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90后普遍是独生子女，生长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不起风浪；
也有人给他们贴上“自我”甚至“叛逆”的标签。曾几何时，社会上传来了“90后
能否撑起时代发展”的质疑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90后渐渐长大，即将进
入而立之年的他们变得成熟沉稳，已经显露出许多属于这代人的宝贵品质。

近几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名单中出现了 90 后的身影，世界技
能大赛的领奖台上也频频亮相 90 后、00 后，这些年轻的劳模工匠正大
踏步地登上为国家发展建设添砖加瓦的舞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
智造”“中国创造”的转变过程中，少不了 90 后的参与，他们不盲从、不

墨守成规，喜欢质疑，更善于创新。
90后是乐观与坚强的一代，正如耿亚飞所说，“我们不浮躁，但很阳

光。”90 后也是努力与拼搏的一代，为了梦想能坚持、有韧劲，能仰望星
空，也能脚踏实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特别有成就感”“遇到
困难，就再试试”“敢想，还要敢实践”……从耿亚飞身上，我们不难看
出，那些优秀品质在 90后身上被演绎得愈发耀眼。

飞扬的 90后、出彩的 90后，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建设舞台上的主角，
未来，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

90后必将更加出彩
张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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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吕新生

黑框眼镜、运动鞋、阳光般的微笑，工作6
年，记者眼前的耿亚飞，依然是大学生的模样。

在英利集团技术部，耿亚飞从事太阳能
光伏研发工作。

“要面向有阳光的地方。”他说。
面朝阳光，春暖花开。入职 6年，耿亚飞

已手握 17项专利，参与多项全国领先的光伏
研发技术项目，90 后的他已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90后不浮躁，但很阳光”

记者走进英利集团国家重点实验室，工
作人员正把一块太阳能板放到压台上测试，
压台逐渐加压以此来测试太阳能板的抗压
能力。

突然“砰”一声巨响，有碎玻璃飞溅出
来，刚刚还好好的板子已经弯曲变形，耿亚
飞扶扶眼镜摇摇头淡定地说：“没承受住。”

和压台紧挨着的是紫外线和盐雾测试
设备，机器都开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耿
亚飞熟悉地穿梭在各个检测工位间。

1990 年出生的耿亚飞，大学毕业后来到
英利集团。几年间，他已经成为集团技术部
的主力。

来到英利，耿亚飞开启了与“阳光”有关
的日子。但生活，不总是阳光灿烂。

初到公司，耿亚飞被派到生产车间实
习。“就大三实习的时候，焊接过线路板。”耿
亚飞说，书本知识和实际工作的“距离差”，
让他压力不小。

“我们 90后不浮躁。只是在当今飞速发
展的社会中，我们表现得更阳光。”耿亚飞说。

在家时，苦读从公司图书馆借阅的技术
类书籍；在公司里，向前辈虚心讨教，这些几乎
成了耿亚飞初到公司时的全部。“记得借了一
本《自清洁玻璃》，看了 1个月没看懂，又续借
了1个月，还是没掌握，就又看了1个月。”回忆
起旧日时的执着，耿亚飞呵呵地笑了起来。

工作中的耿亚飞，三点一线，每天在办
公室、车间、实验室之间忙碌着。

他的办公室在厂区对面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走路去车间大概要 15分钟。“实验室里出来的
技术，要马上拿到车间去试验能否上线落实，车间
发现了状况还要紧跟着带回实验室完善。不下车
间，不能了解一线生产中哪里可以改进，哪里容易
出现问题。”耿亚飞说，“现在车间产量压力很大，需
要经常在生产一线协调处理工艺和技术上的问题，
办公室更多的是查找资料和工艺技术文件，几乎没
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这样的工作状态，耿亚飞并不感觉枯燥，“有很
多技术难关要去攻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特别有成就感，有时候还觉得上班时间不够用呢！”

“敢想，还要敢实践”

在传统思维里，科研人员的很多创新都是在已
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进，但耿亚飞所在的技
术团队鼓励大家提出创意。

“敢想，还要敢实践。”耿亚飞回忆道，一次，在
研究太阳能电站安装方案时，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
个想法：太阳能电池板安装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面
积，地面资源毕竟有限，如果能把水面也利用起来，
建立漂浮的水上电站，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时，我都觉得有点荒唐。”
耿亚飞笑着说。

