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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管道巡线人

本报记者 黄仕强

11 月 25 日，重庆气象局发布强降温消息。此时，在唐勤

峰的手机上，驻地外的温度早已降至个位数。

唐勤峰是西南油气田输气管理处重庆输气作业区的一名

油气管道保护工，他常年坚守在深山里，用脚步丈量大山中的

每一段管线。

“2008年，我开始守护管线，每天都要早出晚归。”说着，唐

勤峰喝了口热水，挎上工具包，和同事王军踏上了巡线之路。

当天，他们要巡查的是两佛复线穿越歌乐山段的管

线。这段管线约有 11 千米管道绕行在歌乐山区，那里绿树

参天，人迹罕至，其中坡度在 60 度以上的有 3 处，还有 4 处 V
型深沟。

寒风吹在他们脸上，崎岖的山路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稍不

注意就会被路边的藤蔓剐蹭。唐勤峰用镰刀开路，挑开长满

硬刺的枝条，一步一步向前移动，同时，仔细观察管道附属设

施是否完整、周围有无危及管道安全的各类风险……尽管山

林中寒意渐浓，但他早已大汗淋漓。“有时候衣服被汗水打湿，

冷风一吹，身上就像裹着冰块。”他一边擦着汗一边说。

在这段巡线路上，有一处被称作“小天梯”的管段，几乎以

“壁挂”方式嵌进岩石中。两人手脚并用，小心翼翼拾级而

上。好一阵，他们才攀上岩石顶端。

登顶后，两人没有休息就直接查看起管道情况。“天气越

冷，我们越要打起精神。一方面，居民用气量陡增，必须保障

输气管道畅通，另一方面，冰冻也会给管道带来影响，任何细

节都不能放过。”唐勤峰转过头向王军嘱咐道。

对于唐勤峰的拼劲，王军一直十分佩服。2020 年疫情刚

发生时，唐勤峰克服重重困难，独自在驻地值守管道关键段

50 余天，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的管道安全。2021 年夏天，大

竹县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肖石线穿越黑水沟段管线发生泄

漏。为上报险情，唐勤峰将坍塌房屋的木梁搭成便桥过河，步

行 6 公里到有信号的地方上传影像资料……说起唐勤峰的

“光辉事迹”，王军滔滔不绝。

下午 2时许，唐勤峰和王军在返回的路上，还顺道来到井

口街道果园社区，向社区工作人员分发管道保护宣传品，宣讲

管道保护知识。

宣讲完毕，两人准备返程。直到这时，山林中的雾气也没

有散尽。冷雾之中，两人的红色工装显得既鲜艳又温暖。

施工现场的用电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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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书闻

