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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仕强 本报通讯员 杨志华

在重庆市奉节县海拔 1800～2000 米的

金凤山巅，76座风车分布在长达 70余公里的

山脊线上。细长的叶片随风转动，如同一双

双巨大的手掌，把呼啸而过的山风握在掌心。

这里是金凤山风电场，陈丽羽、张博、陈

锐、毛凯旋、李泽丽、胡杰、詹乔胜、周子涵，8位

来自华能重庆清洁能源分公司的职工驻守在

此，维护风车的正常运行。

“风电场基地距离最近的乡镇也要 1 个

多小时车程。平日里，和我们相伴的只有森

林和风车。”职工毛凯旋对记者说。

悬崖边上立风车

金凤山风电场是重庆规模最大的风电

场，一期项目 2017年开建、2018年投产运行，

二期项目在 2021 年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

投产”的风电建设新速度。如今驻守在此的

8名“守风者”全程参与了风电场建设。

毛凯旋回忆说，他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

是道路修建，“风场地处金凤山山脊之巅，两

侧均为几百米的悬崖，道路施工难度极大”。

“只能逢山开路，人走到哪里，路就修到哪

里。”毛凯旋告诉记者，当时大家早出晚归，一走

就是一天，路边就是餐桌，馒头、矿泉水就是午

饭，硬是用双脚平整出50余公里的风场道路。

后来，华能质检中心站专家在对电场进

行质量监检时，不禁感叹：“第一次看到能开

进轿车的风场。”

逢山开路只是艰辛的开始，金凤山的高

海拔造成雨雾天气频繁，给风车吊装带来极

大难度。职工陈锐说，那段时间吊装和调试

两个先锋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和天气斗

智。队员们扎根现场，协调设备安装调试，督

战集电线路敷设接线，每天伴着满天繁星入

眠，太阳还未升起又投入新的“战斗”。

2018 年 11 月 27 日，这是让金凤山风电

场参建职工铭记的日子——一期全部风车完

成吊装。1个月后，全部风机并网发电。

“当时，望着耸入云海的风车，不少人都

流下了眼泪。”陈锐说。

巡线路上等风来

风电场正式运行后，8 名建设者主动留

了下来，成为驻守在大山之巅的“守风者”。

70 多公里长的风车分布线，每天都要巡

查一遍。“走一趟，就是 1 天时间。”班长陈丽

羽说，吃饭是运维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这么长的巡查线，如果中途返回基地吃

饭，太耽搁时间。所以，我们都是带饭出发，

但到了饭点，饭菜往往变得冰冷难咽。”陈丽

羽告诉记者，得知这个情况后，公司工会购买

了微波炉送至巡查途中的补给站点，这才让

巡线职工吃上了热乎饭。

今年初的隆冬时节，金凤山风电场遭遇

大雪封山，职工无法外出采购食物，基地面临

粮荒、菜荒。陈丽羽回忆说，公司专门借来一

辆铲车，一边铲雪一边缓慢前进，足足花了 1
天时间，才从最近的乡镇上送来食物。

类似这样“铲雪送粮”的困境，这里的职

工已经遭遇过多次。“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

没有一位职工提出过离职申请。”华能重庆清

洁能源分公司工会主席高毅说。

正是有了这群“守风者”的迎难而上，金

凤山风电场近年来运行稳定，年发电量达到

3.5亿千瓦时。

山巅“不寂寞”

山高、地偏、人少，大部分人来到这里，都

会心生强烈的寂寞感。

可是，金凤山风电场的职工们却笑嘻嘻

地对记者说，“我们忙着搞创新、练技能，一点

不寂寞。”

陈丽羽带领的运维班组清一色是 90后、

00 后。她告诉记者，运维工作启动伊始就成

立了科技创新小组，通过半年实践摸索，他们

对风机控制系统逻辑进行了优化，极大提高

了风机发电能力。该项创新在全部风场推广

应用后，每年可增加发电量超 1000 万千瓦

时，增加净利润 600多万元。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揭榜挂帅”推动

创新创效，目前累计取得实用型发明专利 4
个，著作权 2个，其中，1个实用型专利已实现

成果转化。

在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中，也常能见到这

群“守风者”的身影。他们在重庆市总工会举

办的劳动竞赛中，多次登上领奖台。去年，陈

丽羽还在重庆市风电维修技能竞赛中夺冠。

工作之余，这群“守风者”在基地里建造了

一个温馨的“职工小家”。下班后，在职工书屋

看书，去健身房“撸铁”，或是在小菜园和鱼塘

里种菜、养鱼，山上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1 个月只能回家 1 次，其余时间都待在

