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想起与村民们携手共渡难关的这段抗疫经历，感觉很温

暖。”日前，海南省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王宛仪回忆起在三亚奋

战的 51天抗疫时光时对记者说。

8 月 1 日，三亚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海南省人民医院接到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指令后迅速行动，组建起一支 188 人的核酸

采样队，8月 2日驰援三亚，王宛仪就是其中一员。

到达三亚后，王宛仪跟随核酸采样队先后转战海航城、华丽村

委会龙干点、海坡社区、芒果村等多个点位。和负责人对接工作，

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梳理工作流程、规范物资摆放、合理设置防护

服脱卸区……每到一个新点位，王宛仪都要重复这些工作步骤。

在开展入户核酸采样的同时，王宛仪还当起了村医，为村民义诊。

8 月 10 日，王宛仪来到华丽村委会龙干点设点采样。听说

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动不便，王宛仪便主动上门提供采

样服务。有两位年逾七旬的独居老人不会使用手机微信，王宛

仪不仅耐心教两位老人操作手机，还把他们拉入了自己的微信

群，时常嘘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购药难题。

在华丽村委会龙干村小组，王宛仪总是对老人们说：“无论是生

活困难还是身体不适，随时都可以跟我说，我一定尽力帮助大家。”

8月 16日，王宛仪在华丽村委会龙练村入户采样时，发现 67
岁的退修教师王大爷因封控状态不能及时就医，心情非常焦

虑。8个月前，王大爷右侧跟骨做了手术，术后一直受到脚踝部

功能障碍及肿胀等问题的困扰。

了解情况后，王宛仪和领队领导商量后决定，在 9 月 9 日进

行一场“多学科远程联合会诊”。

“除了药物治疗，还需要专家对老人进行针对性康复锻炼指

导。”王宛仪告诉记者，她当即联系了正在支援三亚中心医院医疗工

作的创伤骨科专家熊军，康复医学科专家曾育山、吴薇薇等医生。

当日 16 时许，王宛仪和同事乘车 40 多分钟来到王大爷家，

通过视频连线形式，介绍了王大爷的受伤状况，专家通过视诊、

观看影像资料、问诊等方法，对大爷跟骨术后康复的锻炼计划和

方法进行指导，并耐心解答了长期困扰王大爷的相关问题。老

人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9月 22日，白拉曲珍在位于广东韶关
乐昌市张溪村的生态监测样地工作。

白拉曲珍是95后藏族姑娘，家乡在西
藏林芝波密县。2019年，广东省人社厅组
织开展专项公开招聘，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
业的白拉曲珍通过考试后，于2020年5月来
到位于广州的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工作。

在同事的指导帮助下，白拉曲珍已成
为一名林业助理工程师。她时常和同事穿
行在岭南林海间，为调查监测提供数据。
这些调查数据可以帮助掌握全省森林、草
原、湿地资源现状和变化情况，科学评价其
质量和生态状况，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监
督管理、林长制督查考核等提供决策支撑。

白拉曲珍曾在演讲比赛中说：“就像广
东鲜红的木棉花，和家乡多彩的格桑花，你
给了我雨露，我定还你一份春色。”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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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电小二”创新“大工匠”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庞玉强

从事港口大型机械电气维修工作 33年，田振东常年扎根港

口生产一线，凭借对电气维修工作的热爱，练就了一身“手到病

除”的绝活，成为同事们眼中的“维修达人”。

“我就是港口的‘电小二’，哪里有故障，哪里就有我的身

影。”聊起自己的工作，山东港口日照港股份一公司电修工段长

田振东说。

1989年，田振东进入日照港股份一公司从事港口大型机械

电气维修，“干就干最好，争就争一流”是他一直秉持的理念。

“电气维修非常危险，既有交流 6000V 强电，又有直流 24V
弱电，一旦疏忽大意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这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

须谨慎、仔细。”田振东回忆说，1993年夏天，他在一次维修中遭

遇 460V 电源相间短路事故，电容瞬间被击穿，两只火球从电气

柜电源开关处蹦出，整个电气房被照得通明。

那次“惊魂一刻”过后，田振东手绘了1000多张设备原理图，把

负责的每一个设备的零部件品牌、数量、功能和安装位置都深深刻

进脑海里，这为他日后准确判断并处理设备故障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东港口日照港开工建设煤炭码头时，码头一期的金属分

