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缆线上的匠心传承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王邹红

连日来，江苏南京高温不减，每天跑在保电巡检路上的

吕立翔也更加忙碌。

吕立翔是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心电缆检修班

班长，他所在的班组负责电缆线路的检修试验、故障测寻、

隧道运检和电缆精益化管控平台管理。今年“五一”前夕，

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一定要细心再细心’，这句话是师傅教导我的，我也

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和班组同事。”吕立翔对记者说。吕立

翔的师傅是全国劳模陈德风，劳模师傅带出劳模徒弟，这在

公司已经传为一段佳话。

师徒的匠心在一根根电缆线上传承着。

2001 年，18 岁的吕立翔从电校毕业，进入南京供电局电

缆管理所，成为一名电缆工人。当时，他年龄小、身体弱，面

对复杂又辛苦的高压电缆安装工作，他心生畏惧，打起了退

堂鼓。

师傅陈德风觉察到他的情绪变化后，并未直接批评，而

是让吕立翔站在一旁，看自己进行 110 千伏电缆终端的安

装。数十道工序、上百个动作，陈德风连续工作 4 个小时，衣

服被汗水浸湿后又被烈日烤干，直到最终安装完毕。

这份专注工作和吃苦耐劳，让吕立翔深受震撼。从那

以后，他决心下苦功夫学知识、磨技能。他从制图绘图学

起，一有时间就泡在训练基地做封铅、封焊等实操练习，每

天与重达数百公斤的电缆为伴。

短短几年时间，从电缆运行原理到制作安装，吕立翔悉

数掌握，逐渐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29 岁时，他成

为江苏省最年轻的电缆专业高级技师，33 岁时被聘为国家

电网公司优秀技能专家。

近几年，转战电缆运维、检修岗位后，吕立翔在智慧电

缆方面用心探索，提出了差异化巡视策略，并尝试引入智能

机器代替人工巡视，提升电缆线路运检质效。

2018 年，吕立翔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他以工作室为平

台带出了一批徒弟。其中，陈伟、刘剑两人获得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技术能手。

截至目前，工作室累计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20 余项，各类创新成果 40 余项。

明年，扎根电力电缆事业近 40 年的陈德风即将退休。

“我要把师傅的这份匠心继续传承下去。”吕立翔说，自己也

要和师傅一样，“钉”在电力电缆领域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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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群 本报通讯员 杨海舰

在公司的一众“技术大拿”面前，1992年出生的孟煜童还

是一名技术“后浪”，但他已经显示出超越的气质。

2017 年，孟煜童从内蒙古科技大学结构工程专业硕士毕

业后，入职北京建工集团三建公司，成为一名技术员。2019
年，他进入公司清水混凝土事业部工作。

起初，孟煜童对清水混凝土并不了解，但他凭借较强的

学习能力，很快就在项目历练中掌握了这一施工技术的控制

要点。

2021 年，孟煜童来到海南大学生物医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项目，主持清水混凝土施工工作。因为施工效果良好，海南大

学希望能够继续开展科研合作，联合承担在海南省科技厅立

项的省部级科研课题。

在此过程中，海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也参与了课题相关研究，并打算以“矿物掺合料对清水混凝土