水上电站需要在水下打桩，成本高、安装周期
长，可能还会影响渔业发展。“凡事不努力试试，怎
能轻下结论呢？”在这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多次
设计模型并进行实验和数据计算，终于研发出可漂
浮于水面、高透的太阳能板，并保证安装后不影响
渔业生产。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再试试，或
许就看到结果了。”耿亚飞说。

漂浮于水面、高透的太阳能板制成了，可安装
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找来安装工人，可工人们发愁
了：“这活儿干不了，难度太大。”

“不试试咋知道？”这话，虽是对安装工说，但在
耿亚飞心里更多的是对自己说。

找来救生衣，划着小船，在大千湖上，耿亚飞和
几位同事自己搞起了安装试验。

刚入冬的大千湖，美丽“冻人”。四五米的湖
深，几个“旱鸭子”不仅要在寒风中保持自身平衡，
还要安装浮动的实验电站。

“好几次都差点掉进湖里。”耿亚飞说，“虽然安
装难度大，但自己安装，让我们发现了设计中的问
题——为了增强稳定性，设计时在一个部位多增加
了一个螺丝孔，安装时发现并不起作用，可以去掉。”

这些实际问题，耿亚飞都逐一记录下来，回公
司后，继续进行完善。最终，完善后的水上光伏电
站单元基座，被应用到各种水域场景，不仅解决了
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这次的成功探索，为耿亚飞在水上光伏应用技
术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奋斗本身也是一种幸福”

为了保证车间的正常生产，早来晚走已经成为
耿亚飞的习惯。下班时间是下午 5 点半，但很多时
候，晚上六七点时，仍能看到他在车间忙碌着。

“2014 年底，公司搞元旦联欢晚会，大家都过节
呢，他却在实验室里做起了防腐蚀试验。”耿亚飞的

工友对记者说。
从 2014年起，耿亚飞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

研发适合于高盐雾环境的光伏组件。
为了获取苛刻环境下的实验数据，他几乎

是住在实验室里，一遍遍地做防腐蚀试验，校对
实验数据。5 个多月后，适应高盐雾环境的双
面海岛组件技术终于被攻克。

相较于常规组件，它的发电量最高可增加
30%，发电更稳定，独特的设计不仅能防止海盐
入侵，还可避免藻类附着造成的毁损。这款产
品通过了 IEC 六级盐雾的 4 倍加强测试，机械
载荷验证可抵御 18级强风，有效缓解了我国南
部岛屿能源短缺的发展难题。

不仅在搞技术研发上是把“好手”，电站维
修保障，耿亚飞也毫不含糊。

2016 年隆冬，河北张家口某光伏电站出现
问题，向英利寻求技术支持。当时，耿亚飞正在
车间做实验。得知这一消息，他二话没说，立即
赶赴现场，冒着大雪在零下 20摄氏度的山下工
作；安徽芜湖一湖面光伏电站出现故障，需要从
4米高的线桥上，一点点爬到设备旁进行检查。
没有犹豫拖延，耿亚飞顺利完成了任务……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但奋斗本身也是一种
幸福。”耿亚飞说。

几年间，耿亚飞参与研发的“熊猫”高效光
伏组件，被应用在国家第一个“领跑者”示范项
目中，用核心实力展示中国“智”造；应用到深山
区家家户户的屋顶上，用科技改变村民生活；应
用到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中
国智慧…… （制图：张菁）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黄 慧

在大山深处的关136-198井场上，油井与成片的
白雪组成了一幅迷人的景致，杨义兴正与技术人员在
修井顶驱装置实验前开展修井攻关。

自 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杨义兴一直在一线从
事长庆油田油水井措施、试油、大修、打捞和检泵等井
下业务，一直没有离开。杨义兴说：“我的梦想就是当
一名创新型工人。”

努力的汗水终会闪光

“修井工人苦不苦，每天要吃二两土。白天吃不
够，晚上接着补。”修井工们经常这样自嘲。

的确，他们几乎是石油行业里最脏、最累的工种，
干的是重体力活，几百斤重的油管全靠人拉肩扛。

杨义兴是长庆油田第十采油厂井下作业大队技
术办公室负责人，在与高原、荒山、大漠相伴的 24年
中，杨义兴带领团队先后参加了 11个油田的开发建
设，累计实施油水井措施作业1800多口，创经济效益
1.3亿元，创造出31项国家专利，是一名响当当的“创
新型”石油工人。