离器是国外进口设备，由于主板损坏导致无法使用。众多维修

技术专家面对这台洋设备都束手无策，而更换整套分离器，要

20多万元。

田振东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班组技术人

员不断学习钻研，连续两个半月加班到深夜，经常吃睡就在现

场。他们重新设计了线路板，自己买来元器件进行焊接，最终再

造了一个新主板，而花费的材料费不到 2000元。

山东港口集团成立后，田振东先后主持并参与大型设备技

术改造 21项，取得创新成果奖励 121项，国家专利 42项，累计节

约维修费用 980万元。其中，他自主研发的“堆料机无线遥控装

置”可节省 8 名操作司机的人力，参与攻关的“翻车机机器人清

车系统”减少了 7成用工量，这些在全国港口系统均属首创。

2013 年，“田振东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田振东带领团队

成员先后为液压控制、电机维修、PLC和变频器调试等专业人员

举办相关实训 240余期，培训人员 3000余人次，累计培养岗位技

术能手 32 名，首席技师等高技能人才 13 名，带领团队获得国家

专利 128项。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村里来了新村医

劳模人物 52022年 10月 20日 星期四

本报通讯员 刘婧斯 刘浩 本报记者 王维砚

7 月的一天，哈尔滨电气集团阀门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哈电集团阀门公司）装配工韩

春光比往常来得更早，天刚蒙蒙亮，他已经在

成排的钢铁阀门间忙碌。

就在前一天，韩春光刚参加完第二届“龙

江最美退役军人”的授奖活动。活动结束后，

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当晚直接住在了职工宿

舍。“这批减压阀赶着装船发往印度，一天工

期也不能耽误。”

从部队退役后，韩春光当了 32 年工人，

每天早上 6 时 30 分到车间这个工作习惯，他

已坚持了 32 年。正是凭着这股子拼搏的劲

头，他带领团队率先“拧开”了国外垄断超超

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阀门。

做车间里“最好”的工人

“要做就做到最好。”当兵时老连长的教

导，成了韩春光退役后的岗位追求。

1985 年 10 月，韩春光入伍空军，老连长

看中他能吃苦、肯钻研的特质，把这个“新兵

蛋子”收编到“技术工种”——有线通讯班。

“巡线任务路途遥远，在野外靠着土包睡

一宿是常事儿。”韩春光回忆说。

然而，不怕苦不怕难的韩春光在刚退役

时，也经历过迷茫。

1990年 3月退役后，韩春光成为哈电集团

阀门公司的一名机械加工工人。“刚进厂，什

么也不会，看图纸像看天书。”沮丧的韩春光

向老连长求助，老连长一语惊醒迷茫人：“你

把当兵时的劲头拿出来，还能学不会技术？”

返回岗位后，韩春光当兵时的状态又回

来了。他跟着师傅边学边干，不断加码练习，

仅用半年就出徒了。

一年后，车间安排他转战阀门焊接车间，

他在焊工岗位一干就是 14年，身上被焊渣烫

伤留下的疤痕不计其数。

2004 年，韩春光被调到阀门装配岗位，

负责检测试验，为阀门“诊病出方”。在这个

工作难度倍增的岗位上，他找到了“追求技术

极致”的人生目标。

“跟他一批来的 7 个工人都转岗了，只

有他还留在车间。”车间主任刘宪东说。

“拧开”垄断的“阀门”

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曾被国外垄断，这项

技术的国产化，在保障我国能源电力安全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项技术国产化进程

中，是韩春光带领团队率先“拧开”了国外垄

断超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阀门。

一个超超临界阀门大概有 160 多个零

件，没有装配工艺，韩春光团队兵分三路摸索

组装方法：有人从下往上装，有人从内向外搭

建，还有人先组装关键部位再逐个连接……

就这样装了拆、拆了装，终于组装成功，却在

蒸汽检测试验阶段，出现了漏气现象。

实现突破只差临门一脚，韩春光不服输

的劲儿又来了。

2 个多小时的试验录像，他像“破案”一

样逐帧查看，终于抓到了漏气的“罪魁祸

首”——S 型管道蒸汽排不净产生了漏气。

他们马上联系机械加工车间，连夜赶制新的

直排管道，成功解决了问题。

历时 3年，历经上千次试验，韩春光团队

保障了二、三类 25个品种超超临界阀门样机

国产化鉴定的顺利通过，样机性能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据了解，国产超超临界阀门与进口产品

