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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李晓鹏来到西海岸新区，
成为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的
第一批电焊工。
　　“焊接在海油装备生产制造领域
属于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在焊接过
程中出现疏漏，就有可能造成易燃品
泄漏，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李晓鹏说，
企业对焊接工作要求很高，当时公司
还为他们这些新人安排了师傅，手把
手带他们。 

　　“当时一同入厂的有很多人，我知
道自己不是最出色的一个，但我有不
服输的劲儿，告诉自己干一行就一定
要干到最好。”回忆起学徒时光，李晓
鹏笑着说，“师傅做示范时，我仔细观
察他在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微动
作、熔池的成形和温度变化，把这些技
巧慢慢积累起来，自己再去一点点实
践。”
　　长时间练习电焊，让李晓鹏的眼
睛很快就肿了，可他却从未觉得乏累。

“焊花落到胳膊上、掉进鞋子里，灼伤
了皮肤，我就赶紧扒拉几下，继续工
作。”李晓鹏说，为能找到更合适的焊
接姿势，他有时蹲着，蹲着不行就跪
着，跪着不行就躺着……
  艰苦的磨砺终于结果，李晓鹏很
快成为公司的电焊能手，得到工友和
领导们的肯定。2013年，他从公司
1000多名焊工中脱颖而出，经过国内
遴选，最终代表中国远赴乌克兰参加
国际焊接技能大赛。靠着平时积累的
经验和技能，他一举击败5个国家的64
名选手，成为中国海油行业首个在国
外获得此项冠军的电焊工。
　　立志成为行业“状元”的李晓鹏却
并未满足于此。据了解，从业15年，他
相继考取了35项国际焊接资质，参加
了30余个国内外项目的工艺管线焊接
工作。
　　多年在高温、强光的环境下工作，
使李晓鹏的视力渐渐减退，可他并不
在意。“干这行，这些都很正常。只要
开始焊接，我心里就不会注意到这
些。”李晓鹏坦言，焊接是个枯燥、艰苦
的活儿，如果没有真正爱上这行，很难
坚持下去。

　　

  2014年10月，全球首例极地天然
气一体化项目——— 亚马尔LNG项目落
户青岛，在公司承担的36个核心工艺、
总重约18万吨的模块建造工作中，李
晓鹏所在部门负责管线焊接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满心欢喜
地等待技术部门检测，但检测结果却
让大家傻了眼——— 管线焊接合格率只
有85%。”李晓鹏说，这个结果让他感觉
很受挫，如果不能提高合格率，工程就
要停摆。 

　　问题出在哪里？李晓鹏和同事
们赶紧调整状态，重新梳理头绪，最
终找出了原因。原来，这个项目要用
在俄罗斯北极圈内，为了满足低温极
寒需求，管线焊接首次采用了适应零
下50摄氏度环境的超低温钢焊丝，这
种超低温材料对焊接技术要求十分
苛刻。 

　　为了打破僵局，李晓鹏开始找小
部件做实验，换焊接材料不成就调整
焊接参数，参数不成就改变工序……
多次失败的打击让李晓鹏感觉无从下
手，但他没有放弃，而是无数次翻阅书
籍查找资料、调整焊接方案、调整电
压……经过上百次试验，李晓鹏终于
总结出了一套针对超低温焊丝的有效
操作手法，成功解决了超低温焊丝在
海油工程建造业首次使用中的焊接
难题。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李晓
鹏一直奉行的工作准则。他常说，焊
接是个良心活，对待焊道上的任何一
点瑕疵，就应该像对待“眼里的沙子”，
不能容忍。 

　　这些年来，李晓鹏不仅学技术、练
技能，还大胆进行了多项焊接技术创
新。他研制的“移动式埋弧焊管焊机”
破解了埋弧焊大管径的焊接难题，“焊
接防变形调制装置”和“管件打磨辅助
装置”等多项技术革新累计为各项目
节省成本3000多万元。 

　　“从事焊接这一行越久，我越意识
到光自己技术过硬是不够的。”在李晓
鹏眼中，只有做好传承，好的技术才能
发挥更大价值。因此，他格外注重做
好“传帮带”。
　　2019年，李晓鹏带着14名同事到卡
塔尔进行海上平台施工。“那是一座30
多年的老平台，而且还是生产中的高压
气田，一靠近就能闻到浓浓的天然气味
道。”李晓鹏说，天然气里含有硫化氢，
一旦泄露会让人窒息，“那种环境下没
有人会不恐惧，每天上班我们都要带着
重达10多斤的逃生氧气瓶，警报一响我
们就拿起氧气瓶拼命往外跑。”
　　然而项目方15天内完成新老管线
对接的要求没有留给他们适应环境的
时间。面对大任务、大危险、大困难，
必须有人带头迎难而上。
　　在5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和密
不透风的作业环境中，李晓鹏和几位
老师傅率先进入项目，经过30多组试
验的反复对比，找到了避免焊道出现
大面积气孔缺陷的最佳焊接方案，并
手把手教给其他同事。最终，他们超
前完成了7个接入点的管线焊接任务。
　　2020年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大
家措手不及，李晓鹏依然坚守岗位。他
奔赴天津，由塘沽港登船驶往渤海海域
到达蓬莱油田，按时完成了蓬莱19-3项
目的海上安装工作。在之后的陵水17-
2项目中，由于浸没泵管线焊接时管线
壁薄直径较细，要承受480公斤的水压
试压，李晓鹏经过上百组的试验对比最
终总结出一套焊接操作手法及参数选
择，并将技术操作要领传授给一起焊接
的两名同事，最终三人完成了500多道
口的焊接任务。 

