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吉翔

身穿厚重的工作服，头戴焊帽，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

限公司的焊工张道旺在充斥着呛鼻气味、刺耳声音的工棚里

忙碌着，他的护目镜前不时弧光闪烁。34 年间，他从一名焊

工小白成长为全国技能大赛冠军、中央企业百名杰出工匠，把

一道道漂亮的焊缝留在了全国各地重大工程一线。

从 1989 年第一次接触焊接，到 1999 年夺得全国比赛冠

军，张道旺整整用了 10年时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 10

年，张道旺低头思忖片刻，答道：“好事多磨。”

这个“磨”，既指磨技能，也指磨心性。

1989 年，19 岁的张道旺跟着零工队来到工厂，开始了学

徒生活。在技能赛道上，尽管张道旺勤学苦练，但一路走来并

非一帆风顺。此前，他曾两次参加全国赛事，一次名落孙山，

一次只能给参赛同事当陪练。直到 1999 年 4 月，参加全国工

程建设第四届焊工比赛，才如愿夺冠。

“你按你的方法再焊一次，不行就按我的来。”在某核电工

程现场的一众大型机组前，张道旺和焊接班班长就焊接方法

产生了分歧。

原来，张道旺和焊接班一起负责机组凝汽器定位销的焊

接任务，定位销跟底板焊接极易出现裂纹，大伙儿对此都没有

经验。这次“对峙”最终以张道旺的焊接方法胜出告终。

“技术问题事关重大，用不着谦让。”张道旺对待技术很较

真，像这样为了争论技术方法而“剑拔弩张”的场面，在他的工

作中经常出现。

还有一次，在集团公司的观摩活动中，观摩团发现一个机

组的底部有高压泄露点。当时，机组正处在交机前再次点火

启动移交的关键时刻，不能停炉。但由于泄漏点位置“刁钻”、

空间狭窄，补焊十分困难。

在所有人都灰心之际，张道旺的轴劲儿又上来了，他主动

接下补焊任务。从头一天晚上 8 点到第二天早晨 6 点，他用

10个多小时设计出全新的焊接方案，圆满完成任务。

这些年来，张道旺指导的徒弟有 100 多人，其中有 3 人在

全国焊接大赛中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

“仰焊时，火花会往下掉，动作慢的话，一个焊程烧完，

皮肤上会烫出好些坑。”看着正在学习焊接技术的青工，张

道旺有些心疼。说着，他搓了搓自己斑斑点点、坑坑洼洼的

手臂。

不服输的挡车工古丽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张路

“工作时，必须全身心投入，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产品

质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三场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

