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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江西省赣州市赣
县区委通过党团同步、
条块同步、学思同步、
知行同步，把提高对党
的 基 本 理 论 、 基 本 路
线、基本方略的领悟力
贯穿始终，引领团员和
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
进一步推动全区团员和
青年思想引领再上新台

阶。我们将继续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以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为抓手，深入
开展“青年文明号”“青年揭榜挂帅”“赣
鄱乡村好青年”和“童心港湾”“伙伴计
划”等团属品牌项目建设，引导团员和青
年把“小我”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
我”，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赣县篇章中
贡献青春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300 摄氏度高温熔化了焊条，耀

眼的火花落下，金属管壁上留下了一

条颜色绚丽、状似鱼鳞的细缝，在 38
岁的电焊工陈坤眼中，那是最美的艺

术品。

他是中国海油最年轻的焊接技能专

家，代表着最高级焊接水平的“鱼鳞

缝”是他练就的绝活儿之一。过去 10
多年里，他和团队用手中的焊枪，焊

出了屹立在海上的钢铁浮城，北极之

巅的液化工厂，还有蜿蜒密布的海

底“油龙”。粗略统计，这些年他累

计用掉的焊条多达 30 吨，他也因出色

的表现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天津

青年五四奖章”“首届海油工匠”等

荣誉称号。

焊接是国家制造业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艺，从火箭飞船、航母高铁，

到指甲盖大的电子元件，都不同程度地

依赖焊接技术。一道看似不起眼的焊

缝，如果出现裂纹、气孔等问题，会直

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和寿命，甚至可能影

响整个项目的正常运转。

为了让每一条焊缝都完美，陈坤

下了 10 年工夫。在这位“钢铁裁缝”

眼中，每块钢材都有它的灵性，“我要

做的是精心地焊接、打磨，让它成为

艺术品”。

他手中的焊道如同精美的丝绸，焊

枪轻微摇摆留下的片片“鱼鳞”均匀平

滑，宽窄高低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差别

只在毫厘之间。

得到“完美焊缝”并不容易，对水

下特种装备的电焊工而言尤其困难。

陈坤是海油工程特种设备分公司

的电焊工，因为海洋工程项目复杂，

他经常需要面对很多看似“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比如，钻到直径不到半米

的管线里完成焊接，这是挑战人体极

限的事。

最窄的管线直径只有 40 多厘米，

一般人钻进去动一动都很难，而陈坤的

任务是，要手持焊枪在狭小的管线中进

行 360度全位置焊接。

钻进管道时，陈坤肩膀几乎能擦到

管壁。绕开布满管壁的各种设备，他在

管道中保持或仰或爬的姿势，左右手轮

番开始焊接——这是他苦练出的又一绝

技。焊道喷射出的温度超过 300 摄氏

度，刺眼的火花落在防护面罩上，时不

时也溅到他的工服上，在手臂上留下星

星点点的烫痕……

最长的一次，他坚持了 3 个小时，

每次从管道里出来，他都像刚刚从水里

捞出来一样，浑身湿透。在一个重大项

目交付前，他用了 47 天，用掉 7000 斤
焊材，完成了 80余道焊口、120米焊缝

的焊接，100%合格。

而到了冬天，他还时常需要爬到几

十米高的平台上作业，冻僵的双手几乎

拿不住焊枪，可焊花飞起，他又稳稳地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寒来暑往，一焊就是 15 年。大家

