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玛依塔斯风区护路人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芦亚婷

在烈日下修补路面坑槽，在风吹雪天气昼夜除雪保畅，20
多年来，杨顺峰坚守在 G3015 线奎塔高速玛依塔斯防风雪抢

险基地，犹如一颗质朴的铺路石，守护路面安全。

杨顺峰是新疆交投天北高速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养护中心

的负责人，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年 10 月底至次年 4月初，都会

进入玛依塔斯防风雪抢险基地集中护路，其余时段负责路面

日常维修和养护。

每年七八月，是硬化路面维修作业的黄金时段。“越热越

忙。”杨顺峰说，由于任务量大、工期紧，他几乎每天都要带领

工友们从早上 6点干到晚上 11点。

每当那时，地表温度高达 60 多摄氏度，他们穿着厚厚的

工装，脚踩着发烫的路面，不停地挥动锄头、铁铲。十几个小

时下来，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析出了一层层汗碱，每个人的手掌

上都有磨出的血泡，被烫伤更是常有的事。

玛依塔斯防风雪抢险基地位于玛依塔斯风区，是新疆九

大风区之一，每年 8 级以上大风天有 150 多天。该路段冬季

气候恶劣，常伴有七八级大风，极易堆积“雪梁子”，风力较大

时，不到半小时积雪厚度就能达到 20 厘米以上，积雪最厚时

能达到七八米，个别路段还会因为驾驶员出现“雪盲”，造成

道路阻断。

每到冬季，杨顺峰和工友们都会以雪为令，全力做好连续

抗击暴风雪天气的准备。

2022～2023 年的雪季，受新一轮强冷空气影响，塔城地

区额敏县境内普降大雪，玛依塔斯风区遭遇 11 级大风袭

击，风区气温降至零下 40 摄氏度，风吹雪天气能见度几乎

为零。

一天，杨顺峰在接到路上有人员和车辆受困的救援电话

后，立即和同事前往救援。经过 14 个小时的救援，他们救出

被困人员 74 名、被困车辆 18 辆，将所有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

转移至安全地带，无一人滞留。

在最后一辆救援车辆安全撤回后，杨顺峰累得趴在办公

桌上昏睡过去。

冬季风区的除雪任务十分艰巨，杨顺峰安排 11名驾驶员

及后勤人员合理分工，采取“人休车不休”的工作方式，24 小

时不间断清理积雪。在短短 9 公里的除雪路段，载有除雪机

械设备的作业车辆，每天行驶里程可达 600余公里。

杨顺峰告诉记者，“等雪来，迎雪干，送雪走”是他和工友

们的冲锋号，“等风来，迎风干，护人走”是他们一年四季的护

路承诺。

工地上的00后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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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方妍

2022 年 7 月，00 后女孩杨鑫博有了新身份——雄安新区

建设者。

从青涩懵懂的大学生蜕变为与泥土为伴的建设者，杨鑫

博见证着偏僻荒凉的河渠中“长出”坚实有力的堤坝，河道两

侧的枯枝孕育出待放的花朵，也在工地上享受着把蓝图变成

现实的快乐。

2000 年出生的杨鑫博，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河北工业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2022 年 7 月，她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建

