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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闪闪这个名字，一听就让人印象深刻。
“是‘闪闪发光’的‘闪闪’。”首次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的柴闪闪，身穿着墨绿色工作制服，
介绍自己的时候，眼神里透着一股认真劲儿。

2004 年 5 月，中专毕业后在外打工一年
的柴闪闪进入上海邮政系统。14 年过去，这
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上海
站邮件处理分中心邮件接发员，从一名农民
工成长为业务能手和青年骨干。

“我还记得刚来上海邮政工作时的情景：
冬天在站台上装卸邮件，冻得发抖；夏天顶着
近五十摄氏度高温，在火车车厢里奋战……”
柴闪闪说，那时候的活儿又脏又累又苦，单位

的老同志给了他很多照顾。经过一段时间的
磨合和适应，凭着那股认真劲儿，逐步得到大
家的认可，单位逐渐给他“加码”：先是让他加
入转运团队，后来又让他做接发员，对进站的
邮件进行计划配发，根据掌握的邮件数据安
排合理的路线，保证以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
最快、最好地进行配送……

“加码”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是
金子总会“闪闪发光”。柴闪闪逐渐熟悉工作
特性，从一个农民工转型为业务能手。就在
2017 年的“双十一”，他带领上海市邮区中心
局上海站 20 多名青年员工组成青年突击队
进驻南站，顶住接连 3 天高强度的工作压

力，与上海南站邮件处理分中心的员工们圆
满完成全年邮件收发业务最高峰的工作挑
战。

新生代的农民工是怎样的？柴闪闪说，现
在的我们不像老一辈那样，进城就为了“打工
挣钱、回家盖房”，而是抱着“增长见识、提升
眼界”的念头来的，想在大城市“混出来”、留
下来、学到真本领。

柴闪闪建议政府在政策上进行扶持，让
更多的企业加大对入职农民工技能提升的
力度，提供持续“再培训”的资金投入。同时
要针对农民工群体，开展适时性、适用性职
业技能培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柴闪闪还

建议适当增加农民工廉租房配比，或支持企
业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减轻生活成
本，引导他们主动学习、提升技能、改善生
活。

“我们要不断学习进步，才能成为更好的
自己。”柴闪闪不满足于在邮政系统的业务练
兵比赛中频频获奖，他还在国家开放大学就
读在职的行政管理专业，“现在社会在发展，
传统企业在转型，机械化、科技化都在不断更
新，我们也要多‘充电’，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提升自己的技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记者陈聪、郭敬丹、王琳琳)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我们新生代农民工，跟老一辈不一样
“85 后”代表柴闪闪：想在大城市“混出来”、留下来、学到真本领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刘巍巍、
侯丽军)初见全国人大代表、世界联合学院常
熟分院院长王嘉鹏，是在江苏代表团的小组
讨论现场。要不是椅边的一副拐杖，很难想
象，这个 37 岁的“大男孩”曾经历过死亡的威
胁和多年的伤痛折磨。

25 年前，一场空难造成年仅 12 岁的王
嘉鹏腰椎爆裂骨折并伴双下肢截瘫。在康复
中心经过长达 5 年训练后，他才重新站立起
来，借助拐杖行走。

“康复医疗是我特别关注的领域之一。”
王嘉鹏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这有必要引起社会对中老年人康
复医疗的关注。

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王嘉鹏在会前
结合自己的康复治疗经历进行了认真调研。
他发现，中老年人健身方式和场所单一，随着
年龄增长，这类人群更易出现脊椎腰椎酸痛、
肌肉僵硬等症状。“我将尝试提出适合中老年
群体的、具有一定医疗康复作用的健身运动
方案。”

如果说康复医疗给了王嘉鹏新的生命，
教育则赋予了他新的目标。重新站起来的王
嘉鹏经过刻苦自学，成为首个考入挪威世界
联合学院的中国内地学生，他的事迹也在挪
威家喻户晓，被称为“中国英雄”。

始创于 1962 年的世界联合学院，是世界
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国际预科学历的教

育机构，以“增进国际了解、促进人类和平、实
现可持续未来”为教育理念。

在挪威的几年间，王嘉鹏不仅重拾了自
信，收获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还对如何发展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有了更深思考。

2000 年硕士毕业后，王嘉鹏放弃挪威
优越的生活回国，经过 15 年不懈努力，在
江苏常熟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所世界联合
学院。如今，这里吸引了来自近 100 个国家
和地区的 560 名学生和 140 多名教职员
工。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
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王嘉鹏说。

为解决一些困难家庭的学费压力，王嘉

鹏发动世界联合学院全球校友进行爱心捐
赠，为贫困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

“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入校时提交表格，按
需申请。”他说，眼下学院的奖学金发放比例
已达到 60%。

令王嘉鹏欣慰的是，2017 年，学院首届
毕业生都已升入适合各自发展的大学，包括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大学和许多著
名文理学院。

“不管这些孩子未来走向何方，都希望
中国化的国际教育能在他们人生中留下独
特印记；不管这些孩子今后从事什么职业，
都希望他们永保一份真挚的民生情怀。”王
嘉鹏说。

