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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毓珊、霍丹彤、彭菁

　　一条被锦旗“包裹”的狭长走廊，
通向了南昌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
的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数面锦
旗上都写着陈文斌的名字。
　　今年，是他成为公益律师的第三
年。此前，他还是一名外卖小哥，再之
前，是药厂员工。
　　 32 岁那年，专业对口的他每天
和药厂的生产设备打着交道。然而后
来企业遭遇经营困难，被迫离职的他
一边寻求法律援助追回补偿，一边想
着解决一家人的“口粮”，怀揣“211”
的毕业证送外卖，成了他不得已的
选择。
　　“我知道自己不会送一辈子外
卖。”即使遭遇命运突变，回忆起过
往，陈文斌语调温和。果不其然，第二
年，他成了一名公益律师。

播 种

　　脱下穿了 11 年的工装，换上 7
年前婚礼上那件有些发旧的黑色西
装，记者面前，公益律师陈文斌用力
捏扯着拧作一团的衣角，腼腆的笑
着，“这还是我结婚的衣服。”
　　 2019 年之前，陈文斌的人生平
凡却顺遂。1987 年，他出生在江西南
昌市郊的一户农家，从小就是个乖孩
子的他，一边帮衬着家里的农活，一

边不落下学习。21 岁从南昌大学生
物工程专业毕业，顺利进入了一家专
业对口的药企；28 岁结婚生子、贷款
买房，一切按部就班。他自己也觉得，
如果没有那次变故，人生也许就在这
条单调而稳定的轨道上缓缓滑行。
　　 4 年前的深秋，或是陈文斌人生
中的一段至暗时刻。他所在的药厂遭
遇经营困难，被收购后迁了新址，每
天骑电动车通勤，来回得花上近 4 个
小时。“公司效益不好要裁员，又不想
承担过多经济补偿，就拼命给我们排
夜班，也不支付加班费，希望员工主
动离职。”那时，陈文斌的大儿子四
岁，小儿子还不到一岁。
　　怀大宝的时候，妻子李萍查出先
兆流产症，陈文斌宁愿一人撑起四口
之家，也不敢再让妻子劳累工作。“工
作出了问题，小孩奶粉都要买不起
了，那段时间每天都跟自己较着劲，
头发掉个不停。”
　　他形容那时的自己像个机器人：
每天 6 点多起床，到晚上 9 点半才能
下班。回到家中，妻儿早已睡去。他向
公司讨要加班费，却屡遭拒绝，最终
闹成僵局。
　　为了维权争取补偿金，陈文斌和
几个同事却请不起付费律师。他们偶
然在劳动仲裁院的墙上看到法律援
助制度的介绍，免费的公益律师成了
他们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公益律师欧阳文华、李

星交谈后，陈文斌感受到的是震撼，
“以前从没想到，法律可以如此有力
地保护我们普通劳动者的权益，能在
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扶起他的人
生。”此时，陈文斌的声调略有些提
高，眼神里多了些坚定。
　　让两位律师没有想到的是，正因这
一席谈话，眼前这个而立之年的小伙暗
暗在心中埋下了一颗法律的“种子”。
　　从公司离职后，他准备全力以赴
投入到备考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如
果 一 次 考 不 过 ，就 再 考 第 二 次 。”
他说。
　　有了这个想法后，陈文斌向自己
的援助律师李星请教，他担心自己不
是法学专业出身，不能参加考试。李
星给了陈文斌肯定的答复：“相信一
年之后我们可以做同事。”

灌 溉

　　陈文斌的家门口有一个不起眼
的暗门，里面堆着些杂物和孩子们的
玩具，最高处架着的，是个已有些斑
驳的蓝色外卖箱。陈文斌熟练地取下
它架在电动车的脚踏板上，套上一件
相同颜色的抓绒外套，轻松地往附近
的菜场驶去。
　　“这衣服穿着挺舒服的，也没坏，
平常居家穿穿。”穿戴一身外卖的装
备出门，陈文斌并没有觉得不好意
思。在曾经的艰难时刻，给他庇护的