性能的影响”为方向撰写论文。经过校方牵线搭桥，孟煜童成

为这名学生的校外导师。

从论文立项到查询参考文献、确定研究方法，孟煜童全

程对该学生悉心指导，并分享实验操作技巧。该论文对通

过控制配合比提升沿海环境下清水混凝土强度、耐候性、耐

久性和表观质量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成功发表在 SCI 期

刊上。

学生备受鼓舞，导师孟煜童也颇感兴奋。

作为年轻的技术管理者，孟煜童不仅系统总结了清水混

凝土施工技术，而且顺应数字化转型潮流，持续推动清水混

凝土模板加工向全自动化演进。

“清水混凝土模板的智能化加工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

了加工速度和精度，减少了材料损耗，同时，清水混凝土的应

用也降低了建筑外装饰的成本。”孟煜童介绍说。

从事清水混凝土技术管理工作 4 年来，孟煜童参与了福

建、海南、北京等地的多项重点工程建设，编制了企业内部使

用的《清水混凝土施工指导书》，参编了《福建省清水混凝土

施工规范》，获评一项海南省级工法，取得 16 项实用新型专

利、9项发明专利。

18年前，“金牌工人”许振超让郭凯找到了人生目标；18年后，“青岛大工匠”郭凯也成为“匠星”——

海 港“ 追 星 ”

本报记者 关晨迪 赖书闻 苏墨 董芳辰

短袖衫、休闲裤，一头利落短发，初见徐咏

梅，很难把她和农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徐

咏梅已经在这一行干了23年。

徐咏梅是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此前获得过很多荣誉：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海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

手……不过，当她自我介绍时，总是简单地称

自己是新农人。

2015年，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徐咏梅

积极投身其中，帮助贫困农户变身产业农民、

技术工人，带动3万多名村民走上致富路。

结缘热带农业

1999 年，正在国外从事对外贸易的徐咏

梅，萌生了把国外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生态管

理理念带回国的想法。彼时，徐咏梅认识的一

户贫困户，丈夫去世，留下妻女和 50亩土地无

人看管。

为了帮助这对母女，徐咏梅接手了这50亩

土地，从此与热带水果种植结缘。

种植是靠天吃饭的，充满了风险和意外。

2014年，威马逊台风登陆海南，当地的许多农

场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徐咏梅的种植基地也

不例外。看着即将丰收的香蕉林被台风摧毁，

徐咏梅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走回家的。

那天晚上，放弃还是坚持，这个问题让她

一夜无眠。

“别灰心，我们一起面对”“工资晚点发没关

系，一定能挺过去”……第二天，徐咏梅收到了员

工和种植户发来的信息，朴实的话语击中了她的

心，“我的肩头责任重大，不能就这么倒下。”后

来，她想办法筹集资金，让公司渡过了难关。

如今，公司的水果种植基地已从最初的50
亩发展到3万亩，并成为国内最大的凤梨生产商。

让村民腰包鼓起来

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农民打交道的徐咏梅，

深知农民的艰辛和期盼。公司成立之初，她就

将大量资金和力量投入扶贫事业。

多年来，公司基地建到哪里，就为村民把

路桥修到哪里，并建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农业培训基地，进行免费培训。

贫困户王海曾是徐咏梅的帮扶对象。当

时，一块床板就是王海家里的全部家具。后

来，在天地人公司帮扶下，王海学会了种植和

管理，并成为种植基地的场长，一年有 20多万

元收入。王海的女儿不仅在公司资助下完成

了大学学业，还在毕业后选择了返乡创业。

2015年开始，天地人公司主动与贫困户签

订产业精准扶贫协议。围绕建立长效扶贫机

制、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徐咏梅带领公司开

始了漫长的探索。

脱贫攻坚前期，公司采取“土地入股保底+
分红+务工”1.0模式和资金入股分红 2.0模式；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阶段，公司探索出龙

