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赵风斌 袁昌玲

49 岁的青藏集团公司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乘务员周润

琴，每一趟进藏出乘，都带着满满的仪式感：头天晚上，她会

把工作服里里外外熨烫齐整，裤缝完全对齐，衬衣领子没有

一丝翘边，她的乘务包里每次都少不了一把糖和巧克力。

“客运工作需要格外细心，有时候，一颗糖，就能帮助一

名低血糖病人，能哄好一个哭闹的孩子。”周润琴说。

16 年前，周润琴从线路工转岗成为乘务员，她性格恬

静，说话不疾不徐，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即使遇到突

发事件，她也临危不乱，总能从容应对。

2022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 50 多岁的四川籍进藏旅

客因出现高原反应，从中铺跌落后昏迷，周围的旅客陷入一

片慌张。闻讯赶来的周润琴一把抱起旅客，将他的头靠在

自己肩上，用力掐他的人中，旅客睁眼后，她立刻从兜里掏

出一块巧克力放进他嘴里，又为其戴上吸氧管。

“你都把我掐痛了。”完全恢复后，这位四川籍旅客感激

地调侃说。

“不掐痛，你醒不过来嘛。”周润琴用蹩脚的四川话笑着

回复。

“只要用心，旅客服务处处是学问。”针对不同年龄层次

的旅客，周润琴琢磨出了一套差异化服务要领。老年旅客

身体机能差，旅途中要重点关注车厢氧气浓度够不够，温度

合不合适；儿童好奇心强，对他们要做好防夹防烫和不随意

跑动、不大声吵闹的提醒；年轻旅客喜欢玩电子产品，要提

示他们戴上耳机、外放声音不能太大。

在日常工作中，周润琴全身心投入，努力把车厢打造成

流动的“星级宾馆”。

旅途中，周润琴每隔半小时清理一次厕所；饭点时，每

隔 20 分钟清扫一次车厢卫生；夜班时，她蹲在地上用钢丝球

一遍遍清除便池里的尿碱，保持厕所干净无异味。

每当火车穿越可可西里和唐古拉山，周润琴便会向旅

客介绍窗外美景以及青藏铁路的前世今生，这时，她觉得自

己又多了一重身份——青藏铁路精神的传播者，从旅客的

掌声中，一股成就感从她内心深处升腾而起。

岁月如歌，平凡如斯，在乘务员岗位上，周润琴先后荣

获青藏集团公司“十佳铁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她带过

的徒弟已有二十几位走向列车长岗位。

火箭核心部件的“主刀手”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项佳楠

轰鸣的车间、飞溅的钢屑……采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洪海涛时，他正专心操作面前的车床，一丝不苟地加工零

