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的鄱阳湖仍处于枯水期，湖区风呼
呼吹着，吹在身上有些冷。在武汉至南昌特
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鄱阳湖区的施工现场，
项目总工程师徐威用对讲机指挥着。4根长
38 米、直径 1.2 米的钢筋箍被一一打入湖
底，成为特高压铁塔的基础。

“现在设备材料可以用车直接运到湖
区，为了抢抓工期，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
否则等水位上涨，利用船舶运输，大船进不
来，小船够不上劲。”徐威说，除了建设周
期紧，还有另外一大挑战是生态保护问题。

“我们坚持绿色施工，尽最大努力不产生次
生破坏，如土壤开挖时我们会按层开挖，方
便后期原土层回填，尽量恢复水土原貌。”
徐威说。

相比于一般电力工程，特高压项目技术
难度高，但特高压电网具有远距离、大容
量、低损耗、占用土地少等优点，被称为

“电力高速公路”。1994 年出生的徐威，是
国网江西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
中最年轻的队员，这支由 49名青年组成的
突击队，平均年龄 32岁，主要负责特高压
建设中急难险重的任务。

“他们的工作像是钢丝上跳舞，难度很

高。青年突击队面临时间紧、任务重、超长雨
季等挑战，上一个参与完工的国家重点工程南
昌至长沙特高压项目，刷新了国家电网特高压
建设速度纪录。”国网江西省送变电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新波说。

38岁的青年突击队队长高广帅说：“南昌
至长沙特高压项目线路全长344公里，需建杆
塔983基，其中江西境内线路建设任务大部分
落在我们头上。”为了节约工期，青年突击队

“焊”在了工地。虽然项目工程经过老家，自
开工后徐威唯一一次回家，是因为爷爷九十大
寿。“回到家已是晚上，第二天天刚亮，就匆
匆回到项目部。”徐威说。

特高压项目建设除了需要一股子拼劲，更
离不开科技的加持。

项目开始时，位于南昌市进贤县白圩乡堵
岭陈家村220多亩的平整施工现场，青年突击
队队员张斐操作无人机查看现场的挖填情况，

“通过无人机可以及时调整机械分布，确保施
工效率。同时做到土方运距最短，不出现二次
倒运”。

“开工时正值雨季，山高路滑，平均一基
塔重达185吨，而且塔材多是超长的钢管，运
输上山，十分困难。”高广帅说，修直路上

山，坡度过大、危险性高，不可取；修盘山路
上山，成本高、容易破坏植被，于是探索使用
4吨重型货运索道运输，货物直接“坐缆车”
上山，运输效率至少翻番。

准备工作完毕，如何能够更快组装这些
“巨型积木”，青年突击队摸索出机械化+智能
化的建设手段。

高广帅说，传统建设电线塔与一块块往上
垒砖块建房一样，而创新思路后，一些基础模
块在地面安装好，利用落地式吊机直接起吊，
实现了模块化拼接“建房”。塔建好后，通过
智能化架线设备就能在操作台实现远程放线。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设备还有
优化空间，如智能化架线设备的参数设置还能
进一步改善，反馈后厂家也进行了调整。”徐
威说，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公司特高
压工程获得13项专利，3项管理创新成果获江
西省管理创新项目一等奖，团队成员获得“中
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
模”“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

如今，青年突击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加
入，12名平均年龄 26岁的队员已转战西藏昌
都至林芝段施工供电工程 （二期），在海拔
4600米的高原工地上，继续书写青春的故事。

在工地一线书写青春的故事
——记江西“电力高速公路”上的青年突击队

姚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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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心强信心··劳动者之歌劳动者之歌

农历新年伊始，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下称吉林石化公司）的各条生产线上已是一
片忙碌的生产景象。冒着严寒天气，已经扎
根炼化生产一线27年的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
加氢一车间操作工李艳一如既往对生产设备
开展巡检工作。

李艳所在的吉林石化公司是新中国化工
事业的摇篮之一，也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
能源供应企业。如今，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
炼油能力 1000 万吨/年，是生产系统的龙
头。安全平稳操作难度非常大的加氢裂化装
置，就是李艳的日常工作。

1996年，刚从技校毕业的李艳就投身生
产一线。加氢裂化装置许多管线都设置在高
数十米的半空中，还有各式各样的阀门，有
的阀门看起来要比李艳的半身还要高。她一
次次克服恐高症爬上油罐检查确认液位，像
男同事一样苦练臂力扳阀门……

