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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哥”和他的“幸福路”

本报通讯员 许跃 杨欢

深秋，大地刚从晨曦中苏醒，中建二局三公司京秦高速遵

秦段 A6标项目部早已灯火通明。“伍哥”准时起床，迅速洗漱、

吃早餐、穿上反光马甲、戴上安全帽，赶往施工现场。

80 后“伍哥”名叫伍金华，是 A6标段项目经理，由于为人

热情，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大家都叫他“伍哥”。“伍哥”不仅熟

悉工程建设，还精通技术、质检、安全等方面的工作，是项目部

少有的“精通各门派武功”的“武林高手”。

“今天标段全线贯通，必须确保最后几片梁安全平稳架

设”。早上 6时 28分，伍金华带着项目质检人员来到北巨家峪

大桥，最后一片 T梁将在这里架设完成。

进行盖梁和垫石的强度测试是架梁前最关键的一步。10
时 26 分，测量人员就位，开始测量墩台中线与 T 梁中线。此

次 T梁宽度 1.5米，架设位宽度达 2.1米，T梁中线与墩台中线

的距离误差必须控制在 5毫米以内。

13 时 8 分，T 梁运输就位、架桥机就位、各指挥点人员就

位，一切准备就绪。

“开始架梁。”伍金华说完，现场一片肃静。工作人员注视

着梁片，屏住呼吸，人们的心跳也随之加速。

“如果架梁失败，最近十几天就白干了，返工的话要耽误

近 1 个月”。伍金华感到“压力山大”，梁片缓缓移动，他紧盯

梁片中线与墩柱中线，此时，他的眼睛就像一把高精度的尺

子，精准定位梁片下落位置。

“再往北 3毫米。”他发出指令，现场所有人不禁紧绷神经。

“好！落梁！”架梁机齿轮缓缓转动，当梁片稳稳落在墩柱

上的那一刻，现场一片欢呼声。

“为了这梁，我们可没少‘烧脑’。”伍金华说，“冬季制梁

施工是‘最难钉的钉子’，气温低，容易出现预制构件冻结、混

凝土表面裂纹现象，导致构件强度下降，严重的构件会因为体

积膨胀、结构遭破坏而报废。”

为解决冬季施工难题，伍金华和团队绞尽脑汁，引进智

能蒸汽养护设备，通过智慧梁场管理系统远程操控监管。同

时，给预制 T 梁设置了一节节像绿皮火车一样的“汗蒸棚”，

并给地棚盖上厚厚的“棉被”，将预制梁与寒冷隔绝。这些

“汗蒸棚”确保了预制梁平稳过冬，拆模后混凝土颜色均匀，

质量显著提升。

前不久，京秦高速遵秦段 A6 标实现全线贯通，但“伍哥”

