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张弦

近日，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敬老院，随着一阵笑声由远

及近，院子一下热闹起来，原来是6名身穿“红马甲”的年轻人来

了。他们都是来自国网江苏滨海县供电公司低压客户经理班的

青年员工。

他们一进院门就忙活起来：检查线路、清理院落、给老人剪

指甲、陪他们聊天……这样的场景，已经在这个小院出现过无数

次。这个班、这群人，已经为这里的老人服务了整整40年。

40年前，低压客户经理班还叫装表接电班，班长顾射滨在

一次工作中发现敬老院内电力线路杂乱，存在安全隐患。

第 2天一早，顾射滨和班组成员一起来到敬老院。经过 4

天苦战，敬老院的用电环境焕然一新。为了改善敬老院环境，顾

射滨还和班组成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梨树，“这样老人们春天能

赏花，秋天吃甜梨。”

1988年，顾射滨将接力棒交给了第2任班长徐寿先。

当年 5月 1日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徐

寿先，原来是敬老院管理员打来的：“外面下大雨，院里有的灯泡

已经不亮了，能不能请你们过来看看。”

徐寿先放下电话，叫上正在值班的同事陈兵，带上工具和

配件，冒雨来到敬老院。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处理，他们更换

了进户线和拉线开关接线，等灯泡全部恢复照明才放心离去。

时光荏苒，1994年春节，第5任班长陈兵在敬老院服务时，

发现离敬老院不远处有一处五保户集中供养点，线路、设备简

陋，不符合安全用电。

于是，陈兵召集全班人员开会，决定扩大服务范围，将五保

户供养点列入服务范围。他们自己出钱，买来各种材料，改善了

供养点的用电环境。

如今，低压客户经理班班长已经换了10余任，但他们对敬

老院的服务从未间断。

40年间，低压客户经理班的服务对象不断增多、服务范围

不断扩大。在他们的一份特殊档案中，详细记录着县城附近敬

老院、幼儿园、学校以及孤寡老人、五保户、残疾人、特困户的地

址。他们会定期开展跟踪服务，并坚持做到刮风下雨后必到，重

要节日前必到，一有电话报修必到。

“爱心接力棒还会继续传承下去。”现任班长刘东和说。

高原兄弟的石油情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吴海燕

不久前，记者走进青海油田柴西北原油外输管道中间站，

入眼便是干净整洁的院子，周围环绕着色彩斑斓的小花，俨然

成了一个小花园。小院主人，身形纤瘦、肤色偏黑的熊海林迎

面走来。

院子里一间不大的板房就是熊海林的卧室，房间里放着

几盆长势不错的盆栽花，一张单人床占据了“半壁江山”。床

头放着一台座机，这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

1993 年，熊海林来到世界海拔最高的油田——青海油

田。30年间，他干过修井工、采油工，当过司机、办事员、队长。

2019 年 10 月，柴西北原油外输管道投产，包括管道中间

站在内的 3 座加热场站正式运行。这里海拔 3027 米，常年干

燥缺氧、风沙肆虐，没有通信讯号。

熊海林带着朋友送的小狗——“小黑”，来到这个人迹罕至

的山坳，成为一名管道巡护工。每日清晨，熊海林起床后就会

和“小黑”唠叨一会儿，“今天把站内的各项参数检查好，明天该

去巡线了……”将近8时，熊海林准时开始当天的站内检查。

柴西北油区原油外输管道 3个中间站中，2号中间站是唯

一设有驻地的，两台 600KW 加热炉、一套收发球筒、一套太阳

能发电系统支撑起整个小站。锅炉的各类参数熊海林都牢记

于心，时间久了，他一听控制室传出的报警器声响，就能判断

哪个点位出了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熊海林就会开着皮卡车前往青海油田南

翼山生活基地补充生活物资。

“哥，最近怎么样？”正在南翼山生活基地装食材的熊海

林，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哥哥熊海明。

“挺好的。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吧？”熊海明关心地说。

这次碰面是兄弟俩提前约好的。熊海明驻守在南翼山生

活基地东北边的青海油田风西区块，5年间，他亲历了区块从

无到有的开发历程。

身兼采油工、驾驶员、发电工数职的熊海明，是大家口中

的“大拿”。每天，他要了解各单井压力、产液的变化，合理安

排巡检，还要负责车辆日常保养。受地形限制，风西区块驻地

用电全靠 4 台柴油机发电。“这几台发电机可是我的‘宝贝疙

瘩’，要注意防冻保温。”熊海明说。

提起弟弟熊海林，熊海明言语间满是自豪，“他耐得住寂

寞，很乐观，他种的花和蔬果都很不错呢。”

