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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哥”陈国瑞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丁秀胤 庞玉强

陈国瑞很会讲故事。2018 年，在“中国梦·劳动美”全国

职工演讲比赛中，他手持一根扁担娓娓道来，斩获冠军。评委

评价说：“他的演讲克制而有力量。”

其实，工作和生活中的陈国瑞并非健谈之人。1987 年出

生的陈国瑞，从济南大学毕业后，选择参军入伍成为一名特种

兵。在部队期间，他立过三等功，并被评为优秀士兵。2012
年，他参加了退伍军人安置考试，在报考岗位时“无意间”勾选

了济南市城管局城肥清运管理一处。

“回家一查才知道是掏粪工，肠子都悔青了！”陈国瑞回忆说。

当时，济南老城区还有不少“家厕”。上班第一天，老班长宋

永义就递给他一根扁担、两个铁桶，外加一把大粪勺。怕这个年

轻人难为情，老班长关切地说：“你先别掏粪了，只负责挑吧。”

凌晨 3 点上班，每天要挑 30 担粪，一担近 40 公斤。“我当

过特种兵，苦点累点不算啥，但一想起自己是个‘挑粪桶’的，

就觉得低人一等。”他仍然有点感觉直不起腰来。

一个夏夜，陈国瑞在济南市市中区上新街挑粪。他挑着

两个粪桶刚走了几步，“砰”的一声扁担的铁钩突然断了，粪

桶砸在了地上，粪水溅了他一脸一身。憋在心头的委屈一下

子迸发了，他抓起扁担重重地摔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他蹲

在街头哭得像个孩子，哭声撕开了凌晨的宁静。

“国瑞啊，你知道这根扁担跟了我多久吗，28年了！我第

一次拿这根扁担时，跟你年纪一样大。”跟在后面的老班长走

到陈国瑞面前，俯下身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坚持的原因不

是别的，是因为大家需要我们，这个城市离不了我们。做人要

像这根扁担，它能够弯曲，证明它有韧性，是一根能用得住、挑

得起的好扁担。”

听完老班长这一席话，陈国瑞拾起扁担，收拾一番后，重

新把粪桶装满，继续干活。当天下班的路上，他盯着这根熟悉

的扁担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老班长去世后，陈国瑞继续把扁担放在肩头，他的作业速

度越来越快，肩挑步伐越走越稳，很快就在全市环卫工技能比

武中得了第一名，成为岗位技术标兵。

随着城市治理和机械化作业的普及，陈国瑞已经不需要

用扁担挑粪了。如今，他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居民清疏厕

所，并带领班组琢磨科研创新，提升机械化作业水平。

陈国瑞一直珍藏着老班长的这根扁担，片区居民也习惯

称他“扁担哥”。“很多人说，是参加演讲比赛、会讲故事改变了

我，我觉得不对，改变我的，是这根扁担。”陈国瑞用力握了握

手中的扁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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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邵英世

“公交省电有妙招，只需牢记一二三：一

是起步要平缓，二是行速方向稳，三要提前

有预判……”

“当车辆电量降至 95%以下，电量回馈开

启，由 40迈降至 25迈，滑行 70~80米，结合路

况虚踩刹车，可保证电量最大化回馈……”