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又向着新的“幸福路”的工

程节点发起挑战。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杨小丽 罗启铭

“正负800千伏模拟线路001号塔，杆塔双重编号确认无误，安

全带后保护绳外观检测合格，冲击试验合格，请求上塔。”11月2日，

湖南长沙秋高气爽。在500千伏望新线6号塔下，国网岳阳供电公

司新进员工陈世环抓紧脚钉，向教练刘治国发出攀爬请示。得到

准许指令后，仅用20分钟时间，他就一口气攀上了40米的高塔。

之后，5名同龄人紧随陈世环之后，依次成功登顶。

今年 9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进入国网岳阳供电公司工作，

这群年轻的电网“蜘蛛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实现了从大学

生到输电线路工的蜕变。

此次成功登顶的 6名新进大学生，平均年龄 23岁。“以前以

为工作就是坐办公室，没想到第一件事是学爬杆、登铁塔”。陈

世环今年刚从三峡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经过两个月的风吹日

晒，脸庞已变得黝黑。

从颤颤巍巍爬上 15米铁塔，到一气呵成登顶 40米高塔；从

爬在导线上匍匐前行，到俯瞰高空如履平地，00后吴大威感觉自

己“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跨越”。

两个月的培训让这群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受益匪浅。清晨

6点半开始晨跑和体能训练，俯卧撑、平板支撑、深蹲等专项体能

锻炼，学习仪器仪表使用、触电急救、导线修复以及登塔作业流

程等实操训练，每一项训练内容都要逐一考核过关。“个个都有

股不服输的劲头”。两个月的传帮带，让来自国网湖南电力超高

压输电公司的教练刘治国，对眼前这群年轻人有了新看法。

为了帮助大学生尽快实现向“技能工人”的身份转变，国网

岳阳供电公司在系统内全面开展“强基工程”，将新进大学生的

培养放在基层。所有新进大学生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变电

站、到检修一线，从电网最基础的活干起。通过 6个月的送培锻

炼，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从而打造一支既能动笔，

也能动手，更能上杆的新时代电力产业工人。

让陈世环和小伙伴们欣喜的是，流过的汗水、泪水即将迎来

收获。他们将于今年 12月参加高空作业证、无人机作业考试取

证。届时，他们将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力工人。

年轻的电网“蜘蛛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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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维砚 本报通讯员 詹鹏 李梦凡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研究的课题是

“前沿中的前沿”，而他们的工作却躲在“幕后

的幕后”。当重大型号发射成功，在欢呼雀跃

的发射场里，你并不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因为

在此之前，他们早已开始开辟下一个新战场。

这群平均年龄 33 岁的航天青年来自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三江四部发展战略与预

先研究室（以下简称预研室）。这支由 61 人

组成的团队，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超 97%。

他们在不久前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近日，记者来到四部预研室，探寻这群

吹响“工人先锋号”的航天青年。

在“无人区”探路

预研工作具有“拓荒”性质，仿佛是在科

研“无人区”里探路。张增辉就是这群探路

者的“领头雁”。

张增辉和同事们需要瞄准新技术、新领

域，为型号研制做前期准备和可行性研究，

实现从 0到 1的突破。

为了完成一个预研项目，这群航天青年

的“工位”是流动的。

前期，他们需要跑高校、进企业，系统学

习、调研新的技术原理，业内顶尖专家在哪

里，他们就奔向哪里。到了方案研究阶段，

他们需要在办公室里思索提炼，打通从理论

技术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而在产

品试制阶段，他们要“泡”在工厂车间里打磨

工艺方案。等到产品试验阶段，他们的工作

地点又转移到了人迹罕至的试验场。

这个被张增辉形容是“盲人摸象”的过

程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工作难度大、

出成果周期长，也正因为如此，预研室成了

最能锻炼年轻人的地方。

32 岁的张振启 2017 年刚一入职就开始

深度参与攻关项目，当年 12 月，他就开启了

出差模式，这种奔波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2020
年。“每年至少有 6 个月在外地。”这段“在路

