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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车间走出工人博士
本报记者 邹明强

26 年扎根生产一线从事白酒酿造、技术研发，杨强从酿

酒工人干起，成长为圈内小有名气的工人博士。日前，他被评

为第三届“湖北工匠”。

1975 年，杨强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关口镇一个小村庄。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劳作一天归来的父亲总要就着母亲炒的

小菜，喝上几杯散酒。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杨强脑海中。

1996 年，从华中农业大学发酵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杨

强进入劲牌公司成为一名酿酒工人。当时的白酒车间劳动强

度非常大，拖粮、起池、上甑、出甑、拖酒……一个班下来，杨强

全身酸痛不已。慢慢地，他的手上磨出了硬茧和血泡，但他都

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久，杨强晋升为白酒车间副班长。老工人丰富的生产

经验以及工友间朴实、率真的感情滋养着他，让他在车间里迅

速成长。

车间的老班长石教方擅长看酒花，单看酒冒出的气泡，就

能鉴定酒的酒精含量，误差仅在 0.5度左右。于是，杨强每天跟

着石班长学艺。先是从泡沫大小判断酒精含量，摸索时间长

了，他就体会出了门道：酒泡有黄豆那么大，且持续时间长，白

酒就有 60度；如果泡沫很快消失，白酒可能只有 48度～49度。

后来，掌握了白酒生产工艺流程的杨强又进入配制车间

学习。品酒是门很微妙的学问，诸多环节只可意会不能言

传。工作时，杨强站在车间主任身后，主任先品、他再跟着品，

评酒后，再对照主任的评酒记录进行调整。

品酒需要高度的敏感，器具、空气湿度等都有可能影响评

判的客观性。在准备省级白酒评委考试的那段时间，杨强攻

克了香型鉴别等技术难关，每天都要进行 10 多轮练习，品酒

技能得到了大幅提升。

2000年 4月，杨强参加湖北省白酒评委评定考试时，以综

合得分第六的成绩顺利过关。同年 9 月，他参加了国家白酒

评委考试，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国家级白酒评委。

此后，杨强相继在母校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深造，成为

名副其实的工人博士。

黄龙山脚下的文物看守人

本报记者 裴龙翔 本报通讯员 胡晓炜

21年前，初出校园的顾蓉从 500多名求职

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铁路乘务实习生。

时光荏苒，从技巧探索到技能磨炼，“以

心换心”服务乘客的顾蓉，已是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客运段高铁一车队

列车长。

“很多人告诉我，服务工作没有尽头。

在我看来，服务的尽头就是和旅客交心，真

正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从“绿皮车”到“复

兴号”，顾蓉的工作场所不断更迭，她那颗服

务旅客的心也愈发滚烫、赤诚。

努力“学飞”

从小由外婆带大的顾蓉阳光爱笑。外

婆告诉她：“女孩子要自食其力，像小鸟一样

独立学飞。”这句话也成了顾蓉的人生指引。

从进京列车到沪港列车，再到动车高

铁，21 年来，顾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觉得

“很幸运，赶上了国家大力发展铁路交通的

好时代”。

2001 年，刚工作的“菜鸟”列车员顾蓉跟

着全国劳动模范何颖在“东方号”红旗列车

上学习服务技能。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基本

功训练，“头顶书、嘴咬筷、腿夹纸，我们的站

姿、坐姿、微笑和服务手势都要经过长期专

业培训。”因为觉得自己笑得不够自然，工作

第 1年，顾蓉每天都挤出半小时对着镜子“加

练”。跟着师傅何颖学习的 6年里，顾蓉业务

水平提升很快。

业余时间，顾蓉还参加了何颖劳模服务

团队，在上海南京路上“摆摊”义务为居民理

发、修甲，定时去照料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用顾蓉的话说，“服务不该限于特定人

群。我享受奉献爱心的快乐，而在此过程中

我对被服务者的心理有了更多了解，对做好

本职服务工作也有了更多心得。”

