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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青 色 等 烟 雨 ，我 在 版 本 馆 等
你”⋯⋯提及杭州国家版本馆，网友们总
会将它与诗意联系在一起。

只是谁能想到，俞锋——杭州国家
版本馆建设者中的一员，却是位十足的
糙汉子。

在工地工作多年，身为浙江省建工
集团木工班长的俞锋习惯穿着深色夹
克、黑裤子、黑鞋子，提着黑色的电脑
包。一戴上白色安全帽，皮肤也被衬得
黝黑。或许是经常在钢筋水泥中爬上爬
下，他手上的皮肤也显得很粗糙。

外貌粗犷，活儿却精。这些年，凭着
自己精湛的技艺，俞锋拿了大大小小不
少荣誉。荣誉背后，是一种把技术“做到
最好”的质朴坚持。

打造艺术之墙

“现在我们班子最拿得出手的就是
清水混凝土技术，在浙江能做好的木工
班子，屈指可数。”俞锋说。

在“网红建筑”杭州国家版本馆中，
有数面混凝土浇筑而成的木纹艺术肌理
墙面，这是俞锋过去两年的工作成果。
混凝土的白灰色调与光滑坚硬的质感，
具备了极强的工业感与现代感，但当大
量的混凝土被筑成木纹墙面后，却显得
清新雅致，简约自然。

为了这种宛若天成的感觉，俞锋可
是花了大功夫。

“普通的清水混凝土，我们已经不需
要试样了，但是这个项目设计的木纹肌理
在国内几乎没有先例。”俞锋说，清水混凝
土讲究一次性浇筑，要给建筑制出一个大
型模具，然后直接将混凝土浇筑进模具
中。待混凝土凝固后，拆掉外部面层板，
建筑就已经成型了。“整个过程不能出半
点差错，不然只能整个推倒重来。”

除了清水混凝土技术本身的复杂
性，杭州国家版本馆还有特殊设计——
它的清水混凝土墙上需要印上自然、灵
动的木纹。这要在大型模具的内部贴一
层特殊装饰层，这样，混凝土在凝固时才
能显出设计好的纹路。

刚接到项目时，俞锋就隐隐感觉这
个装饰层不好处理。一开始，他按照设
计团队的要求，使用橡木做清水混凝土

的装饰层，但几次试样后，便发现了问
题。“用橡木做装饰层，要么纹路印不清
晰，要么容易受潮变形，这是我们技术再
好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常见的实木不行，怎么办？那就寻
找新的材料。但要找到合适的材料可没
那么容易。那段时间，俞锋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找材料和试样中重复，而每一次
试样，也都是从希望到失望。

幸运的是，两个月后，俞锋找到了一
种 3 毫米厚度的橡木复合板，这种复合
板能完美地符合设计师的所有要求。等
到确定材料正式浇筑的时候，他们已经
试样了21轮、54组。

乘着第一阶段成功的势头，俞锋赶
紧带着班子浇筑墙面。在之后不到一年
半的时间里，俞锋就完成了总量约12万
立方米、施工面积约 9 万平方米的艺术
肌理清水混凝土工程，远超目前亚洲最
大火车站——雄安新区火车站所使用的
3万平方米。

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工作的566个日
夜里，俞锋几乎每天早上6时就到工地，
一直工作到晚上10时左右。虽然辛苦，
但当他走在那面堪称艺术品的混凝土木
纹墙面前，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非科班出身的“大神”

刚结束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工作不
久，俞锋又接到了陕西建工集团第八建
筑工程公司的工作邀约，希望他带队到
陕西指导。而推荐俞锋木工班子的人，
正是版本馆的设计师王澍。

“王澍老师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我
们不仅成本控制得好，翻样的尺寸也都
很精确。”俞锋告诉记者。木工行业里的

“翻样”，指的是把复杂的、包含全部参数
的总设计图，化繁为简，翻制成木工需要
的简略版施工图。对于木工来说，翻样
图就像是司机手中的地图，能够指引木
工到达“目的地”，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指
南。

然而，现在已经是翻样“大神”的俞
锋，其实并非科班出身。

1997 年入行时，他还是个普通木
工。每天顺着脚手架爬上爬下，被钉子
扎到手脚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做了