近日，记者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省屯昌县分公司“科技赋能工作室”见到

了忙碌的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省屯昌县分公司总经理王忠。

“你看，每个职工每天的工作线路都一

目了然。”王忠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线路图，滔

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起了自己和团队用科技

服务邮政一线的故事。

“科技赋能工作室”成立后，公司的工作

效率提高了 30%以上。

让数据多跑腿

1999 年从四川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

王忠选择回到家乡，进入海南省邮政公司成

为一名软件维护员。

脚踏实地、善于钻研的王忠很快成长为

技术开发部经理。他带领团队把研发成果

运用到海南邮政的各生产领域，解决了许多

“卡脖子”难题，大幅降低了项目领域的运营

成本。

2011 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落地实施，

购买免税商品的游客越来越多，尤其是增加

了“邮寄送达、返岛提取”等便利化提货方式

后，如何为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提货服务，

成为摆在王忠所在部门面前的新课题。

2017 年 7 月，王忠牵头成立研发组。“没

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王

忠说。

为此，王忠带领团队在一线“蹲点”，生

产一线的各个流程、包裹数量，王忠全都“摸

底”了一遍，并进行了详细记录，精确到每一

个时间点的生产状况。

软件模型搭建完成后，王忠和团队面临

的新问题是如何把软件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此前的快递分拣中心，更多的是人工对

包裹进行分拣，但是这样效率低、易出错，满

足不了客户需求，如何让“数据多跑路”，提

高分拣效率？王忠想到了用机器人和自动

化设备代替人工。

最终，王忠带领团队经过 1 个多月的奋

战，建立起适合邮政工作需要的机器人和自

动化设备应用系统，成功打通了免税商品

“邮寄送达、返岛提取”的“最后一公里”，揽

收、分拣和送达准确率达到 100%，大大节约

了人力和成本。

开发原创工作平台

工作中，王忠发现，企业内部使用的很

多软件都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不仅成本

高，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

“遇到需要后台调整数据，服务提供商

总是提高价格，而且数据在别人的平台存

放，也存在一定风险。”王忠下定决心，构建

一个海南邮政自己的工作平台。

王忠带领团体进行学习和研究，利用免

费开源软件构建起敏捷开发平台，平台能快

速、便捷地实现业务流程开发和可视化管

控，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007 年，王忠带领团队花了 3 个月时间

搭建起海南邮政薪酬管理系统，使用该系统

后，工作效率提高了 1 倍以上。中国邮政总

公司将此系统在全国 11个省份进行推广。

对于工作，王忠跟记者讲得最多的就是

“坚持”二字。在他看来，能屡次在工作上获

得突破，全靠关键时刻的那一份坚持。

科技赋能管理

2021 年初，王忠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申请从自己熟悉的技术部门调到地方公司任

职。这也意味着，他要放弃曾经的成绩和现

在的高薪。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工

会主席陈奋告诉记者，对于王忠的决定，大家

都感到意外。记者追问王忠，为什么要选择

放弃已经打下的“江山”重新开始？王忠沉思

半刻回答说：“想换一种方式为邮政业务插上

科技的翅膀。”

成为屯昌县分公司总经理后，经过两个

月的熟悉和学习，王忠很快进入了新角色，并

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将信息技术与企业管

理相融合。王忠的新同事告诉记者，他总是

晚上最后一个下班。

2021 年 12 月，王忠提出建立“科技赋能

工作室”，依托工作室进一步将信息技术融入

企业经营管理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实现企

业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益型的转变。

2021 年 11 月，在王忠提议下，屯昌县邮

政分公司开展网络线路清理工作，一次性

清理减少线路 76 条，每年节约开支 8 万余

元。这项工作还作为典型案例在海南省邮

政企业推广。今年 1 月，海南省邮政企业清

理减少各类线路 565 条，每年可节约开支 85
万元。

王忠来到屯昌县分公司的 1 年间，各项

业绩指标提升了 40%以上。

王 忠 将 信 息 技 术 融 入 经 营 管 理 ，服 务 邮 政 一 线 ——

“为邮政业务插上科技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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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民警余永顺守护文山24载，用一片真心温暖乡里乡亲——

心中有玫瑰，处处百花香

11 月 25 日 ，
在云南省文山州马
关县茅坪村，余永
顺遇到放学回家的
小学生，向小学生
询问学习、校园安
全等情况。交谈片
刻，两人挥手道别。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摄