因人而异

“服务中要把握细节，服务不同人群不

能仅依靠一套标准。”这是顾蓉工作多年的

一个感受。

2007年 6月，顾蓉告别红旗列车，开启在

沪港列车上的乘服旅程。

很快，她发现了南北旅客行为举止的不

同。“南方旅客大多比较敏感，说话委婉，对

他们的服务要更含蓄、细致。”摸索出门道的

顾蓉更注重在日常乘服工作中因人而异。

一次出乘，顾蓉注意到一位腿脚不便的

女孩。“当时，女孩想去如厕，但列车临近到

站，厕所提前关闭，女孩无奈原路返回。”女

孩没有开口求助，顾蓉却把一切看在眼里。

于是，顾蓉和车厢一端的旅客悄悄商

量：能不能以一种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帮助

这位女孩？这位旅客大姐同意了。她拉着

顾蓉来到女孩跟前，说：“你好！我的铺位靠

近厕所，晚上如厕人多，我睡眠不好，你能不

能帮帮我，跟我换下铺位？”女孩答应了。

次日，列车抵达终点，女孩拖着行李找到

顾蓉，用粤语表达了感谢。“原来她一直都明

白我们的善意。”顾蓉特别把这件事写进了工

作笔记，多次在业务交流中跟同事分享。

2008 年，顾蓉成为列车长；2015 年，上海

市劳模陆伟丽创新工作室成立，顾蓉成为首

批核心成员；2017 年，顾蓉提出的对旅客微

笑多一点、热情高一点、说话柔一点、心思细

一点、耐心好一点、脑筋活一点、行动快一

点、效率高一点，使旅客上车有亲切感、途中

有温暖感、下车有留恋感“八点三感”差异化

服务法，被广泛运用于旅客服务中。

以心换心

凭着工作上的精益求精和对专业的执着

热爱，顾蓉先后荣获上海局集团公司（原上海

铁路局）十佳服务明星、全国铁路技术能手、

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众多荣誉。有同事劝她趁着“热度”去应聘单

位的管理岗位，顾蓉却说：“我只想把服务这

件事做得更好，成为下一个何颖老师。”

2018 年初，感觉在业务上遇到瓶颈的顾

蓉向师傅何颖求助，何颖带她拜访了自己的

师傅——全国劳动模范杨怀远。听到杨老如

数家珍般地介绍自己和同事扛着小扁担在客

轮上服务群众的案例和细节，顾蓉深感震撼，

同时茅塞顿开：“小扁担虽是时代的产物，但

它背后蕴含的奉献精神却弥足珍贵，不管在

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

“服务需要以心换心。”如今，跑了 13年动

车、高铁，顾蓉手机里存了不少老年旅客的电

话号码。她告诉记者：“这是以心换心服务后

的成果。这些叔叔阿姨都是适老服务对象，

经常坐我们这趟列车。一些叔叔阿姨习惯在

上车前给我打个电话，觉得这样心里踏实。”

这几年，在顾蓉带领的“东方情”乘务班

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向她学习业务技

巧。顾蓉女儿的学校也邀请她上台讲述自己

的奋斗故事，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的种子播进青少年心里。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顾蓉摸索出服务乘客“八点三感”工作法——

以心换心 温暖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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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匠心在“雅茶”

00后修车“修”成世界冠军
——记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项目冠军蒋昕桦

蒋昕桦在
2022 年 世 界
技能大赛特别
赛重型车辆技
术与维修项目
比赛现场。

王一青 摄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王飞 陈旭锋

这几天，新晋世界技能冠军蒋昕桦的

名字“火”了。

奥地利萨尔斯堡时间 11 月 27 日下午

4时（北京时间 11月 27日晚 11时），2022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奥地利赛区比赛落

幕，来自浙江宁波技师学院的在校生蒋昕

桦，获得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项目金牌，实

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听到主持人喊到我的名字时，我兴奋

得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高举五星红旗一路

冲上领奖台。”回忆起夺冠时刻，这位 2002
年出生的小伙语气里依然难掩激动。

11 月 28 日，“00 后小伙拧螺丝成世界

冠军”的词条冲上了热搜，蒋昕桦用一技

之长实现人生“逆袭”的故事也被更多人

看见。

“机器就是我的朋友”