明年，熊海林打算把小花园再往外扩一扩，让整个小站被

鲜花和绿色围绕，用热爱为高原荒漠增添更多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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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间，何希家和连轧机一起升级“智变”，助力企业发展实现“质变”——

当“最强主操手”遇上智造转型

走进智造工厂走进智造工厂 探访探访““数字工匠数字工匠””③③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本报通讯员 黄振庭

她有一双“火眼金睛”，在医学影像中搜

寻“希望之光”；她坚守职业初心，秉承“对每

一份报告负责”的态度认真钻研；她醉心于

医学研究，推动医学影像学实现三维、动态、

分子及功能影像综合发展……

她就是 2023年“最美医生”、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海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

陈峰。

近日，记者在陈峰的诊室里对她进行了

采访，其间，不断被患者的敲门声打断。“我

这里只要有病人来，我都会第一时间给他们

看。”陈峰解释说。

助力手足口病患儿临床诊疗

“通过影像技术，可以直观看到患者病

患部位的情况，为诊疗提供依据。可以说，

影像诊断是临床医生的另一只‘眼睛’。”陈

峰介绍说。

如何当好医生的“眼睛”？陈峰分享了

她在手足口病治疗中运用医学影像技术助

力临床诊疗的故事。

2010 年，一种疾病在海南 3 岁～6 岁的

儿童群体中出现暴发式传播，患儿出现发

热、疱疹、昏睡等症状，海南省人民医院有

类似病症的就诊患儿也持续增多。但由于

当时无法找到致病原因，儿科医生均感到

束手无策。

面对这种疑难病症，陈峰主动提出，希

望通过医学影像技术定位病灶、精准诊断及

评估严重程度。

为了给临床医生提供尽可能精确的影

像分析结果，陈峰翻阅了大量国内外关于罕

见病、特殊病的医学期刊资料。

“当时发现，患儿的医学影像图片和国外

手足口病患儿的医学图像具有一定相似性。

基本可以判断是手足口病。”陈峰回忆说。

后来，陈峰提出了基于影像学的分型和

预后判断标准，对手足口病合并中枢损害的

重症患儿，能实现早期预测，实现了基于影

像学评估的手足口病预后，为降低患儿的死

亡率做出了贡献。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陈峰的职业生涯中

只是“冰山一角”。

“在重要的大会诊、复杂的手术中，陈峰

就是我们最精准的‘眼睛’。”海南省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黄仕雄说。

职责所在，拼尽全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肺部 CT
影像诊断成为新冠肺炎诊疗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对疾病的转归、预测以及治疗决策起

到重要作用。作为海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专家组影像诊断组组长，陈峰肩头的责任

重大。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陈峰仍历历在目，

“那时，每天面对的是大量放射检查与报告

审核，有时忙的都忘记了是白天还是夜晚。”