部件。这位在航天加工一线奋斗了近 30载的工匠，日复一日

地精心打磨每一个零件，在平凡岗位上奉献青春。

洪海涛是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红岗公司特级技师，承担着

火箭发动机动力部件生产加工任务。这项工作工艺精度要求

高、操作难度大，且批次多、数量大。尤其是加工部件尺寸小，

仅有拳头大小，且结构十分复杂，其间的点火孔仅有黄豆粒大

小。加工完成后，要求与装配面完全贴合至 90%以上。此前，

这项技术一直是行业内让人挠头的难题，平时就喜欢“向难而

行”的洪海涛却直面挑战，最终取得突破。

洪海涛反复研究工艺流程，寻找突破口。他发现，想要完

成这项高难度的操作，需要练就敏锐的眼力和手感，以保证走

刀的稳定性与准确性。

他用家中的鸡蛋练手，从车削熟鸡蛋到生鸡蛋，无数次磨

炼手眼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练习，终于练就了“剥蛋壳不破蛋

膜”的切削绝活。

当他把这一绝活用于火箭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加工生产

时，很快就达到了“人机合一”状态，一举攻破这项加工技术难

题，优质高效地完成了该批次火箭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加工

任务。为此，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火箭点火‘主刀手’”。

洪海涛在生产一线创新技术手段和加工方法的例子不胜

枚举。

在加工某型号铝制产品时，现有装夹部位只有 2毫米，用

传统的“四爪找正”方法加工，难以保证产品平行度和对称

度。再加上产品需要断续车削，如果装夹得紧，产品容易被夹

伤表面，如果夹得松，容易造成产品报废。为此，洪海涛设计

出了“镶嵌工装法”，并自制镶嵌工装，让一件产品的加工时长

由 90分钟缩短至 1分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科研生产任务最忙的阶段，洪海涛 3 天要加工出 24 件产

品，不得不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多年

来，他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 30 多种，解决了多项生产瓶颈

问题。

“每当看到航天事业取得瞩目成就，想到自己也是其中的

一分子，心中就满是自豪。”洪海涛对记者说。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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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达人”王大婶

从事环卫工作 30多年，张金海实施技改 80余项，发明了多个为人称道的环卫“神器”——

让环卫工作更有“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操作升降臂开瓶盖，驾驶叉车穿针引

线……广东省劳动模范、南粤工匠、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管理员曹祥云有着

21 年叉车驾龄，身怀绝技的他已是行业内的

明星驾驶员。

“工匠精神就是懂得敬畏，敬畏度过的每

一分钟，敬畏做的每一件事，敬畏自己的职业。”

在曹祥云看来，即使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对

工作精益求精，一样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2002 年，曹祥云从湖南耒阳来到珠海求

职，四处碰壁。他白天啃着馒头找工作，晚上

就睡在巴士站里。“当时，我没技术、没学历，

没有太多选择权。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尊重

找到的工作，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曹

祥云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祥云找到了第一份

工作——格力电器的一名搬运工。

“搬运工靠力气吃饭，别人不愿做的苦

活、累活，我都冲在最前面。”曹祥云回忆说。

曹祥云所在的格力电器成品库里，每个

搬运小组由 4 名成员组成——一名叉车司

机、一名仓管员和两名搬运工。每每看到叉

车司机操作升降臂将一排排空调摆放整齐，

曹祥云特别羡慕：“要是我也能操作叉车就

好了。”