三局三公司，在雄安新区唐河河谷郊野公园项目部负责质量

安全、项目核算等工作。

项目部沿唐河河谷而建，一排整齐的蓝色板房立在一

旁。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荒凉的工地，杨鑫博感到了不小的心

理落差——风裹挟着泥土从空旷的河床迎面吹来，太阳炙烤

下，现场的仪器仿佛都在冒着蒸汽。

尽管如此，这位 00后女孩还是坚持了下来。

杨鑫博的日常工作需要在现场核对施工图的算量，与业

主和分包方进行沟通确认，然后办理结算，这些都需要项目

的相关文件做支撑。刚工作时，由于不了解如何对文件进行

分类和归档，她经常因为反复查阅文件记录而浪费时间。后

来，在同事的帮助指导下，杨鑫博很快胜任了工作岗位。

夏天，顶着烈日跑现场，冬天，踩着积雪做测量、记数

据……半年多下来，她跑坏了好几双鞋。后来，为了方便跑

现场，她还专门买了几双厚底鞋备用。

在跑工地的过程中，杨鑫博渐渐找到了工作乐趣。“现在

一到工地就感到特别兴奋，有时了解了新仪器的操作技巧，

还会迫不及待地赶去现场测试。”杨鑫博说，特别是看到图纸

上的蓝图被一砖一瓦地建造出来，内心充满成就感。

4月 1日将是雄安新区成立 6周年，杨鑫博与中建三局三

公司的百余名建设者一起，加班加点、不辞辛苦，在劳动中创

造幸福，与雄安一同成长。

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无论在哪个岗位，他总想做得更好一点——

老工人刘宁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嫱

在山东青岛，你也许不知道邓举明的名

字，但是你一定乘坐过他检修的地铁。

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50项，发表论文 50余

篇，自主研发 30余项非标电子装置技术填补

行业空白……青岛地铁高级工程师邓举明用

匠心守护“最初的梦想”，也在地铁车辆维修

领域不断实现着自己的电子梦。

6年获14项专利

初见邓举明，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典

型的“工科男”：冷静、沉稳。

邓举明今年 38 岁，出生于山东莱州农

村，母亲常年务农，父亲是村里的电工。当别

的孩子在村里玩泥巴时，他却喜欢把自己关

在屋里鼓捣家用电器。

高考结束后，邓举明填报了齐鲁工业大

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2009 年，他凭借

大学时期的优异成绩，进入青岛一家国有企

业从事电气设计工作。

由于企业缺乏竞争力，产品附加值不高，

当时，邓举明每月的收入只有 1200 元。不

过，面对第一份工作，他不想轻言放弃，而是

选择利用工余时间继续充实自己。

6 年间，他用自费购买的原材料做实验，

研发出了非标电子测试工装等新技术，获得

了 14项专利，发表了 5篇专业论文。

2016 年，青岛地铁迎来建设高峰期，急

需更多有技术、能创新的人才加入，邓举明应

聘成为运营分公司电气技术岗工程师，负责

地铁车辆维修。

热爱跨越万难

地铁车辆维修包括电气电子和机械两

类，邓举明所从事的电气电子类别包括牵引、

制动、照明、旅客信息、辅助供电、空调等六大

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近百种器件。

“青岛地铁自动化程度高达 80%，这也增

加了电气电子的维修难度。”邓举明拿起身边

的一块集成电路板向记者介绍，这个被称作

系统“大脑”的硬件，包含单片机、晶振和三极

管等近百个电子元件，地铁车辆一旦发生故

障，需要逐项进行排查锁定。

全新的领域、更高的技术要求并没有难

住邓举明，得益于此前的积累沉淀，他迅速掌

握了地铁车辆电气电子原理，并将过往的专

利技术迭代升级，成功应用于检修系统。

以往车辆报站系统出现故障，检修人员

必须驱动列车模拟报站才能复现故障，一辆

列车的运行时间至少 45分钟，往往需要排查

多次才能确定故障原因，费时费力。

能不能研制一个模拟信号装置，实现车

辆静态半自动报站，提高检测效率？邓举明

花了一周时间，尝试了数十个版本的程序代

码和上百次的硬件调试，成功研制出 PIS 半

自动报站信号模拟发生器装置，不仅填补了

行业空白，每年还可节约成本 50余万元。

尽管攻克技术难关需要经历数场鏖战，

但是邓举明乐此不疲，“热爱可以跨越万难。”

掌握核心技术

采访中，邓举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青岛地铁 3 号线车辆牵引系统

出现故障，影响车辆运行，该系统的法国供货

商提出更换整个部件单元的解决方案，而整

个牵引箱的费用需要 30余万元。

为了给企业节省成本，在没有图纸和程

序代码的情况下，邓举明带领团队拆解了一

台完好的牵引控制箱作为参照物，将故障集

成电路板上的近百个电子元件逐项测试。

两个多月里，经过数千次的排查、绘图、

检测，他们终于锁定故障原因，解决这个难题

只用了数百元。

随着这样的经历增多，邓举明越发体会

到，新时代的“地铁医生”不能只会修理，还要

会创新、懂研发，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6 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正

