳似火，50 摄氏度的高温使枯沙生

烟，除了偶尔看到的一蓬蓬骆驼刺外，其他什

么也没有。

从小生活在腾格尔沙漠边缘的马季对沙

漠熟悉，他站在值班室门口，心里像打翻了五

味瓶。

马季是带着雄心壮志来到西北油田的。

他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读书时参观过大庆油

田王铁人纪念馆，在王铁人塑像前暗下决心，

将来要把学习的知识发挥到极致，在油田干

一番事业。

可是，在这远离基地、几乎被世界遗忘的

沙漠中，理想能实现吗？他有些迷茫。

“小马，走，我带你转转。”质量管理部副

经理魏善泉好像看透了马季的心思。

魏善泉当起了“导游”：“5 号联合站是西

北油田首座采用‘五化’模式的联合站，建成

后将为顺北油气田扩大产能规模提供重要保

障，咱中心在这里的任务是负责设备调试。”

在野营房闷热的过道里，马季看到一位

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工人一头扎进窄小的

宿舍，鞋也不脱，爬到床上便呼呼入睡。

“这位叫胡继林，30 多岁，显老是晒的、

累的、熬的，在这儿经常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

时，无法按时吃饭。”魏善泉介绍。

“你们好!”有人打招呼。站在马季面前

的是一位 30岁出头的高个子小伙儿，脸庞黝

黑还脱皮。“他叫胡瑞龙，一年最起码 280 天

都守在这儿，休假回家他刚满 1 岁的女儿认

生不让他抱。他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主动

请缨上来的。”

马季默默地点点头，若有所思。

往前走，马季看到烈日下有人从储罐区

到硫磺处理单元，再到冷却塔爬上爬下在忙

乎着什么，蓝工服被汗水紧紧地贴在身上。

马季估计，这位很可能是临时用工。

“他是咱油田赫赫有名的专家吕庆钢，别

看他的第一学历是技校，但他靠钻研创出的

成果为油田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是大家的

榜样。”魏善泉说，“中心是为了重点培养你们

才把你们分到这里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

荒凉的人生，我相信你们 1 个月后都能独当

一面！”

马季感到，自己的脸有点微微发烫。

“你认识它吗？”魏善泉指着不远处的一

蓬骆驼刺问道。

“是骆驼刺，耐旱耐碱，生命力极强，别看

它地面部分矮小，但庞大的根系深深地扎在

地下。”

马季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扎根

沙漠的植物。

小伙喜欢上骆驼刺小伙喜欢上骆驼刺

编者按

你还记得自己的入职第一天吗？你

精心挑选了哪件衣服，又背上了哪个包，

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上班族”的样子？

你是否正在经历初入职场的洗礼？

是兴奋多一点，还是忐忑多一点，“单位”

又是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有人在这里回望，有人从这里出发。

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群年轻人走

出象牙塔，步入工作岗位。这是成为“大

人”的必经之路。这一路，会有鲜花，也

会有荆棘。

脚踏实地，你的汗水见证你的成长。

心怀梦想，你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

从第一天开始，尽力做好每一件

事。你就能，让自己在岗位上发光。

在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一
公司西南项目70228钻井队举行的迎新
仪式上，新员工与老师傅签订导师带徒
协议，师傅们还为徒弟送上洗发水、毛巾
等见面礼，并叮嘱他们尽快熟悉环境，尽
早实现角色转变。

李勇仓 摄 蒋晨峰 文

见面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