头企业带动下的“合作社+产业帮扶”3.0模式以

及构建共建共享共富乡村产业振兴 4.0模式。

截至2019年，公司带动7000多户、3万余名村民

脱贫。徐咏梅因此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

奖，天地人公司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用科技赋能行业发展

如今，天地人公司的农业种植分布在全省

8个市县、60多个基地，单纯依靠人力难以实现

规范化管理。为此，徐咏梅带领公司研发出数

字化管理系统，通过标准化、精准化、数据化管

理，确保每个基地的农产品质量一致。

“我们的包装箱上有一个二维码，顾客扫码

后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在徐咏梅

看来，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必须有科技支撑。

绿色农业一直是徐咏梅追求的目标。

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难免出现残次品，公司

通过生物科技，把残次品加工成液体有机生物

肥，再利用滴灌微喷技术提高水肥利用率，精

准施肥。如此一来，不仅能节省有机肥成本，

而且避免了对残次品的浪费，实现了农产品生

产的绿色循环。公司也因此成为全国首批国

家级生态农场。

“尊重自然规律、养护脚下的土地、共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活。”徐咏梅说，这也

是给公司取名“天地人”的初衷。

徐咏梅扎根热带水果种植 23 年，带动 3 万多名村民走上致富路——

新农人和她的“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张嫱

7月26日，首个“青岛工匠日”，蔚蓝的海

湾码头，盛夏的阳光照得郭凯有些睁不开

眼。他的身后，正红色的“匠”字格外耀眼。

38 岁的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港

分公司流机队队长助理，也是今年的“青岛

大工匠”。

当日，青岛市职工创新创业活动周同

步启动。郭凯的 4 位徒弟驾驶叉车、挖掘

机、装载机，相互配合，将道具严丝合缝地

组装成“工匠”二字，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喝彩。

作为“能工巧匠”展示项目的设计者，

郭凯看着徒弟们出色完成绝活展示，终于

松了一口气。

从一路“追星”到成为“匠星”，郭凯见

证了工匠精神不断融入一座城市的精神

底色。

来到另一个世界

装载机司机也许是港口作业最不起眼

的一个工种。但在郭凯眼中：“这是轮船停

靠码头后的第一道工序，活儿干得漂不漂

亮，代表的不仅是港口，甚至是国家。”

郭凯出生于山东乐陵的农村家庭。初

中毕业那年，因为父亲身患重病，他与姐姐

同时辍学，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务工的生活何止“艰辛”二字，他白天搬

砖累得手抖，晚上就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

成为推土机司机是郭凯黯淡岁月里难

得的快乐时刻。他时常半夜在山坡上练习

开车，车辆被他保养得焕然一新。

如果不是听到那则广播，也许郭凯就

会这样一直干下去。

广播里“金牌工人”许振超的故事，仿

佛一道光照进了郭凯的世界。第二天，兴

奋得一夜没睡的郭凯给村办公室拨去电

话：“有青岛港的招聘，一定通知我。”

2005 年 3 月 6 日，青岛港招聘的消息

终于来了。

3月 10日，郭凯只身来到前港公司，那

是他第一次看见码头。“当时对我来说，那完

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很壮观。”郭凯说。

顺利通过应聘后，郭凯以农民工身份入

港作业，那一年他 20岁。

自认驾驶基础不错的郭凯很快碰了钉子。

由于经验少、胆子小，郭凯每次作业完，

都在舱壁、舱角留下了厚厚一层货。“看到清

舱的师傅们累得满头大汗，心里真不是滋味

儿。”他回忆说。

过往的经历让郭凯格外珍惜这份工作，

他利用一切时间苦练驾驶技术，每天操作装

载机上万次，下班后也用筷子反复模拟练习。

半年后，经郭凯装卸的船舱可以减少人

工清舱量上千吨，相当于 30个人一天的工作

量，作业效率提高了十几倍。

创造世界纪录

2016年 1月，郭凯作为挑战者，出现在中

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节目的录制现场。

“不是自己常用的装载机型号，节目组还

将瓶盖喷成了银色，在聚光灯下特别刺眼。”

面对如此多的变数，坐进驾驶室、握住操作杆

的那一刻，郭凯还是感到“心里一下子踏实

了”。那是装载机给予他的安全感。

操作装载机 1 分钟打开 30 个啤酒瓶盖，

这项郭凯当天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无

人打破。

驾驶装载机穿螺丝帽、摞香槟塔……此

后，郭凯一次次打破装载机操作技艺的“天花

板”，这些绝活让他在现场作业时更加游刃有

余。他将清舱壁厚度从规定的 30厘米降到 3
厘米，降低工人清舱劳动强度近九成。

当时，郭凯所在的散货码头作业环境最

苦，装载机司机每天在密闭的舱底连续作业，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工作常态。

2019 年，青岛港口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投用，前港公司也大胆设想：如果散货码头也