结束了一天的公交营运工作，青岛城运

控股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 103路驾驶员梁

泽涛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仪表盘上的节

能数据，更新他的独门“节能秘籍”——电动

公交车“123”泽涛节电法。

凭借这一工作法，他所在的 103 路线每

年为企业节约运营成本 4万余元。梁泽涛也

因为出色的驾驶技术先后荣获青岛市劳动

模范等 20余项荣誉。

苦练“一碗水”驾驶技能

梁泽涛出生于 1974 年。他个头高大，笑

容憨厚，与粗犷的外表不同，工作中的他是

个心思细腻的“老师傅”。

2008年 12月，开了十几年自卸车的梁泽

涛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虽然有着十几年

开大车的经验，但在公交驾驶领域梁泽涛只

能算“新兵”。“载货和载人有天壤之别，公交

车驾驶员不仅要将乘客安全运送至目的地，

还要为乘客服务好。”梁泽涛说。

为尽快掌握技能，他在车厢内摆上一碗

水，从找“手感”和“脚感”练起，根据碗中水的

晃动程度精准控制每个动作和操控力度，总

结出一套“轻踏缓抬”“进站稳、出站稳、行驶

稳”的驾驶口诀。

103 路线全程 54.4 公里，途经 89 个站点

和 5 个大型集市商超，跨度大、路线长、集市

多，结合这一路线特点，梁泽涛通过实地考

察和尝试摸索，总结出一套“103 路安全行车

法”：经过城阳丽达国货时人流密集，进出站

低速缓行；天泰奥园港湾站拐弯半径大，减

速虚踩刹车……

截至目前，梁泽涛已累计安全行驶 40多

万公里。

节能减耗有绝招

2018 年以前，梁泽涛所在的 103 路线几

乎都是老旧燃油车，故障率较高，每次发生故

障都要到距离车队 60多公里的保修厂维修。

2009年 12月的一天，梁泽涛驾驶的车辆

发生故障，夜里 9点仍未修好，为了不耽误第

2 天出车，他就在车里住了一晚。这次经历

对梁泽涛触动很大：“如果自己懂维修技术，

再遇到这种情况不就可以自己解决了吗？”

抱着这个念头，梁泽涛开始学习车辆维

修相关知识，每次借着维修保养的机会向师

傅学习，用本子一点点记录下来。如今，梁

泽涛已经掌握了修理调挡位、离合器、刹车，

更换发动机气管等汽车维修技能，能解决

80%的车辆故障。

随着技能的提升，梁泽涛陆续考取了高

级驾驶员、技师职业资格证等证书，之后他

又将目标瞄准节能减耗。

梁泽涛兜里一直揣着的小本子上，密密

麻麻记录着每个圈次的油耗情况，以及每次

行车中闪现的驾驶灵感。有时因为验证一

个数字或者一个想法，收车后他会开上私家

车来到这个路段反复试验。日复一日地积

累，他归纳总结出“全流程节油法”，每百公

里油耗可以减少 2升。

随着公交车的更新换代，103路线由燃油

车更换为纯电动公交车，梁泽涛又在实践中总

结出电动公交车的节能方法，他归纳的“123”
泽涛节电法，每年为线路节约成本 4万余元。

师徒共战技能赛场

导师带徒是城阳巴士公司的传统，每年

公司新招聘驾驶员，梁泽涛都会主动带教，将

自己多年积累的驾驶经验倾囊相授。

驾驶员牛兆民进入 103 路线时，正好分

配到梁泽涛车组实习。回想起当时的兴奋，

牛兆民如今仍然记忆犹新：“别人跟我说梁师

傅特别厉害，拿过的奖项有十几个，当时觉得

自己特别幸运。”如今，牛兆民也将梁师傅总

结的“微笑三到服务法”——乘客需求关注到

位、服务乘客礼貌到位、特需乘客帮助到位，

运用到了工作中。

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梁泽涛经常利用

下班时间，带着徒弟们咬着筷子练习微笑，还

时常关注其他城市的公交服务细节，在班内

推广应用。

梁泽涛热衷于节能降耗，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研究发动机原理，在他的影响下，徒弟们

一有空闲就钻到车内研究车辆部位构造，琢

磨节能减排技术。

截至目前，梁泽涛已带出 150 多名徒弟，

他带领的 103路线行车四班荣获“全国质量信

得过班组”称号。去年城运集团举办首届劳

动竞赛，梁泽涛与 5名徒弟共同晋级前十，并

最终获得新能源公交车驾驶员技能大赛第一

名，成为“公交状元”。同年 5月，他荣获全国

公交驾驶员节能技术大赛“节能明星”称号。

青 岛 103 路 驾 驶 员 梁 泽 涛 不 仅 开 车 平 稳 ，而 且 善 于 归 纳 总 结 节 电 妙 招 ——

“公交达人”有本“节能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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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来自深圳的年轻人在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夺得“两金一优胜”——

闪 光 吧 ！ 技 能 小 将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回想起惊心动魄的赛场瞬间和激动人

心的领奖时刻，12 月 13 日，正在深圳技师

学院云计算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训练备

赛选手陈新源告诉记者，当时，他最想做

的，就是对 3 年前蹲在赛场外哭泣的 18 岁

的自己说：“我做到了！”