2017 年，15 岁的蒋昕桦经历了人生的

“暗淡时刻”。

那一年，他因中考失利未能入读普通

高中。“未来的人生路该如何走？”当时的他

感到失落和迷茫。后来，在亲戚介绍下，蒋

昕桦进入宁波技师学院学习重型车专业。

“从小到大，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备受打

击，我想从这里重新起步，靠技能改变未

来。”蒋昕桦坦言。

在 课 堂 上 ，他 认 真 听 讲 、用 心 做 笔

记，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老师学习重型

车辆维修知识。在实训中，他发现了自

己的天赋——实操速度快、动手能力强，

这让他渐渐有了自信，也燃起了学习的

信心。

一条自我蜕变的成长之路徐徐展开。

“机器就是我的朋友。随着我和他们

‘交流’越来越深入，投入时间越来越多，我

们之间似乎有了默契。”蒋昕桦说。那段时

间，只要一有空，他就“泡”在重型车车间

里，中午也不休息，晚自习下课后还会到车间

“加练”，直到熄灯才回寝室。

世界技能大赛吸引了许多技校学子的目

光，蒋昕桦也不例外。他的目标“剑指”校内

考核前两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参加

浙江省选拔赛。

一心想着出成绩让蒋昕桦“压力山大”。

考核中，他一度因为紧张“滑”出了前两名，止

步于预选赛。

“仔细分析后我发现，我把比赛看得太

重，只想着成绩，忽略了技能本身的提高。”蒋

昕桦告诉记者，总结经验教训后，他把更多时

间花在了基础训练上。

5 个月后，逆风翻盘的机会终于来了。

蒋昕桦和备赛选手一起参加了测验赛，这次，

他夺得第一名。此后，凭借在多次测验赛中

的稳定发挥，他获得代表浙江省参加首届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的宝贵机会。

2020 年底，蒋昕桦一举斩获首届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金牌，得到了

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机会。

苦练技能和英语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入场券后，蒋昕桦全

身心地投入了备赛集训。

“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项目考验选手对

大型机械和工业设备的维修保养能力，要求

具备精密测量、故障检查和正确使用相关工

具并准确记录等技能。”蒋昕桦的教练、世界

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

组组长高吉说，“这个项目可不只是‘拧螺丝’

这么简单。”

