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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女，布依族，1985年3月出生，中共黨員，2008年入警，曾

在貴州省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公安局刑偵大隊、經偵大隊工

作過，現任該縣公安局白馬湖派出所教導員。

自 2008 年入警以來，韋蘭一次次用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把警

徽擦亮，曾獲「全國公安二級英模」「全國優秀人民警察」

「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2022年4月，她當選為黨的

二十大代表。同年8月，她獲評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

男，漢族，1977年5月生，中共黨員，廣西汽車集團

有限公司首席技能專家。

鄭志明國家級技能大師工作室負責人，先後獲「全國

優秀共產黨員」「全國技術能手」「全國勞動模範」等

榮譽稱號。

鄭志明帶領「國家級技能大師工作室」成員，從機器

人編程、控制技術學起，再到機器人設計製造，從不懂

到懂，從懂到專、精，從模仿到自主設計製造，闖出了

一條自力更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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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開心，我就非常開心。」站在前軸點焊專機前，

看着工人輕鬆自如地操控設備，優質零部件前軸有序下

線，整齊排列在貨架上，廣西汽車集團有限公司首席技能

專家鄭志明欣慰地笑着說。

自從用了鄭志明研製的設備，車間工人不用再扛着50多

公斤的點焊鉗來幹活，「現在幹活輕鬆了很多，上一個班下

來腰酸背痛的情況少了很多。」員工們非常感謝鄭「老」師

傅。

今年45歲的鄭志明，年紀並不老，之所以被同事們親切地稱

為「老師傅」，主要是因為他的技術水平超過了很多資歷老的

師傅。勤學好問、勇挑重擔、技術水平高的「老師傅」，是大家

對他的一致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徵兵 廣西報道

速研口罩生產線支援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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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孃孃，你吃飯了嗎？身體好點沒？」小米三姐妹得知她的

「警察媽媽」韋蘭最近生病了，發來了短訊問候。韋蘭眼睛潮

紅，「看着以前不懂得表達關心的三姐妹，現在竟會主動發來這

樣的短訊，讓我心裏感到暖暖的。心態正了，他們的人生就正

了。」

韋蘭，貴州省安順市鎮寧自治縣公安局白馬湖派出所教導員，

2008年入警，2015年到城關派出所工作。作為全所唯一參與案

件辦理的女民警，她主要負責治安案件辦理和關愛留守兒童工

作。先後救助過轄區內23個留守兒童和貧困生，不僅在生活和學

習上給予留守兒童物質幫助，還在精神上溫暖和鼓勵着孩子們，

幫助他們融入正常社會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貴州報道

始終衝在急難險重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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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疫情襲來，面對嚴峻的疫
情防控形勢，韋蘭主動請纓，挑起了一線排
查工作的擔子，與同事一道把「防輸入」作
為疫情防控的重點工作。那時正值春節，從
四面八方回來過年的人員分布在轄區內的每
一個村寨、街道，排查難度可想而知。但
是，韋蘭與同事為了有效防止病毒輸入，不
分晝夜排查，餓了吃即食麵，渴了喝礦泉
水，累了在車上打個盹，有時剛剛排查完一
個片區正在趕赴下一個片區的時候，會接到
電話通知前一個片區又有人回來，韋蘭和同
事立即調轉車頭……當這場「戰疫」結束

時，韋蘭瘦了整整7斤。
事實上，作為支部書記，韋蘭始終衝在
急難險重的第一線。在日常工作中，堅持
嚴管厚愛並重，進一步強化隊伍紀律建
設，教育引導全所民警潔身自好、防微杜
漸，高標準嚴要求做到「知敬畏、存戒
懼、守底線」，切實做到把規矩放在前。
韋蘭結合單位實際和黨員隊伍現狀，倡導
黨建要走出去，到社區、村寨，到群眾家
裏，切實把黨建和服務融合，讓群眾時刻
感受到警察就在身邊，提高群眾的安全感
和滿意度。

進廠之初，鄭志明從鉗工學徒幹起，每天最早到車間，最後一個下班。由於虛
心好學，他的技能在日積月累中變得爐火純青，成為集車、刨、焊、銑等技

能於一身的全能型專家、國家級技能大師工作室帶頭人，並練就了手工銼削平面可將
零件尺寸控制在0.003mm以內，手工劃線鑽孔位置誤差能控制在0.05mm以內的絕活，
達到同工種全國一流水平。

設計出減速器噪音檢測設備
2007年，廣西汽車集團生產的大批汽車後橋總成在裝車時出現噪音大等問題。鄭志明臨

危受命，接下這塊「硬骨頭」後，憑着豐富的現場經驗和精湛的技術通過上千次反覆模擬試
驗，找到了問題所在，設計製造出減速器噪音檢測設備，成功將減速器噪音由3%降低至
0.007%以下，德國專家也情不自禁地對鄭志明豎起了大拇指。2014年，以鄭志明名字命名的
國家級技能大師工作室正式成立。
時代在快速變革，新的技術更是一日千里。在對工藝及設備進行改造過程中，鄭志明發現
公司花大價錢買回來的不少進口設備雖然「高大上」，但在實用性上還是差了一截。

