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海深处森调人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包文君

初春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北部，春寒料峭，白雪皑皑。

在内蒙古森工集团金河森工公司亚金沟林场生态功能区，森

林调查设计大队业务技术股股长王树刚带领 4名青年森调队

员，蹚着过膝的积雪艰难前行，向着目标样地走去。

到达样地后，队员们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数据都输

入电脑了吧？现在生成增量包，回到单位就可以把数据接

入系统了。”王树刚耐心地指导青年队员使用调查设计软件

完成工作。

56 岁的王树刚坚持每周到森调作业现场，在检查调查

质量的同时，了解队员的业务技术掌握情况，发现问题随时

解决。看到青年技术人员“玩转”调查设计软件，王树刚倍

感欣慰。

森林调查设计是林业生产经营的基础性工作，对生态保

护建设至关重要。1989年，王树刚从原林业部南京林业学校

（现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林业调查规划专业毕业后，来到金河

森工公司森林调查设计大队工作。至今，他已经从事森林调

查设计工作整整 35年。

工作中，王树刚特别重视学习和创新。

2005 年，林区调查设计尚处于手工制图阶段，王树刚便

有了引入计算机软件的想法。经过系统学习，他将相关软件

运用到了调查设计制图中，还编制了指导材料。两年后，他又

将地理信息系统引入调查设计，实现了调查数据资源的数据

矢量化管理。

2012 年，林区开始推广应用新的软件。工作中，王树刚

发现，软件的数据提取存在不便之处，费时费力，增加了调查

成本。他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实践，成功将调查电子林相图矢

量数据融合到 GPS 全球定位仪中，让调查设计人员能从定位

仪中直接使用电子数据，省去了二次调查作业的麻烦，提高了

工作效率。

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王树刚将历年调查伐区、林地资源变

化数据与资源管理档案、森林经营活动数据对接，完成了公司

林地资源管理、森林经营管理“一张图”，为公司森林资源的动

态经营管理提供了翔实依据。

“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带出一个好徒弟，就相当于把我

的工作时间延长了一倍，带出一个好团队，就等于给企业留下

了一笔宝贵财富，也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王

树刚说。

追风的“石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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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杜琳琳

近日，记者走进吉林油田 15 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远

远就看到一身“石油红”的王江平在迎风旋转的巨型风机下

忙碌。

作为吉林油田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气试验站的青年技术骨

干，今年，王江平和同事们研发的 2 项科技创新成果、1 项“五

小”科技成果，为公司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 500万元。

2022 年 4 月，吉林油田 15 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启动，成

为中国石油首家开展风力发电建设的企业。从传统油气生产

跨界新能源领域，企业和员工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司组织的培训让我踏上了‘追风之旅’。我从自己擅

长的变电所自动化保护系统入手，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记在随

身携带的本子上，晚上再查找专业书籍。”王江平说。

很快，王江平发现，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更为

重要。

吉林油田 15 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的施工建设时间正值

12 月。隆冬时节，野外作业时，户外温度可达零下 25 摄氏

度，但王江平还是“扎”在工地，潜心研究控制系统的日常维

护和操作手法。从通讯数据的网络连接，到后台组态的搭

建，设备调试说明书不知被他翻了多少次，学习笔记记了有

厚厚一摞。

日复一日地“加油充电”，让王江平成为吉林油田新能源

“王牌队伍”中的一员。

公司北湖 C2 风机并网发电前夕，王江平冒着严寒，连续

3天彻夜调试软件系统，手上长出了冻疮。但他哈口气、搓搓

手缓解疼痛，就继续埋头调试。

2022 年 12 月 26 日，伴随“大风车”吱吱转动，中国石油风

电项目第一台风机正式并网发电。王江平在喜悦之余，对“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是王江平自学生时代以来

的座右铭。目前，王江平设计的 Zn122 型真空断路器改造以

及分布式光伏提升发电效率项目已投入生产。他参与的集控

站运行与管理建设项目正在吉林油田全面铺开，以此为基础

的吉林油田电力调度数据网以及新能源发电集控中心业务也

在蓬勃展开……

全国劳模李杰与“智”俱进，同煤矿综采机电设备一起迭代升级——

26年，从井下走上“云端”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大厅右侧第 2个窗

口，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胡

芳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19年。

接听来电咨询、接待来访职工，是胡芳工

作的日常。她耐心倾听职工讲述自己的遭

遇，用专业知识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截至

目前，胡芳先后为职工提供劳动法律咨询

8521人次，参与调处劳动争议案件 401件，为

职工代写法律文书 195 件，代理法律援助案

件 112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600余万元。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胡芳先后被评为

北京市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北京市金牌劳动

关系协调员、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今年 3月，她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把职工的事当成大事

