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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学华今年25岁， 出生于甘肃省
康乐县五户乡打门村一个贫困家庭 。
2018年6月， 常学华在中建康乐一期焊
工培训班接受培训， 培训合格后在中
建二局制造基地四车间开始了自己的
职业生涯，从一名高中毕业辍学在家的
迷茫少年， 变成了央企的一名产业工
人，其家庭也因为他的稳定就业，收入
稳步增加， 从而走出了贫瘠的大山，甩
掉了贫困的帽子。

初识， 与焊接结缘

常学华父母在家务农， 父亲因车
祸腰部受伤， 母亲也因劳累成疾需常
年服药， 仅靠十几亩山旱地维持日常
生计， 家庭负担很重， 再加上学习成
绩不好， 自高一便辍学在家放牛， 对
常学华来说， 没有一技之长， 也没有
一条适合自己的就业门路， 他的未来
不知道在哪里， 那时的他面对着西北
的黄土地常常彷徨。

当得知中建集团实施 “精准扶贫”
计划并到当地招收学员， 他抓住机会
报名来到了中建二局制造基地进行培
训学习。 正如常学华所说： “我很高
兴抓住了中建康乐焊工培训班这个机
会， 还和中建集团这样的大企业签订
了劳动合同 ， 我必须好好把握机会 ，
不断强素质、 练本领、 学技能。”

劳务输出一直是康乐县当地群众
创收的主要方式， 而作为劳动力价值
的重要影响因素， 技能的有无和高低
直接决定了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多少 ，
学会一技之长受益终身。 但由于文化
程度低、 缺乏专业技术， 康乐县外出
务工群众以单纯体力劳动为主， 劳动
附加值很低。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扶贫，
不仅只是 “输血”， 还是 “造血”， 激
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才是关键， 而技
能扶贫则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效
的方式。 在前期调研基础上， 康乐县
人社部门和中建集团主动衔接 ， 结
合康乐县外出务工人员实际， 创造性
提出让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的 “技能培
训+订单就业 ” 劳务输转帮扶模式 。
根 据 中 建 下 属 单 位 项 目 部 用 人 需

求 ， 选择性地开设相关紧缺工种技能
培训班。

2018年6月， 中建康乐中高级技能
第一期焊工培训班25名学员， 在甘肃
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经过为期两个月
的理论学习后， 再到制造基地进行为
期一个月的实践培训， 学习结束后由
学员选择自愿与公司签订劳动就业合
同 。 这部分学员从此开启了他们的
“蜕变” 之路， 常学华就是其中特别努
力突出的一位小伙子。

培训， 一切从零开始

“妈， 厂里给我们配备了两位导
师， 一位是焊接师傅指导我技能培训，
还有一位是康乐籍的前辈， 负责照顾
我生活， 我也想早日持证上岗挣钱养
家！” 为让家人安心， 刚到厂里实习，
常学华便及时地把消息传回了家， 同
时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本领。

据与常学华一个班组的学员刘小
东回忆， 他们划分完班组后就进入了
培训学习阶段， 每周培训6天， 上、 下
午各安排4个小时， 共计192课时， 培
训内容涉及企业文化、 安全知识、 焊
接概论、 焊接工艺卡与焊接符号识别、
焊接设备、 焊接材料、 焊接工艺、 热
切割与碳弧气刨、 焊接技术和焊接试
验等10余项培训学习科目。 培训老师
由焊接工程师、 国际焊接工程师、 注
册焊接检验师等专业经验丰富的人员
担任。

在焊接培训中 ， 师傅因材施教 、
严格要求 ， 常学华同其他学员一样 ，
从零开始， 由起初打不着火、 焊线走
得歪歪扭扭， 东一疙瘩西一块， 到最
终掌握立焊、 平焊、 仰焊等多种焊接
技能， 焊接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再看看他身上烫出了好多伤疤， 但小
常却从未叫苦叫累。

刘小东说 ， 在每次老师讲完后 ，
常学华都会缠着老师请教问题， 然后
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他的好学是整个
学员班组里是出了名的。 都说勤能补
拙， 但是常学华的勤奋并不因为是他
的拙， 相反在实操的过程中他总能很
快上手， 对于老师现场操作要点和注

意事项， 比如， 某台设备的生产能力、
使用规程、 日常保养等这些他一听就
通， 这让其他学员甚至培训老师都刮
目相看。

原来， 常学华自培训开始就准备
了一个笔记本， 老师宣讲的内容他都
记下来， 甚至反复学习课件，打开他的
笔 记 本 ，图 文 结 合 、要 点 、重 点 、读
图与识图、设备介绍等之齐全，这门技
能不亚于一名高三学生的笔记，说到此
处，刘小东还不禁咂舌，“难怪他总快人
一步”。

历练， 苦练本领走出大山

在入职将近两年的时间里， 通过
公司培养和自身努力， 常学华极大地
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 。
对于公司组织的季度培训， 他一课都
不落下， 努力糅合实操与理论， 从开
始不懂材料规格 、 构件种类 、 图纸 、
设计到能识图、 焊接、 装配。 据小常
所在的车间李主任说， 常学华刚入职
两个月就取得焊工证， 而逐渐掌握平
焊、 异形再到各种复杂的焊接构件的
技术工艺， 也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在常学华眼里， 电焊工作不仅有
趣， 也让他练就了一身绝活， 他更懂
得， 每束飞泻的焊花都倾注着自己的
心血， 他愿意用自己的汗水与焊花融
合冰冷的钢铁， 让每一次焊接都像是

在迎接一个艺术品的诞生。
因为爱上了这门技能，常学华一直

坚持着他勤学好问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他展现给车间和班组同事的状态永远
是在学习，不管理论还是实操。他给自
己定的目标是五年内成为中级技师，十
年内成为高级技师，要通过自己对企业
的奉献回馈中建集团给予他的这次机
会，这或许就是他孜孜以求、不断前行
的动力。他的工友们常说：“每天起得最
早的是他，睡得最晚的也是他，除了参
加实操培训， 他还自己找理论书来学
习，真的太拼了！”在常学华持之以恒、
不断锤炼自己的态度影响下，他所在的
班组和车间也自觉地掀起了比、学、赶、
超的工作氛围。

对于自己技能和素养的提高， 常
学华很高兴这份工作改善了他的家庭
生活状况， 实现了全家脱贫奔小康。

近年来， 经过中建中高级技能培
训， 共培养焊工48名， 测量放线工19
人 ， 还开展了76人的 “学历+技能 ”
的育才班， 并主动从各所属企业挤出
工作岗位专门用于解决培训后学员的
就业， 在工作岗位上加以培养。 这些
职工不用掏一分钱， 学到了过硬的就
业技能， 有的还拿到了大专学历， 极
大地提升了康乐县贫困劳动力技能水
平， 实现了走出大山， 以稳定就业摆
脱了贫困。

“从前的日子， 我是靠着微薄的
土地收入和自己不稳定的零工收入 ，
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也不过3万元。 自
从我在中建上班后， 每月平均工资都
在7000元以上， 家庭总收入翻了近两
倍， 我为家里置办了农机具， 盖起了
新房子 ， 一步步成为了 家 里 的 顶 梁
柱 ， 生 活 质 量 和 幸 福 感 进 一 步 提
升 。” 说这话的是常学华 ， 是一名焊
工， 他的幸福感来自中建二局的技能
扶贫行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超超//文文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东东坡坡//摄摄

焊焊工工常常学学华华：：
搭搭乘乘技技能能扶扶贫贫快快车车
走走出出了了大大山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