管陈坤叫“钢铁侠”，仿佛他根本不知

疲倦、不怕受伤，总是能完美完成任

务。可不为人知的是，撸起袖子，他手

臂上的烫疤比谁都多。

焊接是个精细活儿，对眼神的要求

非常高，焊错一针，就会废掉一件，所

以优秀的焊工都需要有一双“火眼金

睛”。可陈坤偏偏是个高度近视，大学

毕业入职时，就戴着 600多度的近视眼

镜。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离得更

近，才能看得更清楚。“离得近了，就

难免被烫到。”陈坤说。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这个众人眼中

的“钢铁侠”，当年不过是个技术“小

白”。为了让技术更精湛，他白天练

完，半夜还爬起来继续练。一根焊条

不行，就焊两根、焊三根。体力不行

手不稳，他就挂砖头练习。视力不

好，他就不断调整姿势，蹲着不行，就

跪着、趴着……

凭着不服输的韧劲，他先后考取 30
多项国内外焊接资质，斩获全国石油石化

焊接大赛金奖等诸多奖项，从焊接小白成

功逆袭。

海洋装备对焊接的标准要求是远远

高于一般普通项目的，原因很简单，因

为无论是海上平台，还是海底管道，都

要求投入使用后，至少几十年免维保，

这就决定了不允许任何细小的缺陷，必

须得达到完美。

不仅如此，深海装备需要耐腐蚀、

耐低温、强度高，因此采用的材料也在

不断迭代，对焊接技术提出新的要求。

“每接触一种新材料，我们就要去做各种

试验，摸清这些材料的脾气秉性。”陈坤

说，有时会进行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试

验。

15 年来，陈坤一直在国家海洋发展

的蓝图中找寻自己的坐标。刚工作不久

他就参建过海上平台，努力学习平台上

各种特种设备的焊接特点和需求，后来

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涉猎的领域也越来

越广泛。

因为技术精湛，他创新的步子也迈得

更大胆。在海洋钢结构筒体内部环板焊接

时，他打破常规思维方式，尝试对埋弧

焊机进行创新实现环板自动焊，大幅提

高了焊接效率。埋弧焊在环焊缝的应用

成功激发了他的创新热情，他反复尝

试，试验改进，成功实现了大臂埋弧焊

在角焊缝上的推广应用。这项措施可在人

工成本、材料控制方面每年为公司节省成

本 10 万余元，更为后续项目生产提供高

效的技术支持。

这些年来，他先后攻克了大厚壁不锈

钢等多种特殊钢材的焊接难题，累计参与

完成 30 余项技术革新，获得多项国家专

利，累计为公司创效上千万元。

2021 年以陈坤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

室——“陈坤水下产品技能创新工作室”

成立，他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技能攻关、创

新创效和人才培养上。

他给年轻人分享自己手机里珍藏的几

千张焊缝照片，那是他多年积攒的宝贵实

战教材。他还将好的焊接方法、经验、技

巧总结到一起，编制出厚厚一本培训手

册，成为员工传阅学习的宝典，帮助多名

员工在“嘉克杯国际焊接大赛”等比赛中

摘金夺银。作为基层团支部书记，他组织

团员青年成立突击队，瞄准关键核心技术

难题攻关。

十多年里，陈坤把一道道漂亮的

“鱼鳞纹”印在了“深海一号”、海上采

油平台、海底管线铺设等

30 多 项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中，也把自己的青春与祖

国的海洋强国梦“焊接”

在了一起。

把青春与海洋强国梦“焊”在一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徐丹阳 谢宛霏
实习生 刘德熙

“红墙蓝瓦，片片祈年。奉天承好

运，所求皆所愿。”马来西亚来华留学

生林芊吟在游览完天坛后，将自己的感

受发布在了社交媒体平台上。

得益于“一带一路”奖学金，林芊

吟从马来西亚飞抵中国，来到北京交通

大学学习物流管理专业。在中国的这一

年半，她不仅感受到科技的快速发展，

也亲身体验了多元的中国文化。

历史与现代，同时铺展在林芊吟眼

前，她仿佛拥有了一个童年的万花筒，

随着不断的转动探索，越发感到惊喜，

也更想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不同的

伙伴。

从小与中国文化结缘

2023 年夏天，林芊吟前往西安的

北院门，探访郑和留下的印迹。在明

朝，郑和 7 次下西洋， 5 次驻节马六

甲，奏响了中马贸易往来和文化融合

的大乐章。“我在上小学时就知道郑

和，他对于我们马来西亚尤其是马六甲

港口，贡献非常大。”在林芊吟眼中，

郑和是一个“指路人”，带给马来西亚

的是和谐而非对立，是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

近代，爱国侨领黄乃裳率领华人开

垦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诗巫地区，促进

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诗巫，便是

林芊吟的家乡。

“黄乃裳先生来自福州，他来到我

们这边开垦，种植农作物，发展经济。

我的中学是一个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学

校。”林芊吟说。

先辈们开拓的同时，也将文化的种

子播撒在诗巫地区的大地上，促进了文

化的融合。

林芊吟自小便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

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是林芊

吟非常喜欢的一首古诗词，她觉得，诗

词神奇的地方，在于用短短几行文字，

把读者带到一个新的意境，而她总能从

诗词中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除了古诗词，林芊吟经常观看中国

的电视剧、综艺节目，并通过这些影视

作品了解中国。林芊吟回忆，很久之

前，《西游记》《红楼梦》等电视剧就进

入了马来西亚大众的视野，受到当地人

的喜爱。在林芊吟家乡，《甄嬛传》 非

常受欢迎，而她也是通过这部电视剧了

解到很多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其实，

在十六七岁时，林芊吟便有了到中国留

学的想法。

“一带一路”托起梦想

2023 年是中马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10 周年。 2023 年 3 月，马来西亚

