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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哥，我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了！”7月 3日，国网宿迁供电公司调度
运行班副班长尹兵收到了一条微信信
息，这条微信中还配有一张大红色
EMS快件的图片，信封上清晰地印着

“浙江海洋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
字样。这条信息，来自一名“小伙伴助
学基金会”曾经资助的宿迁贫困学子
小蒋。

9年前，因为偶然看到的一则电视
新闻报道，尹兵突发奇想与大学室友
创办了“小伙伴助学基金会”。9年来，
这个非官方的公益组织已资助宿迁、
重庆山区贫困孩子 11名，用爱心善举
照亮了他们的求学路。

自己淋过雨决定给别人撑把伞

尹兵出生在重庆市荣昌区一个普
通的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位于一片丘
陵山地，其父母靠种地养活了 3个孩
子，尹兵排行老三，有一个哥哥和一个
姐姐。在他上中学时，由于学校在镇
上，离家有7公里，且山路崎岖，所以每
天尹兵步行上学，一个单程就要花近
70分钟。为此，他不得不早晨出门时
带上大米，中午在学校蒸熟后就着咸
菜果腹。

遇到阴天下雨，泥泞的山路危机
重重，尹兵便到亲戚开在学校附近的
棺材铺借宿。秋冬时节，当他跑到学
校时常常已满头大汗，热气散去后，濡
湿的内衣贴在身上透心凉。“当时并不

觉得苦，能有学上就很满足啦！”尹兵
回忆道。

经过刻苦努力，尹兵于 2001年考
上南京工程学院，并与4位室友结下了
深厚友谊。2014年，已在宿迁工作定
居的尹兵在一次电视新闻报道中，看
到山区孩子还要背着米和柴步行几公
里求学，内心被深深触动，想起了自己
的读书生涯。

“没想到现在还有孩子和我小时
候一样苦，怎么能帮到他们呢？”他把
这则新闻分享到大学室友群，大家都
对这些孩子的遭遇深表同情。于是，
尹兵和4位大学室友合计，决定每人拿
出 2000元用作启动资金，以后根据需
要每年自愿捐款。

资金有了，资助对象如何选择？4
位大学室友均来自江浙地区，当地家
庭的经济状况相对富裕，于是大家提
议先从尹兵的家乡找。

然而，离家已经 10多年的尹兵对
家乡贫困学子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他
便设法联系了中学同学和老师，在他
们的帮助下很快确定了两名符合资助
要求的孩子。

资助活动即将步入正轨，有室友
提议起个名字，大家一阵商议后决定，
既然是由一群小伙伴发起、用来帮助
更多小伙伴的“基金”，就叫“小伙伴助
学基金会”；尹兵作为负责人，负责寻
找和考察被资助对象、日常资金往来
以及年底支出情况统计；资助标准为

去除暑假两个月，小学生每月 300元，
高中、大学生每月500元。

从大山走出的孩子回报大山

2022年5月，尹兵的手机上接到一
条短信，是“小伙伴助学基金会”资助
的重庆大二学生何宽发来的。“尹叔
叔，下个月你不用给我打款了，我休学
了。”小何的话让尹兵大吃一惊，赶忙
打去电话询问缘由。

何宽是重庆荣昌人，家里有兄妹 3
人。2022年 3月，他的父亲因肺癌去
世，母亲患有精神病，平日靠小何的哥
哥打零工支撑弟妹的学费。由于父亲
去世前曾患有肺结核，导致妹妹被传
染，休学在家。2022年 5月，何宽也被
查出患有肺结核，不得不休学治疗。

“我想一边治疗一边打工赚钱，不想上
学了，‘小伙伴助学基金会’资助的助
学款我不能再拿了。”何宽在电话中对
尹兵说。

了解事情原委后，尹兵告诉了“小
伙伴助学基金会”其他成员，大家纷纷
对何宽的遭遇表示同情。尹兵还特意
咨询了高中同学、在浙江某医院任职
的陈薇，对方要去了何宽的手机号码，
专程发信息安慰何宽，让他不用担心
钱，好好治疗，很快就能康复。此外，
陈薇 5岁的儿子听说了何宽哥哥的事
情后，委托母亲将自己的压岁钱拿出
来，捐给哥哥治病。