面对一系列困难，李艳相信只要刻苦钻
研，就一定能当个好工人。她抓紧一切时间
学习，先后用功“啃”完了加氢裂化工艺与
工程等数十项专业课程，并在实践中打磨技
术。

经过多年的历练，她熟练掌握了2套现

代化生产装置5个岗位的操作技能，对需要监
控的37台机泵设备、208个控制点、49个控制
回路全部烂熟于心，创造了连续5000天安全操
作无差错的业绩，保持装置操作平稳率达
99.99%。她代表吉林石化公司参加中国石油加
氢裂化装置技能大赛，一举夺得团体、个人总
分第一名的成绩，在国内同行业员工操作中处
于领先水平。

“化工行业容不得一点差错，尽管操作平稳
率达到了 99.99%，但 0.01%的差距积累起来，
也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李艳说。

李艳把精心和用心发挥到了极致，她立足
岗位，精心监盘、精准操作、精细巡检，相继
攻克精准操作、应急处置和优化运行三道关
口，最终实现了每年3000多次操作平稳准确。

为提升油品质量，近年来，吉林石化公司
积极开工建设汽柴油国Ⅳ、国Ⅴ、国Ⅵ等一系
列重大项目。李艳全身心参与项目建设，同时
主动请缨担任相关项目培训教师，她和同事连
续挑灯夜战 1个月，写出现场操作演示规程，
录制了70多个现场操作演示视频，让每个员工
都能根据演示顺利完成操作任务。

多年来，李艳还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 35
项，参加技术攻关11项，累计创效超千万元。

吉林石化公司常减压装置一度出现循环水
消耗高、油泵用电量大的情况，基于对装置技
术特点的深入把握，李艳提出了加氢裂化装置
与常减压装置实现热联合的“金点子”，实施后
年创效达66万元。她还建议对加氢装置26个
消防蒸汽、仪表伴热的盲端死角进行改造，每
年节约燃料和蒸汽价值31万元。

这几年，吉林石化公司成立了“李艳技能
大师工作室”，李艳与她的团队培训学员百余
名。她连续5年签约培养的12位徒弟目前已全
部成长为企业操作骨干。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只有把技术传
承下去才有意义，看到徒弟优秀，我感到很骄
傲。”李艳说。

2022年，总投资339亿元的中国石油吉林
石化公司转型升级项目启动，项目将新建120
万吨/年乙烯、60万吨/年ABS等 21套炼油化
工装置，这些新建的项目全部使用“绿电”，采
用先进环保节能技术实现绿色生产，能效利用
达到石化化工重点行业标杆水平。

“吉林石化公司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对我们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一名石
化行业的一线工人，我和同事们将继续攻坚克
难，为石化产业‘加油’。”李艳说。

李艳：

攻坚克难为石化产业“加油”
马晓成

“欢迎光临，请问您想选购什么？”
“这是您选购的商品，请拿好。”
大年初二，第一食品商店南京东路

旗舰店里人头攒动，营业员郁非忙得不
可开交。这个春节，游客“大排长龙”
的场景重现南京路，南京路步行街商圈
客流同比增长18.3%。“热闹的上海又回
来了！”她笑着说。

郁非是光明食品集团第一食品商店
的营业员，立足三尺柜台 30 年，她成
长为全国劳模、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带头人、光明食品 （集团） 有限公司工
会副主席，还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小小柜台里，也有大大‘服务
经’。”郁非说师傅的这句话她始终
牢记。

郁非天性热情，快人快语，干工作
雷厉风行、干净利落。“刚入行时，师
傅就告诉我，让顾客购物‘不等待’是
我们第一食品商店营业员的目标。”

郁非下了苦功夫。多少年来，她雷
打不动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提前一个
半小时左右到岗，在其他同事上班之前
整理一遍货架、过一遍“点账簿”。明
明可以待在条件相对舒适的办公室，她
却总“粘”在柜台服务。“我更愿意和
顾客多聊聊，多琢磨琢磨商品品类和陈
列。”

为把“服务经”念得更好，郁非在
老师傅们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炼总结了“4S 工作法”——服务微笑
化、销售专业化、陈列高端化、标准流
程化。这套工作法将曾经严重依赖个人
之间“口耳相传”的柜台工作经验梳理
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教程”，
大大提高了年轻营业员学习掌握的效
率。不仅如此，这一工作法还把传统上
与顾客“一对一”柜台服务工作流程扩

