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
好，这是我当学徒时师傅

教我的，一辈子都不会
忘……”聊及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31
岁的陈彬并没有太
多激动，而是强调
肩 上 的 责 任 更 重
了。

陈彬是中国航
发南方工业有限公

司精密加工中心钳工，
高级技师，从事多型重点

航空发动机的精密加工工
作。在此之前，凭着勤奋好学，
刻苦钻研，“90 后”的他已成长
为该公司青年高技能人才领军

人物，先后荣获“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湖南省青年岗位能
手”、“湖南省技术能手”、“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拥有一身技艺的陈彬乐于分享。这些年，他结合自己所学积
极开展技能传帮带，利用周六休息时间开培训班，对新入厂人员
进行多次培训，六名徒弟在他的指导下均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技术
骨干。与此同时，他组织和参与编写了集加工经验、技巧、改善案
例于一体的《金钥匙》丛书，为新员工学知识涨技能提供了很好的
学习教材。

对于那些刚刚从技校毕业的学生，陈彬建议大家一定要树立
信心，相信自己能闯出一番好天地。尤其是在学徒期间，一定要
多学、多问，要主动去钻研，琢磨出好的方法，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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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娘
2022 幸福吉祥

年，愿单身朋友虎年脱
单，成对成双！步入美
好的婚姻殿堂。
男：丧偶，65岁，1.71米，
本科，有房有车，事业单
位退休，孩已成家另住。
男：离异，52岁，1.8米，本
科，有房有车，公务员，
无孩。
男：离异，43岁，1.76米，
本科，有房有车，机关干
部，女随母。
男：离异，40岁，1.8米，研
究生，有房有车，央企干
部，女随母。
男：未婚，45岁，1.78米，
大专，高档房两套，有
车，大公司股东，帅气。
男：未婚，34岁，1.73米，
博士，有房有车，大学科
研，拿年薪，儒雅，家境
优。
男：未婚，30岁，1.75米，
本科，有房有车，央企技
术，父母退休另住。
女：离异，60岁，1.57米，
大专，别墅，有车，经商，
大气，孩已婚有房有车。
女：丧偶、48岁、1.63米、
大专、有房、铁路职员、
孩随父。
女：离异、40岁，1.65米，
高中，有高档房有车，经
商，貌美气质佳。
女：未婚，30岁，1.62米，
本科，有房有车，银行干
部，靓丽。
女：未婚，26岁，1.6米，
本科，机关正编，漂亮可
爱，父母有单位。

诚邀爱心人士加盟
地址：株洲市中心广
场（株百旁）福鑫大厦
16楼1618号
电话：

22175288
22957018
微信：

1893212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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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来听听他们肯干又能干的故事

“我要在公司打造一支电
焊‘特种部队’，攻坚克难，和
更多同行一起成长。”得知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哲
的欣喜溢于言表，对未来
充满信心。

32岁的吴哲是株洲
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减振器公司焊接班
焊工，技师。2009 年参
加工作以来，曾获“株洲市

技术能手”、“株洲工匠”、
“株洲市青年岗位能手”荣誉
称号以及“株洲市五一劳动奖
章”、“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奖项。

采访时，吴哲拿出一份特
殊的“五一”劳动节礼物。他运用氩弧焊技术，在钢板上焊了“五一快
乐”四个大字，说是送给全市劳动者的节日祝福。

“五一快乐”四个字蕴藏着吴哲深厚的焊接技术。“要控制好温度
和力度，要有耐心，一旦控制不好，字就不连贯、颜色也会深浅不一。”
吴哲说，这是他耗费两个小时打磨的作品。

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勤奋务实、无私奉献……同事们介绍，吴哲完
美诠释了一线产业工人孜孜不倦的劳动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吴哲特别注重技艺的传承。这些年，他毫无保留地将技能和经
验传授给班组其他人员，使他们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与生产
骨干，徒弟们多次获评公司“生产技术质量能手”，其所在班组也多次
获评集团公司“先进班组”。

