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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歌是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实验中心的

一名岩矿鉴定工程师，她的工作需要每天与实验设备相伴。

其中，一台扫描电子显微镜已经与她并肩战斗了近 6 年。丁

歌和这座内部温度高达 1477摄氏度的海上实验器材，有着许

多难忘的故事。

丁歌上学期间接触过钨灯丝电子显微镜，因此当她第一

眼看到扫描电子显微镜时，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相较钨灯

丝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电子枪亮度高出上千倍，分

辨率能达到亚纳米级别，可对微体古生物、岩石薄片等待测样

品进行三维空间内的旋转、倾斜，放大 30 万倍及以上的扫描

与观测。

作为整个实验室最金贵的设备，这台扫描电子显微镜有

自己的脾气和秉性。

一次，实验室电路出现故障，全体设备被断电，丁歌最担

心的问题来了——扫描电子显微镜需要全年开机，使灯丝一

直保持在 1477 摄氏度。一旦断电，灯丝温度下降，重新点亮

就会变得很困难。

重新点亮扫描电子显微镜的任务落在了丁歌肩上。丁歌

了解到，烘烤可以让灯丝达到点亮温度，但烘烤过程复杂，需

要约 3天时间，且温度过高可能会损坏高压泵。同时，由于用

电负荷大，过程中很可能出现跳闸、断电等情况。

为了重新点亮这台扫描电子显微镜，在工程师的远程协

助下，丁歌拧开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数个小螺丝，取下高压帽散

热，搬开设备两边的挡板，以便随时监测温度。经过两天一夜

的烘烤，灯丝终于被点亮。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脾气”不止于此。由于扫描电子显微

镜的温控条件要求始终保持在 20摄氏度上下，所以即便是夏

天，丁歌也要穿上长衣长裤才能进入实验室。

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久，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过人之处也

渐渐显现。丁歌将扫描电子显微镜焦距放大 3000 倍，聚焦、

成像，样品上，花瓣状的绿泥石绽放在屏幕上，展示着微观世

界的美丽与神奇。

扫描电子显微镜不断把丁歌引向探索岩石内部微观世界

的更深处。通过它，丁歌扫描了解样品的特征，和它一起完成

众多生产科研项目。在实验中心举办的技术交流会上，丁歌

凭借对伊利石的特征分析成功获奖。

车间里的“名师焊将”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宋少敏

戴好安全帽、扣好系带，一众工人走进山东青岛达能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四车间厂房。他们并没有拿起工具，投

入生产，而是穿过热火朝天的生产线，径直走入被钢板围挡

出的厂房一隅。只见钢板围挡上写着四个大字——焊工

课堂。

“在车间，我们是工人，也是学生。”一名工人对记者说。

在“学生”们的提问声中，青岛达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四车间

焊接班班长吕朝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从 2013 年临时担任技工培训讲师以来，不知不觉中，

‘教师’这个身份已经与我分不开了。”吕朝笑着说。

2009 年，吕朝加入达能公司时，是企业唯一一名氩弧焊

技工。彼时，刚刚毕业的他尚怀着“不会干一辈子电焊”的想

法。谁知投入工作后，他对电焊工作越干越喜欢，渐渐“钻”

了进去。再从飞舞的焊花间抬头，他已是达能公司氩弧焊工

团队的领头人、二级焊工技师、山东省劳动模范。

细数过往，最令他骄傲的还要属这间厂房一隅的简朴

课堂。

2013年，由于换热器订单大量增加，企业广招工人，却面

临工人不懂氩弧焊、技术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的困境。吕朝临

危受命，开启了培训授课生涯。这间焊工课堂也成为企业技

能人才的孵化基地。

“当时，我没有任何培训经验，只能自己摸索总结，手把

手教给工人。经常要演示很多遍，再去跟踪每位工人的学

习进度。”吕朝告诉记者，他原本的工作任务不得不靠加班

完成。

最终，他不仅圆满完成培训任务，还组建起企业第一支

氩弧焊工班底，成为工友们眼中的“名师”。

此后的日子里，“焊将”吕朝带领这支队伍四处攻坚

克难。

2019年，公司位于河北邯郸的一处改造项目，时间紧、任

务重。吕朝带领 20 人的团队赶赴工地，24 小时轮班工作，将

工期从 15天缩短到了 7天，展现了团队的技术实力。

多年来，吕朝将自己的绝技绝活尽数传授给车间工人，

培养徒弟 70 余名。他还带领团队改进了多项氩弧焊、障碍

焊、不锈钢焊的技法，制定了氩弧实操指导作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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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峰用精巧构思和高超技法让冰雪有了“生命”——