相比，每个可节约成本 1000 万元左右。目

前，哈电集团生产装备的 1000 多个超超临

界阀门正在全国各地的火电发电站运转，产

生经济效益超过 2亿元。

军魂铸匠心

3年前，韩春光收了第一个徒弟赵越，以

军魂铸匠心的韩春光也点亮了身边人的匠心。

“我要求徒弟定期检查学习笔记，每天下

班前必须分类收好工具……”韩春光像带兵

一样带徒弟。

赵越是韩春光工友的儿子，和蔼有加的

“韩叔”突然变成严厉的师傅，加之车间工作

很辛苦，赵越有些难以接受，学了几天，就开

始有意躲着韩春光。

韩春光不允许徒弟当“逃兵”，直接上门

“家访”。他对赵越说：“你认真跟我干半年，半

年后你要还是不想干，我帮你找领导换岗。”

彼时，正赶上新能源光电发电相关项目的

熔盐安全阀和波纹管安全阀技术攻关。赵越

跟着韩春光起早贪黑地装阀门、做试验，“我也

想像师傅一样，为新能源发电贡献力量。”

2020 年，韩春光带着赵越投入中控德令

哈项目的阀门调试和维护工作，仅用 3 个多

月就高质量完成任务，大幅降低了光热电站

建设成本。

从 通 讯 尖 兵 到 装 配 工 匠 ，韩 春 光 32 年 沉 在 生 产 一 线 解 难 题 ——

“ 拧 开 ”技 术 垄 断 的“ 阀 门 ”

图片故事

岭南森林里的“格桑花”

本报记者 陈昌云 赵黎浩

攀上铁塔，悬在空中，置身强电场，沿

着高压输电线路“走钢丝”……这个让普通

人感到心惊胆战的画面，正是郑瑞东的工

作场景。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输电分公司带电

三班高级作业员、带电检修高级技师、全

国劳模郑瑞东，已经在“云端”与电共“舞”