展为从“进门第一眼”开始的全流程服
务链条，有利于更多的门店提升服务
质量。

“第一食品商店的劳模传承到我已
经是第四代了，如何将这份能力与责任
传承下去，这是我当前的工作重点之
一。”2015年，郁非劳模工作室正式揭
牌成立，郁非不仅“传帮带”14 名成
员，还通过门店内训巡讲、劳模服务工
作小课堂、劳模服务进门店等活动，实
现“一个带动一群”的目标。

数字经济时代，第一食品商店这家
有着 68 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如何更好
地服务消费者？

不久前，50岁的郁非成为一名新晋
带货主播。“第一次直播带货，我提前
准备了很久，还特地向女儿请教，想了
解一下现在年轻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主
播，开播前很紧张，没想到观众比较买
账，第一次播就有 3万多名观众点赞，
我直播的时候直播间排名一下子升了好
几百名。”

郁非说，对实体零售业来说，线上
经营+线下发展是大趋势，第一食品商
店现在坚持“不打烊”的经营策略，经
常性开展直播大赛、重点节庆直播、跨
界营销直播等，“我这样的新主播们也
时常走上‘云’端，为来自全国各地的
顾客服务”。

思索经营创新的同时，郁非始终坚
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每天换
工作服时，郁非都要先检查自己的党员
徽章是不是佩戴正确。她说，亮明自己
的党员身份，既是对自己的鞭策提醒，
更是一种对顾客的诚恳承诺。

“我会努力坚守初心，用我的服务
让每一位顾客感受温暖，为上海的复苏
发展加油。”郁非说。

郁非：

小小柜台里 大大“服务经”
周蕊

“抓紧时间整理记录实验数据、定时
定点做好浇水工作、把苗木种子预备好
……”立春时节，在青海省西宁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党的二十大代表、林科所
所长张锦梅一边查看苗木的生长情况，
一边向同事叮嘱着开春后工作的注意事
项，“青海的春天来得比内地晚一些，但
植树造林要赶早”。

在附近的大田内，棵棵青杨、青海
杨幼苗正茁壮成长。“等天气暖和些，这
批苗木将被移栽到高原地区用于绿化建
设。”扎根高原林业一线30余年的张锦
梅坦言，繁殖培育出青杨、青海杨等高
原适生树种，用于青藏高原城镇绿化，
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长期
以来，受限于本土植物品种、数量较
少，青海用于绿化的苗木品种多从外地
引进，在经过引种、栽培、驯化，验证
适应高原特殊气候后，才能推广种植。

由 于 缺 乏 有 效 规 划 ， 引 进 树 种
“多、乱、杂”问题逐渐显露。“有的
高大茂盛、有的低矮枯槁，看上去乱
七八糟。”张锦梅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
为“四世同堂”。而更令她担忧的是，
青海一些地方曾引进北方地区大量种
植的河北杨。但由于青海土壤热积温
不够，导致河北杨刚种下去时成活率
高、树形优美，不到三年就大面积生
病死亡。

在“三江之源”建设“绿色长城”，
究竟应该从何下手？张锦梅通过不断实
践试着给出答案。

相较于一年一茬甚至多茬的农业育
种，由于树木生长慢、育种时间长，林
业育种的育苗、试验环节，一个周期至
少要 3至 5年，甚至更长。尤其是在青
海，要求树种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夏
天热不死，冬天冻不死，春天旱不死。

“有时林业工作者辛苦一辈子，可能也选
不出一个良种。”

作为青藏高原的本土树种，抗旱耐
寒防沙的青海杨成了赋绿高原的首选，

但因分布散落、牛羊啃食，处于濒危状
态。2008年夏天，得知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的杨树沟还有一片
天然青海杨，张锦梅和同事立即动身前
往收集枝条。找到零星散布的青海杨
后，张锦梅赶忙做标记、采种条、采花
序，连夜将枝条带回西宁。

采集枝条是第一步，后续要经过 3
轮无性繁殖扦插，选出优势种苗，再进
行区域栽种对比，待成熟开花，才能选
出良种。“一切顺利至少要8年，开展花
粉杂交的有性繁殖，至少还得再等 5
年。”张锦梅说。

繁育良种期间，张锦梅始终与恶劣
自然环境“硬碰硬”——烈日灼晒、寒
风凛冽，她每年野外作业超过 200 天，
不在山上种树，就在苗圃育苗。

经历十余年的繁育和比对，张锦梅
终于选出“树干通直、生长量大”的青
海杨良种，并探索出“大树采穗、单采
单繁、无芽扦插、当年初选、次年复
选”的选育方式，将杨树育种周期缩短
了3至5年。