总理安瓦尔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双方

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

据中方统计， 2023 年前 10 个月，

中马双边贸易总值为 1557.3亿美元，占

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的 20.8% 。

2022 年，中国对马来西亚各类投资达

125亿美元。

马中关丹产业园，马来西亚东海岸

铁路，吉隆坡地铁二号线……近年来，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马来

西亚合作共建了很多项目，为马来西亚

交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林芊吟发现，这些年中国的一些

新技术被带到了马来西亚，例如跨境

电商，这也改变了林芊吟和很多马来

西亚人的购物与生活方式，“马来西

亚有一个购物网站叫‘来赞达’，很

多货物都是从中国商家那边来的，还

有一个电商平台叫‘虾皮’，大家会

通过这两个购物平台去购买自己想要

的东西”。

林芊吟感受到了跨境电商带来的便

利，也看到了马来西亚在物流方面与中

国存在的差距。在“一带一路”奖学金

支持下，林芊吟于 2022 年来到北京学

习物流管理专业，她希望，学有所成

后，将所学的知识带回马来西亚，为家乡

物流发展作出贡献。近些年来，也有很多

像林芊吟一样的外国青年，依托“一带一

路”奖学金的帮助，到中国开启追梦之

旅。

得知林芊吟前往中国留学，她身边的

家人、朋友都觉得很了不起，在他们的

印象中，能到中国留学的都是很优秀的

学生。林芊吟偶尔为学业头疼，尤其是

面对一些数学模型时学得比较辛苦。她

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渐渐适应了中国的学

习生活。

来到中国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林芊吟

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林芊

吟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电子支付的应

用十分普及，非常便利。而在马来西亚，

当地人出门还需要带现金。

林芊吟还惊叹于中国交通的便利程

度，地铁四通八达、共享单车随处可见，

在北京，坐公交、地铁就能到达你想去的

目的地，“北京在科技进步的同时，还保

留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一些古代建筑和胡

同等保存得很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

非常注重文化传承”。

学习之余，林芊吟走过不同城市的大

街小巷，欣赏着各地的风土人情，她发现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远远超过她的想象。

林芊吟喜欢古建筑，尤其对北京故宫

很感兴趣。此前，林芊吟在 《甄嬛传》里

看到过故宫的模样，对故宫的建筑设计

萌生了好奇。来到故宫，林芊吟被深深

震撼，“很多马来西亚人来到北京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看看能否预约故宫的门

票，到了故宫，自己亲眼看的时候，才发

现那种震撼，真的是跟电视剧中看到的完

全不一样”。

做中国文化传播使者

来到中国后，林芊吟经常将自己生活

的点滴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我是一

个比较爱分享的人，我常在自己国外的社

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近况，去过什

么地方，吃了什么东西，参加了什么样的

活动，等等”。

“前段时间北京下雪了，我就‘拼

命’拍照片，因为在马来西亚是看不到雪

的。”在北京下雪时，林芊吟兴奋地发布

了 3条动态，分享看到初雪时的喜悦，她

在动态中写道，“南方的孩子终于看到雪

了，感受到用雪球砸人的快乐了”。

“之前我参加学校活动去过山东，尝

试了淄博烧烤，我把它拍下来给大家看，

大家都留言说好羡慕，也想要去淄博吃烧

烤，看看神奇的地方在哪里。”林芊吟还

将自己在山东曲阜、临沂等城市的照片陆

续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我身边的朋

友都觉得蛮新奇的”。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真的好想去”

“ 这 里 真 的 很 美 ”“ 我 也 好 想 去

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越来越多

的外国年轻人成了林芊吟的粉丝，为她

的帖子点赞，从她的分享中，他们了解

到了更多元、立体的中国，并且也想到

中国来看看。

现在，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同学向林

芊吟咨询来中国留学事宜。在林芊吟的

影响下，她的弟弟同样选择来到中国留

学，目前在北京交通大学学习电气工程

专业。

“‘一带一路’发展得越来越好，对我

们年轻人来说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未

来，林芊吟打算继续留在北京读研究生，

她希望多去体验感悟中国文化，成为中马

两国交流的使者，向更多海外年轻人“种

草”中国和中国文化。

林芊吟在学校会参加各种文化体验活

动，包括茶文化、中国菜品尝等，作为马

来西亚留学北京学生会主席，林芊吟希望

让更多马来西亚的留学生感知中国文化的

底蕴，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将中国文

化传播到她的家乡。

林芊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自己的

思考，她认为，文化的传播需要依靠实

操。前段时间，林芊吟去胡同里学习画脸

谱，“我在马来西亚生活了那么多年，都

没有接触过这么特别的手艺，我觉得应该

把这种手工艺带回马来西亚，让更多的人

去体验这样的东西”。

林芊吟觉得，想要弘扬一种文化，

也可以通过短视频等新媒体方式来带

动，所以她拍了很多视频，让外国人也

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底蕴深

厚、多姿多彩，“大家去相互了解彼此

的文化，对于我们大学生的成长有很大

帮助”。

海上丝绸之路绵延不断、贯通古

今，成为文明互鉴、对话的桥梁。 2024
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年，更

多如林芊吟一样的青年将继

续书写友好交流与追逐梦想

的故事。

马来西亚留学生：向家乡“种草”中国文化

林芊吟在西安参观永宁门、广仁寺、清真大寺。 受访者供图

团江苏省盐城市大丰
区委着力搭建“引才、育
才、用才、留才”全链条人
才工作体系，吸引青年人
才来丰扎根，在丰发展，
搭好“连心桥”，深化企业
家培养机制，举办“凝青
聚力 共商未来”青年企
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沟
通桥梁，助力 企 业 高 质

量发展；画好“同心圆”，聚焦海归青年群
体，设立大丰区海归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服
务站，常态化开展“为发展献良策，为青年
办实事”沙龙活动；构建“发展链”，推进乡
村振兴，组织创业导师团队走进农村开展
创业问诊服务，对 20 余个青年创业项目进
行“一对一”会诊。

团江西省赣州市赣

县区委书记 肖士汉

团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区委副书记 束瑞

陈坤在检查焊缝。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