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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学习，就是要让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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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张华芬，是在地下 20米深

的盾构隧道，这个“80后”正驾驭着世界上最

为先进的泥水平衡式盾构机进行西气东输

二线北江盾构穿越。

那些复杂的仪表、管路，张华芬如数家

珍。他说：“我们要根据设备行进中产生的

水压、土压、速度和方位等几十个数据变化，

不断调整设备的掘进姿态，哪怕有几毫米的

偏差都不算高质量。”

2011年 7月，张华芬从中国石油大学结

构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中石油管道

局四公司担任盾构机操作手。进入管道工程

建设单位，走进远离都市的施工一线，张华芬

适应了很长时间。“当初想过跳槽，但想着跟

企业签了合同，必须履约，就坚持了下来。”

盾构操作手是整个工程的关键岗位，他

暗下决心要掌握技术要领，尽快独立上岗。

在闷热的操作平台前，张华芬每天都带着几

张操作面板的图纸，看着师傅按到哪个按钮，

他就在图纸上标注序号。下班后，他再对照

电脑记录的掘进参数，模拟盾构机操作。

2015 年底，张华芬在对管节结构进行

数值分析研究时，没有验算管节设计控制荷

载点。面对质疑，他开始查阅资料，向专家

请教，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型进行分析，最终

用翔实、客观的数据，通过了权威专家的评

审。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成了“细节控”。

从一名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项目技术负

责人，张华芬经历了 6个盾构、顶管工程的

洗礼。“当盾构司机那段时间最锻炼人，从班

组管理到设备技术参数学习，让我快速储备

了非开挖方面的知识。”他说。

五一前夕，在深圳项目顶管现场再见张

华芬时，他正在整理复合地层长距离、大口

径水平曲线顶管技术的资料，这项技术在福

田顶管工程的成功应用，填补了国内在非开

挖领域的技术空白。

当前，国内油气管道工程建设已进入微

利时代，石油管道行业工作量急剧下降，直

接影响着一线工人的收入。对此，张华芬坦

然地说：“刚入职时是为了履行合同，现在这

份事业是我的追求，在这里，我能感受到自

己的价值。现在趁着有时间，可以重新拿起

专业英语书，为进军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从履约到追梦从履约到追梦从履约到追梦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王丽洋

进入春季森林防火季，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驻守在防火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又一次进

入“警戒”状态。

56 岁的郑洪山每天 6 时起床，每 15 分钟

出去瞭望一次，每小时向绰尔林业局汇报情

况。35年来，这是他的“日常”。

郑洪山是内蒙古绰尔林业局大黑山瞭望

站的一名瞭望员，和他一起守护这里的还有

3 名同事。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到鬓角染

霜的大叔，平均年龄已经 54岁的 4位瞭望员，

容颜已改，初心不变。

内蒙古大兴安岭绰尔林区拥有 42 万多

公顷的生态功能区，分布着 10个瞭望塔。大

黑山瞭望站海拔 1600.2米，站在 22米高的瞭

望塔上，能俯瞰 95%的绰尔生态功能区。

1987 年，刚毕业的郑洪山被分配到塔尔

气林场。那一年，塔尔气林场施业区内要设

一座防火瞭望塔，需要安排人员驻点瞭望。

防火瞭望塔远离林场驻地和家，一般人

听说这个苦差事都直摇脑袋。年轻的郑洪山

却觉得当一名防火瞭望员挺光荣，主动提交

了申请。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瞭望站的条件

还是让郑洪山始料未及。“原先木材生产作业

时用的绞盘机房，上面盖上帐篷布就是塔

房。初春时节，外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外

面雪融化，屋里就淌水……”