司纺纱车间，阿娜古丽·吐热克满脸笑意地告诉记者，她一直

把日常的细纱挡车工作当作艺术品来对待。

2014 年 1 月，在阿瓦提县家里务农的阿娜古丽·吐热克，

听说新疆阿克苏三场丰收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招工，感到

欣喜不已，成功应聘进入公司。

进厂之初，她先是被安排在织布车间，后来又被分流到了

细纱车间。无论是织布还是细纱挡车，对操作工的技术要求

都很高。为了练好过硬的本领，不服输的阿娜古丽·吐热克经

常比别人早到厂晚下班。

“以前设备没现在这么先进，开始练习细纱接头的时候，

机台上的线头用手一掐，指头就会出血，有时候疼得想哭。但

我咬咬牙，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想着困难都会过去。”阿娜古

丽·吐热克回忆说，经过反复练习,她很快就掌握了细纱挡车

技术的技巧。

每到酷暑，机器散发的热量会让细纱车间的温度高达 40
摄氏度，工人一番操作下来往往全身热得大汗淋漓，加上机器

的轰鸣声，给身心带来种种不适，但阿娜古丽·吐热克硬是坚

持了下来。

别的细纱挡车工，一个人最多只能挡 10 台机车，而她凭

借娴熟的技术，可以挡 12 台机车，而且接头速度最快、最平

整、质量最高，无空绽、无疵点。

现在，在阿瓦提纺织行业，提起阿娜古丽·吐热克，几乎无

人不晓。

“每每想到自己操作的细纱最后都会被织成精美的布匹，

心里别提多高兴。”阿娜古丽·吐热克说。作为厂里优秀的技

术能手，阿娜古丽·吐热克毫无保留地把技艺传授给其他同事

和新进厂的职工。这些年来，她带出的徒弟有 100余人。

在纺织行业的不懈努力，也让阿娜古丽·吐热克获得了

各级嘉奖。她先后荣获阿克苏地区劳动模范、自治区纺织

行业技术标兵、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等

称号。

今年年初，阿娜古丽·吐热克光荣当选自治区第十四届人

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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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占熺和“中国草”

第 49 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甘秀妮——

41年，守护燕尾帽的承诺
本报记者 李国

“我来！”甘秀妮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挡

在其他队员面前，语气坚定。

这一幕发生在 2020年 2月的湖北省孝感

市中心医院。

彼时，正是孝感疫情最吃紧的阶段，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重医附二

院）护理部主任甘秀妮成为援鄂医疗队员。

当时，一位患者急需进行鼻空肠管置管，

原本，这项操作需在超声引导或胃镜直视下进

行，但现场条件有限，只能盲插，感染风险极高。

“一次性盲插成功！”当甘秀妮沉着冷静

地完成操作，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临别时，孝感市中心医院院长送给甘秀妮

一件“限量版”防护服——上面手绘着她的画

像，写着“细微之处见风范，毫厘之优定乾坤”。

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甘秀妮带领团队

先后 4 次“逆行”，在湖北、上海、重庆奋战了

132天。这似乎也是甘秀妮 41年护理生涯的

浓缩。

从戴上燕尾帽那一刻起，一团“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的火焰，就在她的心中燃烧。

不久前，甘秀妮荣获第 49届南丁格尔奖。

勇敢“逆行”

“去医护一线，为病人解除痛苦。”初中毕

业后，14岁的甘秀妮坚定地报考了护校。

1982年7月，她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

重医附二院急诊科工作，职业故事就此书写。

1985 年 6 月的一天，重庆市市中区大溪

沟一带发生下水道爆炸事故。在尚未查明爆

炸原因并可能继发连续爆炸的情况下，甘秀

妮和同事们顶着 40摄氏度的高温赶往现场抢

救伤员。他们对尚有生命迹象的伤员进行人

工呼吸，把重伤员小心转运到救护车上……

结束当天的救治工作，甘秀妮几近虚脱。

在事故现场目睹了患者的呻吟和家属的

悲伤，甘秀妮反问自己：“如果掌握更先进的

救护技术，做得更好，是不是就能多救一些

人，挽救更多家庭。”

此后的若干年里，甘秀妮一直在努力成

为那个“更好”的护士。

2008年 5月，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甘

秀妮和同事们“逆行”进入灾区。天上下着瓢

泼大雨，一路余震不断，但争分夺秒抢救生命

的信念让他们无暇自顾，即刻投入战斗。

在连续 7 天不眠不休的高强度作业中，

甘秀妮将自己 20 余年的危急重症救护和应

急救援护理管理经验，悉数运用到灾区医院

布局、流程设计、检伤分类、院感防控等工作

中，用细心和专业挽救了无数生命。

甘秀妮的悉心照顾，让张海燕重新站了

起来。张海燕把她称作“甘妈妈”。

“那年我才 16 岁，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

和自己的一条腿，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甘妈

妈每天来照顾我，帮我清洗伤口、换药，给我

打针输液……”张海燕回忆说，甘秀妮送来了

牛奶、面包和苹果，鼓励她坚强地面对生活。

情系志愿服务

前不久，甘秀妮和重医附二院各科室的

专家们冒雨来到重庆云阳县双江街道开展义

诊活动。

义诊中，甘秀妮和专家们得知，一位高位

截瘫卧床 8 年的患者，腰臀部有多处大面积

压力性损伤，急需专家帮忙清理伤口，并给予

家属护理指导。义诊一结束，甘秀妮等人就

赶到患者家中。

患者常年卧床，屋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

股异味，甘秀妮在床旁仔细地为患者进行伤

口消毒、去腐、冲洗、填充、包扎等操作，并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教授家属护理方法。