本报记者 赵黎浩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茅

坪村，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山水相连。

这里的村民对文山边境管理支队戍边

民警余永顺，一直有两个疑惑：一是他是不

是还没结婚？二是他是不是快要退休了？

第一个疑问源于余永顺每次到村寨走

访，要么是一个人，要么是和同事一起，多

年打交道下来，村民从没见过他的妻儿。

第二个疑问则和他饱经风霜的脸庞有

关。整日奔波在边境线和抵边村寨，43 岁

的余永顺，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有些沧桑，头

发里已藏着不少银丝。

从热血少年到不惑中年，余永顺在文

山这片土地上戍边了 24 载。在平淡而琐

碎的时光里，他用平凡的坚守，扛起肩上沉

甸甸的责任，也用一片真心暖了乡里乡亲。

特殊的全家福

11 月 25 日晚，毛坪村被大雾笼罩，吃

过晚饭后，记者跟随余永顺到村里走访，街

坊邻居看到余永顺来了，都热情地招呼他

到家里坐坐。

茅坪警务室共有 7名民警、辅警，负责

28 个村小组 8454 人的管理服务工作及警

务区内警情处置、案件办理、治安防范、矛

盾纠纷调解等事宜，还要对警务区 12.5 公

里边境线开展巡逻防范等，任务十分艰巨。

多年的从警经验让余永顺意识到，单

靠 7 名警力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村民的力

量。因此，工作中，他一直用真心换真情。

在村民马开庆家里，记者看到，墙上挂

着一张镶嵌在金色相框里的全家福，照片

上有马开庆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余永顺

等 5 名民警。对于这张特殊的全家福，马

开庆一直十分珍视。

马开庆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大儿子常

年患病，小儿子咪哆今年 10 岁，一家人生

活很是拮据。余永顺经常看望他们，还专

门请人来给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让两个

男孩感受到家的温暖，知道民警叔叔永远

是他们的依靠。

这家的姑娘出嫁了，那家的老人生病

了……记者看到，余永顺的工作笔记上密

密麻麻记录着村民的家庭情况。“随时翻翻

笔记本，做到心中有数。”余永顺说。

多次和余永顺一同入户走访的民警吴永

山告诉记者，每次到村里，老余兜里都会揣着

几百元钱，碰到有困难的村民常常慷慨解

囊。听到这，余永顺连忙打岔，说自己带的是

给孩子们的小饼干和糖果。

“永顺在村民中很有威望，村子里的邻里

纠纷请他出马，调解成功率很高。”马关边境

管理大队政治教导员陈初林悄悄告诉记者，

每次评优评先余永顺都不参与，还曾婉拒了

6次记三等功的机会。

问及此事，余永顺说：“荣誉要留给年轻

的戍边民警，让他们更有动力守在这里。”

舍小家为国家

从警务室出发到口岸，穿过村子，再巡逻

一段边境线，一趟下来大约 8公里，这是余永

顺每天雷打不动的行程。

11 月 26 日，茅坪村下起了小雨，边境线

雨雾蒙蒙，记者跟随余永顺踏上了巡边路。

“开车巡逻走马观花，不如靠两条腿走，在步

行时能发现一些细微的异常。”余永顺说，边

境线山高坡陡，有的小路要用镰刀开道。

“雨天路滑，大家要小心脚下。”虽然余永

顺再三叮嘱，但记者和随行民警还是不慎滑

倒，唯独余永顺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

这条巡边路，他已经走了 24年。

1998 年夏天，特大洪水席卷全国多地，

余永顺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战士背着沙包奋

战在抗洪前线，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义

无反顾。19 岁的少年热血沸腾，他当即做了

一个决定——参军。

彼时，余永顺已在家乡昆明的一所小学

任教，家中还有瘫痪在床的父亲需要照顾，母

亲、亲戚都不支持他的想法。

正当余永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父亲坚

定地支持了他的选择。踏上驶往边境的军

车，余永顺泪流满面，想到家人，他的心中充

满亏欠。

当兵后，每每看到边境线上飘扬的五星

红旗，余永顺心中总有一股特殊的情绪在翻

涌。一份家国情怀也从那时起，在他的心里

扎下了根。

2018 年底，公安边防部队集体退出现

役。2019 年 1 月 1 日，余永顺从边防武警转

为国家移民管理警察。面对把户口转回昆明

的机会，余永顺却选择留在文山，他要继续在

这片边境线上戍守，直到退休的那一天。

“在边境线多待一天、多奉献一点，这样

的人生更有价值。”在余永顺心中，那份家国

情怀早已长成参天大树。

户口簿上的团圆

“办公室新配置了一个按摩椅、院子里

的小番茄结果了、民警组装了一个航母模

型……”初次见面时，余永顺细碎地向记者

介绍起警务室的“大家庭”。

讲述中，“家庭”这个词被余永顺提了 10
多次。他特别想念远方的家。

在昆明老家，余永顺的妻子既要照顾年

迈的老人，还要操心儿子的学业，非常辛苦。

夫妻俩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这才让

村民误以为他还没结婚。

家中的妻儿和老人一直是余永顺心底最

柔软的牵挂。每晚 11点左右，他都会和妻子

通一个电话。虽然现在视频电话已经普及，

但余永顺却很少和妻子视频。“我不敢看视

频，怕看到妻儿后会越发想念他们，怕自己

会在视频中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余永顺告诉记者，实在忍不住思念家

人时，他就翻出存在手机里的儿子的语音

反复听。

“爸爸，我会乖乖地听妈妈的话。”儿子

稚嫩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余永顺沉默一会儿，说：“从儿子出生

喊爸爸开始，我把每一条语音都保存了。”