9 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2022 年世界技

能大赛特别赛在 15个国家分散举办，我国

共派出 36 名参赛选手参加 34 个项目的角

逐。陈新源、罗凯、欧阳婉青 3名来自深圳

的年轻人分赴瑞士、韩国，参加云计算、3D
数字游戏艺术、平面设计技术 3 个项目的

比赛，最终获得两枚金牌和一个优胜奖，闪

耀世界技能舞台。

截至 9 月，深圳市技能人才总量已突

破 400 万人，高技能人才达 143.84 万人。3
名技能小将在世界技能之巅闪闪发光的励

志故事，也点燃了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

之路的热情。

云计算项目冠军陈新源：

1761个日夜，“云”上夺冠

2015 年 9 月，初到深圳技师学院的陈

新源就被图书馆外墙上学姐马韦欣夺得世

界技能大赛优胜奖的海报照片吸引了。他

仿佛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技能学子也能

站上世界舞台为国争光。

在校期间，陈新源的专业成绩一直很

优秀，还考取了华为云计算 HCIE、亚马逊

AWS 专家级解决方案架构师 SAP 两个行

业内的“顶级证书”。

2019 年 3 月，18 岁的陈新源以省赛第

一名的成绩参加全国选拔赛，冲击第 45届

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项目入场券。然而，

作为最被看好的“种子选手”，求胜心切的

陈新源在比赛时出现了心态不稳的情况，

排名一路下滑，没能通过选拔。当裁判宣

布比赛结束的一瞬间，他冲出赛场痛哭。

“我和自己打一个赌，两年之后我一定要

带队再杀回这个赛场，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自

己的梦想。”主教练苏翔宇发的这条朋友圈，

被陈新源设置成了电脑桌面。半年后，陈新

源重新找到苏翔宇，希望“再战一次”。

重返训练场的陈新源更加努力。为了在赛

场上保持更稳定的状态，他参加了国内、国际的

多个邀请赛，在比赛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2020 年 12 月 13 日，在加入集训队的第

1087 天，陈新源获得了我国第一届职业技能

大赛云计算项目金牌。两年后，他拿到了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的入场券。

云计算项目需要选手在云平台上设计架构

虚拟公司的电商平台网页，并应对流量激增、网

络攻击等突发状况，保证网页正常运行。赛场

上，陈新源以接近满分的压倒性优势，提前锁定

冠军，获得了我国在该项目上的首金。

“奋战的 1761个日夜，带来的是技能成才

的自信和不畏困难的勇气。”陈新源表示，今后，

希望把经验和知识分享给更多技能青年，助力

中国云计算团队在世界技能舞台走得更远。

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冠军罗凯：

用一技之长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集训很苦，但可以每天学习最新、最酷

的知识，太有意思了。”对罗凯而言，设计游戏

远比玩游戏更有趣。

与其他男孩一样，在初中第一次接触电

脑游戏时，罗凯就喜欢上了。在玩游戏过程

中，他对游戏设计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常思

考：为什么角色会动？为什么游戏皮肤可以

随意切换……

中考后，罗凯选择到深圳技师学院学习

计算机游戏制作专业。两年在校学习后，他

通过选拔进入世界技能大赛校内集训队。

“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是创意和技能相

结合的赛项。在游戏公司需要由多人完成的

工作，这个赛项的选手不仅要独立完成，还要

做得快、做得好。”罗凯介绍说。

在教练温昊看来，作为世界顶级赛事，世

界技能大赛设定了技能领域的最高标准，比

赛内容有着“不合理”的超高难度。“挑选的不

仅仅是精英，还是精英中的精英。”

2018年，在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深圳市

选拔赛中，罗凯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重新投

入梯队训练，直至 2019年开始备战第 46届世

界技能大赛。经过长达 3年的层层筛选，罗凯

拿到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的入场券。

比赛中，赛题由此前的 4个模块打散成 8
个模块。面对颠覆性的题型改变，罗凯沉着

应对，做到了全场最佳。

“身披着五星红旗冲上梦寐以求的领奖

台，我被为国争光的幸福感包围，被梦想实现

的快乐环绕。那一刻，我永生难忘。”10月 17
日，罗凯在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获

得 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代

表团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谈起未来，罗凯希望成为一名3D数字游戏

艺术家，创作出更多为大众喜欢的游戏角色。

平面设计技术项目优胜奖欧阳婉青：

“陪跑”过，“离开”过，但从未放弃过

5 年间，两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欧阳婉

青“陪跑”过，“离开”过，却从未放弃过。

2017 年，来自深圳技师学院平面设计

专业的欧阳婉青参加了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平面设计技术项目校内选拔赛，进入

校集训队。“为了实现站在世界技能舞台的

梦想，我在校集训队中接受了几乎‘全年无

休’的高强度训练。”