新設備性能達到進口水平
「我們能不能自己來設計製造這些『洋設備』？」當這個大膽的念頭在他腦海裏浮現
後，鄭志明瞄準新技術前沿，從機器人編程、控制技術學起，再到機器人設計製
造，經過苦學探索，他硬是啃下了《機器人編程》等十幾本書，成為自動化技術方
面的「土專家」。
在鄭志明的帶動下，這支近80人的國家級技能大師工作室團隊，分工合作、
埋頭苦幹，終於將設備成功研製出來。該設備投入使用後，性能達到了進口設
備的同等水平。「鄭師傅造的設備就是比公司採購的好使，還省時省力。」
一線員工在操作這些設備後讚不絕口。20多年以來，鄭志明帶領團隊自主研製完成工藝裝備515項，交付使用
工藝、工程裝備1,236台（套），參與設計製造的塗裝、焊接、裝配等各類先進的自動化生產線十多條，為企
業創造直接經濟效益6,000餘萬元。由他自主設計製造的各種工藝裝備每年可為公司節省採購成本高達1,000
多萬元，減少生產操作崗位209個，節約人工成本1,000多萬元。

把培養人才作為重要使命
獨木不成林，一花不是春。鄭志明把培養人才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使命。他悉心教授徒弟，毫無保留地把

「獨門秘籍」傳授給他們，每年還免費授課200多課時，先後帶出高級技工、高級技師、公司特聘專家等近
20人。他的徒弟及工作室成員在市級以上技能大賽中屢屢獲獎，有35人獲得技能大賽名次，其中22人
（次）獲得省部級技能大賽名次，8人（次）獲得國家級技能大賽名次。
「師傅的招數總是層出不窮，出完一招還有一招，領略到高超技能的同時，他那股敢於攻堅克難、善於自

主創新的精神和幹勁也深深地鼓舞着我們。跟着他學習，很過癮。」徒弟們說。

2015年，貴州省鎮寧縣城關鎮白馬村的村主任羅艷要給村裏的女孩小
米上戶口。小米五歲了，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卻依舊上不了戶

口。由於羅艷不能提供小米辦證的相關文件證明，身為社區民警的韋蘭了解
後，就跟同事走訪白馬村，核實實際情況。

組「愛心基金」幫助留守兒童
小米家的情況讓韋蘭和她的同事着實吃驚。三個未成年姐妹跟着八旬的
曾祖母一起生活。據曾祖母介紹，三姐妹的父親重男輕女，外出打工後就
再也沒有回家。之後，母親改嫁外地，三姐妹只能跟着她生活，一家人生
活十分吃力。小米三姐妹披着破破爛爛的衣服，頭髮焦黃。房屋後的山坡
鬆鬆垮垮，隨時都可能有滑坡。屋頂的木樑已經被蛀蟲吃空，外面下大
雨，家中就下小雨。除了一個煮飯的電飯鍋，家中沒有一樣像樣的傢俱。
因為家中缺少勞動力，田地全丟荒了，一老三小就靠上山挖野菜艱難度
日。
「要不是親眼所見，我還真難想到，現在還有生活如此困難的人家。」
回程的路上，韋蘭和同事商量着，一定得想想辦法幫助這三個可憐的女
娃。
隨後，在韋蘭的助推下，派出所給小米上了戶口，村裏還為三個孩子辦理
了低保。2015年9月，韋蘭聯繫上了一家公益組織，這家聚愛公益組織每月會
給500元（人民幣，下同），用來資助小米的兩個姐姐讀書。同時，她還組織
派出所同事成立了「愛心基金」，倡導大家自發為三個孩子捐款捐物。
從鎮寧縣公安局刑偵和經偵工作崗位，到城關派出所社區民警，再到白馬湖
派出所教導員，無論崗位和工作內容如何變化，關愛留守兒童和貧病孩童，都
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如今，已經有23個孩子得到韋蘭的救助，韋蘭就這樣成了
轄區孩子的「孃孃」、「阿姨」、「媽媽」。

籌款資助貧困學生
家住白馬村的小欣成績優異，卻因家庭貧困面臨輟學，韋蘭得知後，牽線愛
心人士資助了小欣一萬元入學，後來四年本科學習中，小欣每年還得到五六千
元的資助。現在的小欣是四川省綿陽市利爾化學有限公司的分析方法開發崗位
實習生。今年暑假，韋蘭還請她來給其他貧困孩子免費做了一個月家教。以小
欣為榜樣，鼓勵其他孩子，努力讀書，這是韋蘭幫助貧困孩子的新思路。
多年來，韋蘭和同事們的真心付出，為一個個生活困難的孩子建起了有溫度的
家、撐起了防風雨的傘，讓孩子們看到了生活中的光明與希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復工復產急需大量口罩。作
為一名黨員，鄭志明衝在最前面，立即加入口罩設備研發
團隊。為盡快研發出口罩生產設備，他和同事們每天工作
近16個小時，通宵更是常態。一個多月後，廣西汽車集
團首條全自動化口罩生產線正式投產，日產量達到20萬
個以上，有效緩解了廣西口罩緊缺難題。
口罩生產設備幹出了名，鄭志明受邀到百色工業園區對

多家口罩生產廠家進行技術指導，還帶領團隊為大眾汽車
自動變速器（天津）有限公司設計了一條全自動口罩生產

線。
2021年4月，公司要做一款熱銷電動車的電動後橋，裝

配線、加工線都由鄭志明團隊做設計匹配。每台設備有成
百上千個零件，每個零件都要用3D技術一個一個畫，再
把它們組合成3D設備、拆解成一張張零件圖，並在零件
圖上標註每個零件的加工尺寸、加工工藝、用料、表面做
到什麼程度等，程序繁瑣複雜，鄭志明帶着團隊僅用了兩
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這項龐大的工程，設計匹配的生產線
產能最高達到了每月5萬台。

◆韋蘭和小米。
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警察媽媽」韋蘭為小米的兩個姐姐辦理入學手續。
香港文匯報貴州傳真

◆◆鄭志明鄭志明（（右二右二））在給在給徒弟們講解徒弟們講解
自動化設備原理自動化設備原理。。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