2004 年，刚迈出大学校门的胡芳来到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办事特别认

真”是同事们对她的一致评价。

因为总是设身处地为职工着想，所以哪

怕是职工简单的法律咨询，胡芳也会当成大

事认真对待。

一次，已经是下班时间，一位女职工来到

窗口咨询丈夫的退休政策，因为着急，她的声

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胡芳赶紧递上一杯热水安抚她的情绪，

然后不厌其烦地向她详细解释具体政策。

“抱歉，耽误你下班了，我已经咨询过好

几个地方了，只有你给我讲明白了。”她对胡

芳充满感激。

后来，这位女职工的丈夫顺利在北京退

休，她专门给胡芳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有胡律师在，我们心里就踏实。”胡芳在

法律援助时的真诚付出，收获了职工的信任。

为职工权益奔走

尽管每一次为职工维权的过程都充满曲

折，但是看到职工获得应有的赔偿，胡芳总会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女职工小苏入职近两年，一直没签劳动

合同。在她怀孕后不久，单位就停发了工资，

并停缴了社保。小苏想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却被告知公司并非她的用人单位。

劳动仲裁失利的她向法院提起诉讼，并

申请了工会法律援助。

胡芳接案后，帮助小苏认真分析了案情，

发现除社保缴费记录外，小苏确实没有其他

证据能证明与被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告

公司也主张是受另一家公司委托为小苏缴纳

的社保。基于此，胡芳向法院申请追加了被

告，最大限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最终为小苏

争取到了相应赔偿。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职工小张的案件

中。小张在工作中因为纠纷被打成重伤，后

因伤势过重去世。小张的妻子在老家没有

工作，是当地的扶贫对象，家里还有 3个未成

年子女。公司在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后就“失

联”了。

胡芳经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这家公司，

但公司以小张受伤属于第三人侵权为由，拒

绝赔偿。为调处争议，胡芳尝试与公司的关

联单位进行沟通，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经

过不懈努力，最终帮助家属拿到了公司的

100万元赔偿。

法律援助的分量

权益受侵害职工有时会情绪十分激动，

胡芳需要引导他们用正确方式和合法渠道解

决劳动争议，避免矛盾升级。

一起涉及 13 名职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就

是其中的一例。一家商场开业不到 1年就更

换了经营者，新老经营者互相推诿责任，拖欠

了 13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职工与单位发生

冲突，双方都报了警。

胡芳接到这一案件时，距离开庭所剩时

间已经不多。查阅相关材料后，她逐一给 13
名职工打电话核实诉求及证据。13 名职工

均住在郊区，胡芳还专程上门与他们当面进

行了沟通。

开庭时，胡芳帮助法官稳定职工的情绪，

而后与对方代理人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在

两家经营单位中明确了应承担支付责任的一

方，顺利帮助职工拿到赔偿金。

听着职工一句句真诚的感谢，看着一面

面鲜红的锦旗，摸着一本本结案的卷宗，胡芳

感慨地说：“用专业知识帮助职工维权，替他

们发声，让我也更能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

和分量。”

19 年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 600 万元，胡芳用真诚付出收获职工信任——

“有胡律师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走，咱们下井去。”在山西华阳集团新

能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全国劳动模范、机电

工区高级技师李杰向记者发出邀约。

“没有入井安全培训合格证怎么下井？”

看到记者满脸疑惑，这位浓眉大眼、肩膀宽

阔的汉子，眼含笑意解释说：“云下井。”

走进李杰劳模创新工作室，“太空舱”式

综采智能化控制系统格外抢眼。

“我们建成了 21个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年初已通过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验

收。”李杰轻轻拨动操作杆，眼前的显示屏

上，井下采掘智能化工作面正实时直播，各

种电气设备运行状态实时在线。

从练就手上绝活，到熟稔电气编程，再

到迎战智能化浪潮，26 年间，李杰处理了上

万起井下机电设备故障，在煤矿综采设备的

升级迭代中不断蜕变。

当变革来临，他没有退缩，而是一次又

一次主动向前，将重任扛在肩上，从井下走

上“云端”。

煤矿工人的“含金量”

1997 年，17 岁的“煤二代”李杰从技校

毕业，虽然从小就深知矿工的苦，但父亲的

话还是坚定了他下井的决心：“当煤矿工人

并不意味着没有发展空间，关键是要当个有

技术、有含金量的工人。”

“抓住机电就是煤”，这个当时在煤矿广

为流传的金句，让李杰选择走上综采维修电

工岗位，过上了和父辈一样“常年见不到太

阳”的日子。

“我不怕多干活儿、干额外的活儿，就怕

没活儿干。”每次机电设备出现“疑难杂症”，

李杰总是自告奋勇。休息时间，他经常对照

资料拆解电路板，并将图纸、说明书全部摘

抄到笔记本上，足足记了有 12本。

一次次在实践中总结提升，李杰的技能

水平不断精进。下井 3年后，他就在集团公

司的技术比武中，取得了综采维修电工工种

第三名的好成绩。

技能提升的路仿佛一场马拉松，李杰一

路向前奔跑，不敢放慢脚步。

“生产设备更新迭代很快，不主动学习、

不升级技能，就会像老设备一样被淘汰。”李

杰的心里一直有技能危机感。

翻看李杰的微信朋友圈，内容比较单

调，全是“电气运行技术问答 200例”这样的

专业帖，连他的妻子也忍不住“吐槽”：“节假

日，他常常钻进书房就不出来，平时刷手机，

也全是和技术有关的内容。”

