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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进展如何，有没有困难？”天山深处，塔

里木河上游，在机器轰鸣声中，李东飞仔细向

施工人员询问。工地现场，大型机械来回穿

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里正在建设世界

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坝。

李东飞是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公司新疆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Ⅰ标项目部党支部书

记、项目经理。

“工程最大坝高 247米，坝顶宽度 576米，

坝体填筑总量 2260万立方米。”李东飞说，项

目地质条件复杂、技术难度大、自然条件恶

劣，对施工要求极高。每天一早，他都要来现

场检查项目建设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今年 42 岁的李东飞从事水利施工管理

工作 24 年，2015 年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劳动模范”称号。

戈壁深处磨炼意志

“当年比现在还要瘦，每天顶着太阳在工

地扛了半年的钢筋，虽然很苦，但对我一生的

影响特别大。”20 多年过去了，李东飞对刚参

加工作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1998 年，18 岁的李东飞中专毕业后，从

老家重庆来到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乌鲁瓦提

水利枢纽工程。他从乌鲁木齐坐着大巴车走

了三天三夜才到达工作现场。虽然出发前曾

有人告诉他这里条件艰苦，但眼前的景象还

是让他感到震惊，周边荒无人烟、寸草不生，

扬起的风沙刮过石头房子，吹向远方。

怀揣“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年轻的李

东飞没有抱怨，他干起了最苦最脏最累的

活，扛钢筋、推斗车，螺纹钢把他的手磨得起

了血泡，他也偷偷抹过眼泪，但还是咬牙坚

持了下来。

“那时候南疆风沙大，天天刮沙尘，为了

方便洗头，我们几个年轻人都理成了光头，清

洗时用毛巾一抹就好。”在这里，李东飞熟悉

了水利工程的每道工序，还学会了电焊和搅

拌机维修技能。

“本来实习期 3 个月，结果一干就是半

年，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也收获了

成长。”李东飞告诉记者，2010 年这项工程同

时荣获“鲁班奖”“大禹奖”“詹天佑奖”三项

大奖。

把每一项工程建成精品

2012 年 3 月，李东飞调任塔城白杨河水

库溢洪洞工程项目经理。

第一次当项目经理，他接手的就是一个

“烂摊子”。原来，这是个管理型项目，产值不

足 1000万元，前期已经亏损 200余万元，工期

严重滞后。

“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管理人员加上我

才 5个人。”李东飞回忆说。

在溢洪洞混凝土浇筑开始时，为保证浇

筑质量和工期进度，李东飞在施工现场连续

奋战了两天两夜，组织开会研究浇筑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累得说话声音都沙

哑了。

经过努力，这项工程在 2012 年 11 月按

期顺利完工，并扭亏为盈。其中，混凝土工

程的外观、质量均受到自治区建管局的高度

赞扬，并将混凝土工程作为样板工程供其他

单位学习。

玛 纳 斯 石 门 子 水 库 、精 河 县 沙 尔 托

海 水库、乌苏特吾勒水库、哈密柳树沟水

库 …… 20 多 年 来 ，李 东 飞 参 与 建 设 的 水

利工程遍布天山南北，他也从一名普通技

术 人 员 ，成 长 为 肩 负 项 目 建 设 重 任 的 领

头人。

在李东飞看来，水利工程关乎千家万

户，作为建设者，要努力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

精品。

帮助年轻人找到奋斗价值

在大石峡水利枢纽项目部的李东飞劳

模创新工作室里，架子上摆满了各类奖状和

奖章。

在李东飞带领下，项目部已申报专利 13
项，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9项现场技术优化创造效益约 1700万元。

“师傅对我们特别严厉，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在徒弟眼中，李东飞追求完美，尤其注重

提升徒弟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水平。

目前，李东飞所带领的项目团队平均年

龄 29 岁，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成长，创新工

作室选拔 16名业务骨干，围绕项目生产经营

任务开展创新创效活动，凸显“劳模领跑+团

队合力”优势，培养出了一批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人才队伍。

大石峡工程Ⅰ标项目部计划工程管理

部主任助理白林就是李东飞徒弟中的佼佼

者。2017 年，他开始跟着李东飞学习，5 年

来，他不仅成长为青年骨干，还获得了 21 项

国家专利。

“我要做的就是，挖掘年轻人的潜能，增

强他们的使命感，帮助他们在项目部找到奋

斗的价值和意义。”李东飞说。

李东飞参与建设的水利工程遍布天山南北，他的追求是“精品工程”——

戈 壁 滩 走 来 兴 水 人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为电网“添智”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王晓妍 黄艺璇