一段时间，已经“奔三”的俞锋产生了危
机感，他意识到，靠体力不是长久之计。

在工地待了一段时间，俞锋发现看
懂图纸、并对图纸进行翻样，是木工能力
提升的关键。确定了方向，俞锋开始没
日没夜地“肝”图纸。白天，他在工地看
图“实战”，晚上，就在简易宿舍里借着昏
暗的灯光，翻看新买的建筑制图工具书。

就这样，在图纸和书籍里浸泡了两
年有余，俞锋成为了木工的翻样“小班
长”。

2002 年，31 岁的俞锋发现建筑的
曲面、异形设计越用越多，手绘绝对不可
能做到像电脑制图那样精确，便决定从
零开始学习电脑制图。

“当时我花了 1.7 万元买下一台电
脑，对那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
了。”俞锋拿了一本小本子记满软件操作
指令，哪里不熟悉就多看、多记。几个月
后，俞锋已经能熟练运用电脑上的专业
软件来绘制工程图。

同年，俞锋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
要工程——西湖文化广场项目。西湖文
化广场工程结构复杂、工期紧张，更有多
个异形雕塑。其中，最让俞锋头疼的是
工程里的大体积变截面大型雕塑“钱塘
风华”。

想要顺利制成这个 20 多米的长曲
型飘带雕塑，需要将三维立体的雕塑剖
解为无数个二维平面，用精确的数字指
导工人准确施工。那段日子，俞锋把电
脑搬到宿舍中，硬是画出了 200 多张剖
面图，既为顺利施工打下了基础，也为自
己打响了名声。

即便是现在，俞锋使用电脑，也总是
为了绘图。最近，他还在自学制图行当
中最热门的三维制图，遇到不懂的，他便
找来工地里的年轻人，主动向他们请
教。“我需要人教我最新的技术，年轻人
需要和我交流实践经验，我们刚好互为
老师了。”

把热爱筑在城市中

“俞工是一个做事很用心，很有热情
的人。”和俞锋一起工作了 19 年的老搭
档——浙江省建工集团的木工班长楼金
生这样评价他，“是他要做的工作，他就

不怕累。”
2008年，俞锋和楼金生接到了温州

南站的工程任务。像这样的大型项目，
本来得花上两年的时间，但项目负责人
却只给他们规划了一年的工期。为了完
成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俞锋带着妻子
搬到了温州，在负责木工翻样的同时，也
担起了监督项目进度的工作。

“工人们都是几班倒，但俞工那时候
都是24小时待命。”楼金生记得，在一根
20 米长柱子浇筑的前夜，自己忽然发现
设计图中斜梁与柱子交汇处数值存在误
差，第二天直接浇筑肯定会出问题。为
了保证工作进度，楼金生只能在夜里 11
时多紧急联系俞锋。

“不用急，我来协调。”俞锋了解情况
后，赶忙从床上爬起，乘着夜色赶到现场。

外面万籁俱寂，温州南站工地里却热
闹得像白昼。俞锋在勘察现场后，马上与
项目负责人沟通图纸数据，并根据多年的
制图经验，有条不紊地指导工人工作。最
终，第二天的浇筑任务顺利进行。

工期短、突发问题、工程难点⋯⋯
在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情况中，俞锋已经
习惯了忙碌。过去 20 年，俞锋大多数
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十余次春节假期
在工地赶工，儿子高考前却不得不离家
工作，结婚后很难抽出时间和妻子去看
一场电影。

旁人听闻这些“不得已”的繁忙，
都 会 为 俞 锋 感 到 遗 憾 。 但 在 俞 锋 看
来，他只是将精力放在了他生活的城
市上。而他的家人们，也在一座座拔
地而起的城市建筑中，感受到俞锋给
予他们的骄傲。

“我不像其他‘匠人’那样，有什么特
别的、曲折的经历。”在俞锋看来，“匠人
精神”这样厚重甚至有些神圣的词似乎
离他很远。“但我吧，就是觉得要把每一
份工作尽量做完美了。要么就不做，做
就要做到最好！”

浙江省建工集团木工班长俞锋：

匠人，就要追求完美
本报见习记者 朱柳霖 本报记者 蒋欣如 陆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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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匠星