这里。从开始运维工作算起，我们已经在这

儿度过了 1000多个日夜。”职工张博说。

曾有人问张博，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

他回答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山风转化为电

能送进千家万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 个月只能回家 1 次，8 名职工与森林为伴、和风车相守——

金凤山之巅，有一群“守风者”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坚守铁路30年的扳道员

本报记者 黄洪涛

葛维军常年拄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却

虎虎生风，上楼梯一步两个台阶。

“您慢点，小心滑倒。”记者有些担心。

葛维军却说：“我只有一步两个台阶才

不会掉队呀。”他的手握起来很有力量，那是

多年拄拐练出来的。

医生曾多次建议他拄双拐，更轻松一

些，但他却坚持只用一根拐杖，“空出一只手

来，我才能干更多事。”

站在讲台上 37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南通职业大学正高级讲师葛维军，

早已是江苏省的教学名师。他指导的学生

在国家、省、市级技能竞赛中屡屡获奖，培养

的两名学生和他一同入选首届“江苏工匠”，

一时间，“工匠教出工匠、师生同为工匠”的

佳话，在江苏职教圈流传。

手中的一根拐杖，撑起了葛维军的精彩

人生，也撑起了职校学生的一片天。

“加倍努力，弥补一条腿残疾的不足”

走进葛维军技能大师工作室，各种电子

设备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模拟了企

业车间的整个电环境，学生可以在这里练习

各种电子设备的组装、维修。”这间工作室也

成了葛维军培养技能尖兵、带领学生一起攻

克技术难题的“基地”。

在这间工作室，葛维军向记者回忆起了

往事。

1963 年，葛维军出生在南通通州农村

一户困难家庭。14 个月大时，他被确诊为

小儿麻痹症，右腿运动功能基本丧失。父母

带着他四处求医，却一直不见好转。

屋漏偏逢连夜雨。葛维军 7岁那年，父

亲患了慢性肝炎，不能干重活，一家人只能

靠母亲的收入支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最艰难的那些年，父亲在南通市区住院，

母亲在生产队下了夜工后，还要一个人骑车

到医院看望父亲，然后再骑车赶回家上早工。

“母亲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活儿干得

又快又好，一点不比别人差。”每次感到疲

惫时，葛维军总会想到母亲在夜里骑车、劳

作的身影，“一想到坚强的母亲，我就不抱

怨了。”

“加倍努力，弥补一条腿残疾的不足。”

葛维军从小就很独立，帮家里洗衣、做饭、干

农活，读书也格外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面对命运的打击，我气馁过，也彷徨

过，但我深信，只要努力坚持下去，健全人能

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葛维军经常拿他

的这段经历为职校学生打气。

“螺丝拧500遍和100遍是不同的”

18 岁那年，葛维军参加了高考，成绩很

好。正当他憧憬大学生活时，却在体检时被

刷了下来，连填报志愿的机会都没有。“这对

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葛维军感到前所未

有的绝望。

每当对学生讲起这段经历，葛维军总会

感叹：“现在残疾人一样也能上大学，你们赶

上了好时代。”

然而，当时的葛维军毫无办法，只能强

忍内心的悲痛回家务农。他的人生似乎一

眼就能看到尽头。

直到有一天，在邮电局工作的远房亲戚

带来了一本无线电技术的书籍，建议葛维军

自学，陷入人生低谷的他再次看到了希望。

就这样，葛维军白天在生产队里做力所

能及的农活儿，晚上就自学无线电技术。沉

浸于知识的海洋，他常常学习到深夜也毫无

困意。

一次，邻居的收音机掉进水缸后坏了，

请葛维军来维修。他把收音机拆开后大开

眼界，仅一只云母双联调谐电容器就包含云

母片 36 个、金属片 40 个，大小垫圈等零件

100多个。

他认真记住每个零件的位置，拆完后把

每个零件擦干、晾干，然后再一一重新组

装。奇迹般地，收音机竟然能正常工作了。

这次成功，给了葛维军很大信心，他从

此爱上了电器维修，不断练习、琢磨，提高技

术。“螺丝拧 500遍和 100遍是不同的。拧得

多了，自然熟能生巧。”