正是这份外卖小哥的工作。
　　那时，陈文斌每天早上 7 点多出
门，赶在早餐需求的高峰时段，给附
近两所大学的学生送餐，一直工作到
中午电动车没电，每天能跑五六十公
里。将就些午饭后，他先给电动车充
电，再静下心来看书，有时是书店一
处安静的角落，有时是便利店里的用
餐小桌。他也爱看些法学讲解视频，
最喜欢 B 站上罗翔老师的频道，李星
律师也会辅导一些难懂的法条。就这
样，沉浸在备考中的陈文斌，直到深
夜 11 点才动身回家。
　　送外卖给陈文斌带来一天 150
块左右的收入，偶尔他还会找工地上
200 块一天的零工，养活全家。
　　回忆起这段“工读”生活，陈文斌
反而觉得“每天充满了干劲儿”。唯有
错题会给他带来挫败感，甚至在临近
考试时，他还在担心自己考不过而浪
费几百块钱的报名费。彼时妻子李萍
也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两人便约
定，看谁先通过考试。
　　法条带给陈文斌的，也不是只有
为难。他说，自己背法条的时候总是
觉得特别亲切，觉得这些发条背后保
护的是如自己一样的人群。
　　就在陈文斌全力备考的同时，他
维 权 的 案 子 也 在 积 极 地 推 动 着 。
2020 年 4 月，案件开庭审理，同年 7
月，陈文斌终于拿到了 7.1 万元的补
偿金。

　　好事接踵而来。2021 年 1 月 8
日，凌晨就守在电脑旁的陈文斌第一
次感觉到时间的漫长。几个小时后，
他终于刷出了考试成绩，108 分的主
观题及格线，他考了 113 分。此前，他
就以 185 分通过了客观题的考试。陈
文斌第一个给李星打了电话，“李律
师，我们可以做同事了！”

发 芽

　　为什么这么坚定地想要成为公
益律师？陈文斌答道：“为了社会公
平，让像当时的我一样请不起律师
的、相对困难的群众的公平。”
　　陈文斌打心眼里尊重当初帮助
自己的律师，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2021 年 3 月，陈文斌加入一家律师
事务所，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记得刚进律所第一天，同事们热
情的称他“励志哥”。成为律师后，他
既感到梦想实现的喜悦，也时常涌起
因责任感带来的忐忑。
　　工作一年多来，陈文斌接触最多
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女工等为
了生活拼命奔波的一线劳动者。他说，
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王雷（化名）是陈文斌的受援者
之一。一天下班后，王雷突然被告知
被解雇了。她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
柱，家人疾病缠身，而孩子的学费也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雷说：“那一刻

觉得天塌了。”但陈文斌的正直、真
诚与耐心倾听化解了她的不安与
脆弱。每次去办事，陈文斌总是会
提前等候，还贴心地提醒她天气炎
热，要带一瓶水。
　　“以前从没想到自己的心声能
这样被倾听、被尊重。”王雷说，从
法 院 出 来 的 那 一 刻 ，她 看 到 了
希望。
　　或许是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
人撑把伞。陈文斌接手的很多案
子，实实在在地帮助受援人拿到了
足够渡过难关的补偿金。
　　“陈律师进步很快，他在办案
中对当事人的耐心令我印象深
刻。可能因为他也经历过那种阶
段，所以尤为感同身受。”李星说。
　　但陈文斌却说，除了宝贵的同
理心，扎实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
成为律师之后，他切身感受到了角
色转变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陈文斌的讲述中，已找不到
昔日的阴霾。
　　他不擅长讲那些宏大的规划，
只说计划要花 3 至 5 年的时间成
为劳动领域的资深律师，独立办理
劳动争议案件，为更多普通劳动者
更好地服务。
　　坐在南昌市总工会专门为公益
律师设立的公位上，陈文斌说，“我
本身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受益者，更
应守住这座灯塔，照亮更多人。”