我们班子能排进浙江木工行业的前列，没什么“独门秘籍”。如果硬要说有
什么，就是我们对工作质量有要求。

我一直觉得，工作要做就做到最好，没做好的，宁可返工、重做、亏本。一定
得精益求精。那么多年下来，班子里的成员有的走，有的留，剩下的同事都是和
我一样不会对工程质量妥协的人。大家都有同样的目标，自然会做得好了。

未来我们木工行业需要更多新鲜血液，需要年轻人带来新的技术与想法。
我这样的老前辈还得不断提升自己技术。当然，我们既不能因为有经验就骄傲，
也不能害怕学习新东西，得对自己有信心，才能越做越好。

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杭州北管
理中心有一位“叶大师”。

“叶大师”的工作听起来很普通，一
名机电管理员。见到他时，眼前这位浓
眉大眼、颇显憨厚的中年男人似乎也与
想象中的“大师”形象有些不同。

但当走进他的工作室时，作为“常青
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的“大师”气质
就立住了。

映入眼帘的是成排的荣誉证书和满
墙的成果展示：“五小”创新项目 35 项，
国家专利 8 项，专利申报中 1 项，省级、
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4 篇，公司及以
上级别荣誉15项⋯⋯

就在不久前，“叶大师”叶常青更入
选了 2022 年“浙江工匠”培养项目人员
名单。“浙江工匠”这一浙江省面向高技
能青年人才设立的培育支持项目的初
衷，正是为浙江建设工业强省和创造强
省提供有力的人力和智力支持。

荣誉的背后，是他在岗位上挥洒的
勤劳汗水，更是无数个攻坚克难的不眠
之夜⋯⋯

多看多问多记

1993 年，从临安技工学校毕业后，
18 岁的叶常青进入一家私企做水电维
修工。

日复一日的简单工作，让叶常青感
到无所适从，总觉得生活里缺了点什
么。“单位里的设备太单一了，工作内容
重复性又高，几乎接触不到什么新技
术。”带着想要提高技术业务水平的念
头，2005年，他进入杭徽高速工作。

初入杭徽高速，各种复杂的设备就
给了叶常青一个“下马威”。机电设备更
迭速度快、新技术不断涌现、高速公路上
设备涉及的领域更加繁杂等问题困扰着
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感觉自己无法
胜任。“不要说维修维护了，这些机器我
见都没见过，感觉自己空有一腔热情。”

叶常青形容当时的自己是“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

“当初选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吗！”面对困难，叶常
青常常这样自我说服，自我打气。

在一次和新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交
谈时，对方告诉他，只要去搞懂一台设备
的结构原理，就会明白设备的性能。

从那以后，叶常青都会随身携带一
个笔记本，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他便主动
找到设备厂家，向对方了解设备的结构
原理，学习对方如何安装、如何连接线
路，并将学到的内容记录在本子上。

白天忙于工作，安静下来的夜晚就成
了学习的绝佳时间。为了弄清楚每台设
备的工作原理，每天下班后，叶常青都要
对白天的工作进行复盘，边工作、边学习、
边总结，当天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是他对
自己的要求。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学习
到深夜对于叶常青而言是家常便饭。

“我自己总结了三个词：多看、多问、多
记。多看新设备安装过程和网上技术资
料，多问技术人员设备构造原理、故障产生
原因，多记获得的技术信息。”叶常青说。

如果说一开始的刻苦学习是为了能
够尽快适应工作，后来，对于叶常青而
言，学习已经成为了他下意识的习惯。
而正是这下意识的习惯让他快速成长为
单位的业务骨干。

创新需要齐心协力

2017年4月1日，叶常青有了一个新
身份，“常青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带头人。

“当时单位鼓励我们成立个人工作
室，搭建以培育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为目标
的平台，因为想要为高速公路的畅通作出
更多贡献，加上同事们都比较相信我的能
力，我向单位申报成立了工作室。”工作室
的成立，意味着叶常青需要改变以往“单
打独斗”的工作方式，如何带领一个团队
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工作室的第一个成果是推车式太阳
能无线传输监控摄像装置。从开始讨
论、研发到生产、装配、测试再到最后的
成型，花了两年的时间。在研发进行到
一年多的时候，已经成型的设备在测试
时出现了很多棘手的技术问题，配件重
了、稳定性不够等，这些问题意味着研发
几乎要推翻重来。