瞭望塔大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阳春

三月其他地方已是春回大地，但大兴安岭依

然是白雪皑皑、寒风刺骨。瞭望员的给养都

是靠林场运送，当积雪厚度超过 20 厘米，车

辆就无法进入山中运送补给。郑洪山就将外

面的雪端到屋里融化后当作洗漱用水，甚至

烧开了直接饮用。

在高危火险期或者遇到五级风以上天

气，就需全天候瞭望，有时忙就用馒头充饥，

甚至连口水都喝不上。

山高风硬，寒气袭人，大风把塔台吹得来

回摇晃，上下塔都需要安全绳的辅助。大黑

山上七八级风特别常见，有时瞬间风力达十

级。风越大，越是火情高发期，越需要瞭望。

数十年来，瞭望员们在塔上练就了一双

双“鹰眼”。

刚从事防火瞭望工作的时候，于文鹏看

见貌似烟点就紧张得不知所措。于是，他便

上塔观测地形地物，下塔对着防火地图测量

计算，终于将绰尔生态功能区的山形、地貌、

道路、场点方位了然于心。

如今，林区一旦出现烟点，于文鹏就能迅

速勾绘出区位图，估测出林地火场面积百分

比，辨别火场种类和主要被害树种，为科学扑

救提供依据。

在瞭望塔上待了 22年的陈玉峰，如今更

习惯“享受”这份寂寞。而工作之余，他最喜

爱的便是大黑山的风光。日出日落、晨雾奇

云、雾凇美景……陈玉峰都用手机记录下来。

如今，林区的条件越来越好。通往大黑

山上的毛草道变成了砂石路，运材路变成了

水泥路，坐上车，人和给养一起被送到山顶。

瞭望员们再也不用穿打了一层又一层补丁的

“登山鞋”，披着帐篷布的塔房也变成 100 多

平方米的标准化景点式“小洋房”，电视、电冰

箱、电炒锅等家电一应俱全。

然而，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数十年如一

日守护祖国北疆绿色长城的初心。

守护林海的“鹰眼”守护林海的守护林海的““鹰眼鹰眼””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赵海英 文/摄

“每个人都是从职场‘小白’成长起来

的,刚开始最重要的是什么?”记者问。

“多问勤记。”电话那头，王宁不假思索

地回答。

29 岁的河南豫光金铅股份公司仪表维

修工王宁，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7 年前的夏天，王宁从天津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毕业后进入豫光，成

为一名低压维修电工。“第一步是熟悉厂区，

每天跟着老师傅跑现场，不懂就多问，回来

记到笔记本上。”他说，从最小的开关开始，

到电机的控制起停，一个一个学，总共记了

二三十个小本。

2016年 4月，厂领导经过半年多的考察，

认为王宁内敛沉稳、思维敏捷且具备一定的

仪器仪表知识，将其调入仪表科，成为一名仪

表维修工。仪表维修工侧重自动控制系统及

其仪表的维修，涉及编程，一开始王宁就想向

这方面发展，这下算是如愿以偿。

“科里的强项是 DCS 系统和热工仪表

方面，PLC 编程是弱项，还没有人去学习和

研究，但是随着冶炼行业自动化程度的提

高，PLC 终会成为中小系统的主力，你有兴

趣可以在这方面争取突破”。当时的仪表科

科长李迎春给王宁指了一条道。

王宁立志突破这个“弱项”，可没有师傅

能教，他就从网上找来资料自学。他花了好

几天时间，用 PLC 编程实现了一项简单的

操作——让上下两排端子按顺序一上一下

亮起来，“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很有趣”。这

个小小成就，让他树立了自学的信心。

有时候学习的机会还要靠自己争取。

2016年，厂里有个为期 1个月的技术骨干培

训。厂长半开玩笑地问王宁：“你想不想

去？”“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想去啊！”

王宁知道自己入厂还不到一年，算不上骨

干，但还是想争取一下。后来还真申请到了

名额，他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最后结业

考试的成绩在六七十人中排到 10 几名，对

一个新人来说很不容易。

这下，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一有空

闲，王宁就抱着电脑，下载 PLC 的各种软

件，不厌其烦地编程、安装、调试。遇到生产

现场有 PLC 方面的问题，他第一个跑去处

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进步会更快”。

学习的路上没有捷径。都说王宁脑子

快，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厂区每天走 15000
步，绝缘鞋一个月穿坏一双，螺丝刀也不知

拧坏了多少把。

有一次，冶炼一厂二氧化硫风机启动不

了，科长带着科里全体成员现场攻关。当时

只有图纸，程序也看不明白，王宁就下载软

件，现学编程方法，再对着图纸一点一点排

查故障。最后，大家用了近两个星期的时

间，终于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当初也差点放弃，觉得这个软件没接

触过，现学现修太难了,但科长坚持要做下

去。”王宁说，他从这件事上学到了“不放弃”