上”的经历，让他感到成长很快。

与枯燥和寂寞对抗

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这是这群

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考验。今年 41 岁的孙

均政在这样的寂寞里一待就是十几年。

2020 年初，他带领一个由 4 人组成的攻

关小组，向一个全新的智能系统发起冲击。

刚入职不久的刘思彤成了小组成员。

时间紧、任务重，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5个

月，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短时间内完成场景设计、仿真数据生成、

算法研发和集成验证等设计内容，工作量巨

大，仅生成和处理的数据就超过 50万条。

和此前的无数次“拓荒”一样，孙均政和

同事们必须从零开始。

他们用了近 4 个月的时间进行调研，经

历了数个不眠之夜，才敲定技术路径和方

案。那段时间，他们一有灵感就跑到“职工

小家”的会议室里头脑风暴，设计理念在观

点激荡中迅速升级迭代。

任务进入倒计时，截止时间却突然提前

了。为了赶进度，他们干脆住在了办公室里。

最后冲刺的一周时间，孙均政带着大家熬了 3
个通宵，才完成系统搭建。当这套智能系统的

试运行获得成功，几个人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

放松下来，身心的疲惫瞬间向他们袭来。

对于这些理工科背景的年轻人而言，普

通人眼中枯燥乏味的代码和程序，在他们眼

中是美的。

“弄清一行行代码的含义，这个过程让

人着迷。”刘思彤告诉记者，看着自己写的程

序跑得很流畅，特别有成就感。这是独属于

他们的快乐。

藏在数字、公式里的情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待前人的经验，

始终抱着推翻的心态，预研工作需要的是极度

严谨且善于创新的人。”孙均政告诉记者，招聘

年轻人时，会特别选择与部门气质契合的人。

多年前，硕士毕业时，已经收到外企录用

通知的孙均政，还是出于对航天事业的情怀

参加了四部的招聘。他跟负责面试的主任一

聊就是两个小时。

多年后，刘思彤在面试时也是因为这份

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被孙均政收入麾下。

采访中，这群年轻人经常会提到航天事

业、航天精神这几个词汇，对于他们来说，这

一切并不虚无缥缈，这份情怀就藏在他们每

天计算的数字，打磨的公式和技术细节里。

当然，预研工作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失败，

他们必须学会在失败中调整状态，重新出发。

2021 年 9 月 28 日，孙均政曾在自己的朋

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七年磨一剑，不

辱使命，不负韶华！”这是他在数次失败中摸

索，终于迎来成功一刻后的短暂雀跃。

平均年龄 33 岁、硕博占比 97%，他们在预研战场吹响“工人先锋号”——

科研“无人区”里的航天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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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珍禽守护人

28岁成为高级技师，33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37岁成为集团首席技能专家……

汽车“智”匠郑志明

11 月 8日，驯养员姜官宏（右）、蔡新
杰与人工繁育的丹顶鹤互动。

初冬清晨，成群的丹顶鹤、灰鹤、东方
白鹳等排成各自独特的队形，自由飞翔。
这里是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数百万候鸟
迁徙途中的停歇地、繁殖地和越冬地。
2019年 7月 5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
保护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护湿地野生动物及其赖以生存的
栖息环境，保护区的科研团队默默无闻，扎
根湿地。他们开展鸟类动态监测、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湿地生态系统监测等，形
成一套“资源-环境-地质地貌”基础监测
体系；推进越冬地丹顶鹤人工繁育工作，
2022年繁殖丹顶鹤数量达42只，逐步实现
在越冬地建立丹顶鹤不迁徙种群的目标。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蒋少萱

“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10月 17
日上午，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

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询问坐在他对面、身着

车间工服的郑志明。

郑志明竹筒倒豆子般，详细向总书记

汇报说：“咱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

策，我刚评上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

师。党的政策让我们职高毕业的工人，也

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

不久前，发生在党的二十大上的这一

幕，让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通道问题广为关

注。也让身着一身亮眼蓝色工服的广西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高级工程

师、特级技师郑志明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28岁成为高级技师，33岁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待遇，37 岁成为集团首席技

能专家……从钳工学徒到大国工匠，郑志

明的成长之路也是广西汽车“智”造业的发

展之路。

“炼”成全能工匠

郑志明今年 45 岁，年纪并不老，但因

为技能水平高，是集车、钳、刨、铣等技能于

一身的全能型工匠，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郑

老师傅”。

1997 年，郑志明从职高毕业，进入广

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一名钳工学徒。

学徒时期，他每天早出晚归，在生产一

线磨炼技能，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让他的钳

工技能炉火纯青——手工锉削平面可将零

件尺寸误差控制在 0.003毫米以内，手工画

线钻孔的位置误差能控制在0.05毫米以内。

勤奋的郑志明还挤出时间自学了 UG
三维建模技术，工余时间，他总会找到企业

的工程师请教电机转数、扭矩、机械动力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

郑志明调侃说，觉得自己“有点笨”，

“今天学会了，过几天又忘了，又要去请教，

只能反复学。”