刚参加工作那段时间，对于身材精瘦的杨义兴来
说，干修井远比他想象的还要艰难。由于业务不熟练，
常常会被管钳反作用力碰伤，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肿
得老高。平时穿的修井工服，外面是厚厚的污油，硬邦
邦的结成了盔甲，里面被汗水浸湿，又被体温焐干。带
到井上的饭菜，冬天冻成冰疙瘩，夏天又热得发了霉。

“咱们干修井不只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队上
的一名老师傅看出杨义兴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
经常这样鼓励他。老师傅的话点醒了杨义兴，也点燃
了他内心那颗不服输的心，“我一定要练好技术，还要
创出些新东西来。”

下定决心后，杨义兴一头扎进《修井工程》《采油
技术手册》等业务书籍中，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知识
的“养分”，逐条逐字学，逐行逐段记，书被翻得又黑又
皱，钻具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经过多年的积累，他
写下 4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画出几万张的钻具结构
图，记下千余个技术数据和计算公式。

过硬技术的修炼没有捷径，努力的汗水终会闪
光。1998年，杨义兴在“长庆杯”职业技能比武中获得
总成绩第 1名。知识的力量，技术的魅力，让杨义兴
有了信心，愈战愈勇。在以后的两届“长庆杯”职业技
能比武中，他又连续获得第 1名的好成绩，被长庆油
田破格聘为修井高级技师。2004年成为“集团公司技
能专家”，如今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创新的坐标在生产现场

在同事们眼中，杨义兴是出了名的“一根筋”。爱
跑现场、肯钻研的个性使他在修井路上不断创新创效。

为了提高油井清蜡效率，他翻阅大量书籍，向老
师傅请教，与操作工人探讨，经过20多次试验改进，终
于设计制作出油管清蜡助清器，将清蜡效率提高了
40%，降低作业成本35%，节省单井清蜡费用1500余元。

“我们从不干闭门造车的事。”杨义兴每年至少
有7个月都待在修井现场，紧紧围绕油田井下作业技
术工作，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施工现场跟踪，制定方
案。至今，团队已研发制作专用工具21件，解决了多
种“疑难杂症”。

在杨义兴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怀平6井的打
捞作业。由于这口井身结构复杂，摩阻、旋转扭矩较

大，落物构件多且部位、性状特殊，先后经历5家单位打
捞半年多均告失败。经过大量现场勘察和多次攻关，杨
义兴和工友们研制出“水平井反循环打捞篮”“全天候母
锥”等12件工具，创造了在一口井施工过程中研发工具
最多、申请专利最多的纪录，填补了油田水平井复杂打
捞作业的空白，挽回经济损失3100万元。

“技术创新的坐标永远在现场，灵感来源于现场实
践的‘最后一公里’。”杨义兴说。凭着对修井工作执着
的坚持，杨义兴近两年研发改进的多种工具，有 6件取
得国家专利，破解了4项技术瓶颈。

把创新的“火炬”传下去

2009年，杨义兴创新工作团队组建。2015年，中国
石油集团公司命名成立了“杨义兴井下作业技能专家工
作室”。

团队力量、工作场所、科研经费得到了充实，杨义兴
工作的劲头更足了，因为在他心中，还有个梦想，就是要
把创新的火炬传下去，他要把工作室打造成井下作业技
术人才的“孵化器”。

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制教材、题库和作业手册供大家
使用；利用培训班形式倾囊讲授技术。平时电话 24小
时畅通，对兄弟队伍施工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给予全方位
的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开展“名师带徒”帮促、技术技
能创新专题讲座等活动，围绕现场工作中疑难复杂问
题，力求“小、实、新、活”，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学技能氛
围。先后培养出集团公司技术状元3名、技术标兵6名。

“实现由‘汗水型’向‘创新型’的转变，咱们工人就
更有力量了。”杨义兴说，进入新时代，对每个工人来说，
更应该珍惜机遇，不断创造新业绩，追寻自己的梦想。

“实现由‘汗水型’向‘创新型’的转变，咱们工人就更有力量了”——

一位修井工的“创新经”

本报记者 张 玺
本报通讯员 潘辉玲

耿伟，大学毕业后在铁路建设施工一线摸爬滚打
10 余年。作为中国通号工程局集团电气公司通信专
业工班长，他只要一踏上施工线路，就总有使不完的劲
儿。“他是个敢啃硬骨头的人。”身边工友这样评价他。

进入年底，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专开通运营在即，
耿伟还在河北怀安火车站完成最后的公网覆盖工程。