能实现自动化装载，那工人们不就轻松了吗？

随着研发团队的成立，郭凯和同事们再

次向新的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砂石类散货与集装箱货物不同，没有固

定尺寸和形态，编程一度陷入困难。

看着一海之隔的全自动化码头，郭凯的

执拗劲儿又上来了。他的话越来越少，一门

心思地琢磨怎么把操作经验转换成数据。

那段时间，装载机每做一个动作，郭凯就

仔细观察信号变化，判断每个信号代表的动

作数据，为编程提供依据。4个月时间，他和

团队采集数据 8000余条。

半年后，看着装载机通过远程操控完成

了第一个动作，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山东汉子

流下了眼泪。

“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郭

凯没有想到，自己只有初中学历，竟然参与了

一项世界领先的自动化研发。

成为“匠星”

此次成为“青岛大工匠”，郭凯的工装照

亮相城市的机场、地铁、公交和沿街户外大

屏，他的故事也持续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是的，郭凯正在成为市民眼中的“匠星”。

一次郭凯乘坐公交车时，他的巨幅照片正

好出现在窗外另一辆并行的公交车车身上。

好几位乘客认出了他，纷纷上前跟他打招呼，

有的还要求合影。“觉得很不好意思，只坐了一

站就赶紧下了车。”腼腆的郭凯对市民的“追

星”热情有些难为情。

郭凯也是青岛市百名劳模工匠宣讲团的

成员，经常在职业学校给学生们讲课。在青

岛港湾学院开讲时，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向

他抛出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像您一样

优秀的人？”

“首先要热爱这份工作，然后耐得住寂

寞、肯吃苦、能钻研，这个过程一定不容易，

但是心里有梦想和目标，就会有坚持下去

的动力。”郭凯回答说。

2010 年，青岛港实施优秀农民工转正

政策，郭凯与其他 24 名同事一起首批转

正。参加职代会、参与岗位标准编写、设计

集团职工技能大赛项目……郭凯的舞台越

来越大。

这些年来，郭凯 26 次在职业技能大

赛中斩获冠军，助力公司 22 次刷新铁矿

石装卸世界纪录，拥有创新成果百余项，

仅“节油法”一项就能每年节约成本 2000
多万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青工、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郭凯用一技之长赢得

了更多荣誉，还作为工匠代表参加了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的彩车游行。

从最初“远远地看着”，到近距离交

流，再到互加微信、不时问候，当年那位在

广播里听到的榜样许振超，成了郭凯的同

事、前辈。

18 年来，前港公司不断扩建升级，每

次经过当年应聘的堆场，郭凯总会忍不住

多看一眼，那是他改变命运的起点，也是梦

开始的地方。

走近天然气管线守护者

7月 23日，巡线队员在巡线时重新栽
埋倾斜的标志桩。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
乌素沙地深处，一群身着红色工服的天然
气管线巡线员，每日徒步穿行在沙漠、戈
壁、草原间。

为保障输气管道安全，中国石油长庆
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气厂苏里格气田拥有一
支由96人组成的巡护队，队员每隔两天就
要对辖区内38条1474公里线路进行一轮
徒步巡护，无论酷暑与严寒，他们常年守护
着这条天然气“生命线”。

据了解，苏里格气田是我国目前已探
明的最大整装气田，是全国首个日产突破
1亿立方米，年产突破300亿立方米的整装
大气田，也是保障京津地区、内蒙古周边区
域的主力气源地。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山东港口
青岛港前港分
公司流机队队
长助理郭凯正
在操作装载机。

王廷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