试验、测量、记录、修改……这是国网江苏营销服务中心

能源计量部主任杨世海工作的日常。

20 多年来，杨世海穿梭在大大小小的电能计量试验现

场，默默守护着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近日，杨世海荣获“江

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江苏电

力人。

随着城市化、电气化进程加快，空调使用量剧增，季节性、

时段性用电负荷快速增加，电力供需不平衡程度加剧，给电网

安全运行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由于用户与电网间缺乏有效

“沟通互动”，在用电高峰时段只能千方百计增加电力供应或

刚性限制部分企业用电。

“如果能准确感知用户分项负荷用电情况，深度挖掘用电

行为，就可以满足精益用电需求了。”杨世海一直在思考如何

破解这一电力难题。

循此思路，杨世海带领团队研发出一套“城区用户与电网

供需友好互动系统”，利用技术手段准确监测、计量城区用户

分项负荷用电情况，再利用电力积分、电费补贴等市场化手

段，激励用户在用电高峰时段降低负荷，在用电低谷时段增加

负荷，实现“削峰填谷”。

就这样，杨世海带领团队为电网“添智”，实现了用电更加

智慧、经济、绿色和安全。

做研发工作，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

能源计量部的年轻员工方凯杰告诉记者，在一项科技成

果申报过程中，杨世海带着他们字斟句酌地填写申请材料，反

复修改完善直至深夜。当方凯杰背起包、打着哈欠准备离开，

看见杨世海仍在伏案疾书。“他才四十多岁，却已头发斑白。”

方凯杰感叹，杨世海为了工作真的太拼了。

杨世海刚工作时，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才刚刚起步，

许多设备都依赖进口。“经过几代电力人的努力，我们终于建

成了全方位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智能电网。”杨世海期待着，

能为电力自研技术和国产装备站上世界舞台做出自己的一

份贡献。

工地新“创客”

本报记者 蒋菡

瘦高个子，齐耳短发，着一件蓝色工装，

干练又朴素。但如果稍稍打量下她那身

看似普通的工装，就会发现不同之处——

胸前绣着“金牌蓝天工匠孙红梅”的金色

字样。

这是空军装备部为“金牌蓝天工匠”特

制的工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三工

厂（以下简称 5713 厂）的 1600 名职工中，获

此殊荣的仅孙红梅 1人。

孙红梅，5713 厂高级工程师，中国空军

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首席专家，2019 年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23 年与焊接打交道的职业生涯，重重

炫目的荣誉光环笼罩，这位 47 岁的女工程

师却依然拥有一双孩子般清澈的眼睛。从

这扇“窗户”里可以窥见她的内心——就像

她的微信签名所写的：任他桃李争欢赏，

不为繁华易素心。

伟大出自平凡

走进 5713 厂特种修理制造车间，墙上

高挂着三面大旗——五星红旗、军旗和空军

旗。面对它们，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立

刻在心中升腾。

这是孙红梅每天身处的场景，也是她每

天经受的洗礼。

1999 年 7 月 4 日，从西安理工大学毕

业的孙红梅被分配到 5713 厂——那是新

中国最早建设的飞机发动机修理线之一。

“四面都是山，只能看到头顶的一片

天。”9 月 20 日，孙红梅对《工人日报》记者

说，工作、生活都在厂区，有点与世隔绝的感

觉，比她早来两三年的同专业的两个年轻

人，来了不久就离职了。

相比环境的闭塞，更大的心理落差在工

作上。“怀着一腔热血而来，却发现焊接是辅

助工种。”她说，“想象中高大上的航空发动

机维修，实际上很枯燥，每天面对的都是有

裂纹、黑乎乎的发动机零件。”