尹兵被大家的善心善举感动，提

议为何宽建立专项捐款。在“小伙伴
助学基金会”和尹兵所在的宿迁供电
公司“易公益”工作队的发动下，很快
筹集到5000多元善款。

大家的帮助就像一道光，温暖了
何宽，也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2022
年11月，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小何重返
校园。

9年来，“小伙伴助学基金会”已先后
资助11名学子，其中10名来自尹兵的家
乡重庆，今年刚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的小蒋，则是唯一被资助的宿迁人。

2022年3月，正上大三的小蒋家中
突遭变故：父母双双下岗，哥哥因病去
世，且为其治病花光了家中积蓄，又欠了
很多外债，让本打算考研的他准备放弃。

小蒋的邻居是尹兵的朋友，了解
到小蒋的情况后，尹兵和“小伙伴助学
基金会”成员商议，决定伸出援手。

“小蒋的情况不是最贫困的，但却
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希望通
过资助的方式，鼓励他坚持下去，赢取
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尹兵说。

“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尹哥的
帮助就像是雪中送炭。”小蒋说。今年4
月，小蒋家的情况有所好转后便婉拒了

“小伙伴助学基金会”的资助，希望将这
份“滋养”给予更需要的“小伙伴”。

“小伙伴”带动更多小伙伴

如今已经大学毕业 3年的重庆学
子吕林顺是“小伙伴基金会”资助的第

一个孩子，在成都一家互联网企业任
职一段时间后又去了苏州发展，有着
不错的收入。

吕林顺出生在农村，从小家境贫
寒，父母没有文化，只能在家务农。
2013年，吕林顺正上初三，59岁的父亲
积劳成疾卧床不起，母亲因身体不好
无法工作。本已做好辍学打算的他突
然收到来自“小伙伴助学基金会”的助
学金，顺利走进了向往的高中。

“第一次见到尹哥哥时，您带着慈
爱的微笑把助学金递到我的手上，我
的双眼泛起泪花，在模糊的视线里看
到了希望的曙光。”2018年 12月 29日，
读大二的吕林顺给“小伙伴助学基金
会”的哥哥姐姐们写去一封感谢信。
他在信中说：“以后我要当朵‘蒲公英
’，要把无私伟大的爱心带到我所到之
处，传递给那些需要之人。在大学里，

我固然学到了很多，但尹哥哥您教给
我的为人处世更有深度，我要用一生
去学习、践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小伙伴助学基金会’可以坚持
这么久，离不开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尹兵还记着当初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
时，妻子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就
当帮助小时候的你啦！”妻子说。

每年年底，尹兵会在“小伙伴助学
基金会”微信群公布这一年的收支明
细，而每一年也总会出现参与捐款的
新成员，他们是尹兵的高中同学、班组
同事。在尹兵的带动下，“小伙伴助学
基金会”成员已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了
如今的30余人，捐资总额超过16万元。

“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
学生，只要有孩子需要，‘小伙伴助学
基金会’就一直会在！”尹兵说。

郭盼盼

微光成炬照亮求学路
——宿迁供电员工尹兵爱心助学记

图为“小伙伴助学基金会”发起人合影，左一为尹兵

7月初，华能淮阴电厂检修部副主
任李京泽作为淮安市“江苏最美工匠”
推荐人选参加由省委宣传部、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举办的“江
苏最美工匠”评选活动。

自 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李京泽
扎根生产一线，用三个“十年”实现了
从零基础到高级技师，从“工”到“匠”
的转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国家高级考评员、
裁判员、高级技师，以他名字命名的焊
接创新工作室荣获省示范性劳模工作
室和全国能源化学系统优秀工作室荣
誉称号，享有了“华能焊将”的名号。

劳模世家的新生代

李京泽的父亲是省劳动模范、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气象铁人”
李洪根，当年在淮安就有“远学孔繁
森、近学李洪根”的倡议；母亲吴翠云
则是淮安市劳动模范，一生兢兢业业
奋战在洪泽县粮食局。

