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叶小钟 赵思远 本报通讯员 彭永桂

2023 年 12 月 29 日，由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大

国重器”——“极地”号破冰科考船顺利出坞。“极地”号破冰科

考船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破冰科考船，船长 89

米、型宽 17.8 米、型深 8.2 米，具备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一

次补给可以保障全船 60 人在海上生活 80 天以上。该船搭载

了各类地球物理调查设备，能够承担大气、海冰、水体等环境

的综合调查观测研究任务。

南国有工匠，铸造“寒冰剑”。近日，记者走访了“极地”号

建造项目团队的主要成员，聆听他们用匠心铸造这把“寒冰

剑”的故事。

负责这艘科考船研发和总体设计工作的是广船国际副总

工程师蔡睿眸。他从事船舶研发设计已经有 30多年，是广船

国际船舶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动力定位系统领域的专家，曾被

评为中国船舶集团劳动模范。

此前，蔡睿眸曾主持了“嘉庚”号科考船的建造，积累了丰

富的科考船建造经验。“有蔡总在，我们心里就踏实。”“极地”

号技术经理曾芸先这样对记者说。

曾芸先是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将，自 2008年参加工作以

来，她已主持过多型油轮的设计工作。在建造“嘉庚”号科考

船时，她也是蔡睿眸团队中的一员。

据曾芸先介绍，“极地”号于 2022年 5月签订建造合同，整

个生产设计时间只有 8个月。特别是 2022年刚开始进行设备

资材订货时，恰好赶上上海新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她带

领各专业团队与时间赛跑，用不到 3 周时间完成了“极地”号

主要设备资材的订货工作。

2017年 3月交付的“嘉庚”号科考船用了 3年时间才建造

完成，其排水量比“极地”号破冰科考船还要小一点，而此次

“极地”号的建造时间只有 26个月。这也意味着，团队成员需

要不断挑战极限。

“极地”号项目经理江志坚是一位有着近 30 年工作经验

的“老造船”。

“2023年11月6日，‘极地’号开始进行第一个总段吊装，仅

用23天就实现主船体成形，全船7个总组段全部按计划实现总

组。”面对“极地”号建造时间短的挑战，江志坚的策略是“前紧

后松”，要把前期时间尽量压缩，为后期调试预留出更多空间。

王虎、卿文湘、章贤涛、许光辉……“极地”号建造项目团

队成员的名字还有一长串，他们用匠心铸“利剑”，为我国海洋

强国建设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银行柜台亮“心法”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您来了，今天办理什么业务？”每次见到拜丽，她总是带

着亲切的微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乌鲁木齐市分行

工作 15 年来，拜丽从一名柜员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并总结

出了一套工作“心法”——交流要用心、解释要耐心、服务要

贴心；问候客户微笑多一点，相互沟通嘴巴甜一点，面对解释

耐心多一点，遇到纠缠心胸宽一点，出现差错道歉快一点。

2008 年，拜丽看到报纸上的招聘信息，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参加了银行招聘。“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

“第一次坐柜台，很紧张，也怕出错，和客户交流都有颤

音。”看着柜台回想起自己最初的样子，拜丽很是感慨，“勤能

补拙，不熟就去练，不会就去学，总能把工作做好。”

认真负责、高效准确是最初工作时，拜丽给自己设立的标

准。“就是抱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心态，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一笔一笔业务，一张一张存单，量的积累让拜丽很快熟

悉了工作业务，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也让她得到单位认可。

工作中，她发现有些老人来办理业务其实也是想找人唠

唠嗑。“有位老人，每次都找我办业务，等的过程中，要和我聊

很多……有时候一周要来两次。”

意识到客户的需求后，拜丽增加了服务标准：换位思考，

微笑服务。

一次，有位大姐因丈夫意外去世，找不到存折也不知道密

码，在营业厅哭了起来，看着大姐不知所措的样子，拜丽很心

疼，她走过去一边抱着大姐，一边说，“没关系，这事儿能解决。”