我在“尔滨”雕冰雪

本报记者 康劲

距离积石山地震已一月有余，一支带给人

温暖与希望的“劳模力量”始终让记者难以忘怀。

那一夜凌晨，6.2级强震袭击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一时间房屋倒塌、人员

被困、余震不断……正在临夏州进行施工作业

的党振峰带领团队，急行赶赴震中展开救援。

搜救行动结束后，他们在震后 34 小时，

顶着零下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建起了灾区第

一个板房安置点。此后十几天，他们又昼夜

兼程，在积石山搭建 982间安置板房，确保数

千名受灾群众搬进温暖新居。

最先抵达重灾村的“橘色工装”

积石山县大河镇陈家村是受灾最严重的

村庄之一。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一

声沉闷的轰鸣刺破了山村的宁静，强震和随

之而来的余震，让这里地动山摇。

“有山村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电力和通

信设施损害”“部分道路坍塌掩埋，急需工程

设备”……

“我是党员，也是劳模，关键时刻必须

上。”持续传来的“急报”让正在当地施工的党

振峰的心揪成了一团。19 日一早，夜色尚未

退去，作为中铁二十一局四公司临夏区域的

指挥长，党振峰立即组建了 65人的抢险救援

队，携带救援物资，载着机械设备，冒着余震，

赶往海拔 2000多米的陈家村。

赶到陈家村时，天色微亮。当时的最低气

温已达到零下 15 摄氏度。身着橘色工装的

“党振峰团队”快速架起帐篷、点燃炉火、烧上

开水、端出泡面，给 36户 150余名受灾群众送

来灾后救援安置的第一缕温暖。

震后第一天，从清晨到午后，党振峰一面

与村干部携手安置转移受灾群众，一面指挥

机械设备清理废墟瓦砾。同时，对村里 357
间受损房屋的情况进行摸排，将第一手受灾

资料上报给抗震救灾指挥部。

午后，一通电话又将他送上新的前线——

“临近的大河家镇梅坡村急需 400 多间板

房……”挂断电话，党振峰立即召集团队向

梅坡村进发。

夜战梅坡村

“从兰州送来的板房，最快明早到达，今

晚怎么办？”赶到梅坡村，面对新的难题，党振

峰有了一个大胆想法——“拆”。他带领工友

先将临夏地区几个项目部的职工板房宿舍拆

卸，紧急送往梅坡村，应对夜间低温严寒。

19 日晚 10 时许，第一批 8 间板房到达梅

坡村村委会。这一晚，党振峰身先士卒，带领

9名党员组成救援队中的“突击队”。经过一

夜连续作业，20 日上午 10 时，首批 36 间安置

板房全部安装到位，此时距离强震仅仅过去

了 34个小时。

梅坡村建成第一个板房安置点的消息，

让积石山灾区为之一振。

这一天中午，《工人日报》记者赶到梅坡

村，只见 4 排板房在梅坡村村委会前的小广

场上整齐排列，板房内的火炉、床铺、电源全

部安装就位。“还有 160 间板房，已经陆续运

到，今天晚上就全部搭建好……”在一排板房

前，忙碌的党振峰对记者说。

“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

21 日下午，党振峰又接到新任务，在陈

家村安置点再搭建 300间安置板房。

为了加快板房搭建，中铁二十一局又紧

急安排 300多名职工加入党振峰的救援团队。

中铁二十一局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甘肃

的中央建筑企业。在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

等地多年的施工历练，使党振峰摸索总结出

一整套在高原高寒、大风戈壁地区的建筑施

工技术和工程管理经验，并因此获评 2015年

甘肃省劳动模范。

面对陈家村和梅坡村两地复杂的灾后环

境，党振峰一面在陈家村指挥机械设备平整场

地、协调彩钢板房进场，一面及时总结施工经

验，加快施工进度，用最短时间完成板房安装。