▲吴哲焊了一块“五一快乐”牌匾。
记者/何春林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何杏）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表彰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
得者，株洲3家单位和2人榜上有名。记者了解到，此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的是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的是株洲市公安局政治部、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中心营业厅。另外，陈彬与吴哲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一定要多学、多问，主动钻研
陈彬

▲工作中的陈彬。 通讯员供图

立志打造电焊“特种部队”
吴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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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017年，张哲发现，手工
制作圈不再热闹。“以前大家还会晒自
己制作的小玩意，后来群里发言的人越
来越少，发言也多是手工店铺的活动信
息。”有朋友告诉张哲，群里很多人去开
店了，“你要不要也去开一家？”

近年来，体验经济开始在株洲盛
行，张哲也解锁了新身份——轧染手
工店老板，制作的轧染布料获得了很
多顾客的青睐，“有位大学老师一次
买走我花了好几个月制作的布料，当
做礼物赠送给远方的朋友。”

这给了张哲信心，她决心抓住这
股手工制作的风。2019年，张哲不顾
父母反对，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专
职做起了DIY工作坊，两年后又开了
第二家店。

当然，在株洲的手工制作圈里，依
旧有人找张哲。但不是像以前那般想
看她做的手工产品，而是三句离不开
合作和生意。同时，张哲发现市区开
DIY店铺的人越来越多，仅中心广场

商圈就有不下 50 家，“不要说楼上楼
下，哪怕同一层，都有两家DIY店铺。”

绝大多数DIY老板，都是把爱好
变成生意，“只是大家选择的赛道不
同。”张哲说。

然而，进圈的人多，离圈的人也
不少。毕竟，这些自制的手工布娃
娃、木雕、石刻、折纸、黏土工艺等物
品，并不需要多么深厚的美术功底，
顾客新鲜劲儿一过，来得就少了，不
少 DIY 店铺抵不住客源下滑和经营
成本提高的压力而关门，重新让爱好
回归爱好。

张哲的 DIY 店铺生意渐渐好了
起来，但危机感始终伴随，毕竟这个
圈子每天都有人进来，有人进来只为
释放心灵，想在这样自由和充裕的节
奏中，享受着属于自己和朋友们的时
光。另一些进圈的人，却只为在这个
刚刚起步的风口市场中，打造出一个
有口碑的天地。输赢未可知，这是入
局玩家的挑战。

手工制作圈：当爱好变成了一门生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手工制作圈是一个很玄的圈。它像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它又很简单，就是一群热爱手工制作的人，大家聚在一起，成了一个圈。
当手工制作成为经济上的风口，圈里的人也跟着躁动起来，有的人把手工变成一门生意，让更多的人爱上手工制作，进入这个圈；也有人生意

失败，选择默默离开，重新开始新的人生，而手工制作也回归成为爱好。

书名：《万历十五
年》

作者：（美）黄仁宇
出版社：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5

年8月
内容简介：
本 书 从“ 大 历 史

观”的研究视角出发，
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
年作为考察切入点，
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
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
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
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
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
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黄仁宇所描绘的伦理治国的失败以及历史中
人之动机与实际结果的差异，让人反思人类理性
对自身的理解能力以及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儒
家徒劳的伦理理想、朝廷一次次事与愿违的行政
动作，都像是在清楚地提醒读者，世界的复杂程度
超乎想像。以古之鉴，明今之事。

今天想出门吃东西，发现天气有一点
冷。想穿的衣服穿不了，换了一件厚衣服，
又感觉有点热，所以就试了几套衣服，最终
找到合适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刚刚根据
天气换衣服的过程就是一个接纳现实做出
选择的过程。

人觉得天气冷，马上就会想办法应对
这个问题，下雨了就带伞出门，天热了就穿
凉快点，基本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心理内耗，
不会因为天气变化而对自己的自我价值产
生什么怀疑。

这个经验也可以套用到其他的事情
上。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
放在如何去应对以及解决事情上，多想想
怎么办而不是抱怨为什么。