作为重医附二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

队的队长，这样的画面，几乎每月都会出现在

甘秀妮的工作中。

早在 2021 年，甘秀妮就在医院推出了

“全程陪诊就医”志愿服务，聚焦独居老人、孕

妇、残障人士、外地就医患者等特殊人群，为

他们提供专业导诊咨询及就医帮助。

截至目前，累计有 6000 余人次志愿者参

加这项志愿服务，服务时长达 2.4万小时，免费

陪诊患者2.5万余人，收到感谢信近7000封。

“甘阿姨来看你了，要多起来动一动哟。”

看望小花（化名）也是甘秀妮与志愿护理服务

队的一项“固定任务”。

甘秀妮和小花相识于一次诊疗。小花从

小患有脑瘫，生活无法自理，又因家庭情况特

殊，往返医院治疗存在困难。于是，甘秀妮和

团队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爱心服务，轮流上门

进行家居康复指导，陪她看画书、学认字。

“有尖角的桌子边，我们会帮忙包起来，

避免她不小心摔倒受伤。”甘秀妮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帮助小花的妈妈掌握了居家康复训

练和照护方法。

感同身受，真心付出

在重医附二院重症病房，甘秀妮和护士

团队每天都会监测和记录患者的治疗和恢复

情况，每位患者都有这样一份“约束评估量

表”，上面记录着患者每个阶段的行为、治疗、

肌力等方面的等级评分。

“她是一位把护理工作做到极致的人，对

团队有很强的感召力。她在 13 年前提出的

‘全人、全程、全心’‘三全’护理理念现在依然

适用。”重医附二院神经内科护士长廖春莲感

慨地说，在甘秀妮推动下，医院的护士长完成

了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转变。

甘秀妮提出的“三全”护理理念，不仅让

护士成为了更优秀的自己，也让患者遇见了

更温暖的护士。

“医护在查房时，不仅会问很多关于身体

情况的问题，还会说很多安慰我们的话语。”

一位罹患乳腺癌的女患者动情地说，“出院

后，护士还主动联系我，告诉我饮食、生活等

方面的注意事项，让我很暖心。”

“我理解的南丁格尔精神，就是能感同身

受、愿真心付出、尽应尽之责。”明年，甘秀妮

就要退休了，她打算在退休后继续从事心肺

复苏急救公益培训。

空旷的大礼堂，甘秀妮和同学们的宣誓

声音洪亮，内心涌动着一股热血——那是 41
年前授帽仪式的现场，这份燕尾帽的承诺，她

要用一生守护。

10月14日，在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
教授（右）向参加培训的外国学员介绍菌草
菇培育技术。

“如果我能再年轻 10岁，我就可以做
更多的事情。”今年 80岁的国家菌草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这样感
慨道。

菌草技术由林占熺发明，此项技术在
国内外广泛应用。菌草被称作“中国草”

“幸福草”。据介绍，林占熺团队至今已将
菌草技术推广至 107 个国家，帮助 13600
多名学员掌握了菌草技术。

“如今，菌草技术也从最早的‘以草代
木’栽培食药用菌，拓展到菌草生态治理、
饲料、生物质能源、材料开发等领域，成了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的新领
域。”林占熺说。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本报记者 刘友婷

“从完全不懂编程语言，到如今能通过编

写代码做出飘窗、配电箱，很有成就感。”在深

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坪山校区机房，2022
级学生张鏸文正双手快速敲击键盘，输入一

串串由字母、数字组成的代码，编程模型在屏

幕上渐渐成型。

出生于 2007年的张鏸文从小就有一个建

筑梦。在近日举行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作为决赛现场唯一的参赛女学生，张鏸文戴

着色彩明亮的粉色手套穿行在钢筋混凝土墙之

间绑钢筋，她和她的粉色手套一起冲上了热搜。

最终，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她和队友荣

获此次大赛中职组“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

项的全国二等奖。

加训弥补体能差距

在“Python语言与建筑信息模型（BIM）”