了 17 年。

6项科技项目研究、30余项职工技术创

新……在这个空中“工位”上，郑瑞东练就了

一身绝活，在崇山峻岭之间，守护“彩云之

南”的万家灯火。

“工位”在百米高空

2005 年，31 岁的郑瑞东从部队转业后，

进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输电分公司工作。

经过两年的脱产学习，他被分到检修班组，

成为一名带电作业检修工。

“配电网带电作业检修，需要在距离地

面 10 余米的电线杆上完成，而输电网带电

作业检修则需要爬得更高，低的铁塔有三四

十米，高的有百余米。”郑瑞东对记者说。

“工位”在百米高空，郑瑞东需要迈过的

第一关就是——克服恐高，练好爬铁塔的基

本功。

“第一次爬铁塔，爬到一半我就不敢动

了。”郑瑞东回忆说。

5 米、10 米、20 米、100 米……为了克服

恐惧，郑瑞东循序渐进地练习，从起初的“不

敢动”到如今的“习以为常”，这背后付出的

努力可想而知。

身穿屏蔽服、眼戴护目镜、脚穿导电鞋、

手戴导电手套，在高空为损坏的配件进行维

修、更换，守护输电线路畅通无阻，这就是郑

瑞东的工作日常。

根据强电场作业的不同情况，郑瑞东

或沿绝缘子爬行至故障点，或用秋千法进

入强电场，抑或使用绝缘平梯、绝缘软梯爬

上导线。每次作业，短则一两个小时，遇到

复杂故障则需要花费七八个小时，这期间

如果到了饭点，只能让同事将水和干粮传

送上来补充体力。

“穿着两三公斤重的绝缘服在高空作

业，体力消耗很大。”郑瑞东说，他们平时还

会进行体能训练，同时也会接受心理辅导，

以科学地应对恐惧感。

高空作业，夏天最难熬。“密闭不透气的

绝缘服里特别闷热，每次下来，整个人就像

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鞋里都能倒出一碗水

来。”郑瑞东说。

空中展绝技

在位于昆明市嵩明县的云南电网输电

分公司技能实训场，郑瑞东向记者展示了他

的空中绝技。

全副武装、穿戴好安全带后，郑瑞东迅

速爬上铁塔，身手敏捷。记者看到，他每次

移动都手脚同步，单次跨越的绝缘子数量不

超过 3个。

在四分裂导线上，郑瑞东演示了日常带

电作业检修的要领——双手抓稳导线，脚在

右侧导线上呈外八字行走，眼睛盯着前方。

在单导线上，郑瑞东一个翻身爬了上去，

只见他右脚缠上导线，双手展开，保持平衡，

到达检修点后顺势起身，就骑在了导线上。

郑瑞东告诉记者，带电作业检修工能独

立带电作业检修，一般需要 2～3年时间，但

能够解决复杂故障，至少需要 5～7 年时间

的历练。

仅用 6 分 13 秒就完成了 220KV 防震锤

的更换，用时 9分钟完成 500KV单片绝缘子

的更换……郑瑞东在多年的实践中练就了

一身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绝活，多次化解重

大电网风险。

不过，在郑瑞东看来，“空中舞者”不仅要

艺高胆大，更重要的是把安全意识刻在骨子里。

刚开始高空作业时，郑瑞东经历过多次

掉落，全靠安全带将其挂在空中，这让他在

心底埋下了安全意识的种子。

郑瑞东告诉记者，带电作业检修是特

别严谨的行业，要遵守操作规范，把每一次

作业都当作第一次作业对待，时刻保持敬

畏之心。

如今，在郑瑞东的培养下，多位徒弟已经

能独当一面。云南16个州市的电网急难险重

抢修任务现场，都能看到他和徒弟们的身影。

每次作业都是新挑战

由于高压电塔位置偏远，有的甚至在深

山野岭里，地理气候环境复杂、虫蛇野兽出

没，危险也如影随形。

在野外摸爬滚打的时间长了，郑瑞东积

累了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如何进行简单

包扎、如何获取火源、如何避免失温、哪些野

果可以充饥……这些他都如数家珍。

此前，一次检修作业中，一名工人不慎发

生意外导致脚受伤，郑瑞东和同事就地取材做

了一个临时固定支架，将工友受伤的腿固定。

把工友送到医院时，连医生都夸他“专业”。

郑瑞东还总结出了很多在作业过程中

避免发生意外的小技巧。

比如，有的铁塔上会有马蜂窝藏在角落

里不容易被发现，每次登塔前，他都会用扳

手对塔台进行敲击，通过震动让马蜂跑出

来。“我们出去会专门带一套防蜂服，如果发

现有马蜂窝，就先上去将其拿掉，再进行带

电检修作业。”郑瑞东说，在空中，意想不到

的事情太多了。

以前，郑瑞东前往雪山脚下检修设备

时，徒步一个来回要 9 个小时。如今，随着

道路建设的完善，汽车能开到很多地方，需

要徒步的路程一般不超过 2小时。

更让郑瑞东欣慰的是，随着网架结构的

加强和电网运行维护手段的多样，带电检修

的频次和以前相比减少了很多，工人们能通

过无人机等设备巡视线路，在故障初期就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不过，老一辈电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还是需要传承。”郑瑞东说。

与“电”共舞的 17 年里，郑瑞东并不感

到厌倦。“线路故障千差万别，每次检修作业

都是全新的挑战。”他说。

“ 云 端 ”与 电 共“ 舞 ”
在空中“工位”上17年，郑瑞东练就了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绝活，守护“彩云之南”的万家灯火——

9月14日，
在南方电网云
南电网输电分
公司技能实训
场，郑瑞东在练
习单导线高空
检修技能。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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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润钊 陈曦）近日，福建省首届劳模（工匠）本

科班开学典礼在福建开放大学桂山校区举行。据了解，这是福

建省首次面向劳模工匠开展本科层次学历提升教育，学费由福

建省总工会承担。

据悉，福建省劳模（工匠）本科班学制为 2.5 年，设置社会工

作、行政管理两个专业，每个专业招收 30 人。福建省总与福建

开放大学为劳模工匠本科生量身定制培养方案，采取每学期集

中培训学习 7~10 天和业余学习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对学员已

获得的职业培训合格证书、获奖证书、劳动技能、非学历证书等

成果进行认定，已取得成果可转换为相应学历教育课程学分，实

现学员短期培训、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衔接贯通。

“劳模工匠在拥有出色专业技能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同时，也

需要通过不断充电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福建省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祝荣亮表示，工会、教育、院校三方将继续通力合作，

创造更加多元的劳模工匠继续教育供给方式，打造既符合高等

教育系统培养要求，又符合劳模成长规律、有效对接劳模需求的

劳模本科课程，为进一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高产业

工人整体素质、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福建首届劳模工匠本科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