就跟考试一样，时间就那么多，重要
的是先把会做的题先写完，不会的慢慢思
考，而不是因为题目难而把时间花在出题
老师是不是故意为难人、抱怨为什么要出
这么难的题、为什么这个题别人都会自己
不会等等问题上，等你内耗完，别人早都

交卷了。
下午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做一项工

作，以前我会觉得为什么分到我头上的地
方那么远，为什么这么麻烦。但今天我突
然觉得，这么多为什么一点用都没有，要么
我想办法不做，要么想办法换地方，要么想
办法把工作简化。一个人在家里怀疑人
生，对改变现状没有任何帮助，反而让自己
陷入负面情绪里一直内耗，又累又没用。

接受现实后，心里好受了很多，也不再
那么抵触工作了。和同事一起商量怎么把
事情简化，发现有很多办法能让工作变得
容易一些。这大概就是境随心转吧，虽然
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却又都变了。

还是那句话“改变你能改变的，接纳你
不能改变的”。

更重要的是，既然每个人都有接纳天
气变化的能力，也就说明我们有接纳其他
事情的能力，只是有时候没发现而已。

希望我们都能像接纳天气一样，接纳
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晨曦）

手工制作也可称为DIY（Do It Yourself），就是指“动手做”。
张哲原本是一名简简单单的DIY爱好者。
刚接触手工制作时，张哲只有4岁。那时，妈妈喜欢带她去建

设路上的手工店制作陶器，那家手工陶器店既可以买现成的陶器，
也能现场自己制作，再让老板帮忙烧制。

张哲想要一个自己制作的陶器。在妈妈的帮助下，她花了一
下午时间，历经几次失败，终于完成了一个简单的陶杯。巨大的成
就感，让她爱上了手工制作。

大学读的是工艺美术学院，主修纤维染织，还辅修了金工银
饰、陶瓷艺术，毕业后，张哲却在株洲一家央企从事文字宣传工作，
手工制作只是平时的爱好。闲暇时，她就去缝制衣物、轧染布料。

当然，张哲并不局限于“自作”和“自秀”。通过手工制作，她认
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走进了 DIY 的圈子，圈子里的人通过微
信、QQ 乃至网络论坛保持联系。每逢节假日，大家还会相约线
下，相聚在人流集中的地方摆摊，相互交流手工技艺，当然也向路
过的行人售卖自己制作的小玩意。

“我加入这个圈子比较晚。”张哲说，当时她加入了一个100多
人的微信群，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原来株洲有这么多人玩手工制
作，大家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做木制品的，有做香薰蜡烛的，有
做金银饰品的，也有制作皮具的……

张哲坦言自从迷上手工制作后，生活变得很平静，情绪也很
好。或许这就是做手工的人的共性——热爱生活吧。

和张哲不同，TT对手工的入迷，发端于装修新房子时。新家
从结构布局到各个角落的装饰，要想尽善尽美，必然要舍得花钱。

对钱锱铢必较的TT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亲力亲为，于是
一头扎进手工论坛。就这样，家里的东西大到沙发套，小到纸巾
盒，无一不是TT动手改造而成。

从批发市场买来喜欢的布匹，TT 开始自己动手做桌布和椅
垫。完工后，白底碎花和粉红条纹错落地搭配在一起，绿色的家从
此有了更鲜亮的色彩，而总成本不过150元。

TT还做了个茶垫放在桌布上。这块茶垫工艺复杂，花费她近
半个月的时间，虽然耗时长久，但摆放上茶壶和点心，让每个下午
茶时间都变得无比美好。

这样的DIY创意，充斥在TT家的每个角落。因为喜欢，前后
半年时间，TT就从全国各地淘了几千块钱的进口布、外贸布。闲
暇时光，她几乎都是在拼布手工的惊喜和小成就中度过，而她制作
的拼布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不少人向她求购，甚至还有人希望
TT设班开课。

从小结缘手工，手工让她热爱生活

尽善尽美的她，把爱好做成生意

这个圈子，有人进来，有人离开

▲张哲和手工制作爱好者交流手工技艺。 受访者供图

荐书 微言

像应对天气一样应对生活中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