到 22日下午，仅用 24小时，陈家村安置点

的 302 间彩钢板房就完成安装，基本做到了

10～15分钟安装1间，最快的仅需要5～8分钟。

23 日晚，夜幕降临积石山，在梅坡村、陈

家村的 5 处安置点，720 多间板房整齐排列，

但党振峰却累倒在了帐篷里，为让受灾群众

尽早搬入板房，他自己裹着棉衣一直住在单

薄的帐篷里……

28 日晚，党振峰再次接到新任务，为积

石山县 6 个乡镇的 20 所学校搭建 255 间板

房。在灾后的两周时间内，党振峰带领团队

共搭建了 982间安置板房。

如今，党振峰正带领团队在积石山各乡镇

开展受损学校的灾后维修。“要确保灾区孩子

们下学期从板房搬入教室，正常开学。”他说。

震 后 34 小 时 ，他 们 建 起 第 一 个 板 房 安 置 点

一支带给人温暖与希望的“劳模力量”

本报记者 张世光

这个冬天，“尔滨”火了。

人们把目光投向北国冰城哈尔滨，每天

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涌向冰雪大世界、亚布

力滑雪场、中国雪乡等地，徜徉流连在冰晶

白雪之中。

实际上，不仅是在冰雪旅游热门景点，

哈尔滨的校园、工厂、社区里都有很多冰雪

雕塑，为城市的冬天增添迷人色彩。

出圈的冰雪雕刻作品背后，是众多冰雪

设计者、雕刻者的多年坚守和默默付出。他

们用精巧构思、精雕细琢，把颜色单调的冰雪

塑造成千变万化的模样，构成“尔滨”的独特

魅力。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龙江工匠”王海

峰，就是这群冰雪工匠中的一员。1月 11日，

作为 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地，

哈尔滨发布了吉祥物“滨滨”“妮妮”的形象，

王海峰团队成为第一支打造冰雪版吉祥物

的团队。

用科技赋能冰雪雕塑

36岁的王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2008 年，她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艺术

设计专业。在老师带领下，开始参加国内外

的冰雪雕塑比赛。

通常，冰雕雪雕比赛时间在 3至 5天，比

赛雕刻的雪块高度有三四米，对体能要求比

较高，加上在严寒的户外作业十分艰苦，冰

雪雕塑从业者中女性一直较少。

不过在王海峰看来，眼看巨大的冰块、

雪块在她和队友的细细打磨下慢慢变换模

样，在飞舞的冰屑中看着作品一点点成型，

是件无比快乐的事。

“2017 年，我们在加拿大黄刀市参加国

际雪雕比赛，当地白天的气温在零下 39 摄

氏度。”王海峰回忆说，当时，他们每天要工

作 10个小时，手脚都冻僵了，挂在旁边的国

旗就是他们工作的动力。

比赛过程中，也会有意外发生。

一次参赛时，由于过度劳累，王海峰随

手把雪叉往下一叉，一下子扎在了鞋上。天

气寒冷，锋利的雪叉扎破了她的脚趾，她却

并未在第一时间感到疼痛，直到发现鞋子被

鲜血润湿，才意识到脚被扎穿了。

“那第二天，就不能比赛了吧？”记者问。

“没有，拄着拐去的。”说完，王海峰一阵

大笑，“脚疼难受，但是闲下来更难受。”

正是因为深谙在冰雪中工作的艰辛，王

海峰一直在尝试通过科技和创新为冰雪雕

塑工作者打造更高效的工具。

2019 年，她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利用

无人机航测技术完成了计算冰雪景观雪方

量工程。2021 年，她又和惠州学院的专家

合作，研发了新型冰雪雕塑工具手柄，这款

用秸秆新型复合材料制成的工具手柄弥补

了此前传统实木手柄的缺陷，大幅提升了工

作效率。

王海峰的这些创新均已获得国家专利，

并在行业内推广使用。

向世界传递中国理念

多年来，王海峰在国际上获得了 30多个

冰雪雕塑比赛奖项。在她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荣誉架上，摆放着各种获奖证书和奖杯。