经历了深圳市选拔赛、广东省选拔赛、

国家队选拔赛，以及国家集训队内的两轮

考核赛后，欧阳婉青获得了国家集训队的

第二名，成为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平面设

计技术项目国家队备选选手。

作为备选选手，欧阳婉青可以直接进

入第 46届世赛的国家集训队。不过，从第

45 届世赛集训队解散到第 46 届世赛国家

队集结，还有近两年时间的“空窗期”。

这期间，欧阳婉青参加了学校的“菁英

计划”，世界技能大赛教练团队针对其个人

技术特点，为她量身定制了培养内容。同

时，她开始兼任专业课老师进行基础课程

教学。即将重新参赛之前，她还去了设计

公司进行顶岗实习，在真实项目中学习设

计要求、设计流程、设计规范等实战技术。

后来，她也将实习中收获的经验运用在了

竞赛中。

“5 年，成长的不只是技能，还进一步

稳定了心态，坚定了信念。”在 2022年世界

技能大赛特别赛平面设计技术项目比赛

中，欧阳婉青获得了优胜奖。

“比赛中全力以赴，展现技能风采，能

够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已经不留遗

憾。未来的风景会更美。”欧阳婉青对记

者说。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孔峥臻

“一定要确保防范措施到位，现场监护到位……”近日，95
后武建强在中国石化荆门石化公司 15万吨/年硫酸装置的检

修交底现场，反复向现场施工人员强调。

26岁的武建强是荆门石化炼油四部的设备员，已在林立

的炼塔、纵横的管线中摸爬滚打了 4 年时间。武建强身后这

套国内首次采用硫化氢废气干法生产硫酸的装置，已安全平

稳运行 1100 多天，远超同类装置的平均运行周期。眼下，武

建强正带领团队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工以来的首次大检修。

“这套装置主要负责企业废气、废水、废酸、废渣的综合治

理，作为装置的维护者，我们的工作关系到碧水蓝天的守护。”

武建强对记者说。

2019 年 8 月，武建强刚参加工作就赶上国Ⅵ油品质量升

级荆门石化关键性配套装置——15 万吨/年硫酸装置的建

设。他对照工艺流程图，一根管线一根管线地摸，一个阀门一

个阀门地看，把装置建设当作学习提高的好机会。

15 万吨/年硫酸装置是中国石化在鄂企业唯一的硫酸生

产装置，不仅能满足国Ⅵ油品质量升级的需要，还可为下游复

合肥生产厂家提供原料。因此，确保装置长周期经济环保运

行尤为关键，但是受过程气负荷制约，装置能耗一直偏高。

武建强请缨啃下这块“硬骨头”。2020年，武建强带领攻

关小组提出的改进方案获得通过，方案实施后，装置每小时节

电 900千瓦时，综合能耗下降 30%。

2021 年初，为管控环保风险，荆门石化决定采取分段式

模式对污水汽提装置进行检修。这意味着，检修必须以小时

为单位计算作业工期。

检修方案编制、安全环保管控、施工质量验收……第一次

担任装置检修负责人的武建强，对每一个步骤都精心谋划。

冬夜的炼塔就像一个大冰箱，但为了查验内构件的清洗、检修

情况，武建强在空间狭窄的汽提塔内，逐一检查 49 层塔盘、

250余块塔盘构件。

最终经过 3 天 4 夜鏖战，装置检修成功完成，“气不上天、

油不落地、水不外排”的目标顺利实现。

跨越千年，与古人“对话”

李彦桢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
作室内用仪器测量颅骨角度。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间放满各
种测量工具和骸骨标本的办公室里，90
后姑娘李彦桢仔细地测量分析着一具古代
人骨，推测着骨主人的身高和营养状况。

李彦桢大学时期学的是考古专业，毕
业后从事了两年的田野发掘，随后转到室
内考古，主要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通过
清洗、分装、测量、分析等一系列工作，李彦
桢可以从古人遗骸中提取搜集到隐藏的历
史信息，如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
情况、饮食结构、生存环境及风俗习惯等，
从而解读骨主人生前的秘密。

在从事体质人类学考古工作4年的时
间里，李彦桢接触过不同时期的30多个遗
址的骸骨，也让一件件沉睡了成百上千年
的骸骨“开口说话”，再现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与更迭。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陈新源夺冠现场陈新源夺冠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益亮益亮 摄摄 罗凯登上冠军领奖台罗凯登上冠军领奖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益亮益亮 摄摄 欧阳婉青在颁奖仪式现场欧阳婉青在颁奖仪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