如此心无旁骛地沉浸在专业世界，李杰

的技术越来越有“含金量”。小到电磁开关、

变频开关等产品换代，大到电气编程、智能

化改造等技术升级，他跟随综采设备一起蜕

变，“开掘”出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也找到

了当工人的乐趣。

“掘进”智能开采

2021 年下半年，李杰所在的煤矿开始

推进智能化工作面改造，李杰也把目光转向

了新“战场”。

井下有七八个厂家不同型号的机电设

备，功能虽大同小异，但线路布设、数据端口

等大相径庭。每当智能化系统集成厂商的

工作人员一筹莫展之时，李杰总能从千头万

绪中抽丝剥茧，找到突破口。

“智能改造并不是另起炉灶，电路逻辑

都是相通的。维修电工就像福尔摩斯破案

一样，观察电路系统作出推理，然后精确定

位故障。”面对新设备、新技术的挑战，李杰

再一次偏向险峰行。

一次，矿上引进的一台德国进口硬岩掘进

机突发黑屏故障。按规定，除厂商专家和经过

培训的工程师外，其他人不得进行开盖维修。

由于国外专家无法马上赶到现场，当

晚，李杰就找到资料，做起了功课。

设备电路图有 153页，标注全是德文，李

杰根本看不懂。“万变不离其宗，电路图原理

都是一样的。”很快，他就找到了那个“宗”。

第二天，李杰申请“破格”检修。

下井后，他只用 10 分钟就将故障排查

完毕。更换备件后，设备重新投入生产，继

续向岩层深处掘进……

2022 年，如火如荼的智能化采掘工作

面建设突然“哑火”。原来，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厂商工作人员无法进入井下现场安装

调试智能设备，眼看就要延期。

为了让“云开采”尽早“梦想照进现实”，

李杰决定带领团队自己动手为矿井添“智”。

得益于“观战”前两个智能化采掘工作

面建设时积累的经验，李杰团队 4人在厂商

工作人员的远程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剩余

19个采掘工作面的智能化建设任务。

井下不见人，但闻机声响，终于成了李

杰和工友们工作的日常。

托举技能新星

金牌教练是李杰的另一个身份。

近年来，李杰培训了近 400名井下电钳

工，大批技术骨干从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里

走出。其中，75 人获评高级工，6 人获评技

师，3人成为全国技术能手。

今年 3月，在第十五届全国煤炭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上，杨清、李斌斌两位选手脱颖

而出，分获综采维修电工组一、二等奖，成为

矿区里的技能新星，他们都是李杰的徒弟。

李杰曾多次带队参加全国煤炭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每次他的徒弟都能取得名次，

有一次更是包揽了前三名。他也因此被评

为大赛优秀教练员。

集训种子选手时，李杰有自己的秘籍。

竞赛中，理论考试达不到 100 分，选手

会被直接淘汰，失去参赛资格，于是李杰使

出了“非常手段”，他让 6名集训选手趴在地

上边做平板支撑边练习理论题库，只有全部

答对才能起立。

为了磨炼选手的实操技能，李杰在白天

训练时，会为选手录制视频，晚上再回放“找

茬”，为的是让选手意识到“提升技能就是要

反复打磨和较真”。

对于技能的传承，李杰也有自己的担

忧，“新招的年轻人有的不愿意沉下心来磨

技术，干半年、一年就走了。”

“现在，煤矿的智能化程度提升，对技能

工人体力的要求下降了，对脑力的要求其实

更高了。更要注重引导年轻人从被动接受

变为主动探索，否则难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

井下电路系统。”李杰说。

“工人的成长得益于时代召唤。能不能

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工人，区别在于是自己主

动向前，还是被推着向前。”这是李杰攀上技

能高峰的秘诀。

盯着机器人创新

李杰正在
操作“太空舱”
式综采智能化
控制系统。

受访者供图

5月25日，山东双港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李为刚正在调试机器设备。

作为厂里的技术总工，李为刚深知技
术对于一家制造企业的重要性。1987年,
李为刚进入这家工厂工作，36年时间，他
从一名钳工成长为厂里的总工程师。而昔
日的小厂也在他和工友的努力下变身为现
代化企业。

“曾经和机床较劲，现在和机器人较
劲。”如今，随着机器人的大范围普及，李为
刚和工友们又把创新目标盯在了这群“铁
家伙”身上。在他的带领下，厂里的多条生
产线已经实现自动化。

作为技术工人的李为刚曾先后获得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7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
他也先后获得过齐鲁工匠、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