式成立，集团为这个 246 平方米的工作室购

置了十余种先进电子设备，每年拨付专项资

金支持工作室研发创新。近年来，邓举明先

后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50 项，发表论文 50 余

篇，获得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授权 3项，带

领工作室团队自主研发的 30 余项非标电子

装置技术，填补了行业空白，被广泛应用于地

铁车辆检修作业。

“我们正在设计研发一款车辆里程表自

主检测装置，成功应用后，将有效减少里程表

送检频次，每年可创效 100 余万元。”邓举明

说，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系统的时代已经到来，

更多与地铁有关的电子梦正在一一实现。

邓举明用 50 项国家专利授权、30 余项自主研发技术为地铁检修添“智”——

“地铁医生”的电子梦

25年扎根中医药一线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蒋菡

3 月 3 日 9 时，北京房山，大兴机场磁草

变电所全贯通式同相供电科研项目机房，穿

着黄色反光背心的刘宁正在这里查看项目

进展。

这是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刘宁创新

工作室带头人刘宁普通的一天。他黝黑的

脸上带着“沟壑”和笑容，敦实又朴实。项目

已进入收尾阶段，刘宁的职业生涯也接近尾

声，3个月后他就要退休了。

普普通通的他，似乎又与众不同。同事

说他是“机动人员”，哪个项目现场遇到难

题，首先会想到找他；领导说他是“宝藏员

工”，多年来他的一项项发明创新为公司提

质增效作出的贡献不小。

老工人刘宁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普通

工人的故事。

“想让工人干得更轻松一点”

“这是我做的。”在 2号输入变压器室，刘

宁指着电缆支架对记者说，神情有点骄傲。

起初这个支架是铝型材做的，可以防止

涡流，但承重较差，电缆一放上去，架子就变

形了。

项目部找来刘宁商量对策。刘宁提

出，把主材改成槽钢，放电缆的横担还用铝

型材，这样既解决了承重问题，又可以防止

涡流。

在改造过程中，他发现斜放的电缆压在

水平横担上，表面有压痕，想到通电后电缆

发热变软，更容易划伤，他主动革新，把固定

横担改成了旋转横担。

类似的小改造，刘宁已记不清做过多

少。“创新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现场哪儿

有问题就去解决。”他说。

有些问题是项目推进的拦路虎，必须拿

下。有些问题别人没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

也没采取行动，而刘宁仔细观察了，用心琢

磨了，然后动手去做了。

让刘宁最有成就感的是 2011 年获得发

明专利的轨前测量仪，它也是“最给单位省

工期省钱的”。原本轨道铺好后才能测量，

而刘宁发明的仪器在铺轨前就能测量，大大

节省了工期。此前每测量 1公里，专业队伍

用水准仪要一两万元，而刘宁的发明只要几

千元。

看到工人放电缆很累，电缆还容易磕

伤，刘宁发明了区间电缆敷设辅助装置。

看到工人布线时站起来太高，蹲着太

低，只能半蹲，刘宁发明了无线遥控布线机。

……

“我想让工人干得更轻松一点，更高

效一点。”刘宁说。

就这样一点一点，他走到了职业生涯的

“收尾阶段”。

“不断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记者问。

“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告诉自己前面还

有更好的，才能一直往前走。”

“更好的东西是什么？”

“是理想啊！”他脱口而出，然后哈哈笑了。

当一个站在 60岁门槛上的老工人说出

“理想”这个词，他脸上的每一道“沟壑”都在

发光。

“要做就把这事做成”