1991年，18岁的李京泽从技工学
校毕业，被分配到华能淮阴电厂检修
部从事焊工工作。都说“电气焊三天
半，是人就会干”，可真要干出名堂却
是难上加难。“当时觉得这份工作又苦
又累，无论寒暑，都要穿着厚厚的工作
服，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焊
花飞溅弄出的破洞，满身都是焊疤。”
李京泽回忆，从业之初，他对这份工作
不是特别喜欢。

李洪根看出儿子的犹豫后，特意
与他促膝长谈，“你文凭不高，要想在

社会上立足，就必
须掌握一门技能，
否则今后如何养
家？怕吃苦，那就
什么也做不成！”
父亲的一席话让
李京泽豁然开朗，
浮躁的心也安定
下来。

手持焊枪，身
着焊服，胳膊下夹
着一副焊接护目
镜，这是李京泽在
工友们心中几十
年的模样。这杆
焊枪，他一拿就是
30年，并且在不断
地勤奋学习和实
践中摸索出“单电
源焊接接头法”

“不泄压焊接法”
等系列设备焊接
新技术，练就了双
手焊、镜面焊、不
泄压焊接的“三
绝”技能。

电厂很多设
备空间狭小，焊接

作业只能在缝隙中进行。圆形管道左
右都要焊接完美，如何解决？李京泽
对自己提出了要求：让左手也能达到
和右手一样的焊接水平。为此，他把
右手绑在衣袖里，强行用左手做所有
事，从打磨焊件、更换焊条、握紧焊枪
等工作事项到吃饭、刷牙等生活点
滴。经过刻苦训练，他终于练就了“双
手焊”的绝活。

锅炉内的受热面排列密密麻麻，
靠外的一侧借用灯光能看清焊缝，但
贴近炉壁的一侧总有一部分看不见。
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焊？李京泽苦苦思
索后，从镜子反射原理中得到启发。
但普通镜子的玻璃材质遇到高温会爆
裂，他便寻找能耐高温、耐高压的亮面
材料代替镜面，最终练成了“镜面焊”
绝技。

靠着扎实过硬的焊接技术，李京
泽相继攻克主蒸汽仪表管座裂纹挖
补、高压内缸疏水管焊接等一系列高
难度焊接课题。有一次，电厂主蒸汽
疏水管座突现一道 10厘米长的裂缝，
管道内的蒸汽压力瞬间达到 17.5 兆
帕、温度达 500多摄氏度，机组随时有
停机危险。李京泽当即请缨，顶着“焊
水”被高温蒸汽吹散的恶劣条件，突破
身体极限，连续作业6个小时紧急施焊
成功。

传授“锦囊”的“领头雁”

“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要把
我的能耐变成大家的能耐！”作为电厂
焊接技能工作的“领头雁”，李京泽深

知加强团队力量建设的重要意义，着
力将多年摸索出的技能诀窍倾囊相授
给工作室成员和工友们。

2016年6月，由国际焊接技能大赛
组委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北京“嘉克杯”国际焊接技
能大赛开赛，来自德国等 25个国家和
地区的 59支代表队共 300多名选手参
加比拼。

国内参赛的主力是中国华能集团
等 17支中央企业集团以及 15家职业
院校的青年学生和国内知名焊接中心
的焊接能手。此次比赛，创下了参赛
项目最多、参赛国最多、参赛选手最
多的新纪录。同时，突破了传统的比
赛规则，设置了机器人焊接、焊条电
弧焊、气焊、氩弧焊、混合气体保护焊、
成品件焊接、表演赛及优秀论文等8个
项目。

