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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 10 月初，乐清陈先生上微信时遇到陌生美

女添加他为好友，随后两人在网上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陈

先生为了早点见“心上人”，陆陆续续给对方转了 5000 多元，

可是对方态度突然改变了，还把陈先生拉黑。陈先生这才恍

然大悟，他这是遇到了诈骗。10 月 20 日，陈先生拨打 110 报

警。温州市反诈中心接警后，立即开展侦查，发现该案背后系

一特大网络诈骗团伙，全国受骗人数众多。

近日，温州市反诈中心联合乐清市刑侦大队，在蚂蚁金服

安全部的协助下，破获了涉案的2个婚恋交友诈骗团伙，其中

女性 12 名，男性 53 名，最大才 29 周岁，最小的刚满 17 周岁，

破获200余起案件，涉案金额达100余万元。

温州市反诈中心民警李方圆介绍：“诈骗团伙人员通常冒

充‘白富美’，通过 QQ、微信等添加陌生男子为好友，和受害

人迅速形成所谓的恋爱关系，直接向这些男性索要微信红

包。一旦收到转账后，立即将受害人拉黑。”

这种诈骗团伙和一般的团伙不一样，他们以公司的模式

运作，以传销的方式管理。团伙成员也基本都是受害人，乐清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唐春勇中队长介绍：“骗他们到天门市后，

对他们进行洗脑式培训，并教他们诈骗的话术。”

本报记者 汪子芳 通讯员 黄通令 张佳佳

美女主动加好友
殊不知尽是“美女蛇”