余永顺一年有 42天探亲假，不过他一

回到家便扎进医院照顾生病的老人，要不

就是忙着接送孩子上学，全家人一直没机

会请摄影师拍一张正式的全家福。

对于远方的亲人，余永顺把思念藏在

了花丛间。他特意从昆明买来蔷薇、玫瑰、

月季等种子，在警务室院子、周边都种上了

家乡的鲜花。

如今，在警务室窗外，余永顺种的鲜花

已开满小院。“心中有玫瑰，处处百花香。”

他的形容颇为诗意。

妻子曾跟余永顺说，等退休了，孩子长

大了，就跟着余永顺一起到边境线上生

活。于是口岸新村建设启动时，余永顺第

一个把妻子的户口迁到了文山。除了示范

带动周边村民参与口岸建设、守土固边，余

永顺觉得，还有一层意义在于，他和妻子提

前实现了户口簿上的团圆。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张璇

近日，一场寒潮席卷浙江，记者来到正在建设中的中建五

局嘉善善新苑安置房项目现场。施工进入紧张的年关倒计

时，塔吊林立，机械轰鸣，800 余名建筑工人在寒风中紧张地

施工作业，46岁的电工万林浪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正凝神铺

设电缆，尽管双手已被冻得通红，动作依旧干脆利索。

万林浪出生在江西山区，没有念过太多书的他始终坚信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为了拥有一技之长，万林浪开始学习电

工技术。专业书上的字不认识他就查字典，不会用电脑他就

四处向别人请教，一路磕磕绊绊，最终考取了电工证，持证上

岗成为一名电工。

面对工作，他总是有求必应、“光速解决”，经常饭吃到一

半，接到电话就立刻赶到现场。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施工现场

出现用电问题，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万林浪。

“万师傅，半夜打扰了，你能马上来一趟现场吗？8 号楼

正在浇筑混凝土，配电开关一直跳闸，明天业主集团要来检查

验收，今天一定要完成浇筑。”日前，万林浪接到这样一个紧急

求助电话。

其实 8 号楼并不是万林浪所负责的区域，但是他接到电

话后，没有犹豫，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赶往施工现场。

到达现场后，万林浪根据经验猜测，可能是二级箱和三级

箱出现故障，于是马上检查，结果并未发现问题。于是，他开

始一段一段地检查电缆，但电缆也没有任何异样，这种情况让

经验老到的万林浪一时间也犯了难。

简短思索后，他开始对设备和线路进行检查，终于，他发现

线路上有一处漏电点。万林浪沉下心来，仔细分析，确定漏电

位置后他发现，出现漏电后，二级箱、三级箱都不跳闸，只有总

配电箱跳闸，这说明问题出在总配电房。果然，万林浪的判断

在配电房得到验证，是总配漏电断路器灵敏度过高导致出现

“误动作”，万林浪马上更换断路器，一次用电危机成功化解。

从万林浪接到电话到施工现场恢复用电，整个过程前后

不过 20分钟。恢复用电后，现场响起了掌声。

不过，万林浪并没有马上回去休息，而是一直守在施工现

场，以防再次发生断电情况。直到混凝土顺利完成浇筑他才

离开，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12月 2日，段四兴对木雕作品进行打
蜡处理。

剑川木雕是云南省剑川县传统美术项
目，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
一块木雕需经过立意、线描、打坯、修光、装
饰等工序，方可成品。

出生于剑川白族农村的段四兴，是剑
川木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家族中
有多人从事木雕创作工作。为传承技艺，
段四兴在家乡开起了木雕传习院，广招学
徒，鼓励学生在木雕中加入流行元素，开发
创意作品，为传统的剑川木雕注入活力。

如今，在段四兴等人的努力下，剑川县从
事木雕工作者达两万余人。段四兴说：“国家
提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对匠人和从业者来
说是莫大的鼓舞，今后我将继续做好剑川
木雕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努力让这门传统
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剑川木雕：传承千年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