李京泽首次作为华能集团焊接教
练参加赛前集训工作。以他为核心的
3人华能代表队教练组于赛前开展了
为期50天的“半军事化”高强度集训。

针对集训过程中遇到焊条电弧焊
的斜焊接头、氩弧焊的咬边、混合气体
保护焊的未熔合、组合焊的插管不达
标和薄板的焊接变形、机器人焊的焊
缝穿孔等难题，教练组开展讲解示范、
集中会诊，带领选手攻克技术难题。
数千次的质量分析，数千次的试件点
评，上万个的数据检测……功夫不负
有心人，最终华能代表队夺得团体第
三名，4名选手荣获个人单项奖、4名选
手获得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申报资格、7
名选手获得优秀选手证书。

2022年，李京泽工作室被授予江
苏省“示范性劳模工作室”和全国能源
化学系统“优秀工作室”荣誉称号。

30年来，李京泽攻克了多项焊接
技术难题，先后参与完成大型技改焊
接分项工程 16项。近年来，他紧紧围
绕新材料、新工艺应用，积极探索提炼
创新成果，解决上百项生产难题，焊缝
优质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经常有单
位慕名前来请他进行技术支援。

有一次，他到安徽淮北张庄电厂
开展技术支援，对方提出能否以最小
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完成抢修任务。
李京泽在查看了现场具体情况后，提
出了“倒立焊”的解决方案。经过数十
次两分钟倒立操作后，圆满完成了焊
接任务。

2022年，李京泽当选淮安市第三
期“533英才工程”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被评为“江苏特级技能大师”。作为优
秀焊接人才，他先后参加全国电力行
业、江苏省电力行业及高职院校竞赛
裁判工作，并参与国资委举办的“中央
企业高技能人才提升培训班”赴国外
学习交流，在增强自身焊接技艺水平
的同时，向国际同行展示“中国工匠”
技艺。 王宏兵

焊花见证成才路
——记“华能焊将”李京泽 “美人一般的玉米，一个劲地紫

着。并且，恰到好处的嫩着、香着、甜
着、糯着。欢迎您到原野来，赏花、吃
瓜、啃玉米……”7月 7日 6点 45分，66
岁的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退休员工殷
开龙在微信朋友圈里更新了一条信
息，同时配发一组九宫格照片。照片
中，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宁海街道武
圩村的生态园里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甜糯黑美人”玉米十分诱人。
2017年 9月 30日对殷开龙来说，

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这天，他光荣
退休。也是这天，他拿到了武圩村200
亩土地的使用权。近6年来，这片田地
已从荒芜到繁华，而他也实现了由电
力人到“新农人”的转变。

他选择回归土地

“等我老了，就到乡下建个小院，
种上满院子的花草。吹着初夏的微
风，看着池塘里的荷叶荡起层层涟漪，
享受优哉游哉的美好时光。”相信这是
很多人的梦想，但当初殷开龙租下200
亩荒地时，并非想要如此“安度余生”，
他觉得自己还“不老”。

得知他的决定后，与他要好的同
事、朋友却劝道：“一辈子干电力，退休
了享享清福不好吗？为什么选择种
地？这多累人哪！”

然而，在殷开龙看来，退休并不意
味着停滞，自己还年轻，完全有能力干
一番新事业。不过，具体干什么，他着
实思考了很久。

当时，国家出台了不少土地、农作
物补贴政策，殷开龙敏锐地意识到，这
是一种信号、一个方向。

其实，殷开龙1975年高中毕业，返
乡当了知青，种了 3年地，对于种地的
基本流程有一定了解。于是，经过一
番思量，他在武圩村租下了 200亩荒
地，当起了农夫。“干了一辈子供电，现
在回归乡土。土地的健康决定了人的

健康，我的初衷就是种出一些健康的
植物，生产健康的食品，让更多的人去
享用。”殷开龙说。

种地第一年，他和所有农民一样
耕地、整理沟渠，闲暇时查阅资料学习
相关知识。根据当地土壤特性并咨询
了周边农户后，他种下了第一批小麦
与玉米，开始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
子，当年就收获玉米 3000根、小麦 5万
公斤，迎来一个小丰收。