为了助力疫情防控，陈峰始终坚守岗

位，不仅坚持每日参与医院新冠患者救治

的“一日两会诊”，更随时应召参加省防控

指挥部会议，为一线抗疫团队提供影像会

诊意见。

“哪里需要，我就去在哪里。我学的医

学影像专业可以快速准确地发现感染病人，

职责所在，我一定拼尽全力。”陈峰说。

2020 年 2 月 6 日，陈峰牵头上线了“海南

省新冠肺炎影像咨询平台”，为省内基层医

疗机构提供远程会诊咨询，也对有需要的群

众提供在线义诊服务。咨询平台成功分流

了患者、缓解了线下诊疗压力，也为更多的

患者提供了就诊机会。

保持热爱，敬畏生命

1981 年，陈峰出生于湖北省一个铁路职

工家庭。

“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生了场怪病，四

处求医也没能得到妥善治疗，最后不得不放

弃学业。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学

医的种子。”说起往事，陈峰依然唏嘘。

高考结束后，陈峰报考医学院，从此，踏

上深耕医学领域的漫漫长路。这条路一走

就是 20多年。

陈峰告诉记者，放射医学是一门依靠

经验积累的学科，技术在不断进步，疾病谱

也在不断变化，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放射

科医生，不仅要全面掌握临床知识，熟悉人

体解剖结构，还要熟悉各类诊断仪器的成

像原理。

33 岁便已成为海南省人民医院放射科

主任医师，陈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刚进入省医院的时候，我天天泡在图

书馆里，时间长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

我了。就这样，几年下来，我把医学影像类

的书籍都看了个遍，这些知识也成为我每一

次下诊断时的底气。”回忆起那段奋斗时光，

陈峰说。

在陈峰办公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幅写有

“志笃学博”4 个字的书法作品，这也是她对

自己的鞭策。如今，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她，

也在将这份激励传递给更多学生。

“每一个医学生在选择学医的时候，就

要明白未来的道路必定是艰苦的，这条路需

要努力和坚持，需要保持对医学的热爱、对

生命的敬畏。”陈峰说。

结束采访，陈峰迅速投入工作。不一会

儿，她的办公桌就被病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最美医生 ”陈峰坚守职业初心 ，对每一份医学影像报告负责——

做临床医生最精准的“眼睛”

问：在智能生产线上，工人还有必要练

习手上的绝技绝活吗？

答：智能生产线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
样，工人按一个按钮就没事了，拥有绝技绝
活的操作工人仍是生产线的“灵魂”。智能
生产线对工人技能水平的要求，不是降低
了，而是更高了。绝技绝活打下的技术基
础，有助于工人更好地理解新技术、新设
备，技能工人也可以尝试将传统绝技绝活
与智能设备深度融合，练就新的“数字绝
活”。另外，智能设备更多实现的是标准化
作业，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工人的绝技绝活
很可能是及时为企业止损，甚至是挽回损
失的重要保证。

问：如何激发工人学习“数字技能”的积

极性？

答：一方面，工人要树立主动学习、超
前学习的意识，要认识到在智能化浪潮中，
产业工人只有勇于“乘风破浪”才能成长成
才；另一方面，企业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畅通“数字人才”成长通道，广泛搭建竞赛
交流的平台、深化校企合作等。我自己就
是通过到高校系统学习，多次参加技能竞
赛、培训交流活动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
中，我的技能水平、收入待遇都得到了极大
提升。此外，有关部门也要创造条件，提供
线上、线下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进一步打
通企业之间技能等级互认的“屏障”，增强
高技能人才的流动性，营造良好的提档升

“技”氛围。 （口述：何希家 整理：李国）

■ 对 话

上图：中铝集团西南铝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高精板带事业部数万平方米
的智能车间里，只有几个工人穿梭其间
查看设备运转情况。

左图：何希家正在操作铝加工智慧
平台。

本报记者 李国 摄

本报记者 李国

11 月 28 日，记者走进中铝集团西南铝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精板带事业部（以

下简称事业部）生产车间，只见加热炉、粗

轧、精轧等设备有条不紊地运行，数万平方

米的智能车间里，只有几个工人穿梭其间。

在车间上方的操作室里，热连轧班班

长、连轧机主操手、高级技师何希家正坐在

控制台前，凝神注视着显示屏上不断变换的

数字。他的双手在 20 多个旋钮、按键间挪

移，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约 10 分钟后，一块长 7.2米、宽 1.88 米、

厚 0.6 米的大板锭经过 5 台轧机的同步轧

制，变身长约 1950 余米、厚度仅为 2.1 毫米

的成品铝卷。

今年 36岁的何希家已经与这台连轧机

打了 16 年交道，在陪伴这台机器一次次升

级“智变”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从一名技能

“门外汉”到重庆市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的成长蜕变。

“问题青年”练就“火眼金睛”