工作之余，曹祥云总是观察叉车司机插

货、摆货的技巧；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跑

到叉车旁向司机请教；甚至下班回到出租屋，

他也要坐在凳子上模仿操作叉车的姿势……

“我的执着打动了一位叉车司机，他告诉我，

开叉车先得考取叉车驾驶资格证。”得到“指

点”的曹祥云很快就向公司提出培训申请，并

得到支持。

练就开瓶、穿针绝技

取得叉车驾驶证后，曹祥云操作的是当

时最先进的厂内运输特种车辆——平衡重式

叉车。

“会开容易开好难。”曹祥云坦言，师傅开叉

车很平稳，自己却总是稳不住方向，车轮直打晃。

困难、失误没有让曹祥云气馁，反而激起

了他的斗志。为了熟练掌握叉车技术，他每

天驾着空车一遍遍练习启动、升降和后退，一

练就是半年，直至可以稳稳地驾驶叉车。

在曹祥云心中，技术合格不是目标，出类

拔萃才是。为此，他不断尝试走出“舒适区”。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产品数量越来

越多，为了满足存放更多产品的需求，不得不

在有限的库房面积上拓展堆放高度。这对叉

车司机是新的考验——产品堆放层数越多，

坍塌风险就越大。

为此，曹祥云和其他叉车司机常聚在一

起探讨如何提升技能。一次聚会上，看到一

个工友用打火机打开了啤酒瓶的盖子，曹祥

云受到启发：可不可以练习用叉车来开啤酒

瓶，以此提升操作水平？

经过千万次的练习，无数次的失败，以及

失败后的反复推敲，他终于成功了。如今，除

了驾驶叉车开酒瓶，曹祥云还能驾驶叉车穿

针引线。

这些绝活的练就有效提升了曹祥云的技

术精度。后来，他凭借出色表现在全国叉车

技能大赛中夺冠。

敬畏在岗位上的每一分钟

“开好叉车，绝不仅仅是码空调、装卸

车。”曹祥云对记者说。

一次，一场大停电使整个仓库的装卸作

业因为升降台无法使用被迫停下。两小时

后，曹祥云接到紧急任务——马上将空调运

送进集装箱。原来，该批次的出口空调集装

箱马上要进行报关，一旦错过报关时间，产品

不能如期交付，公司会面临巨大损失。

曹祥云回忆，当时集装箱货车距离发货

平台区有 1米距离，叉车开上不去，而集装箱

里空间有限，想要把 6 台中央空调全部装进

去，每台空调只能间距十几厘米。

见此情况，有 10多年叉车驾龄的老司机

纷纷摇头：“把几吨重的中央空调整齐装进集

装箱，即使叉车能开进去操作都不容易，何况

无法用升降平台，叉车进不去。”

曹祥云接下了这项任务。他为叉车换上

两只 10米长的货叉，安排两名经验丰富的搬

运工，通过对讲机随时报告空调位置。坐在

叉车上，曹祥云精准地操作着，一台台空调准

确到位，全部顺利装进集装箱。

“敬畏在岗位上的每一分钟、每一件事，

精益求精，自然能得到尊重和认可。”曹祥云

说。如今，曹祥云已落户珠海，还受邀担任劳

模大讲堂的讲师。在他指导下，公司的成品

叉车队伍中产生了两名珠海工匠。

曹祥云敬畏在驾驶叉车岗位上度过的每一分钟，用精益求精的态度赢得职业尊重——

从技能“菜鸟”到南粤工匠

近日，在北京市平谷区北台头村村委
会，王翠云通过视频直播销售玉米产品。

52 岁的王翠云是北京市平谷区平谷
镇北台头村人，她当过老师、经营过小卖
部，如今她发挥自己视频直播方面的特长，
助力北台头村玉米产业发展，村民们亲切
地称她为“王大婶”。

2022年 7月玉米丰收后，王翠云第一
时间参加了村里的电商直播培训。自此，
她在实践学习中努力进步。为了让观众更
了解北台头村玉米，王翠云不仅用心撰写
直播文案、练习直播话术，更与专家交流玉
米相关知识、到田间地头参与玉米采摘，详
细了解不同品种玉米的特色。

截至 2023 年 10 月，王翠云和村民们
通过视频直播销售玉米为北台头村增收
10万余元。谈及未来，她说要继续提升自
己的直播技巧，带动更多的村民加入，助力
乡村农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吉翔

负责道路清扫时，发明了可以伸缩变形

的大扫帚和不用蹲下或弯腰就能捡垃圾的工

具；做公厕管理员时，发明了分体式红外感应

便池冲洗器，解决了冲水电磁阀安装保养不

便、冬天易冻裂的问题……

从事环卫工作 30多年，山东省东营市湿

地城市建设推进中心职工张金海实施技改

80 余项。他痴迷于一张张设计图纸、一个个

创新发明，把人们刻板印象中“粗笨重”的环

卫工作，干出了“科技范儿”。

从一名普通环卫工人成长为首席技师、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张金海和他

的环卫“神器”一起，让工友们的工作更加

“精细巧”。

爱琢磨的环卫工

环顾张金海的创新工作室，最引人注目

的是他的书橱。书橱里一多半是电路维修、

环卫工程类的专业书籍，其中一些书的书页

已经泛黄。

当 兵 时 ，张 金 海 负 责 设 备 管 理 工 作 。

从那时起，他便养成了爱琢磨、爱钻研的好

习惯。

1993年 9月，张金海退伍回到东营，被分

配到东城胶州路与府前街环卫小组，成为一

名环卫工人。

起初，面对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张金海

和家人心里多少都觉得有些落差，但他很快

调整好心态：“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用心干，

没有干不好的。”