“首战”告捷给了殷开龙勇气，他
决定大胆一点，利用自己的电力背景，
蹚出一条“电气化、数字化农业”的新
路子。

走上电气化之路

“土地不能只种单一粮食，蔬菜水
果有些露天种没问题，有些则对温度
和湿度有较高要求，需要建大棚，用电
进行调节。”在进行了整体考察规划
后，殷开龙决定建全电大棚种植蔬菜
水果。

2018年底，他向宁海供电所递交
了用电申请。电来得飞快，线路延伸
到大棚门口，一分钱没花不说，宁海供
电所还与他的大棚建立了“一对一”服
务机制，实时进行用电沟通。“自己经
历了才更认识到农民对用电的盼望，
也更加体会到现在供电服务的好。”殷
开龙说。

有了电，他迅速搭建了两个阳光
大棚，大棚外种植小麦、玉米、火焰蔘，
大棚内种植火龙果、燕窝果、香蕉等。
200亩田地被分为粮食、蔬菜、水果三
大块，品种一下子丰富了起来。

走进大棚，按下按钮，电动保温卷
帘缓缓卷起，阳光倾洒下来。两个大
型通风风扇昼夜不停旋转，水肥一体
化系统根据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和
土壤水分、养分状况，将肥料和灌溉水
一起适时、适量、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
部土壤……

此外，他与绿化部门联系，将清扫
的落叶送到这里变成肥料，变废为宝，
减少了大环境的污染。

“你用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行为方式去种地，那么你就是‘新
农人’。”在殷开龙看来，种地不是一成
不变的，乡村更不是。

2019年，他在加工厂房的屋顶上
安装起了屋顶光伏，成了武圩村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厂房屋顶有 150平
方米闲置，我装了47块光伏发电板，支
持新能源建设。”殷开龙说，一切都在
向着“绿色农业”目标前进，从电力人
到“新农人”的这条路，他走得满头大
汗，却欣喜而满足。

希望开满“绿色原野”

电气化大棚运作良好，第一年种
植的瓜果蔬菜瓜熟蒂落后，殷开龙并
没有售卖，而是将大部分送给了亲朋
好友，小部分留作自家食用。

“他种的菜没化肥，吃上去甜滋滋
的！”吃过殷开龙种植的蔬菜水果，知
道他的退休生活过得“麦黄瓜甜”，老
朋友们纷纷前来“打卡”买菜。

光临的朋友越来越多，为了方便
大家找到地儿，他给这200亩田地起了
个名字，还在农田入口处立了块牌子：

“绿色原野”生态园。
“绿色是底色，以前工作的时候我

们就倡导绿色低碳赋能美好生活。现
在种地，我也要做关乎长远生态和绿
色循环的农业。起名‘绿色原野’，让
原野满目带‘绿’！”殷开龙自豪地说。

一次，老同事带着自家孙子来到
“绿色原野”生态园游玩，没想到孩子
对园区的农作物非常好奇，还主动帮
助采摘玉米。于是，这位老同事建议
殷开龙让周边学校的孩子们都来生态
园研学。

在老同事的撮合下，当地苍梧小
学的学生们成为了“绿色原野”生态园
研学的第一批客人。殷开龙给他们讲
农作物从一粒种子到结出果实的全过
程，引导他们从书本走向生活，亲近大
自然。孩子们也变身成为“小农夫”，
亲自动手体验农事农活。而当孩子们
看到生态园里的用电设备，想要伸手
触碰时，他又当起“电力教导员”，给孩
子们讲解用电知识以及屋顶上的光伏
发电原理。

“种子代表着希望，而孩子们也是
祖国的希望。通过种地，我的退休生
活变得非常充实，而与孩子们相处，我
从精神上感到无比富足，这比赚多少
钱都重要！”变身“新农人”以来，殷开
龙说自己没有准确计算过收入金额，
只是一天一天地耕耘着这片土地，一
点一点地探索者电气化绿色农业的发
展前景。

如今，朋友们再不会问他“为啥不
享清福，非要找罪受”，而是都改成了：

“老殷，这地你要一直种下去……”
申甲雁 卢 颖

退休后，他由电力人变身“新农人”

图为李京泽正在进行45度斜焊根层清理工作

图为殷开龙正在打理火龙果植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