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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我的家风
□吴志文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爷爷
上过私塾，识点字。但父母这辈人因兄弟姐
妹众多，加上生活贫困，因而大部分人都
不识字。正如许多普普通通的家庭一样，
我家也没有见诸明文的家规家训，只有父
母长辈言传下的各种规矩、要求以及日常
生活中的亲身示范。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
行，教会了我许多道理，让我从小树立良好
的品格。

一是礼貌待人。还记得小时候认识的
第一个字是“辈”，那是爷爷教我的。他还
跟我解释：“‘辈’就是辈份的辈，比如爷
爷、父母、叔叔是你的长辈，你是我们的晚
辈。做晚辈的要懂礼数，平时要尊敬长
辈”。而父母也经常教育我们，路上看到长
辈要打招呼，客人来访要问好；出门到哪
去要与父母说一声；别人说话时，不要随
便插话；得到别人帮助，要表示感谢等等。
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喊人不蚀本，只要
舌头打个滚”，而这句话现在也成为我教育
孩子的“经典”。

二是注重节俭。我的祖辈都是农民，他
们经历过各种磨难和困苦，因而生活非常
节俭。特别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都忍饥挨
饿过，因而节俭的精神在爱惜粮食方面表

现得尤为突出。每到吃饭时，饭粒掉到桌
上，父母都会捡起来吃掉。对于我们姐弟掉
到桌上的饭粒，同样要求我们必须捡食，而
且吃完之后，碗里不许留一粒剩饭。奶奶
总是吓唬我们说“糟蹋粮食会响雷打头
的”，以至于我小时候听到打雷就心里发
怵。而父母更多的是讲他们小时候忍饥挨
饿的故事，以此教育我们要珍惜粮食。如
今，我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却仍然保持着
不浪费的习惯。有时看着满桌子的空碗盘，
妻子也会笑说，我们家是“光盘”行动的忠
实执行者。

三是助人为乐。小的时候，许多农户的
生活都不富裕，物资也较为贫乏，有些人家
的农用工具都不齐全，往往需要借用。有舍
不得出借的，便找借口拒绝，而父母却从不
吝啬，有求必应。那时也常见到年老的乞
丐，手里拿着碗，肩上背着粮袋子，挨家挨
户讨米要饭。有些人家远远的看到乞丐来
了，就把门关上。我父母却从不这样做，总
是抓把米放入乞丐的粮袋子；如果正在吃
饭时，还会盛碗饭夹些菜给他们。父母常
说，人家乞丐那么大岁数了，很可怜，如果
生活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来讨饭，所以能
帮的要帮帮人家，人要多做好事，为子孙后

代积德。
有一次，我正在三叔家与堂弟玩，这时

来了一个乞丐。我便悄悄对堂弟说，你抓把
米跟稻混起来放他袋子里。结果乞丐发现
了，便嘟囔了起来，正在厨房里忙碌的爷爷
听到了，便出来问乞丐怎么回事。当得知堂
弟抓了把米和稻给乞丐后，一向和蔼慈祥
的爷爷勃然大怒，抡起手上的湿毛巾劈头
盖脸的抽向堂弟，打得堂弟连连求饶认错，
我在旁边也吓得大气不敢出。最后，爷爷郑
重地向乞丐道歉并重新给了他一升米才算
完结。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训十分深刻，以至
于现在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时，堂弟还常提
起这件事，并开玩笑说：“都说作孽有报应
的，我刚做完坏事，就遭到一顿打，这就叫
现世报。”

四是诚实守信。小时候，父母常说：“从
小定八十”“桑树条子从小育”“人有三种，
一种人自成人，一种人打骂成人，还有一种
人打骂不成人。不管将
来你们有没有出息，一定
要先成人”。关于成“人”，
我觉得父母说得最多的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做
人要讲信用。答应人家

的事就要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随便答应。
一旦失信于人，就很难再次取得别人的信
任。还有一个是做人要诚实本分。父母常常
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不要总跟别人比，也不要拿别人的东西，平
平安安的就好。现在我已工作多年，每次回
家看望父母，他们都会反复关照两句：工作
要好好干；不能贪污，不能收人家的东西。

父母长辈对我们的规矩、要求还有许
多。现在，我也经常将他们教给我的这些规
矩和要求对我的孩子们讲。有时我也想，家
风究竟是什么？我想除了那些见诸文字的
名门望族的家规家训外，许许多多普通家
庭就是这些规矩和要求吧。这些规矩和要
求犹如春雨，通过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和
身体力行，润物无声般地融入我们的心灵，
并薪火相传。或许，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
尽沧桑却仍然熠熠生辉的文化积淀和精神
支柱吧。

13年间，他坚定“农民工也要懂技术”的信念，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完成技改项目100多项，为企业创造
效益3000多万元，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农民工到技改能手的华丽转身———