在她的帮助下，大姐很快恢复了平静，最终成功办理了业务。

扎实的业务能力，突出的沟通能力，让拜丽获得了不少

客户的认同，也让她从一名柜员成为理财经理。“帮人存钱是

个标准化的过程，但帮人理财则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制定

方案。”

换岗后，学习理财知识、了解客户需求成为拜丽的日常，

她手边总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理财知识点和发行时间。

“肯努力、肯奋斗，每个平凡的岗位都能发光发热。”说

完，拜丽又带着亲和的微笑，投身岗位服务中：“您好，有什么

可以帮到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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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的电气试验生涯，吴吉明始终坚信，“要想做好一件事，首先得喜欢干”——

这位特级技师“特”在哪？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如果不是亲耳所闻，很难想象这样一位

获得 14项个人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主持研

发 17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创新达人，初始

学历仅是初中。

边学边干边创新，靠着一路自学，高汉龙

不仅在 2014 年 APEC 会议，2017 年、2019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国际活

动中参与信息安全技术保障，还获评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边干边学、越干越想学”

1966 年 7 月，高汉龙出生于北京市怀柔

区汤河口镇东湾子村，家中有兄弟姐妹 8个。

1980 年，高汉龙初中毕业，为了给家里

减轻负担，他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跟着三哥

学起了无线电修理技术，端上了技术饭碗。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高汉龙尤感知识匮

乏。为此，1993年至 1999年，他用了 7年时间，

拿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法律大专学历。

参加自考，并非易事。高汉龙白天忙工

作，晚上挑灯夜战，硬是通过了自考法律大专

的 10多门课程。

拿 到 大 专 学 历 后 ，高 汉 龙 没 有 满 足 。

2008年至 2010年，他参加了内蒙古民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升本学习，并如

期毕业。“为了学英语，我把整本英语书都‘翻

译’成了汉语拼音。”谈及备考经历，高汉龙笑

出了声。

“我深刻体会到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理

论学习对在工作中掌握技能很有帮助，所以

边干边学、越干越想学，别人打麻将打牌，我

就不停地参加各种培训班。”高汉龙说。

就这样，2013年至 2016年，他参加了北京

市委党校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班的学习获得

在职研究生学历、电子信息部电子工程师培训

课程获得电子工程师资格、北大青鸟网络系统

高级培训获得信息系统专家资格。

“土专家”解决真问题

2014 年 APEC 会议召开前夕，雁栖湖国

际会议中心安保新建机房出现高温、网络设

备死机等技术故障，多位专家都没能解决。

时任公安怀柔分局信通处技术负责人的朱警

官找到了高汉龙。

高汉龙到现场后，不到 10分钟就发现了

故障的关键原因：该机房在地下 10米深的地

下室，虽然室外预留了通风井，但光靠空气自

然流动，无法实现新风对流，机房空调无法实

现热交换，所以空调达不到制冷效果。

后来，高汉龙运用热交换技术和通风导

流技术，发明了“计算机网络机房散热控制装

置”，成功解决了机房因温度过高造成的系统

不稳定等技术难题。这套装置后来还获得了

发明专利。

“他们怎么会想到找您呢？”记者抛出了

心中的疑问。

“因为我不仅懂得无线电技术、广播电视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也熟知空调制冷技

术。”说到这，高汉龙打开了话匣子。

1985 年 4 月，他来到汤河口供销社无线

电修理部学习无线电修理技术。之后，他先

后在电视机厂、洗衣机厂、空调厂、制冷维修

中心学习专业维修技术。

“大到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小

到收音机、电子表，我都会修。”高汉龙说，“在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中，我还创新设计了‘干

线放大器温补功能’，有效解决了电视信号因

季节变化造成输入电平不稳定的难题。”

渐渐地，高汉龙成了当地的技术“名人”。

岗位创新获评教授级高工

“你是基于什么原因研发‘公共安全车辆

综合管控系统’的？”