2007 年，何希家退伍转业后进入西南

铝业工作，成为事业部热连轧制造中心的一

名压延工。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对生产好

的铝卷进行后续的焊接、吊运，同时还要负

责车间的安全管理。

“看着操作手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数十

吨重的铝材轧制，我也想试一试。”何希家

回忆说。

当时，连轧机全套设备的操作台有 50
多个按键、旋钮，10多个显示屏，所有标注都

是英文缩写。要想成为连轧机主操手，不仅

要对各个按键、旋钮了如指掌，还要熟悉铝

材在不同温度的特性以及每台轧机的性能。

“操作手要做到‘眼睛就是尺’，铝卷生

产出来后，看一眼就要知道是否合格，如果

不合格要立即判断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师傅朱雪兵对何希家说。

为了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何希家成了

车间里有名的“问题青年”。

朱雪兵干活时，何希家总是拿着笔和

小本子站在一旁，边问边记边学。“那段时

间都被他整烦了，只要我上班，除了上厕

所，其他时间走哪儿他都跟着。有时我不

在，他逮住别的师傅也要刨根问底。”谈起

何希家，朱雪兵看似抱怨的口吻中，掩饰不

住对爱徒的欣赏。

就这样，仅仅过了大半年，何希家就用

完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操作台

示意图、中英文翻译、铝材特性、轧机功能等

学习所得。

经过几年时间的沉淀，何希家练就了

“眼睛就是尺”的绝活，成了车间里的“最强

主操手”、事业部最年轻的班组长，还在重庆

冶金成人学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学

习，取得了大专文凭。

和设备一起升级

近几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来临，

车间的连轧机迎来了新一轮升级改造——事

业部给连轧机加装了产品终端检测仪、粗轧

分段冷却控制系统等新设备，操作手需要面

对的显示屏更多了。

“大家担心又要从头开始学，或多或少

都有点抵触。”班组成员袁先伟对记者说。

“要想不被淘汰，就要不断给自己‘充

电’。”那段时间，班长何希家经常给工友

们做思想工作。何希家坦言，没有变被动

为主动，是部分工友没能转型成功的重要

原因。

就在大家还有“厌学”情绪之时，袁先伟

惊讶地发现，车间里的“最强主操手”何希家

早已能上手操作这些新设备。这也是何希

家最让他佩服的地方，“敢于接受新事物，勇

于跳出舒适圈”。

面对新设备的自如表现，并非凭空而来。

何希家一直保持着对新设备、新工艺的

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此前全程参与了连轧

机的升级改造过程。

2020 年，公司有了给连轧机加装产品

终端检测仪的打算。从那时起，何希家开始

收集铝材性能、形状等基础参数。经过长达

一年半时间的数据采集，他统计出了事业部

生产过的以及市场上流通的绝大部分铝材

产品的基础参数。

在深度参与连轧机改造的过程中，意识

到理论知识还存在短板的何希家，在重庆科

技学院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继续深造，

取得了本科学历。

“设备升级了，人也要升级。”何希家感

慨地说。

2023 年初，产品终端检测仪投用，纯靠

肉眼判断铝卷质量的时代成为过去。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工人们苦苦练

就的绝活没有了用武之地？车间技术主管

谢松良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谢松良举例说，此前，一名操作手在轧

制某个用于国产大飞机的铝材时，机器刚一

运转，谢松良就透过监控视频发现了异常，

立即叫停了设备，但此时系统并未发出任何

预警。后来发现，确实是操作手在设置参数

时，把一项数值调低了。

“多亏了何希家此前的技术和经验积

累，成功避免了一起操作事故。”谢松良说起

来依然心有余悸。

这件事也让何希家更加意识到，“不能

完全依靠机器。”

推动人脑与“智脑”深度融合

“我们这里是整个车间的最后一道工

序，这道工序一旦出现差错，铝卷就会成

为废料，没有任何措施可以补救。”何希家

坦言，正是因为班组把守着生产线的最后

一道关口，操作手与机器的密切配合更显

重要。

2021 年，事业部在生产一款拉环材料

时出现了翘头的情况，影响了正常生产。为

尽快找出原因，何希家一边和同事们“头脑

风暴”，一边开启了“破案模式”。

白班下班后，何希家继续留在生产现

场，观察下一个班组的生产操作。如果无法

在现场，他就请同事把生产操作视频全程录

下来发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钻研琢

磨，他终于揪出了原因——乳液冷却参数过

低。后来，他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总结出了

一套特色操作法在全车间推广。

也是这次“破案”让他意识到，在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过程中，人脑需要与机器的

“智脑”深度融合。

于是，何希家动员班组成员把技术经验

总结与智能设备使用相结合，归纳提炼出了

一套标准化操作流程。

“现在，我们只需要在控制台输入相关

参数，从生产到检测的全过程都可以交给设

备。轧制出的铝卷厚度误差可以控制在

0.01毫米以内。”何希家自豪地说。

设备和工人的“智变”，也给企业发展带

来了“质变”。车间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均得到极大提高，2021 年，事业部长达 9 年

的亏损局面得以扭转。

眼下，何希家又将面临新的挑战。

公司正在筹备建设一个数字化生产车

间，他要抓紧时间了解行业领先的新设备

和新技术，为新车间的建设再做一次“先

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