赛项中荣获深圳市赛一等奖，却无缘国赛，这

是张鏸文此前的一大憾事。得知学校开展

“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选拔时，她毫不

犹豫报了名，“我下定决心要抓住这次机会。”

作为团体赛项，参赛队员由 1名教师和 2
名学生组成，师生同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训练，张鏸文从众多优秀

选手中脱颖而出，与学校带队教师庄禧发、

2022级学生林韩锡组队进入国赛集训队。

赛项实操环节分为吊装和灌浆两个子模

块，比赛时长各为 1.5 小时。比赛过程中，参

赛者不仅要拧螺丝、绑钢筋、搬模板，还要和

队友合作吊运 700多斤的混凝土墙。连续的

高强度作业，对选手的体能要求很高。

与参赛的男选手相比，体能是张鏸文的

短板。

“刚开始训练时，我体力常常跟不上，中

途得停下来歇 5 分钟，喝口水缓缓。”为提升

体能，张鏸文决定给自己加训——每天提早

起床，绕着学校操场跑两圈，晚上训练结束

后，跳绳 1200 次再休息。经过近 4 个月的加

训，她终于能跟上队友的节奏了。

从1分钟到2秒钟

决赛现场，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着蓝 T
恤、黑工装裤，套上荧光马甲的张鏸文，完美

融入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工地”中，一双

亮粉色手套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她蹲在地

上，手法娴熟地绑着钢筋、拧着螺丝，各种工

具随着手中的动作快速变换位置。

一双粉色手套，浸透了张鏸文训练的血

与汗。

“刚开始，我绑钢筋使用的是统一配备的

白手套，但均码手套太大，不仅绑扎速度慢，

还常夹到手套手指。”为此，她购买了粉色小

码手套，训练期间已磨损、更换了 4双。

在“装配式建筑构件安装”赛项的预制构

件吊装任务中，选手需通过结构施工图识读，

完成现场定位放线，装配式构件吊装、装配等

考核任务。绑钢筋正是考核点之一,团队 3人

一共要绑 80~120个节点的钢筋。

“绑钢筋是个精细活儿。”训练之初，零基

础的张鏸文无法精准把握力道，一个节点常常

需要重复绑扎四五次，有时甚至要花上1分钟。

如何攻克难关？张鏸文坦言，并无捷径，

只能以勤补拙，“每天早上到了训练场，先踏

踏实实绑上两面墙”。

手划伤了，只要不流血她就继续干；手指

刮破了，她贴个创可贴就继续练……经过不

断训练，她不仅能 2秒绑完一个节点，绑扎质

量也提高了，节点美观、周边钢丝平整。她成

了名副其实的“钢筋女孩”。

多一项技能，多一条路

此次参赛，张鏸文收获颇丰，感受到了技

能带给自己的信心和改变，真切体会到了“努

力才能做好一件事”的道理。

最让她难忘的是团队熬夜奋战的那一晚。

“看了其他参赛队伍的训练视频，我们发

现了差距，大家决定留下来优化团队配合。”

张鏸文回忆说，他们 3 人当晚将分工更加细

化，反复练习整个比赛流程，并演练了发生各

种临时事故的应对措施。一直练到凌晨 4点

多才收队。

回宿舍的路上，抬头看着天边的朝霞，张

鏸文仿佛看到了无尽的希望。

被问及训练过程中是否想过放弃，张鏸

文坦言，她不怕吃苦，唯一的担心是拖团队后

腿。“训练后期，我因为生理期跟不上训练强

度，特别担心因为自己让团队无缘奖牌。我

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

封闭训练时吃的苦，更加坚定着张鏸文

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的初心。“多一项技能，

多一条路。我希望未来能继续升学、参加比赛

登上世界舞台为国争光，并用学到的知识和技

术为国家发展出一份力。”张鏸文说。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张鏸文和她的粉色手套一起冲上热搜——

“钢筋女孩”的建筑梦

甘秀妮（左
三）正在对学生
进 行 应 急 救 护
培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