的精神，“我现在的心态是遇到难题更想挑

战它，而不是惧怕它，也很享受攻克难题带

来的成就感”。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2021年王宁参加“中

国铝业杯”第十四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获得仪器仪表维修工项目第一名。

“从全国第一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

别人看来，你 20多岁就站上了巅峰，会不会

缺乏继续学习的动力了？”记者问。

“距离巅峰还差得远呢！活到老，学到

老。”王宁说，“我的第一个起点是入厂，‘全国

第一’是第二个起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作为一家有色金属冶炼企业，豫光在技

术装备和环保治理方面持续创新，先后引领

行业实现了六次革命性升级，而每一次升

级，都伴随着仪表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对

仪表维修工更高的要求。

“软件每年都要升级，编程办法也得更

新，得不断学习；厂区的智能化是大势所趋，

这方面我才刚入门；还有电工、高压方面也

想学，岗位之间要能融会贯通。”王宁说。

今年 4月 10日，厂里举办师带徒双向选

择会，王宁第一次收徒。“7 年前我鞠躬拜

师，现在徒弟鞠躬拜我为师，那一刻还挺感

慨的。”他说。

他想起自己刚入职的时候，有问题解决

不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其实，现在

也是一样。在维修岗位上，就是不断遇到问

题解决问题，只有解决了，心里的石头才放

下。不断地学习，就是要让自己解决问题的

能力变得更强。

李定俊 文/摄

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

南车辆段南宁南检修车间制动室内，30岁的

制动钳工韦腾操作机器对铁路货车的制动

阀阀座进行研磨。机器不间断进行往返运

动，韦腾则在频繁更换研磨石和观察阀座表

面光滑程度。

制动阀作为车辆刹车系统的控制中

心，关系重大，每一个细小的问题都可能给

火车运行带来不利影响，而阀座的研磨正

是制动阀检修最关键的工序。研磨的质量

主要通过表面光滑度来判断，而判断光滑

度的能力正是衡量能否胜任这个岗位的关

键因素。

2014年，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韦腾来到制

动室，首先接触的就是制动阀研磨工艺。他第

一次观察阀座表面的时候，就能清楚地判断出

阀座表面的磨损程度，师傅王译梅直呼：“是个

好苗子！”于是向工长陆金优推荐了韦腾。

陆金优嘴上赞不绝口，心里却有了主

意。等学习期结束了之后，韦腾没有被如愿

分配到制动阀研磨岗位，而是去了制动阀分

解岗位。这让韦腾心里很不是滋味，暗下决

心一定要证明自己。

他沉下心来认真“打磨”自己，从最基础

的工作做起，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3 年

后，韦腾分解制动阀的速度极快，让班组的

整体工作效率提高了 13.3%。

当韦腾再次向工长申请到研磨岗位时，

却还是没能如愿，而是被安排到了制动阀试

验岗位。

去到那里后，他才理解工长的苦心。试

验台主要通过风压来试验制动阀的状态，而

风压的漏泄情况正是检验制动阀检修质量

的关键。他经过三四个月的总结，发现制动

阀发生风压漏泄过多的情况，80%以上的原

因都是研磨不合格引起的。

他把这个情况向工长陆金优反映，陆金

优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你是个好苗子，

可是你起初只是觉得研磨岗位下班早、又轻

松，才想去干。这个岗位很关键，关系到火

车的运行安全，需要的不仅仅是判断力，还

有经验和心态，你得打磨好自己，才能打磨

好制动阀。”

一席话点醒了韦腾，他收起躁动的心，

继续在岗位上认真“打磨”自己。

2020 年，28 岁的韦腾顺利通过技师考

试，正遇上师傅王译梅退休，韦腾就被安排

到了研磨岗位。3 个月的学习后，他成功掌

握了研磨岗位的要点。现如今，他的研磨水

平已经是全班组最好的，研磨一次合格率达

97%以上。

沉下心来研磨设备沉下心来研磨设备，，沉下心来沉下心来““打磨打磨””自己自己

本报通讯员 申美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具体位置在哪里？请保持冷静，维保马上来救你!”
春夏之交的平常一天，西安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监