实际上，在海外参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无缘奖项时，她也曾情绪低落。但是，她

更愿意在失败后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

2013 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一次比赛上，

王海峰和队友用一整块雪雕出了一个巨大

的蜘蛛网，网上还爬有一大一小两只蜘蛛。

“这个作品没有任何支撑物，稍有不慎

就可能垮塌，雕刻难度非常大。”王海峰介绍

说，当时他们给这个作品取名“知（蜘）足者

常乐”。结果，由于文化差异，这件被寄予厚

望的作品并未获奖。

不服输的王海峰找到大赛评委询问其

他作品的获奖理由，组委会给出了详细解

答。这次刨根问底的交流让她颇受启发。

“参加国际比赛一定要转换思路，用外

国人看得懂的方式来呈现作品。”王海峰坦

言，过去自己更多关注的是技巧，现在她更

多关注的是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和灵魂。

王海峰所在的黑龙江省林业设计院

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自从 2017 年来此工作后，她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了更深

的认知。

如今，带队出国比赛时，她常常在作品

中融入对环境保护的理解，把“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2022 年 4 月，作为冰雪行业的技术人

员，王海峰当选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

表。当在大会报告上看到，未来 5 年，黑龙

江省要大力发展包括“冰雪经济”在内的四

大新兴经济时，她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此

后，她在日渐忙碌的工作中，见证了冰雪经

济在龙江大地的蓬勃发展。

让林业工人吃上“冰雪饭”

采访王海峰不太容易，因为她实在太忙

了。记者不得不一直追到了中国雪乡。

她正在那里筹备一场雪雕创意比赛。

作为大赛的技术负责人，除了指导、评判比

赛成果，安排赛程、统筹人员吃住，甚至包括

在舞台上铺设防滑垫这样的工作细节，她都

要一一操心。

虽然工作十分繁琐，但她却乐此不疲。

有时，她刚忙完坐下吃口饭，就被一个电话

叫去解决问题。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她

早上刚刚洗漱完毕后。

“你知道这些参赛的雪雕选手都来自哪

里吗？”王海峰颇为自豪地“揭秘”，“全是我

们林区的工人。”

2014 年起，黑龙江省所有林区停止主

伐，过去上山砍木头支援国家建设的林业工

人纷纷放下油锯，转型、转岗。

为了让林业工人多学一项技能，王海峰

决定开展这场雪雕创意比赛，通过以赛提技，

让更多林区工人多吃一碗冰雪技能的饭。

赛前，她组织冰雪工程与艺术、冰雪雕

塑技巧等方面的专家，对来自 17 个林业局

的 50 余名选手进行培训，并对大家的参赛

设计一一点评、指导。

“这次比赛让我们的职工多学一项技

能。未来既能助力黑龙江冰雪经济发展，又

能让他们多一份收入。”中国龙江森林工业

集团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梁齐

恒在比赛现场说。

入冬以来，哈尔滨火热的冰雪旅游让王

海峰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希望未来，我们

的林区职工，夏天守护着绿水青山这片金山

银山，冬天共享冰天雪地这片金山银山。”王

海峰说，希望这两座“金山银山”能给广大林

区职工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

王海峰正在
雕刻今年中国龙
江森林工业集团
冰雪科创项目的
作品。

蒋美馨 摄

一片海 一座塔 一盏灯
1月5日傍晚，王洪安在台子山灯塔顶

部检查备用灯器工作状态，一旦主灯器出
现故障，备用灯器将启动工作。

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的墩台山，
有着中国最北端的灯塔——台子山灯塔。
陪伴这座高塔的，是在这里默默坚守21年
的灯塔工王洪安。

2003年，王洪安来到这里，交通不便、
资源有限。到了冬季，山顶北风呼啸，裹着
棉袄入睡依旧觉得冷。除了忍受孤独，王
洪安付出了很多辛苦与努力：从了解灯塔
灯器各项性能参数起步，不断积累专业知
识，提升应对故障能力……

鲅鱼圈港位于我国冬季冰情最严重的
辽东湾北部海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恪
尽职守，王洪安只有一个目的——确保灯
塔的光照亮港口的每个夜晚。

一片海，一座塔，一盏灯，王洪安在此
守海、守塔、守灯。他说：“灯亮了，我的心
就亮了。”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