“传统的治安卡口不仅需要庞大的龙门

架，还得将公路挖槽预埋地感线圈，成本高

昂。一般城市只有城区的出入口安装这套系

统，但一些不法分子采用车辆遮挡号牌、进出

车不用同一号牌等形式进出作案现场，给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鉴于

以上问题，我自主研发出了‘公共安全车辆综

合管控系统’。”

……

这是高汉龙 2019 年参加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职称答辩时的现场情景。

“最后，24位专家投票，23票支持，1票弃

权。”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高汉龙难掩兴奋。

高汉龙告诉记者，2017 年，国家出台职

称评定新政，申报人员不再需要参加职称外

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北京还为高端领

军人才开通职称评审“直通车”，高汉龙恰好

符合“在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取

得突出成绩”。

经过 1年多的准备，2019年，他终于获得

北京市人社局颁发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资格。

凭借突出表现，他连续成为怀柔区第四

届、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并在 2022年荣

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高 汉 龙 获 得 14 项 个 人 发 明 和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主 持 研 发 17 项 计 算 机 软 件 著 作 权 ——

从初中毕业生到教授级高工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近日，一套新设备上马，看着徒弟们争

相调试与试验，吴吉明也开始兴奋起来。在

他看来，这是徒弟们开始成长的好兆头，“要

想做好一件事，你首先得喜欢干。”

从一名普通的电气试验人员，成长为安

徽省首批特级技师，中能建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电气试验中心主任吴吉明跨过了无数“技

术坎”，但他更注重的是跨过“思想坎”，“‘想

干’比‘怎么干’更重要”。

迈出“跨界”第一步

33 年的电气试验生涯，让吴吉明印象

最深刻的，还是刚开始工作那半年在一线从

事设备安装的工作经历。

1989年，吴吉明从安庆电力建设技术学

校电气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能建安徽电建

一公司（中能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工

作。公司当时承建了国内外多个火电、输变

电、新能源电力项目。吴吉明负责的电气试

验就是这些新设备投运前的最后一道关卡。

当时，吴吉明负责的一个项目电气试验

进入尾工调试，刚投运的变压器就发生了故

障，现场急需安装人员配合厂家处理，但现

场一时找不到专业人员，吴吉明没有犹豫就

自己顶上了。

“电气试验和设备安装虽是两个不同岗

位，但我想着能学一点就多学一点。”吴吉明

就这样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启了“跨

界”生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半年的安装

工作经历，让他在此后的电气试验工作中受

益无穷。

电气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接触不

良、短路、跳闸等现象，这些现象基本上可以

概括为制造、安装、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实

际上现场有不少问题都出现在安装环节。”

吴吉明说。

想要找到故障原因，不仅要求试验人员

有着熟练高超的专业技术，还要对安装工序

了然于胸。吴吉明说，半年的安装经历不仅

让他对电气试验的理解更深刻，也让他养成

了延展思考的习惯。

在后来的一次电厂机组 168 小时满负

荷试运行中，转子大轴温度一直居高不下。

若停机检修，意味着 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的节点计划失败；若放任不管，则会危害机