“研发出现了问题大家都很崩溃，但
是我作为团队的带头人，必须首先振作起
来，我要让大家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他
积极地和每个人沟通，了解大家的需求，
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他都要处理，并且主
动联系各个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会诊。

2018年，推车式太阳能无线传输监
控摄像装置终于成功通过测试。这台装
置可以灵活地移动到有需要的路段，有

效解决了高速公路路面点多面广、人力
投入有限、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推动了高
速公路运营管理智能化发展的进程。装
置应用于市场的那一刻，也是叶常青最
有成就感的时刻。

以前只需要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现
在除了要协调好大家的工作，还要时常关
心每个人的情绪和生活，就这样，叶常青
成了工作室最早来、最迟走的人。“只有团
队好，我们才能在创新这条路上走得更
远，并且我也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辛苦背后，是叶常青的自加压力。

在叶常青的带领下，经过五年的发
展，工作室先后获得全国级荣誉2项、省
级荣誉 2 项，国家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8
项，五小创新项目38项，各类创新评比奖
项近10次。其中有5名成员获中高级技

能职称，2名成员竞聘进入单位的中层管
理岗位，15名一线员工考出水电上岗证。

叶常青认为，只有把每个人都调动
起来，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在创新的道路
上走得更远。于他自己而言，培养更多
人才、研发更多产品也是日后工作室的
发展方向。

用心做事，才会有回报

采访的过程被工作电话打断了三次。
“叶大师生活中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但是面对工作时，又非常严格。在他看
来，工作无小事，对于任何一个问题，他
都会反复琢磨。我们工会组织活动时，
叶大师的手机也没有停过，一直在不停
地接电话、发消息。好像没看到过他对

待工作不耐烦的样子。”等待叶常青处理
工作的间隙，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我。

在同事眼中，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
自己的工作。

高速公路的特殊性质让叶常青需要
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好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尤其是在车流量大的节假日和车辆难以通
行的极端天气，更是需要直接住在单位。
今年年初，杭州迎来降雪，给公路的出行带
来了不便，农历大年初二叶常青便回到工
作岗位，参与对吹雪车的抢修。几乎每一
个节假日，办公室里都有他的身影。

叶常青认为，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很
大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影响。

作为村支书的父亲为了增加村民收
入，经常在乡政府、村民和田地间来回奔
波，带领村民办茶叶加工厂、白果加工厂，
种植西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西瓜
滞销事件，那一年村子周边地区没有办法
消耗全村几十万斤西瓜，为了不让村民的
心血烂在田间，父亲带着他，拉了一车西
瓜，背着西瓜到县城的企业、商场里推销，
一天下来父亲的肩膀都被布袋磨出血
泡。他问，爸，为啥要这么累？父亲回答
他：“用心做事，才会有回报。”

“用心做事”这四个词从此刻在了叶
常青的脑海中。

正是因为“用心做事”，才让他成长
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获得这么多的荣誉，
可以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让他更加欣慰的是，自己用心做事
的态度也感染了家人，近几年女儿对待
学习和生活变得更加认真。

谈到未来的规划，他表示，“我没有
想那么多，就是想一直学习下去，利用
好 工 作 室 这 个 平 台 ，
培 养 出 更 多 的 人 才 ，
为高速公路的畅通做
出更多贡献。同时我
想 成 为 女 儿 的 榜 样 ，
让她以我这样一个父
亲而骄傲。”

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机电管理员叶常青：

用心，才能走远
本报见习记者 张琬琪

有人说工匠精神是求真务
实、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有人认
为工匠精神就要干一行、专一行，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对。对于我而
言，将工匠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要

“用心做事”。
我从2005年5月进入高速公

路工作到现在，已经有 17 年的时
间。面对困难，我抓住每一个机
会，利用好每一点间隙时间去解
决问题，每天晚上则对当天的工
作进行复盘，反思有哪些做得不
够好的地方，总结哪些地方可以
更进一步。虽然辛苦，但是想到
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到别人，这
让我充满动力。

回看我的工作历程，从一开
始的不适应和迷茫到成长为工作
室的带头人，我认为正是受益于

“用心做事”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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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常青正在查看设备数据。见习记者 张琬琪 摄

俞锋在工地检查施工进度。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看简印

扫一扫 看简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