机械制造是温州的标志性产业，而提到

近百岁的欧青，业内的技工们没有不知道的，

他被尊称为“欧师公”。身处传统制造领域，

欧老和机械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的传奇人生

还被载入《温州市机械工业志》。

老人 96 岁的时候，仍然在工厂一线上

班，去世前的一个月仍在家里画图纸。11 月

13 日凌晨，欧老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人

世，留下了他还未画完的零件设计图纸。

昨天温州微雨朦胧，前来悼念的宾客大

多鬓角斑白，带着景仰的神色。

20岁改造发动机拯救工厂一举成名 与机械打交道80多年带出温州第一批机械人才

去世前一个月仍在家画图纸
温州百岁工匠谱写传奇人生

20岁时一举成名
改造发动机拯救工厂

生于1919年的欧老先生，几乎见证了温

州整整一个世纪的变迁。

小时候由于父亲失业，家里经济拮据，欧

青只读过 3 年书，15 岁就到温州的火柴厂当

童工，没干多久又被邻居介绍到上海去做学

徒。学徒四年，凭着吃苦好学的品质，欧青很

快就脱颖而出，连师傅都感慨：青出于蓝胜

于蓝。抗战爆发时，他正好回家探亲，之后就

留在了当时温州规模最大的机械修造厂——

毓蒙铁工厂当技工。

战争期间，浙南沿海的交通运输被封锁，工

业所需的柴油无法运进，温州几乎所有的工厂都

停工了。“米厂、面粉厂、锯木厂，还有小发电厂统

统歇业，内河所有轮船，从乐清到琯头，从平阳到

鳌江，统统停开了⋯⋯”欧青生前曾回忆道。

内外交困之际，欧青开始琢磨着改装发

动机，想办法让烧柴油的发动机以木炭、砻糠、

木屑为动力运转。通过他的努力，温州大大小

小的工厂重新开工，瑞安、平阳、乐清以及温州

市区的厂家都找上门来，大家排着队来找他改

装机器。欧青一举成名，那时他才刚刚20岁。

随后，他独自建立了欧青铁工厂，研发机

器改进工艺，生产出温州第一台煤气发动机。

与机械打交道80多年
带出温州第一批机械人才

解放后，欧青铁工厂并入了温州最大的

国营机械制造厂——温州冶金机械修造厂。

欧老先生一直在温州冶金厂担任技术科长直

到退休。

“那些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是找他做师

傅。”欧老大儿子欧胜芳回忆，父亲带出了新

中国成立初期温州第一批机械制造行业的学

徒。学成之后，他们就像种子一样，散落到温

州乃至省外各处，都成了技术大牛。80 多年

里，欧老先后带出数百名机械技工，其中不乏

机械领域的佼佼者。

“欧老的生活一直很规律，烟酒不沾，也

不喜欢旅游娱乐，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机

械。”今年 64 岁的叶万青是温州模具协会的

顾问，与欧青相识半个世纪的他一直是欧青

的“迷弟”，也是欧老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搞

机械这一行，会不断遇到难题，欧老曾告诉

我，自己干了一辈子机械，还没有碰到过真正

解决不了的难题。”叶万青说，欧老自信的背

后，靠的就是刻苦钻研的底气和韧劲儿。

每遇到技术难题，叶万青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请教欧老，“去厂里谈，家里谈，电话里

谈，只要工作在做，老人家劲头大得不得了。”

叶万青调侃，如果自己“骚扰”频率少了点，欧

老反倒会有些不满，主动打电话过来问他的

近况，督促他不要忘记本业。

也正是出于对机械的迷恋，欧青对于攻

克技术难题也乐此不疲，因为爱钻研，欧老曾

多次凭着自己的设计填补了国内许多机械制

造领域的空白，也因此在 1986、1987 年连续

两年当选温州市劳模。

辞世前一个月还在画图纸
欧氏机械成了温州的传奇

“小学四年级做完作业，父亲就在黑板上

写满机械理论知识教我学，到了初中，开始手

把手教我做机械加工。”欧青的二儿子欧战胜

回忆，父亲对机械技术的痴迷和钻研影响了

他，他和哥哥都从事了机械制造行业。

虽然年纪大了，欧青却一直没有停歇下

来。他和长子欧胜芳一起创办了浙欧气阀制

造有限公司。1993年，75岁的他出任公司技

术总监，负责开发研制的多款新型节能气阀都

获了奖。83 岁时，他获得了温州市科技进步

奖，企业也被评为鹿城区首批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拿到了百万元的国家

级创新基金和国家“星火计划”。

“每天早晨 7 点半接父亲和保姆一起出

门，8点准时上班，中午小憩片刻，直到下午5

点下班。他和工人一样，两周才休息一天。”

欧胜芳介绍，欧老90多岁时仍然每天坚持上

班，“他唯一痴迷的就是机械技术。”

在企业员工眼里，这位坐镇的技术总监

“欧师公”比年轻人还干劲足，就是技术上的

“活字典”，遇到难题请教他准没错。“工厂里

铁屑电线交错，怕老人家摔倒有危险，所以这

一两年不让他去厂里，可是他依然闲不住，即

使 99 岁了，还会定期到工厂巡视，去解决工

人们的技术问题。”欧胜芳回忆，直到前几个

月，父亲还在为化肥厂改进机器，画机械设计

图，寻思着怎么才能更加节能环保。

本报记者 汪子芳 见习记者 邵晨婵

欧 青 老 先 生

（右）在工厂

指 导 技 术 工

作。

本报讯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改革开放的先行

区，敢为人先的温州人创造了享誉国内外的“温州模式”和温州

辉煌。11月14日上午，“贯彻十九大，打造铁三角”主题外宣活

动暨2017温州市对外传播合作交流会在市人民大会堂举行启动

仪式。今明两天，包括新华社、央视、香港大公文汇报、西班牙侨

声报在内的60余家中外媒体百名记者齐聚温州，聚焦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在温州的新实践新探索，对外传播温州“好声音”。

这次活动将围绕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各个方面，结合温州

实际，聚焦民企创新、温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金融综合改

革、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突出体现温州作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探路者”的做法实践。 本报记者 汪子芳

聚焦温州新形象
传播温州好声音
百名中外媒体记者齐聚温州

年轻时的欧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