从外卖小哥到公益律师：一颗法律“种子”催生的人生转折

本报记者袁汝婷、刘芳洲

　 　 铁 水 的 温 度 ，在 1 1 0 0 ℃ 至
2 3 0 0 ℃ 之 间 ；电 弧 的 温 度 ，在
6000 ℃至 8000 ℃之间——— 这是与
易冉近在咫尺的温度。
　　生于 1982 年的易冉是一名电焊
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在中车株洲车
辆有限公司从事重载高速铁路货车焊
接。她是全国劳模，也是湖南省第一位
女性“大国工匠”。
　　 20 多年间，易冉扎根于这份滚
烫的事业，就像她手举焊枪时，胸膛里
那颗火热的心。

电焊“花木兰”

　　第一次见到易
冉，电焊技师杨卫东
并没有上心。眼前的
小姑娘面容姣好、清
秀内向，想跟着他实
习当学徒。他心想：

“这么文弱，能当个合
格的焊工也就行了。”
　　“焊工手里有团
火，四季炙热无法躲。十个焊工九个
黑，全身上下全是灰。”这是杨卫东和
同事们工作的写照。
　　很快，他就发现易冉与众不同。绝
大多数实习生会在师傅干活时跟着
看，师傅休息时也跟着歇。可杨卫东干
活时，易冉学得目不转睛，休息时，她
就在一旁默默练习。几个月实习下来，
她用掉了比旁人多得多的试板材料。
　　一年后，18 岁的易冉从武昌技校
毕业，正式进入株洲车辆厂（中车株洲
车辆有限公司前身）。“你聪明、能吃
苦，将来当个技师没问题。”杨卫东这
样鼓励她。
　　彼时，一名焊工考上技师至少需
要 10 年。杨卫东说，当时有 6000 余
人的株洲车辆厂仅有一名电焊高级技
师、两名技师。“当个技师”已是很高的
期许。
　　对易冉而言，这份工作的确挑战
艰巨———
　　在学校，她学的主要是手工焊条
焊法，可工厂用的是半自动气体保护
焊，这意味着许多技巧要从零开始学。
　　入职时正值盛夏，身材瘦小的她
加入了底架转胎班。这是整个车间劳
动强度最大、工作条件最艰苦的班组。
送丝机加上焊丝有几十斤重，时常要
提着它来回走。20 公斤一盘的焊丝，
每天要消耗一盘半、焊完 125 米，才
达到工作量。
　　因为焊花飞溅，易冉不得不穿上
两层厚厚的长袖工作服，捂出一身汗。
入职头一天，她的脸就被高强度的电
弧光灼伤了。“红得像一只煮熟的螃
蟹，一碰就疼。”如今，她的额角仍有电
弧光照射留下的褐色斑痕。
　　入职不久的一个凌晨，她下了夜
班，因脸上满是灰尘，在厂门口等候的
母亲，愣是没能认出她来。
　　越是艰苦，她却越是努力。一般来
说，新入职焊工培训三个月才能顶岗，
可她正式上岗仅用了半个月。

　　入职一个月，她获得了株洲市电
焊技能大赛第三名；参加工作头三年，
她囊括工厂年度比赛的全部冠军。23
岁时，她成为了集团内部最年轻的电
焊技师，26 岁时，她成为湖南省当时
最年轻的电焊高级技师。
　　“她用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取得
了许多成绩，是因为付出了超乎常人
的努力。”2007 年被评为“湖南省技
能大师”的杨卫东，这样评价自己的
徒弟。
　　尽管艰苦，易冉却没想过转行。

“不是只有焊工辛苦，想要干得好，哪
一行都会辛苦。”易冉云淡风轻地笑
着，“每天都好忙，也根本没时间想转

行的事。”
　　 2011 年 10 月，29 岁的易冉作
为 7 名技能组选手之一，代表中国参
加在德国吕内堡举行的“嘉克-LVM
杯”国际焊接大赛。多国选手云集的赛
场上，她是唯一的女选手。
　　易冉沉着细致的表现令组委会折
服，为她专设唯一“特别奖”，并公开展
示其参赛作品。她的照片被刊登在德
文报纸上，人们称她为“中国的电焊花
木兰”。