组安全运行。

两难情形下，吴吉明与团队分析出是由

于转子碳刷加工不精密，安装质量存在问

题，导致在设备运行中产生高温。他迅速研

究出应对方案，尝试以添加润滑剂方式，减

少大轴与滑环之间的摩擦力以达到降温目

的。最终，机组顺利完成 168小时满负荷运

行测试。

24小时“禁闭”只为反省失误

时隔多年，吴吉明提起曾经的一件往

事，仍满脸严肃。

工作的第三年，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得到

了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首次独立负责

火电站倒送电调试工作。

整个调试过程非常顺利，送电一次成

功，吴吉明心里颇有些得意。

谁知好景不长，随着设备陆续进入调试

阶段，在送风机送电过程中，比率差动保护

动作导致启备变跳闸事故。这次跳闸也意

味着，此前的调试工作宣告失败。

情况十分紧急，吴吉明在师傅带领下对

事故原因进行分析。通过仔细排查，发现是

转角变接线出现了错误，未能正确引入相角

转换从而导致负荷电流异常。由于首次送

电是空载运行，错误接线差流较小，因此保

护并未启动出口，而此次送风机电机启动时

电流大、时间长，就发生了变压器跳闸事故。

“小毛病平时看似不起眼，却会在关键时

刻造成严重后果。”吴吉明内心充满愧疚。他

在早晨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将极性转换的接

线原理和接线方式反复演画，不断验算学

习，认真钻研个中原理，直到完全弄懂掌

握。等他从房间走出来，已是第二天清晨。

这次 24 小时“禁闭”，是吴吉明给自己

的一次惩罚，也是一次反省失误的自我“救

赎”。这时的吴吉明只有 24岁，是公司最年

轻的班长。

“缺乏理论知识支撑，技术难以实现突

破。”吴吉明意识到，靠在现场积攒起来的零

碎经验并不能完全解决遇到的问题，于是下

定决心继续深造。

此后，他先后在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充电”学习。

随着生活、生产用电需求增加，吴吉明

所在公司在合肥、六安等地承建了城网变电

所改造项目。

“设备接入的耐压试验考核，按照传统

方案需要被检设备相邻侧停电后进行，准

备工作较多、耗时较长。”为了不影响居民

和企业的正常生活生产，吴吉明带领团队

历经 1 年时间，在保障正常供电设备安全、

可靠运行的条件下完成了试验，填补了行

业空白。

“做好工作的前提是热爱和兴趣”

吴吉明曾经以不适合搞电气试验工作

为由“劝”走了一位徒弟。

“如果不喜欢这一行，真的不建议干下

去。”在吴吉明看来，跳槽、改行并非禁忌话

题，“做好工作的前提是热爱和兴趣”。

2014 年，依托公司国家级技术中心，吴

吉明有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以电气调试技

术提升为方向，打造产学研平台，开展技术

攻关、外部技术合作等活动。

在创新工作室，借助视频教学、师徒交

流、成员互动、技能比武等方式，年轻人的技

能水平得到了提升。通过在工作室和年轻

人交流，吴吉明对年轻一辈的择业观、就业

观有了更深的了解。

“有些人喜欢搞技术，但又担心当工人

被家人、朋友看低，不被尊重，还有的人担心

工资待遇不够好。”每当这时，吴吉明就会用

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

吴吉明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在企业开

业务讨论会时，管理层都要认真询问技术人

员的意见，绝大多数时候都会以技术人员的

建议为准。“这个时候，谁还敢说搞技术的人

不被尊重？”

那位被吴吉明“劝”走的年轻人，后来走

出去自己创业，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也为

社会创造了效益。而那些被吴吉明留下来

的年轻人，纷纷成长为技术能手和岗位标

兵，在公司各重点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独当

一面。

吴吉明说，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别人因

为你的职务身份尊重你，可能是出于礼节与

客气，但用实力赢得的尊重，才最真实，也最

可贵”。

吴吉明正在
进行标准电能表
检定工作。

李楠 摄

扎根深山的火车司机师徒

近日，一场降雪过后，吕梁山银装素
裹，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轩岗站
火车调车司机李志军（左）和徒弟张立新冒
着风雪，走在去轩岗站机车整备点的路上。

轩岗站位于山西省原平市吕梁山中，
是同蒲铁路上的一个小站。轩岗站的火车
调车司机担负着一趟趟货运列车的解体、
编组、取送等作业任务。

今年 49岁的李志军在铁路上工作了
28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火车司机。26岁
的张立新 2020 年来到轩岗调车点工作。
这一老一新，既是同事，又是师徒。

“每年冬天，货运列车数量增加，我们
的任务会更重，开车要小心，检查要仔细。
特别是雨雪天气，山区容易结冰，这个时候
要更加小心。”李志军说。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