直到 10 年甚至 20 年以后，她才慢慢领

悟到：“一项事业可能是伟大的，但细分到

每个工种，可能都很平凡。”而伟大正出自

平凡。

在厂里，孙红梅从钳焊学徒工干起。进

厂第 2年，一次，喷涂工装上有个螺栓坏了，

工人按照孙红梅画的图纸做了一批新螺栓，

却怎么也拧不进去。原来，她在画图时只在

螺栓上标了螺纹外径，没写螺距。

这次失误给她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

“实践课”,让她意识到技术上容不得半点

失误。

2000 年，孙红梅被调去主修车间，也就

是发动机车间。维修航空发动机，更加要求

精益求精。

2013 年，一批某型军用飞机发动机机

匣损坏，国内没有成功修复先例。孙红梅请

缨维修，检查后发现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

线盲区。

那段时间，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孙

红梅满脑子都是机匣。一天早上，对着镜子

洗漱的她灵光乍现——做一把长柄小镜子

找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钨极弯一下，就

可以焊到腔内故障了。最终的操作平面只

有 半 个 手 掌 大 小 ，修 复 后 的 变 形 量 仅 有

0.003毫米。

23 年来，孙红梅参与修理保障的军用

航空发动机累计达 600 余台。“我干的都是

本职工作，没想到能获得那么多荣誉，是赶

上了全社会高度认可工匠精神的好时代。”

她说。

心安就是幸福

孙红梅的办公桌在“红梅创新工作室”

最里头靠窗的位置。280 平方米的工作室，

一半用来展示创新成果，另一半是 7位成员

的工位。

“红梅创新工作室”成立于 2013年 11月

11 日，这一天正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成立 64周年纪念日。

36 岁的叶文龙工位挨着孙红梅。“近距

离接触后发现，孙工不光对焊接钻得深，而

且涉猎广，我的专业是机械加工工艺设计，

她也能指导。”叶文龙说。

更令叶文龙钦佩的，是孙红梅的为人。

“她特别低调。”叶文龙说，2020 年底，

自己刚加入工作室时主要做分析校核工作，

“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却能跟新人探讨，

而且用‘请教’这个词。”

工作室有 3 位 90 后，31 岁的李旭明是

其中之一。孙红梅常说的一句话是，“做好

自己，再说别人”。耳濡目染间，这句话也刻

在了李旭明脑子里。

跟李旭明同一年进厂的年轻人，已经

走了好几个。“这就是一份平凡的工作，要

学会在平凡中找到兴趣，感受乐趣。”李旭

明说。

对于身边的年轻人，孙红梅认为，他们

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强，思维更活跃，不过想

要静下心来做事，诱惑也更多。“他们定义的

‘幸福’内涵更丰富，我就是两个‘呆’，一个

‘呆’不足以形容。”孙红梅笑言。

两个“呆”组成的“槑”字，是“梅”的异

体字。

孙红梅有她的幸福。“每次走进车间，看

到正在修理的零部件都会有一种成就感。

每一点突破、每一次创新都会带来很多乐

趣。”她说，“全身心投入工作让我的内心保

持安宁，心之安宁就是幸福。”

“我们都支持你”

工作中力争完美的孙红梅，在工作之外

信奉的是“不争”。

在单位项目奖金的分配上，项目负责人

允许拿 50%，她却只拿 10%。

2020 年湖北省评选湖北工匠，有 50 万

元奖金。凭她的实力，如果申报，获奖可能

性很大。可她却说：“我都拿过那么多荣誉

了，这个让其他人去争取吧！”

物质“诱惑”不了她，她反而还会担心自

己“德不配位”。

“人信实，火信虚”，这是不识字的母亲

教给孙红梅的做人准则。“从小母亲就总跟

我和弟弟说，垒柴火的时候中间要留空隙，

火才能着起来，而做人要实在、实诚，这样才

能走得长久。”

大国工匠只是孙红梅的一重角色，她还

是一个 74 岁老人的女儿，一个 16 岁男孩的

母亲，一个长年在外干工程的男人的妻子。

作为女儿，孙红梅足够贴心。下班到

家，她会把卧病在床的母亲扶起来，陪母亲

聊天，拉着她的手带着她一点点挪步。

在孙红梅心底，特别亏欠的是儿子。

儿子小学时有一次开家长会，她到了

学校才发现学校早就搬走了。“我和他爸都

忙，很少陪伴他。”孙红梅脸上露出少有的

不安。

不过，孙红梅还是相信，身教重于言

传。“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我经常

加班，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宁，希望孩子能

理解。”

在丈夫刘峰面前，孙红梅则是“小女

人”。“他每次出差前都会把冰箱塞满，父母

生病也是他跑医院跑得多。我忙，照顾不了

家里，他从不抱怨。”说这话的时候，孙红梅

眼里含着浅浅的笑意。

爱人的呵护，是她不时露出的笑容的源

泉，也是她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底气。

有一次夫妻俩散步，刘峰说：“你们厂怎

么就你这么忙，老加班图个啥？”

孙红梅想了想，说：“应该是责任心，总

得有人付出，有人奉献。”