重 型 车 辆 范 围 很 广 ，既 包 括 集 卡 车 、

挖掘机、推土车等常见车型，也包括各种

专 业 采 掘 设 备 和 农 机 设 备 。 仅 仅 是 熟 悉

不同车辆的特点，就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

精力。

选手在维修时需要在重型车辆上爬上爬

下，对体能有很高要求。为此，蒋昕桦每天坚

持晨跑，还增加了杠铃的全推和卧推等项目，

强化上肢和腰部力量。

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后，蒋昕桦各项实

操技能都变得十分熟练了，没想到，又一个棘

手的问题横在眼前——英语。

“比赛中，选手需要把现场测量数据同设

备说明书里的数据进行比较，全英文说明书

有 3000 多页。”蒋昕桦告诉记者，不仅如此，

选手的每一步操作都要和现场裁判进行沟通

说明，并写成技术报告。

梦想近在咫尺，英语基础薄弱的蒋昕桦

只能“拼了”。

训练中，教练和蒋昕桦尽量用英文交流，

营造语言环境。由于比赛设备涉及多个国

家、多个品牌，同一个部件在不同设备上可能

会使用不同词汇，因此，蒋昕桦还熟记了大量

专业词汇。

“训练场地蚊虫比较多，很多人都受不

了，但他坚持了下来，在训练场地一待就是好

几个小时。一个夏天，他用掉的花露水有好

几箱。”说起这些，高吉眼中满是赞许。

攀上世界技能之巅

“领奖那一刻，我把五星红旗披在身上，

这种感觉特别棒！因为我向世界证明了‘中

国技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风采！”蒋昕桦对

记者说。

此次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项目共有来自

各国的 11名选手参赛。按照规则，选手们在

规定的 18个小时比赛时间内，要根据英文说

明书，精准找出故障问题，并逐一排查解决，

涉及柴油发动机系统、液压系统、整车电气

系统、传动系统、转向制动和底盘、新车交

付检查等 6大模块。

“比赛的车型，跟我们平时训练接触的

车型很不一样。”蒋昕桦介绍说，此次比赛

使用的车型，赛前 1个月才刚刚公布，自己

也是第一次接触。

这是一场速度和精度的对决。

蒋昕桦说，比如，发动机模块，要对发

动机进行拆解，需要根据英文说明书测量

三四十组数据，精度要精确到 0.01毫米；液

压系统模块，要用秒表进行测量，如果设备

运行的时间比手册多了 1~2 秒，就说明存

在故障。

“最紧张的是第 2天比赛。”蒋昕桦说，

第 1 天比赛发挥得很好，但也消耗了大量

体力，不过顺利完成后，他心态平稳了很

多。最终，凭着规范专业的操作、高超娴熟

的技艺，他站上冠军领奖台。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

脚踏实地把一件小事做好，总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蒋昕桦说。攀上世界技能之

巅，更加坚定了他技能追梦的信心。他希

望未来能继续在热爱的技能领域深耕，取

得更多成绩，培养更多技能小匠，同时用

自己的故事激励青年用一技之长实现人

生“逆袭”。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王泉

初冬，陕西澄城，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良周秦汉宫遗址文

物管理所所长刘百乾忙碌如故。

良周村地处黄龙山脚下，位置偏远、地广人稀。刘百乾扎

根这片土地已有近 10年时间。

2013年 3月，刘百乾成为“一所之长”。虽早有心理准备，

但踏入良周村时，他还是大吃一惊。映入眼帘的是旧平房、土

院落，院内草木疯长，想进办公室都没有路。刘百乾苦笑：“看

来得靠自己走出一条路了。”

当时，良周文管所负责良周遗址和良周城堡两处文物保

护单位，一个是国家级，一个是省级。文物密集区面积约 120
万平方米，光走一圈就得 3 个小时。刘百乾说：“以前没时间

锻炼身体，现在工作健身两不误。”

不久，澄城县决定依托良周遗址开发旅游项目，刘百乾压

力陡增。立项、规划、开会、施工……他没白没黑地在外面

“跑”，渐渐地，他的办公、生活用品都堆在了一间 20平方米的

房间里，办公室、卧室、厨房“三合一”。“最长的一次，两个多月

没回过家。”刘百乾回忆说。

刘百乾骨子里有着澄城人特有的干劲儿，工作起来全力

以赴。经过两年努力，他终于抱回了国家 AAA景区的牌子。

乘着旅游开发的“东风”，刘百乾和村委会充分利用良周

村地形、地貌和古建筑资源，完善旅游客服中心、小广场、停车

场等硬件设施，将空置的村小学改造成小型博物馆，对文管所

也进行了提升改造。随着景区知名度不断扩大，游客络绎不

绝，还带动了村里的农产品销售。

2016年冬，刘家洼遗址被发现。墓地横跨鲁家河两岸，占

地面积约 3 平方公里，刘百乾和看守人员 24 小时在墓地现场

轮守巡逻，一刻都不敢懈怠。他们吃住在简易房里，冬天冷风

从门缝往里蹿，夏天每晚都要忍受蚊虫叮咬，这样一守就是四

五年。

2018年，在刘百乾争取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良周设立

渭南考古基地，渭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在良周设立渭南市文博干

部培训基地。

后来，刘家洼遗址被评为 2018 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

现，还在 2019 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

此，良周秦汉宫遗址文管所不再寂寂无闻。

10 年间，良周文管所守护的文物单位，从未发生过一起

安全事故。对“宝藏”所长刘百乾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守护着对天地与传统的敬意。”

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的张氏祖屋，
张跃华（左）用传统的“红锅杀青”方式对
摊晾后的鲜叶进行杀青（2022 年 3 月 31
日摄）。

蒙山茶产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境
内的蒙顶山，是绿茶的一种。张跃华生于
1959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绿茶制作技艺（蒙山茶传统制作
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跃华自幼随父
亲学习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是“张氏甘
露”第五代传人，他每年都要招收年轻徒
弟，希望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能世世代代
传承下去。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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