一位“拐杖英雄”的民生情怀
王嘉鹏代表：每个孩子都应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符小琴代表：把基层声音带到会上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
电(记者乌梦达)“虽然我只是
全国 12 万法官中普普通通
的一员，却能够通过一纸判
决引导社会价值、规范社会
秩序！”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基
层的法官、北京市房山区人
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说。

厉莉讲了自己亲身经历
的小故事。2017 年初，房山
法院受理了一件较为特殊的
案件。案件原告是在外地注
册、在北京经营的一家小贷
公司，被告涉及全国各地
200 多人。从表面看，原告证
据齐备。但在审理中发现，这
些被告在借款时都被原告代
理人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办一
张银行卡，而卡实际放在原
告代理人手里，通过这种方
式制造银行流水。其实这些
被告根本没收到转账凭证中
那么多钱。原告则通过这种
方式牟取巨额利润。

成为被告方，不少群众
起初抵触情绪非常大，担心
在北京经营的原告与北京的
法院熟悉，要牟取不法利益，
坚决要求把这个案件移送外
地审理。经过认真细致的调
查，房山法院查清了案件事
实，做出了公正判决。这个结
果不仅规范了小贷公司的经
营行为，也赢得了人民群众
对司法的信任。

厉莉说，审判是一个神
圣的职业。“比如一个金融案
件，审判结果可能影响一个
行业，涉及千万百姓。”

类似的案件，近年来不
断增加。厉莉发现，民间借贷
纠纷多年呈上升趋势，尤其
是非法放贷现象日益严重。
以北京法院为例，2017 年受
理 的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是
145721件，5 年间民间借贷
案件增长 4 倍。

为此，她专门提交了在
刑法中增设“非法放贷罪”的
建议，以期治理校园贷、裸贷
等乱象，防范因民间借贷衍
生出的暴力催收、侵犯个人
隐私等乱象，进而有效打击
逃避金融监管的非法放贷行
为，防范金融风险，稳定社会
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把司法工作体现人文关怀，通过司法审判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捍卫公平正义，作为工作原则。”厉莉说，自
己的最大愿望是让法治信仰扎根人民群众心中，通过审
判每一个案件，向人民群众传递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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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建)来自中车齐齐哈尔车辆
有限公司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敬华认真聆听政府工作报
告，参与小组讨论，共商国是。她呼吁加大力度培养高级
技术工人，弘扬工匠精神，打造“大国工匠”。

1995 年，技校毕业的张敬华成为中车齐齐哈尔车辆
有限公司为数不多的女焊工，一干就是 20 多年。上班没
多久，自以为技术还不错的她，参加了公司举行的技能比
赛。没想到焊接的试板和老师傅一比，差得太多，“当时我
都没敢拿出来参赛。”她说。

这次比赛，对张敬华触动很大，她暗下决心要把技术
练好。上白班时，她就晚上加班练习；上夜班时，她就白天
去单位练习。至今，张敬华手上还有当时烫的伤疤。但是
每一次看到自己技术上的进步，她都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一次，公司生产一种出口试制车型，产品的焊缝与外
方图纸出现一点误差，价格不菲的产品出来后，外方要让
整个产品报废。在现场的张敬华感到很着急。“这个产品
要是报废了，我们公司就损失不少钱，很心疼。”张敬华当
场表示，“这道焊缝，我来焊接，按照外方技术要求，保证
焊完之后质量没有问题。”当着外方的面，张敬华现场操
作，精心施焊。焊完之后，产品进行了各种试验，全部合
格，外方非常赞赏，竖起大拇指。

2010 年，公司举行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张敬华获
得电焊工工种首席称号，这让不少男同志都羡慕、敬佩不
已。张敬华把所学到的操作技能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焊接
的产品不仅受到检查员、验收员的一致好评，而且被公认
为免检产品。

20 多年来，张敬华一直从事一线电焊作业，她所带
的徒弟，都已经成为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她累计为公司
培训焊工两千余人次，生产过 40 多个品种的铁路货车，
出口到世界五大洲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时间长了，张
敬华越来越感受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离不开
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

“现在我们国家高技能人才紧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
老龄化趋势严重，呈现断层现象，其中以制造业最为突
出。”张敬华调研发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甚至存在老一
辈高技能人才想把绝技诀窍传承下去，却找不到好徒弟
的现象。同时，教育体制重学历，轻技能。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张敬华感到责任重大。“我作
为基层一线职工，对高技术工人的短缺有深刻体会，我们
国家要想成为制造强国，离不开高级技术工人，必须要培
养和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今年全国两会，张敬华关注的就是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她呼吁，树立榜样的力量，对贡献突出的技能专家和
“大国工匠”，给予更高的实际待遇。张敬华还建议，从提
高待遇、增加学生社会实践、构建高技能人才发展绿色通
道等方面入手，吸引新生代力量加入技能人才大军，帮助
年轻人掌握高超的技能。

要想成为制造强国

离不开高技能人才

张敬华代表呼吁打造“大国工匠”

