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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五下午5点，位于杭州市上城区
清波文化艺术中心的院子外，常常围满了
人。他们大都是来来往往的市民和过路的
游客。吸引他们目光的是一群在这里学习
非洲鼓的特殊孩子——他们有的是自闭症
患者，有的是唐氏症患者或脑瘫儿。

非洲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打击乐器，外
形似沙漏，两端开口，多用山羊皮包住较大
的开口端，用双手打击来演奏。因其节奏明
快，音调简单容易学习上手，几年前，一位叫
云峰的老师决定教孩子们学打非洲鼓。他
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教竟坚持了7年。

云峰老师，原名陈步增。他个子不高，
皮肤不白，有个圆圆的小肚腩，见人就笑容
满面，颇为喜感。要不是“唐宝宝”王梦婷当
面给我介绍，我压根想不到这个能将一群有
智力障碍的孩子带上央视舞台表演的“云峰
老师”，竟然如此接地气和受孩子们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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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温州制造业里
那些了不起的青年们

每个时代的青年，都肩负着特定的历史使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温州制造业曾一度陷入困局。但温州制造业并没有因此倒下，面对扑面而来
的智能制造、机器换人科技大潮，新一代的温州青年们毫无畏惧地接过接力
棒，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记者杜成敏

位于温州的申瓯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在公司
的“核心部门”——技术研发部门里，聚
集着一批以青年人才为主力军的队伍。

两年前，技术研发部27岁的章丰
阳凭着过硬的技术，带领团队搭建起一
套应急调度指挥系统——这套系统可
以满足各种极端情况下高难度的调度
工作，甚至可以直接联通系统范围内的

所有手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G20峰
会期间，整个杭州市公安系统的应急调
度指挥系统，用的就是这套系统。现
在，章丰阳的同事——28岁的史科铃，
正在开发这套系统的第三代产品，并已
实现触摸式控制和视频会议等功能。

这些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对手是
“华为”、“中兴”这样的通信巨头企业。
在他们小小的工作台上，诞生的产品随
时都可能产生百万、千万级的销售额。
据悉，他们还将产品打入高端的军用设
备市场。

“智能制造与产业互联网时代的这
些年轻人，活力满满、创意无限，时代的
舞台正在转换，轮到他们唱主角了。”申
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卫军
说，他们是公司的核心力量。

他们被称为企业的“核心力量”

在巨一集团的中底车间里，35岁
的梁初用电脑绘制好鞋底样图，再打开
软件输入几个程序，按下按键，旁边的
自动切割机就开始切出一排排整齐的
鞋底样模……

梁初是中底车间主任，看他操作智
能设备的熟练程度，谁也想不到，他只
有初中学历。

在巨一集团，这样的低学历高技能
的青年不在少数。他们原本也只是企
业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一线流水线上做
着重复枯燥的工作。谁也没想到，劳动
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设备更新、机器
换人的大潮，说来就来了。

一年近2000万元的设备投入，这
是近几年巨一集团“机器换人”的速

度。现在，连公司缝纫机都实现了智能
操控，一条流水线一分钟就可出产7双
鞋子。大批劳动力因此被淘汰。

但梁初他们不甘心就这样被机器
换掉。在公司组织的培训里，他们用努
力来弥补学历、学识上的不足，短时间
内实现了快速提升，并通过了层层严格
的选拔，最终征服机器成为机器的主宰
者。

“他们现在收入可不低。”巨一集团
技术总监潘杭春感慨地说，“他们从打
工者成长为技能人才，是一个质的跨
越。这种工作成就感也是他们在原来
岗位上体验不到的。成为技能型人才，
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应有的追求和方
向。”

不甘被“机器换人”的年轻人

2015年，在温州市第三届首席技
师评选活动中，28岁的张亮与29岁的
邱志达同时入选。同时出现两位如此
年轻的“首席”，是历届评选中没有过的
现象。

张亮与邱志达，都是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的实训教师，大专学历的他们能被
母校破格录用，是因为他们的数控技术
水平连一些专家都望尘莫及。

2016年底，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公司
向温职院发出求助——该公司手机金属
后盖采用的铣床制作工艺，在产量上一
直达不到质的突破，成为富士康一道技
术门槛。

接到任务的张亮与邱志达对工艺
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通过改用车床工
艺不仅能提高效率，刀具磨损也更小，
但需要改进算法。

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
为了保险起见，深圳富士康公司同时请
来了台湾专家。于是双方暗中展开了

一场“较量”，看谁的技改更加完美。
最终，温职院的年轻教师们成功使

用车床工艺，将手机后盖的生产时间从
1件10分钟缩短为3分钟，效率整整提
高了3倍多，完胜台湾专家。

“对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来说，3倍
的效率意味着什么？如果原有1000万
件手机的产量，要突破到4000万，那就
是上亿元的厂区、人工和管理的投入，”
邱志达说，“现在只需一道工艺就可以
实现，这个效益不可估量。”