3 年多时间里，葛维军自学了大学无

线电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此后又通过成人

高考全面学习了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和自动化专业的所有课程，先后获得西北

工业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毕业证书，圆了

大学梦。

如师如父，为学生撑起一片天

1985 年，葛维军破格成为南通市技工

学校（南通职业大学前身）的一员。他从临

时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电子专业的在编教

师、业务骨干。

一次，大生集团的 4台德国产全自动喷

气织机，先后因为读卡器损坏而停转。在多

次邀请德国厂商维修未果的情况下，企业

请葛维军来帮忙。葛维军带领团队，仅用

两天时间便解决了难题，为企业节省了数

十万元维修费用。这次出手，让他在圈内

声名鹊起。

2018 年，首届江苏技能大奖评选结果

揭晓，葛维军和他的徒弟黄勇华、赵勇一起

荣获“江苏工匠”称号。

“是葛老师让我相信，学好技能一样

能成才。”黄勇华告诉记者，读书期间，他

一直是葛老师的“小跟班”。业余时间，葛

维军常上门入户检修电器，黄勇华总是站

在一旁，边看边学边做，渐渐找到了学技

术的乐趣。

目前，葛维军已先后培养出 1000 多名

高技能人才，他指导的多位学生参加技能

比赛获奖，多名毕业生荣获“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

“那时，葛老师带着我们备赛，打磨技

术，大家沉浸其中，完全忘了时间，猛然抬

头，时针已指向半夜 12 点 .....”学生张正健

回忆说，那段浑身都沾着焊丝味儿，手上被

电烙铁烫出水泡也不觉得疼的日子，大家并

不感到苦，反而浑身充满力量。

2002 年，在葛维军指导下，张正健拿到

了江苏省家电维修技能比赛第一名的好成

绩，成为“江苏省技术能手”。

“20 年过去了，那个拄着拐杖陪伴我们

挑灯夜战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在张正健

看来，葛维军如师如父，用一根拐杖为职校

学生撑起了一片天。

赵春青 绘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莫育杰 李育全

桂林城南，日近中天。桂海铁路平山扳道房里，电话铃声

响起，扳道员陈海明接到作业指令：一趟装载钢材的货物列车

正从前方驶来。

陈海明戴上草帽，在胸前口袋别上视频记录仪，拿上信号

旗、对讲机，走出扳道房，来到几米外的扳道器前，取钥匙、开

锁头、拔插销，紧握摇把扳动道岔。随着“咔嚓”一声响，尖轨

从左向右摆动，与钢轨严丝合缝。

陈海明在扳道器旁站立，等待列车经过。大约 10来分钟

后，列车由远及近，陈海明手举黄色信号旗，向司机示意道岔

开通信号。列车平稳驶过后，他再次扳动道岔复位。

这是陈海明每天重复的工作，至今已近 30 年。今年 10
月，年满 60岁的他就要退休了，一想到这里，陈海明心中五味

杂陈，“我家就在桂海铁路边上，看着这条铁路从建设到运营，

走到今天，记忆里全是它。”