全国人大代表符小琴是海南省农垦五指
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琼中乌石白马岭分
公司岭头茶厂高香茶班班长，从事茶叶加工
已有 18 个年头。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她带领
高香茶班相继研发出一批茶叶新品，实现茶
厂产品结构向多元化、高端化转变。符小琴
说，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通过这些年的开
放发展，海南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她表示
要继续用心做茶、做好茶，借助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东风，让家乡发展得更好。

对于符小琴来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表示要关注民生问
题，把基层的声音带到会上，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王博、谭
谟晓)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中，一位纺织女工双
手在高速运转的细纱机间上下翻飞，20 多秒
完成了 10 个锭子的接头。这是一段拍摄于兰
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纺纱厂车间的视
频，视频的主角就是这家企业的细纱工、全国
人大代表范冬云。

10 个锭子接头的标准用时是 50 秒，
范冬云却将速度提升了近一倍。她保持厂
里最快纪录数十年，至今无人能打破。

2005 年，范冬云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
称号，2009 年获评“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
兵”，2016 年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她
还在去年被提名推荐为全国“大国工匠”候选
人。

1991 年进厂，在岗 27 年，范冬云经历
了企业的兴衰。前些年，受金融危机波及，
加之生产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企业经营举
步维艰。“一些普通的粗纺面料能做，但一
些高精尖的精纺产品我们生产不了。”范冬
云说。2015 年，企业整体搬迁至兰州新区，
范冬云的“老伙计”细纱机也换了“新模
样”。

迁址后，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通过
技术革新将石墨烯纤维、牛奶蛋白纤维、玉
米纤维等新材料用在面料里；自主研发的
面料制成的女包打开了国外市场。伴随着
提质增效，企业逐渐打入高端市场，范冬云
们的工资也翻了近一番。“作为一名基层纺
织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好处。”范冬云说。
为了把大伙的想法带到大会上，来北

京前，范冬云特地请教、走访，做了许多功
课，渐渐看到一条清晰的出路：智能制造
能够实现生产工序的自动化、数字化，实
时在线监测和数据提取、分析，能够提升
劳动效率、降低劳动强度，节约人工成本。
“纺织行业要想摆脱现在面临的困境 ，还
得依靠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是必由之路。”

范冬云说。
范冬云希望，政府更加关注纺织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引导鼓励纺织企业淘汰落后产
能，走智能化发展之路，同时及早做好智能制
造领域紧缺人才培训培养，“让老纺织也能实
现大‘智造’”。

范冬云代表：老纺织也要大“智造”

作为本次全国
两会最年轻的“95
后”代表之一，中建
五局总承包公司的
项目质量管理员邹
彬，短短几天已经
见过不知多少家媒
体。

这位年仅 22
岁、初中没毕业就
跟着父辈外出打工
的“小砌匠”，如今
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引来诸多关注
和期待。

邹彬说：“我也
没想到有机会来这
里履职。”自己平时
很少说话，就是和
砖头、泥沙为伴。但
“闷”的另一面就是
爱琢磨、肯“钻”。他
愣是用一把小泥刀
“玩”出了新境界。

16 岁，别的孩
子还在叛逆期、跟
父母较劲的年龄，
邹彬已经跟着包工
头四处流转，在尘
土飞扬的工地和灰
浆 、挑泥沙 、搬砖
头，从不叫苦叫累。

空闲时间，邹彬偷
偷模仿老砌匠的样子学砌砖。

有一次，一位老师傅回到工场时发现自
己未砌完的墙凭空高出了一米多，而且质量
并不比自己差。细问之下得知是邹彬的“杰
作”。从此邹彬便与泥刀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时，为砌好一面墙，邹彬会反复推
倒重来多次。看到好的“作品”，就主动上门
请教，甚至将墙绘成草图带回家反复研
究、琢磨。进中建五局 2 年多，邹彬几乎没
休过假。就这样一门心思地钻研，邹彬的
手艺日益娴熟精湛。

一面 12 平方米的墙，别的工友得花一
天的时间砌好，他只要半天。而且，他砌的
墙，砖面清清澈澈，不沾一点水泥。工友开
玩笑，说他不是在搞砌筑，而是在搞艺术。

2014 年，在中建五局工地干活的邹
彬，从工会组织的“超英杯”劳动技能竞赛
中脱颖而出。

2014 年 7 月，邹彬代表中建集团参加
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以第
一名的成绩进入国家集训队；2015 年在巴
西获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
砌筑项目零的突破；2016 年在湖南“十行
状元、百优工匠”砌筑工竞赛摘得桂冠。

“我希望把我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只要
肯努力，总能走出困境，一步步实现自己
的梦想。”邹彬说，曾碰到过很多跟自己一
样手艺不错的新生代建筑工人，但随着房
地产浪潮变迁，大多换到别的行业打零
工，收入不稳定，也难以融入城市化进程。

“我从农民工中来，我了解这个群体，里
面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希望国家给予新生代
农民工更多关怀和技能培训，让更多人能跟
自己有同样的机会成长、成才。”他说。
(记者姜琳、阳建)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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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小琴在岭头茶厂内查看大叶种茶
（2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符小琴在岭头茶厂的办公室内工作
(2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拼版图片：左图：符小琴（前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右图：符小琴随海南代表团乘飞机抵达北京（3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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