这样的技术支持，张亮和邱志达共
为企业提供了不下50次，甚至连军工
企业也慕名而来，如，铝镁合金导弹外
壳加工，复杂的槽孔、螺纹、抛物线等高
难度的技艺，他们都一一攻克。

“到了我们这里，都是高难度的技
改研发产品，是企业技术团队‘啃不下’
的硬骨头。”张亮不无自豪地说，“但我
们不怕挑战，时刻准备着攻克一个又一
个难点。”

大专学历的技师完胜来自台湾的专家

在国家级众创空间——温州产业
科技众创空间里，1995年出生的张育
煌围着一台自动焊接机，已经“转”了两
个星期。这是一台企业订做的自动焊
接机，可代替企业原来的手工焊接，让
人工成本从5人降为1人。

今年6月，刚大学毕业的张育煌加
入了由老师带领创办的温州市贝佳福
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说是公司，其实
更像一个工作室，整个团队里除了教师
余胜东，其余7个都是90后小伙子。

“贝佳福”主要承接中小企业的自
动化设备的研发、改造，他们接手的几
乎每一件产品都要量身定做，不仅技术
要求高，还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毅力。

“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用数控加工
中心磨出来的，然后亲自手工组装。”张
育煌说，“除了这些，我们还要考虑生产
中出现的各种因素，后期还要到企业进
行大量调试，整个系统的研发是一个从
无到有的过程。”

两年多时间里，这群年轻人共研发
了近30种自动化设备，保持平均一个
月一项新产品的进度。每一款设备的
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的汗水和坚忍的毅

力。
“这群小伙子进步的速度也让我吃

惊。不少专家看了这些设备后，都不相
信是这帮‘90后’造的。”余胜东说，“都
说装备制造业维系着国民经济的基础，
我们服务的每一家小微企业，在将来都
可能成为温州制造业的主力，而这帮孩
子，正在播撒智能制造的火种。”

播撒温州智能制造的“火种”

一位小家电老板的特殊情怀——

他要带领智障孩子
“上房揭瓦开天窗”

自打成为杭州市上城区爱馨互助会的
一员，这个孩子们嘴里心心念的“云峰爸爸”，
便再难将自己与孩子们割舍开。为了教孩子
们学鼓，经营小家电生意的陈步增每周五都
要横跨一个城，从余杭五常赶到位于上城鼓
楼的艺术中心，风雨无阻。生意人陈步增怎
么会成为非洲鼓老师？原来，陈步增年轻的
时候就是个文艺爱好者，擅长吹萨克斯、打架
子鼓和非洲鼓，也热衷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
演出。7年前，因为参与了一场为心智障碍
孩子进行的义演，他走进了这个特殊人群的
世界。当他发现，这些喜欢沉浸在自己世界
里的孩子，却对非洲鼓有特别的兴趣时，便决
定义务教孩子们学打非洲鼓。这一教，就是
整整7年。自己的网名“云峰”，也渐渐被孩
子和家长们所熟识。

7年来，云峰老师和他的非洲鼓培训班历
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用云峰老师
的话说，这是一段带着喜悦的辛酸历程。

起初，没有经费买鼓，他就自掏腰包或发
动身边好友筹钱买。接着，因为打鼓的人多，
鼓声大，噪音扰民常被投诉，或被委婉驱赶。
因为没有固定场地，大伙到处“打游击”，直到
找到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艺术中心这个“大本
营”，才算结束了过去的“游牧”生涯。

一直来，云峰老师都没有给培训班设门槛，
只要孩子愿意来学，他都敞开门欢迎。现在班里
有固定学员近30个，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个孩
子一起来学习，孩子们年龄跨度很大，从七八岁
到20多岁，各自的状况也不同，有患唐氏症的孩
子，也有患重度自闭症的孩子。

教授这些学员要非常的有耐心。云峰老
师告诉我，一个简单的动作，简单的节奏，普通
人花一个小时就能练得非常熟练，但“自己的
孩子们”就不一样了，总共四五个节奏的曲子，
他要教7年。今年加了一个节奏，已经练了近
半年了，仅有一个孩子学会。

对此，云峰老师一点都不气馁，他说，音

乐具有让人身心愉悦的魔力，所以他不仅要
让孩子们用心、用脑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
还要让孩子们通过学习建立自信。这些年
来，他看到了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心脑
更开阔了，脸上也有笑容了，不爱开口说话
的孩子都能学会“吹牛”了，在他看来，这就
是孩子们越来越自信的表现。

“有一次，我们组织孩子们去内蒙古草
原玩，晚上在草原上的酒吧听歌、看篝火晚
会，有两个孩子付钱唱了两首歌，结果一发
而不可收，每个孩子都跃跃欲试，后来酒吧
的乐队把整个舞台干脆交给了我们，老板和
游客都被孩子们的热情和表演欲所感染，那
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孩子们的快乐和自信家长感觉得到，来
来往往的游客也能感觉到，而作为老师，孩
子们用饱满的精神状态敲击出的每一声鼓
点，登上舞台时变得从容自信的神态，都让
他无比自豪与振奋！