名片“攻关手”

　　重载高速铁路货车，是高铁“中国
制造”的一张名片，代表着重载运输里
的中国力量。易冉和她的同行们，是名
片的锻造者之一。
　　能攻硬茬、善打硬仗、敢闯硬
关——— 工作中，这是同事们对易冉的
一致评价。
　　在易冉看来，自己的工作多数时
候是“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而在这
样轻描淡写的形容背后，实则是二十
多年如一日的攻坚克难与执着求
索———
　　 2007 年，易冉带领班组实施出
口澳大利亚、用于矿石运输的“重载高
速”第一台 FMG 敞车整车的试制。用
户要求“焊缝缺陷为零”，这意味着手
工操作要达到数控机械手精度。她夜
以继日地从设备、参数、手法等多角度
反复试验，研究出一套新焊法，焊缝质
量全部达标。
　　 2013 年，易冉率队担负结构复
杂的澳大利亚 PN 煤车试制攻关。由
于车型结构特殊需要双面成型，可焊
接时却无法实现反面清根（即清理焊
缝根部的缺陷）。易冉反复思考、调整
电流，采用小月牙形的摆动手法施焊，
顺利攻克难题。
　　 2016 年，易冉再次攻下 NX70A
平车中梁“七字铁”焊缝开裂、质量缺
陷居高不下的难题，使她所在的中梁

班组一次交验合格率从 39.73% 提升
到 96.3%。她独创的“小摆快频”焊接
操作法，入选中国中车绝招绝技。
　　……
　　“不服输，而且爱钻研，既苦干又
巧干，所以易冉总能攻下别人攻不下

的‘山头’。”杨卫东说。
　　重载高速铁路货车在承载数十吨
货物重量的同时，还要经受高速之下
的高频振动，以及不同地域高寒、高
温、高腐蚀等考验。
　　焊缝，往往存在于板材结构的拼

接、转角等位置，就像人体的关节。
焊缝平整，则受力均匀、坚固耐用；
如有沟槽气孔，就容易成为缺陷的

“发源地”。
　　一列车辆的焊缝长度累计可达
1000 米，任何微小的瑕疵却都可
能埋下隐患。在这个问题上，易冉是
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她的身上，
因而烙下“勋章”———
　　那是手肘、脚掌上星星点点的
疤痕。由于手举焊枪时往往手臂弯
曲，飞溅的火花时而掉落在她的肘
弯里，时而掉进鞋里，把鞋、袜子和
皮肤粘连在一起，一脱就破了皮。
　　可是，为了不让焊缝因停弧而

出现不平整的接口，她总是咬牙忍
了下来。
　　还有一处严重的烫伤在鼻梁
上。为了仰头焊好一个工件，易冉双
手举着焊枪，只能用嘴咬着面罩保
护脸部。那一次，她不停歇地焊了一
个小时，面罩里卡着玻璃视镜的金
属条变得滚烫，一直死死贴在她的
鼻梁上，因此烫出血泡。
　　“有时候，焊缝的缺陷误差要小
于零点几毫米，手的摆幅就在两三
毫米之间，连呼吸都要调整好，喘一
下、咳一下都不行。”易冉笑着说，

“反正烫都烫了，那就不要半途而
废。”
　　多年来，她主持、参与了 30 多
种型号重载高速新型车试制，先后
率队参与焊接攻关项目试验 100
余项（次）。
　　截至目前，易冉参与焊出的 8
万余辆新型重载高速铁路货车，质
量全优。

梦想“引路人”