理论知识和复合技能的储备，让郑志明

对于工艺改进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一次设备工艺改造中，他发现，公司花

大价钱购入的进口设备看似“高大上”，但实

用性却不强。

于是，他瞄准前沿新技术，从机器人编

程、控制技术学起，后来又开始探索机器人设

计制造，硬是“啃”下了《机器人编程》等十几

本专业书籍，成了自动化技术领域小有名气

的“土专家”。郑志明带领创新团队展开攻

关，最终，他们研发出的专业设备投入使用

后，性能实用性比进口设备更好。

“一个班下来再不会像从前那样腰酸背

痛了，咱们自己研发的设备好使。”工人们纷

纷夸赞。看着工人们操控自己参与研发的设

备，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强度降低，优质零部

件有序下线。郑志明在车间凝视许久，这是

属于“智慧”工匠独享的成就时刻。

“郑老师傅”的“杀手锏”

“跟着师傅学技术，很过瘾。”郑志明的徒

弟们对记者说。

郑志明非常注重“传帮带”，在培训技能

人才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秘籍”。他发明

的“调芯钻孔法”“研推修锉法”是钳工技能比

赛中的“杀手锏”，徒弟们凭借这份“独门心

法”，多次在市、区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这些年来，郑志明每年免费授课 200 多

课时，先后带出了 50余位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公司特聘专家等高技能人才。

谢评周就是郑志明一手带出来的“高

徒”。他从一名一线装配钳工快速成长为工

匠人才，31 岁的他已经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待遇的技能专家。

谢评周曾问过郑志明：“您不怕‘教会徒

弟，饿死师傅’吗？”

郑志明哈哈一笑说：“我希望到我退休

时，别人介绍我，不是夸我，而是夸我的徒弟，

说‘这就是某大工匠的师傅’。”

除了高超的技能水平，徒弟们也被他敢

于向技术难题“亮剑”的精神鼓舞。

以郑志明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承担着数十个攻关项目，为广西的汽车生

产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技术、新设备。

一位“智慧”工匠的身后，站着一群为广

西汽车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贡献才智的高端

技能人才。车间班组里的“传帮带”一直是工

人成长的重要基石。

技术工人的广阔舞台

“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工人

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镌

刻在郑志明的心头，他很振奋：“这是总书记对

工人阶级的关心，是工人阶级的无上荣光。”

沉在生产一线 25 年，郑志明被评价为

“热爱工作岗位，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持之以

恒，把手中的零件做到极致”。他说，这是他

践行的工匠精神。这样的郑志明成为车间班

组、乃至广西汽车技术上最过硬、最靠得住的

工人之一。

他说，如今的工人是可以代表先进技术、

先进生产力。

“老一辈通过拆解，模仿制造出我国第一

台微型车。如今反转了，国外厂家开始拆我

们的汽车零部件去研究。”郑志明讲述的这个

我国汽车制造业发展成就的故事鼓舞了很多

人。这其中，包含着一代代技术工人贡献

的智慧和力量。

一段时间以来，郑志明走进多所广西

高校进行宣讲，讲广西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故事，讲自己的成长故事，讲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迷人光芒。

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青春的面孔，郑

志明希望能让学生们明白，在新时代当技

术工人，大有可为。他渴望，鼓励更多学

生、职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郑志明还受邀成为技工学校、职业院

校的企业导师。面对像自己当年一样走进

工厂车间一线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郑老师

傅”总会这样语重心长地叮嘱：“一定要学

好一技之长。”

“工人阶级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和觉悟。”“要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

能瞧不起产业工人，一定要看实际贡献！”

党的二十大以来，郑志明一直在深入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

眼下，郑志明和团队正全身心投入新

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的研发和学习，为今后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做好技术储备和人才储

备。他坚信：“未来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舞

台会越来越宽广，制造强国的目标一定能

加快实现。”

图为大国工匠
郑志明正在生产车
间进行设备调试。

蒙圣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