4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无论在哪个岗

位，刘宁总想努力做得“更好一点”。

1980 年，17 岁的他高中还没毕业，就顶

替退休的父亲，成为原铁道部电气化局二处

建筑队的一员。

他的第一个岗位是瓦工。师傅给他的

评价是“天生悟”，干活会动脑子。他每天下

班总会留到最后，“看看别人做的跟我做的

有什么不同，比较一下怎么做更好”。

1983 年，单位举办了一场砌砖比赛，砌

一根 2 米高、8 个面的柱子，误差不超过 3 毫

米。刘宁砌的 8 个面都是零误差，在 120 名

参赛者中拿了第一。赛后，他一下子从二级

工升为三级工，要知道，他的父亲 50岁退休

时也才五级工。

1989 年，他进入二处的另一个下属单

位襄樊机械厂，被分在了镀锌分厂。在这

里，他学会了机加工、编制工序和 CAD 制

图，还拥有了一项至今依然倍感骄傲的发

明——一台去除余锌的离心机。

“以前都是人工去敲掉零件上多余的

锌，但锌很烫，还有毒性，我就想用离心机来

除。”他说。前后花了五六年时间，反复调

试，终于做成，不仅解了工人的苦，还让镀锌

合格率从 5%跃升至 95%。

厂里给刘宁发了 300元奖金。“我就爱琢

磨这个，跟奖金没关系。我做的东西，工人实

实在在地能用、爱用，很有成就感。”刘宁说。

2004 年企业分流，刘宁来到中铁电气

化局城铁公司，在不同的城市、项目和岗位

间切换，他始终没有停止创新。

用近两年发明了轨前测量仪，花两三年

发明了放线装置……刘宁的创新，更像是不

怕麻烦、不计得失地“给自己揽活儿”。

“有没有想过付出这么多值不值？”记者问。

“没想过，我想的是，要做就把这事做

成。”他笑了笑，说，“老是左想右想，就走不

动了，就得一直向前，不看旁边。”

“差一点都不行，没有让的余地”

“不看旁边”，另一层意思是坚持做自己。

“较真”是很多同事给刘宁的评价。比

如，干北京地铁 6 号线二期时，刘宁发现疏

散安装平台的板在曲线部位有个弧度，就要

求全部敲掉重来。

“人家辛辛苦苦干好的，敲掉重来肯定

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质量不达标，我心里不

舒服。”刘宁说，“干技术差一点都不行，没有

让的余地。”

刘宁不是劳模，“刘宁创新工作室带头

人”可能是他最值得称道的头衔。2018 年

创新工作室挂牌，2019 年成为“巨晓林创新

工作室”分室。

回望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刘宁感慨万

千：也许当初的出发，就注定了自己要一路

向前。

1980 年夏天，一个 17 岁的少年离开家

乡四川遂宁车家沟，身高 1.59 米，体重才 69
斤。他走了 25公里到邻县，又搭大巴 3个小

时到绵阳，在这里他坐上一辆绿皮火车，三

天四夜之后，抵达襄樊（现称襄阳）。上车

前，他遇到一对丢了车票的夫妇，于是把仅

有的 40 斤粮票全给了他们，并没有去想自

己接下来要挨饿了。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心里有一点忐忑，更多的是兴奋——他要拥

有一份“拿工资”的工作了。

那趟经历仿佛成了刘宁日后漫长职业

生涯的浓缩。此后的 43 年里，他经历了更

多的辗转，天津、重庆、上海、北京……他一

直向前，不看旁边。

刘宁在北京
大兴机场线磁草
变电所检查全贯
通式同相牵引供
电系统的电缆是
否安装牢固。

杨瓒 摄

3月23日，重庆市一家医药企业内，49
岁的全国劳动模范郭平牯正在实验室内进
行中药研究。

作为当地中医药战线上的一位“老
兵”，郭平牯25年如一日扎根研发一线，把
激情和心血倾注在中医药事业上。

1998年，郭平牯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
业后，进入一家药企工作。初入职场的他，
决心干出一番成绩，整天“泡”在实验室和
库房里研究中药材。凭借这份执着，他逐
渐从新人成长为业务骨干。

2011年，郭平牯作为科研技术人才被
重庆万盛经开区引进，成为重庆多普泰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研发人员。在这
里，他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将制药生产效率
提高了3倍，成本降低了20%。同时，他还带
领团队获得国家专利36项，其中发明专利
28项，累计为公司节约成本800余万元。他
本人也于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