　　中车株辆公司有一支女子电焊
技师攻关队。易冉是这支队伍的第
三任队长。
　　自古以来，在“工匠”行当里，有
着“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戏言。在
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第二任队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袁红君看
来，易冉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种
偏见。
　　袁红君记得，十余年前，在一批
出口车辆的生产中，有一个圆形工
件需要用到新的焊接工艺，从试验
到投入批量生产，前后耗时一个多
月，易冉投入了大量心血，几乎是通
宵达旦钻研。“她终于摸索出办法，
焊好了之后，立马就去帮班组里的
每一位同事，教大家操作时毫无保
留。”
　　电焊高级技师、中车技能专家

李春明是易冉的学徒，“只要师父在厂
里蹲下身子、举起焊枪，身边立马就能
围上一圈人。一是因为她水平高，二是
因为她有耐心，愿意给大家细细讲
解。”李春明自豪地说。
　　 2011 年，为了攻关和培育人才，
中车株辆公司在株洲市总工会支持
下组建了易冉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
室。十余年来，易冉践行“名师带群
徒”，工作室培养出电焊高级技师、技
师和高级技工 93 人，其中有 17 人成
为全国技术能手及中车技能专家。
　　尽管已是荣誉等身的工作室负
责 人 ，她 却 始 终 带 头 学 习 前 沿 技
术———

　　 2020 年，中
车株洲车辆有限公
司全面启动“精益
+数字化”智能制
造技术升级，易冉
的工作室再次“打
头阵”，承担起培训
焊接机器人技能

“数字军”的任务。
　　由此，在自动

化理论知识领域可谓“零基础”的她，
开始学习操控机器人，甚至学起了编
程。“键盘上几十个键，记功能就花了
一两周。”易冉说，一些设备的功能目
录里，光是子目录就有 800 余个，解
决一个程序的卡壳有时就要两三天。
　　易冉还是一头扎进去，认认真真
学了起来。
　　“每次机器人厂家给我们做培训，
师父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湖南省劳
模、电焊高级技师陈娜娜说，学习新技
能时，易冉“永远是最爱提问的那一
个”。她总是随身带笔记本，把问题和
答案详细写下来，学会了，再对每一个
向她提问的人倾囊相授。
　　“有一些员工觉得机器人操控太
深奥，不愿意学，所以我更要带好头。”
两年来，易冉的工作室已经培养出几
批专业的焊接机器人、机械手操作工
人。她相信，智能制造会让焊接的工作
环境有改善，也让产品标准化的道路
越走越宽。
　　易冉常常会想起多年前，她跟随
中车代表团赴欧洲学习，在飞机上俯
瞰银色机翼下的祖国山河，心潮澎湃，

“我意识到，成为一名优秀的工匠，就
可以走向世界、为国争光。”
　　她也常常觉得自己有着“生逢其
时”的幸运。“因为有无数默默无闻在
岗位上耕耘的前辈和同行，才会有‘中
国制造’；因为生在一个如此重视技能
人才的时代，我们才能实现技能报国
的理想。”
　　在一些职业院校里，她分享自己
的故事，把梦想的火种，播撒在孩子们
心底———
　　“你们听过‘竹子定律’吗？竹笋破
土的前 4 天只长了 3 厘米，从第 5 天
开始每天长 30 厘米，六周就长到 15
米。其实在这之前，它的根已经在土壤
里默默延伸了数百平方米，储备养分
和能量。”易冉说，“别担心付出得不到
回报。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
一职，其职必举。”

8000 ℃的针·8000 多个日夜·80000 多辆铁路货车
记坚守技术攻关岗位 23 年的“电焊花木兰”易冉

  生于 1982 年的易冉是全国劳模，也是湖南省第一位女性

“大国工匠”。23 年间，易冉扎根于重载高速铁路货车焊接这份

滚烫的事业，就像她手举焊枪时，胸膛里那颗火热的心。她的身

上，因而烙下“勋章”——— 那是手肘、脚掌上星星点点的疤痕

  ▲ 2022 年 8 月 23 日，易冉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车体一工区
内进行焊接。             本报记者薛宇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