陈海明边说边走，回到扳道房。这是一间水泥平房，进门

处，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椅子的坐板已磨得发白，桌

上放着一部橘红色、没有按键的老式电话机。“这个电话只能

跟车站值班室联系，从我到这里就已经有了。”陈海明告诉记

者，以前他曾当过一段时间厨师，20 世纪 90 年代才转岗成为

一名扳道员。

当时，正值桂海铁路的高光时段，运输非常繁忙，仅桂林

电厂每天就有两列电煤专列，还有玻璃、钢材、石油等货物运

输，是桂林工业的“输血动脉”。

进入 21世纪，随着桂林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电厂、石油企

业、洗涤厂等大型企业搬出桂林城南区域，企业仓储和运输选

择也更加多样化。目前，只有桂海铁路桂林站至桂林南站 5
公里多的线路还在办理货运业务，连通 8条铁路专用线，每年

运输货物 70万吨左右。

从繁华到归于平淡，桂海铁路的发展变迁，是桂林工业布

局优化调整、交通网日益完善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生动注

脚。正如为列车掌舵的道岔变轨，从最初的依靠人工扳道，发

展到在车站值班室就能人工控制的 6502电气集中联锁，再到

2013 年广西迈入高铁时代，智能化计算机联锁大范围投用，

人工扳道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的 345个车站中，

仅剩 5个运输量较小的支线铁路车站还使用人工扳道。

“现在一个班下来扳道 30 次左右，作业量少了很多。”扳

道房只有陈海明一个人，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没有扳道作业，

静得出奇，这时，他会走出扳道房，站在门口的树下，静静地看

着铁路两边来往的行人和车辆……

葛维军培养出千余名高技能人才，与学生一起入选首届“江苏工匠”葛维军培养出千余名高技能人才葛维军培养出千余名高技能人才，，与学生一起入选首届与学生一起入选首届““江苏工匠江苏工匠””

一根拐杖为职校生撑起一片天一根拐杖为职校生撑起一片天一根拐杖为职校生撑起一片天

图为葛维
军（中）正在指
导学生制作无
人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通讯员 邵黎飞

火焰山“不见了”？近日，一场沙尘席卷地处东疆的吐哈

盆地。笔者在前往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时，能见度只有

100米左右，往日近在咫尺的火焰山“消失”在漫天沙尘中。

早 上 8 时 许 ，中 油 测 井 吐 哈 分 公 司 生 产 测 井 项 目 部

C2712 作业队队员已从鄯善生产基地出车上井，迎着漫天沙

尘，向井场进发。

11 时许，当笔者赶到玉东 2-72 井精准示踪测井现场时，

作业队已经开始施工。

推开车门，空气中弥漫着沙尘味，一股热浪迎面而来。虽然

已入秋，但火焰山下的气温依然徘徊在37摄氏度～38摄氏度。

“这样的沙尘天气不算啥，相比前两个月，这里最高气温

47摄氏度才让人发愁。”作业队队员赵登峰调侃说。

火焰山是中国夏季最热的地方，山上寸草不生，山下戈壁

滩植被稀疏，沙尘天气频繁光顾。战高温、斗风沙已是吐哈测

井人的“必备技能”。

“今天能见度低，操作绞车时要关注井口滑轮，注意张力变

化。”“在吊车里要集中注意力，重点关注天滑轮。”针对沙尘天气

的特殊情况，作业队队长李增省提醒工友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施工现场，红白相间的测井车整齐摆放，吊车伸出长长的

吊臂吊起井口防喷管，从测井车延伸出的电缆通过天、地滑轮

带着仪器向井筒深处前行。

队员们各司其职，测井施工有序展开。绞车工按照操作

员指令，随时控制电缆起下速度，从而保证测井曲线的资料质

量；井口工密切观察井口压力表和水量表变化，保证防喷装置

完好……

李增省告诉笔者，7～9月是油田的生产黄金季节，眼下，

在吐哈百里油区，各类施工作业正加紧进行。

沙尘天里测井

图片故事

非遗空心面 再续传承人

8月16日，父亲李长满（左）在向儿子李念平
口手相传空心挂面的“缠筷子”工序。

66岁的李长满是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
眉底村人，从十几岁开始学习继承祖上独特的空
心挂面制作技艺，是洛南手工挂面制作技艺的省
级非遗传承人。他以当地优质石磨小麦粉、秦岭
山泉水、食盐为原材料，经过和、擀、揉、醒、吊等
28道工序，耗时达36个小时制做面条。李长满制
作的手工挂面口感爽滑筋道，深受山里山外的青
睐。他还积极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这门技艺，并
热心向本村十多户村民传授技艺，带动村民创收，
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的途径。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