“只要你不觉得累，不觉得苦，我们都支

持你。”刘峰说。

不为繁华易素心不为繁华易素心

23 年来，孙红梅参与修理保障的军用航空发动机累计达 600 余台。在她看来，一项伟大
的事业，细分到每个工种都很平凡，而伟大正出自平凡——

王斌 摄孙红梅在检查高导外机匣焊接质量。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本报通讯员 李彦斌

翻翻 24岁的武彪的微信朋友圈，9月只有两条动态，分别是

转发文章《70张图对比材料性能》和《Abaqus自行车刹车器强度

分析》。再往前翻看，不多的发布内容，除了企业动态，大多与工

程施工有关，以至“曲高和寡”，点赞寥寥。

一头短发，眼睛炯炯有神，身材消瘦的武彪身上透着一股子

灵气。去年 8月，武彪从洛阳理工学院机械专业毕业后，来到中

铁十七局集团铺架分公司无锡地铁项目部工作。3 个月后，他

便拥有了两项发明成果，还参与了两项工法改进。

当他完成仿真 360度三维模型的展示设计，把工作中的“金

点子”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在众人眼前，分公司上上下下都说，

“公司这次可是挖到了‘宝贝疙瘩’”。要知道，这项三维仿真设

计本领，是武彪在大学期间自学的技能。

刚工作时，武彪对铁路轨道铺设颇有些“不以为意”，来到项

目后他才了解，飞驰中的中国高铁之所以能车窗“立硬币”，是因

为上千公里的高铁轨距误差不超过 1 毫米，轨间水平误差不超

过 0.5毫米。

毫厘之间的精准，让武彪对技艺心生敬畏。他一头扎进施

工现场，熟悉每一个施工环节。

后来，在他眼中，每一道工序不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有改

进、有创新、有生命”的过程。

承载铁轨的混凝土道床浇筑后，需要工人洒水养护，耗时又

费力。如何让机械替代这道人工工序？武彪动起了脑筋。

一日下雨，看着车窗外摆动的雨刷器，他想到了解决方案，

设计出了低压扇形喷头和曲柄摇杆机构成的喷洒装置，大大降

低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

“装置成型最终还是靠团队力量。”武彪感慨说，从提出点

子，到组团创新，公司“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今年 3月，这项装

置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眼下，职场新人武彪正作为第一发明人申请另一项专利，这

是一种可自动出油的自行走式钢轨扣件涂油装置。这名工地新

“创客”从倒扣着的纸杯中获得启发，在短短 3 个月内完成了这

项发明创造。

去年底，武彪调离项目部，回到铺架分公司负责项目投标的

三维仿真设计。“目前，分公司有 4个创新工作室，希望我有机会

创建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武彪对记者说。

这次采访中，最打动我的还不是孙红梅
高超的技术、耀眼的荣誉，而是她的眼睛，那
是一双特别干净的眼睛。

这是一双看过 47 年风霜雪雨的眼睛，
却依旧如孩子般清澈。

采访中，孙红梅提到丈夫说过的一句
话：“你们厂是一片净土，跟社会上不一样，
就像‘象牙塔’，挺难得的。”这仿佛道出了这
份干净的源头。

虽然现在厂子已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搬到了城市，但作为一家军工企业，依然属
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孙红梅在这里静下心
来干了 23 年，从点滴突破中感受创新的乐
趣，也从精益求精中享受内心的安宁，成为

“伟大出自平凡”的注脚。
在军工领域专注地投入，为国防事业

默默地奉献，在这座“象牙塔”里工作和
生活一辈子，何尝不是一种简单又厚重
的幸福？

在采访孙红梅的两天里，我发现她总

是笑眯眯的。不是见到初次打交道的人那
种客套的微笑，而是露出一排上牙的发自
内心的笑容，除了礼貌和真诚，这些许也透
露出她的生活状态——笑容里带着幸福的
味道。

不管多苦多累，总有人在你身后，支持
你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又何尝不是一种甜
蜜又笃定的幸福？

心无尘埃，所以干净。心有所依，所以
幸福。

采访手记
那 双 干 净 的 眼 睛

阅 读 提 示

孙红梅，5713 厂高级工程师，中

国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首席专

家，2019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重重

炫目的荣誉光环笼罩下，这位 47 岁

的女工程师却依然拥有一双孩子般

清澈的眼睛。车间里，每一点突破、

每一次创新总会带给她无穷的乐趣。

“全身心投入工作让我的内心保持安

宁，心之安宁就是幸福。”这是孙红梅

的人生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