　　“团队的力量胜于个人。我能取
得这些成绩是靠公司给我机会。由
衷地希望将我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
身边人，培养更多技艺精湛、勇于奉
献的‘焊将’。”多年来，李晓鹏将自己
的焊接经验倾囊相授，培养出一批优
秀焊工，其中两人荣获嘉克杯国际焊
接技能大赛冠亚军。“看着徒弟们一
点点成长起来，很有成就感。”李晓鹏
感慨道。

李晓鹏从业15年苦心钻研技术，从普通焊工成长为焊接高级技师

西海岸焊匠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记者 李宛遥

　　
  近日，2021年7月“中国好人榜”发布，西海

岸新区市民李晓鹏荣获“中国好人”（敬业奉献

好人）荣誉称号，他也是新区今年第二位获此殊

荣的文明市民。从业15年，35岁的李晓鹏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一名焊接高

级技师。他身上有多项荣誉：“国际冠军”“中国好人”“最美新区人”等等。日

前，记者见到了李晓鹏，听他讲述在平凡岗位成就不凡事业的奋斗故事。

李晓鹏检查焊道状况。

“搭了一把手，温暖老人一路”
真情巴士25路公交车驾驶员主动帮助老年乘客上下车，用真情善意诠释新区文明新风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贾佑玲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真情巴士25路
公交车上发生了暖心一幕：公交驾驶
员与乘客接力帮助一位88岁的摆摊老
人搬抬小拖车，并搀扶老人上下车，感
人 的 画 面 被 车 载 视 频 监 控 记 录 了
下来。
　　当晚9时48分，真情巴士25路驾驶
员刘正华驾驶公交车驶进家佳源公交
站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拖着小车步

履蹒跚地朝公交车走来。刘玉华一眼
便认出这位老人是薛大娘，便马上将车
辆停稳，起身快步来到后门。
　　“大娘，小车给我，我帮你抬上
来！”刘玉华一边说着，一边帮老人将
小拖车搬上公交车。安顿老人坐好
后，刘正华又帮老人打了卡，才返回驾
驶室，继续执行营运工作。
  “谢谢师傅，幸好有你们这些好心
的孩子，才让我每一次出摊都这么顺
利！”薛大娘嘴中不停道谢。10时11
分，公交车到达西于家河站点，薛大娘
到站起身要下车时，坐在老人附近的
几位乘客纷纷出手相助，搀扶老人、帮
老人抬小车，大家齐心协力将老人平
安送下了公交车。

　　这已不是25路驾驶员第一次帮助
薛大娘了。去年冬天，薛大娘拉着200
多斤红薯乘车，驾驶员薛太林主动上
前帮助，与乘客合力将小拖车抬上了
公交车。事情经过被拍下来上传到网
上，引发网友的2000多万点赞和关注，
被媒体报道并评论：“搭了一把手，温
暖老人一路”，薛太林也因此获得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据了解，25路驾驶员们与薛大娘结
缘于2020年6月。刘玉华介绍说：“去年
6月开始，我们25路的驾驶员经常会遇
到用小车拉着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到井
冈山路附近售卖的薛大娘。遇到大娘
时，我们都会伸把手帮她搬抬小车上下
车。别看她的车小，装的东西却不少，

每次都得有一二百斤沉，我们得使足劲
才能搬动。”
　　慢慢地，薛大娘成了25路驾驶员
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开25路班组会
议时，大家都会特别提到薛大娘。
  据悉，老人生活并不困难，儿女们
也都非常孝顺，只因她勤俭了一辈子，
总闲不住才外出摆摊。艰苦朴素的生
活态度赢得了驾驶员们的尊重和敬
佩，大家更加用心地帮助大娘顺利
乘车。
　　人心向善，则城市向暖。在真情
巴士每天的营运中，驾驶员们碰到像
薛大娘这样带着重物的老年乘客时，
都会主动伸出援手，用点滴善意诠释
新区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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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业解惑培育更多“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