通讯员戴顺阳 记者周雷森

“技改能手”这样炼成
2003年，卸甲镇虎头村村民吴广明怀揣希望和梦想，离

开家乡到城里打工，成为市和益电动工具有限公司金工车间
一名普通员工。日前，他又成为我市唯一入围全省优秀农民工
评选活动的候选人。

临危受命，研制成功弹簧测试仪

弹簧是和益公司生产的劈木机核心部件之一，弹簧性能
的好坏直接影响劈木机的整机质量。

2007年，和益公司生产的新产品劈木机出口欧美市场。该
产品的核心部分就是主缸里的弹簧，要求在5吨的压力下，经
过2000次的挤压后，产品性能仍能达到要求。但第一批货交
付客户使用时，劈木机弹簧经过 500次挤压就开始受损，遭到
了客户的投诉。客户态度很明确，如果解决不了压力问题，就必
须退换，一旦退换，将会给公司造成上百万元的损失。

在收到客户反馈的意见后，公司领导很是着急，要求金工
车间必须解决这个难题，而这一项任务最终落到了吴广明身
上。面对难题，吴广明没有退缩，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传
统的弹簧测试方法是用螺母、丝杆相互作用进行测试，不仅测
试的方法不科学，而且测试后得出的各种参数准确性不高，而
通过液压传动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为此，他决定运用液
压传动的原理，制作一台卧式弹簧测试仪。在研制弹簧测试仪
过程中，他自己上市场购买零部件，自己组装好后，再一遍一
遍进行测试。三个月后，一台卧式弹簧测试机终于研制成功，
经过使用，不仅安全可靠、效率高，而且测试的各种参数都比
较准确。从此，和益公司劈木机的弹簧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
得到了客户的一致称赞。

大胆革新，自主研制多孔加工器

和益公司在生产电动工具过程中，许多地方都要用到钻
头打孔技术。以前设备在打孔时，一般是一次只能打一个孔，
生产效率提高不上来，有时还会影响公司按时交货。

能不能发明一种设备，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通过在
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和到其他机械制造企业学习，吴广明茅塞
顿开，他决定自主研制多孔加工设备。说干就干！吴广明对原
始的工艺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巧妙运用齿轮传动的原理，在企
业的一个车床上设计了一套双孔同时加工的夹具，夹具应用
到生产后，不仅减轻了员工的劳动强度，保证了产品质量，而
且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根据这一原理，他又开始研制三孔加工器。开始时，打孔的

钻头经常折断，但吴广明没有气馁，而是不断进行调整、测试设
备。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三孔加工器终于研制成功。三孔加工器
研制成功后，原来 3个人一天做的产品，现在一个人一天就可
以完成，效率提高了3倍。后来，吴广明又研制了4孔、5孔加
工器……如今，他研制的多孔加工器最多一次可以打孔16个，
技术处在同行业的前列。

勤于学习，既爱琢磨又肯下功夫

从普通农民工到技改能手，吴广明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华丽转身，而华丽转身的背后，与他既爱琢磨，
又肯下功夫学习分不开。

刚到和益公司工作时，只有中专文化的吴
广明在技术上感到有些吃力，但他不服输，不
断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

首先是向书本学习。吴广明购置了一大堆
业务书籍，如《冲压模具设计手册》《金属切削
手册》《车工切削手册》等。一有空，他就抱着这
些技术书“啃”，他的床头、案边到处都是关于
机械加工方面的书籍。

再就是向师傅学，师傅操作设备时，他认真
观察，用心思考；遇到问题，他虚心向师傅请教。

此外，坚持在实践中学。多年来，车间每增
加一台设备，吴广明都要事先摸清设备的“脾
气”，了解机床的各种性能和操作要领。遇到问
题或者公司交给他技改任务，他总要查阅大量
的书籍资料，先将自己不明白的原理学透彻，
然后精确计算，认真分析，反复试验，最终应用
到实践中去。

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吴广明
对各种设备的了解有了质的飞跃，对不同机器
设备的原理、结构、性能等也越来越精通，这也
为他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铺平了道路。

“他是公司发展的功臣。”这是公司领导和
员工对吴广明的评价。

薪火相传，传帮带壮大人才队伍

今年38岁的吴广明已经是公司的老员工
了，在自身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他与身边的
人员开展“师徒结对”，通过传帮带，培养更多
的金工、模具等人才。

多年来，公司每增加一名新员工，吴广明

都要把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掌握的操作技能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他们，帮助他们在短期内熟悉本职工作，全力提高车间员
工的综合素质和动手操作能力。他先后为公司培养模具设计
和制造、机械操作人员近百名、模具设计制造人才 20名、机械
能手50多名，其中有30多名模具制造和机械能手目前已成
为公司的中坚力量。他们战斗在公司生产、技术、质量等重要
部门，成为公司持续发展、做大做强的一支强大生力军。

“只有爱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岗位负责，并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遇到问题千方百计去解决，才能不断挑战和超越自
我。”吴广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