随后，张锦梅带领团队先后建立了
杨树良种繁育、城镇绿化大苗培育和花
灌木培育三大规模育苗示范基地。截至
2022 年底，基地育苗生产总规模达到
57.3公顷，培育各类花卉苗木品种30余
种，年生产各类花卉苗木50余万株、杨
树种条100余万根。

眼下，这批在基地栽植培育的青海
杨、青杨雄株良种已在青海柴达木盆
地、西藏阿里等地推广种植，筑起一道
道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

近年来，张锦梅身边不少年龄相仿
的同事陆续退休转岗。58岁的张锦梅依
旧春种树苗、夏做实验、秋测数据、冬
做规划，时常带着年轻人前往青海玉树
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海拔
超过3500米的林场，选育适应三江源高
海拔的树种。“要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人，为三江源地区的城镇绿化做出更多
贡献，让‘绿色长城’在青藏高原绵延
伸展。”张锦梅说。

林业专家张锦梅：

在青藏高原建设“绿色长城”
李宁

大年初二，樊凡回到西安市区的父母家
一起过年。在 2022 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的她让家人很是骄傲。樊凡今年 42
岁，是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车身厂的
一名维修电工。与传统电工不同的是，她维
修的是自动化生产线上的机器人，通过一组
组程序控制着车间里的庞然大物。

樊凡的父亲曾是陕汽的一名卡车司
机，性格外向的樊凡从小便对机械有着浓
厚的兴趣，对车间有着不一样的情怀，报
专业时便选择了电气控制专业，毕业后进
入陕汽集团成为一名电工。

“作为一名女性，为什么选择进车间做
电工？”这个问题樊凡经常被问到。“其实
我觉得电工工作挺有意思的，女性的细
心、耐心在这份工作中有独特的优势。”樊
凡笑着回答。

2006 年春节刚过，樊凡因为工作调动
来到陕汽新投产的西安商用车产业园，一
位相熟的工友招呼她“去看个好玩的东
西”。走进车身厂装焊线，樊凡见到了一幅
震撼的画面：6台比人还高的机器人在一个

工位上同时开动，机械臂上下挥舞，充满了
机械的美感。“太震撼了，我当时就意识到，
这就是生产线的未来！也是我的未来！”

这是车身厂最早到岗的机器人，也是陕汽
向智能制造转型的主要应用单元。樊凡受命成
为第一批维修电工，从维修传统单台机加设备
到自动化生产线维保，樊凡下足了功夫。

“机器人所有的程序和操作说明全是英文
的，我本身英文底子也不好，就先从单台机
器开始，用翻译软件逐字逐句查。”现在车间
里樊凡常用的机器旁边，几乎都贴着一张她
总结的常用词中英文对照表。

历时半年，樊凡终于将机器人的上千句
程序摸清楚。就在此时，新成立的车间班组
实训园地为樊凡打开了又一扇大门。

在陕汽不断加快智能制造转型、加强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背景下，车身厂组建了实训
园地，后更名为“李青刚创新工作室”。“这
里已发展成为包括全生产环节软硬件技术在
内的智能制造实训平台，发掘并培养出了很
多优秀的技能型人才，樊凡就是其中之一，
她身上有股‘一根筋’的钻劲。”创新工作室

带头人李青刚说道。
正是凭着这股“钻劲”，让樊凡成为车间

里备受信赖的技术骨干。目前，樊凡已累计参
与车身厂设备改造改进项目 37项，完成小改
进 33项，其中仅“重卡驾驶室制造过程人机
适应性研发与推广”项目就实现降本 841
万元。

2019 年，全国第三届智能制造应用技术
技能大赛开启。因为技术过硬，樊凡被陕汽推
荐组团参加了陕西省的预选赛并进军国赛，分
获一等奖和二等奖。此后，她先后参加了数十
场比赛，并相继荣获了“陕西省五一劳动奖
章”“陕西省技术能手”等称号。2022 年 5
月，樊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称号。

“维修电工听起来枯燥，但在我看来需要
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一台机器人可以搬
运、焊接、涂胶、打螺柱，它能做什么样的
工作，取决于我输入什么样的程序。看着一
台台机器人经过改造后，逐渐能做一些重体
力、重复性的工作，是这个工作带给我最大
的成就感。”樊凡说。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樊凡：

专注智能制造的新时代女电工
李亚楠

（稿件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