唐氏症患者王梦婷是云峰老师的得意门
生，也是学习打击乐最大受益者之一，梦婷跟
着云峰老师登上过央视《开门大吉》栏目，做过
杭州G20峰会志愿者，到上海参加过第一届
企业家校长节开幕式表演……只要一鼓在
手，梦婷就是舞台上自信和快乐的小明星。

梦婷快乐地说，云峰老师特别爱笑，也
很“搞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他不仅会教
鼓，还会唱歌跳舞，会扮演各种角色逗大家

开心。有时候他会反串演老太太，有时候又
扮成圣诞老人送他们礼物，大家都很喜欢
他。

孩子们的评价让云峰老师很受用，他说
这些年来，他一直用快乐的心态从事志愿者
的工作。“你的情绪会感染到你身边的人，特
别是面对这些心思单纯的孩子，你要用发自
肺腑的耐心和快乐去感染他们，温暖他们，
他们才会信任你，依赖你。”

为了赢得孩子们的好感，这些年来，云
峰老师一直信守承诺，无故绝不请假变卦：

“越是单纯的孩子，愈加不能去欺骗和伤害
他们，我会逗他们笑，会让他们开心，让他们
卸下心防，跟你亲近，我绝不会去敷衍他们，
出尔反尔伤害他们。”他说，在这个团队里，
家长也好，志愿者也好，都跟亲人一样，彼此
抱团取暖，一切以孩子的快乐为前提，不走
秀，更不作秀。

云峰老师发现，每个孩子，登上舞台之
后，脸上的笑容和眼睛里的光彩都变得格外
耀眼。孩子们喜欢舞台，更愿意出去展示自
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只要有演
出的机会，云峰老师就尽量去争取。纯公益
献爱心的演出，他们来者不拒，如果是有偿
演出，哪怕是很少的演出费，他们也乐意之
至。

“之前，我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千岛湖啤

酒节的演出，最后主办方付给我们每人50
元演出费，拿到钱的那一刻，孩子们兴奋的
样子，以及家长热泪盈眶恨不能把这笔钱裱
起来珍藏的激动之情，也让我倍加感动。”云
峰老师知道，那一刻，那50元钱在家长心目
中，是如同5000元甚至5万元一般重，那里
面承载着孩子们的自信、汗水，更饱含着家
长们的期望和被认可。

但一路走来，“毕竟自己的能力有限”，

云峰特别希望社会各界能多多关注到他们
这个一直在努力的小群体。云峰老师有个
很远大的目标——带着孩子们创业当老
板。他说，虽然我们国家有法律规定，没有
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可以经营公司当老板，
但他们有家人有亲朋好友，让他们抱成团带
领着孩子们创业，通过自食其力，让孩子们
能拿到工资获得分红，这何尝不是一股新鲜
的社会正能量！

“唐宝宝”王梦婷的妈妈刘艳，提起云峰
老师就赞不绝口：“作为家长，我们为孩子做
再多的事情，都是出于为孩子好的私心，但
云峰老师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有自己的生意要打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这是最令我们钦佩
的地方。”

作为志愿者搭档，刘艳非常清楚孩子们

对云峰老师的依恋，“他是志愿者也是老师，
但他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会比爸爸
低，事实上，云峰老师这些年的付出也真的
不比爸爸们少。贴时间，贴金钱，还要动用
自己的人脉关系，创造机会尽可能带孩子出
去表演，展示自己。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坚
持这么多年。”

对于自己的坚持，云峰老师坦言，最初

教孩子们学非洲鼓，是出于简单的爱心，但
这几年过去，跟这么多孩子和家长相处久
了，已然变成了家人一般，现在不是孩子们
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更放不下孩子，云峰
感慨地说：“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上帝给
他们关上了一扇门，甚至残忍地关上了窗，
但我要带着他们上房揭瓦，去开启一扇全
新的天窗。”

■记者许瑞英

生意人成了志愿者：他要让阵阵鼓点振奋人心

孩子们眼中的“搞笑老师”：会唱歌跳舞还会反串搞怪

厉害的云峰爸爸：上帝关上门闭上窗，他要带领孩子们开启一扇新天窗

云峰心里有个“小九九”：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登台表演

200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原宁波中学
校长蒋裕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
年10月11日在宁波逝世，享年74岁。

蒋裕源同志生于1944年11月，男，汉
族，中共党员，浙江宁波人。1968年参加

工作，原宁波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他坚
持又红又专，教学行政双肩挑，为学校教育
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94年被
评为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者。1998年被
评为浙江省百校肩并肩师资扶贫十佳校

长。1999 年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
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对蒋裕源同志的逝世，中华全国总工
会、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表
示深切哀悼。
浙江省总工会 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全国先进工作者蒋裕源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