彼时，胶州路和府前街有许多未绿化

的荒地，清扫面积大，环卫工人人手一把扫

帚、一只铁锨，什么活都得干。通常，张金海

早上四点半就开始工作，一干就是 12 个小

时，“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成了他的工

作常态。

尽管工作强度较大，张金海还是买来电

子元器件、铺开设计图纸，开始在环卫设备改

良和技术创新领域“琢磨”。

公厕交直流两用节水器是张金海的第一

个发明。

1997 年，一所公厕每天的冲洗用水量高

达 50余立方米。张金海觉得浪费水资源，开

始琢磨着发明公厕节水装置。

东营的器件不够先进，他专程坐车到

济南选购。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实验，张

金海成功制作出一套交直流两用的红外线

节水感应器。感应器试验成功后，张金海

又制作了数十套装置，应用于东营各区的

公厕。

这次成功的发明经历，给了张金海信心，

也激发了他创新的热情，他的发明之路由此

开启。

环卫工作有了“科技范儿”

马不停蹄的思考和忙碌，让张金海在技

术创新和专利发明方面硕果累累，他先后实

施技改项目 8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和实用新

型专利 36 项，解决技术难题、排除设备故障

数千个。

2016 年春节，为验证智能化生活垃圾分

类技术的实用性，他鼓动全家去上海过年。

大年初二，张金海溜进静安区的一个小

区，冒着寒风连续“蹲点”4个小时，观察小区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情况。等他坐最后一

班地铁赶回宾馆时，已是凌晨。

就这样连续“蹲点”了几天，“围着几个垃

圾桶打转”的张金海被小区保安当作“可疑人

物”赶出了小区。

目前，张金海最挂心的事，是正在制作样

机的智能化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装置。该装备

采用 AI智能技术，能够采集和识别垃圾投放

者身份，指导和协助生活垃圾分类，并对垃圾

包进行称重计量、卸放投桶。太阳能发电装

置提供电力支持，灭蝇除臭装置和红外线灯

管对垃圾进行除臭、消毒、杀菌，高温和火警

探测器预防垃圾桶发生自燃。

“这个装置可以帮助人们方便快捷地

进行垃圾分类投放，还能追踪垃圾分类不

认真、浑水摸鱼的人，从而减轻保洁人员负

担，解决垃圾分类操作难的问题。”张金海

介绍说。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把大家的力量集

合起来。”10 多年来，张金海依托以他名字命

名的创新工作室，将多年积攒的经验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吸引更多人参与创新创

造。他培养的 30 多名徒弟，先后在省、市各

项技能大赛中斩获奖项，其中有 4 人晋升为

技师，多人获得“齐鲁最美职工”和“东营市技

术能手”等称号。

环卫工人情结

2018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张金海

需要关注和操心的事情更多了，最忙的时候

十几天都回不了家。尽管事务繁忙，但张金

海最关心的，始终还是和环卫工人有关的事。

在张金海看来，环卫工人目前面临的最

大问题仍是工资待遇低。“环卫行业长期以来

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机械化程度低，作业环

境差。尽管如此，但环卫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待遇一直较低。”

“我非常了解环卫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

况，对他们的所期所盼感同身受。”当了 30多

年环卫工人的张金海，一有机会就积极为他

身后的环卫工人群体“带言”。

2021 年起，张金海连续 3 年在全国两会

上建议设立“中国环卫工人节”。

张金海认为，从国家层面设立“中国环卫

工人节”，可以进一步激发全国 300多万名环

卫工人的劳动热情，提高环卫工人社会地位，

有效保障环卫工人切身利益，形成全社会关

爱尊重环卫工人、理解支持环卫劳动的良好

氛围。

“不管身份、角色怎么变换，我的初心始

终不会改变。”如今，年过半百的张金海每天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仍在用争分夺秒的拼

搏劲头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续写着他的

“环卫故事”。

张金海正在
调试他发明的分
体式红外线感应
便池冲洗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