控中心（即西安 96333监控中心）应急处置员冯婷又像往

常一样，接到了一通对她来说再平常不过的热线。

但对热线那头的人来说，则事关安危、十万火急！目

前，西安市电梯有十万台以上，线路故障、设备老化、操作

不当等随时可能引发电梯安全事故。

2015 年 7 月，西北首家以特种设备应急处置为主要

职能的 96333 平台正式开通运行，专门负责解救被困电

梯的乘客及宣传安全乘梯知识。不知何时起，人们称其

为“电梯 110”。
西安 96333 监控中心共有职工 21 人，其中 20 名女

性。7 年来，他们 24 小时在线，总通话量达到 89 万余

通。通过电话，及时通知相关单位派遣救援人员，并安抚

被困人员情绪、指导规范自救。

冯婷在中心工作了 7 年，一直从事接线员工作。每

年接听的电话达千余通。她告诉记者，每一通电话，除了

要用专业接警流程开展施救，更要关注被困人员心理，帮

助他们缓解焦灼不安的情绪，直到维保人员到达现场。

电梯困人应急处置工作有几个关键词:快速、有序、高

效。“从接警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我们想尽办法压缩时

间，目前平均用时是 14 分钟。”中心主任韩园园说，国家

相关要求是在 30分钟以内。

“能让群众少困一分钟，哪怕是几秒钟，我们也要尽力

而为。”韩园园说，中心在多年的运行中，不断优化救援流

程，利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提供技术支撑，使应急处置时间

更趋合理。

“情境训练是上岗前的第一堂课，至今都刻骨铭心。

当电梯‘咯噔’一下时，我的整个心都被揪了起来，切身感

受到了被困的焦急和不安。”处置员王鱼感慨道。

“通过模拟被困，让大家学会换位思考，更好地理解

被困人员的心理。”中心副主任黄圣祺说。

在接线过程中，话术表达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语音语

气语调到眼神表情动作，都会影响到救援工作。为此，

96333特别重视话术训练与相关知识的储备。

“所有的培训学习都是为了接好每一通电话，尽可能

表达得清楚、明白。”处置员张璐说。

今年，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西安 96333 监控中

心获得“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西安有个“电梯110”

金牌班组G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苏玲

50岁的王秋莲，是中石油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

司唯一一名女装载机操作手，她干活心细，平整过的井场

像打的毛衣一样平平整整，被工友亲切地叫做“王一刀”。

2001年，30岁的王秋莲开上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辆

装载机，她记得是一部老式 50机型的装载机，冬天冷、夏

天热。

王秋莲身高一米六二，装载机的轮胎都比她高，坐在

车里，感觉特别有成就感，这一开就“停不下来”了。

每年 3 月，只要钻井队起步，王秋莲就开始忙了，主

要任务是：完井后恢复地貌，用装载机平整井场；井队搬

家时，帮助工人进行设备的拉运和搬移。

一般是早上开工，中午就在井场吃饭，太阳快落山了

收工。在生产高峰期，要住到钻井队，少则三五天，多则

十天半个月。一天至少要平整两三个场，一个队干完接

着去下一个队，忙的时候一天要工作 10小时以上。

新疆准噶尔盆地几乎让她转了个遍，路远的地方，她

的装载机放在平板车上，她坐在平板车驾驶室里上井；路

近的，她就把她的座驾——装载机直接开到井队去。

以前条件艰苦，装载机没有空调，夏天从车上下来时，

浑身湿透。戈壁滩上 40摄氏度，车里往往要达到 50摄氏

度，她就在超市买冻冰的矿泉水，把水放在鼻子下面，吸那

些凉气。

冬季暖气不热，从车上下来，脚都冻得没知觉了。晚

上还要给装载机跑温，一晚上每隔两小时跑一次温，基本

上睡不成整觉。

胳膊疼、肩膀疼、腰椎不舒服是职业病，王秋莲在井

上能把一个井场平了，可回到家，孩子也不想管，锅铲子

都不想摸，实在太累了。

但王秋莲说，能当一名装载机操作手，她很自豪。

开装载机的女工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采用超声波、三维成像仪等先进
设备和技术进行检验检测，为装置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
撑。图为工人利用热成像仪对乙烯管道进行“体检”。

李树鹏/摄 鲁荟宇/文

用上“新武器”

▲29 岁的仪表维修工王宁说：

“我的第一个起点是入厂，‘全国第一’

是第二个起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30 岁的制动钳工韦腾一直记

着工长的一句话：你得打磨好自己，

才能打磨好制动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