“这个工程难度不算大，但让我们自豪的是，敷设的公网
属于5G信号，在怀安站乘车的旅客很快就可以体验5G
的速度了。”耿伟说。

2018 年 11 月，北国的冬日寒风凛冽，正值张家口
至呼和浩特客专（河北段）公网覆盖工程全面启动阶
段，耿伟带领团队全身心扎进了工程实施中。“保证完
成任务，不负重托。”他心里暗暗许诺。

可是谁料想，施工困难程度远远超过想象，耿伟总
结为“急、险、高”。急，工期后门关死，面对深山中施工
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3个月的合同工期显得有些
紧张，内蒙古寒流即将来临，临近大雪封山时期；险，工
程地处京晋冀蒙交界处，“塞外山城”张家口地势险要，
工程所在的大尖山更犹如一道天堑般横亘在呼张高铁
核心地带，群山环绕，道路崎岖，6条平均长度 1.5公里
的隧道，急需大量物资，运输车辆盘山往返频繁；高，要
在平均气温零下 20多摄氏度的隧道里，每天坚持 10小
时作业时间，对安全质量也提出了高要求。

对于耿伟来讲，想尽办法全力以赴，才是啃下这块
硬骨头的“王道”。

2018 年 11 月 16 日，是场坪站浇筑的关键节点。
那天，建设团队如往日一样，一丝不苟完成了作业前的
各项“规定动作”，待混凝土车就位，施工队伍随时可进
入作业状态。就在这时，混凝土车行驶的路段发生了
严重的交通事故，唯一能抵达施工地点的路被堵死。

“这可怎么办？如果不按计划完成，耽误了工期，
连工程成本都会受影响。”耿伟盘算着，他找到附近居
民，几经询问了解到一条通往施工点的半废弃土路。

经过对路面情况多方面的探测和考量，他拿着铁
锹带着大伙开始修整路面，最终确保混凝土车安全抵
达施工点，按时完成了当天的浇筑任务，保证了关键节
点工期。

“任何工程施工都会有它的特殊性，有困难，我们
更要沉着冷静应对，想方设法解决。”耿伟在当天的交
班例会中颇有感触。

呼张公网覆盖工程场坪站基础首件定标时，大家
都不清楚角钢和地线扁铁的敷设流程。耿伟见状，迅
速召集人员，拿起盒尺跳入 2米多深的基础井坑，给大
家演示测距定位以及地线敷设操作规程，并强调作业
中的细节和关键点。作业队伍快速掌握要领，高效率、
高标准完成了首件定标任务。

敢啃硬骨头的通信班长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本报记者 刘友婷

一天早上，赖锦培如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深圳空管
站航管楼3楼的大机房，熟练地接上自动转报机的测试
线路，开始了每周五例行的线路测试。

接线、拨号、发报，然后拨通电话，“广州你好，我是
深圳，我们正在进行周五的转报测试，收到报文请回
复。”随后在工作簿上记下结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这是赖锦培从事通信工作的第 37个年头，也是来深圳
空管的第28个年头，机房里运转的每一套设备，对他而
言已如身上每一块肌肉骨骼般熟悉。

赖锦培，一直被称为深圳空管站通信枢纽室的老
榜样。1992 年，深圳空管成立之初，他就成为通信导
航总站的一名机务员，两年后被任命为航管设备室主
任。28年来，他见证了深圳机场从最初一天几十个航
班发展为日均起降航班过千的国际枢纽。

“搞设备就要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发状况，不怕苦
累，心细活才会好。”这是赖锦培对机务员的理解。干
线的通信参数、管脚的标准电平、每份报文关键字的
含义，20多年来早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年
长，但赖锦培的学习劲头常常让年轻人自叹不如。设
备故障时，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查资料、修板件；设备
安好时，同事们常常看到他拿着一本书或是电路图在
研究。

20多年来，通信枢纽室从相对单一的发报台成长
为一个集合了自动转报、卫星通信、信息网络和传输干
线的关键数据中心。在这过程中，赖锦培带领大家完
成了航站楼扩容、大运会保障等一系列重要任务。

“用对待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去影响带动科室
的每一个人。”这是赖锦培培养新员工的方法。面对通
信设备的不断更新，他在自己探索新知识、新方法的同
时，常常鼓励和带领年轻人迎头赶上，把更多高科技、
信息化手段运用到运行维护中。

85后陈苜春和赖锦培在同一班组，陈苜春觉得很
幸运，“和老榜样一块儿工作，我在不知不觉间总会提
高对自己的要求，希望追赶上他的步伐。”

在年复一年的设备维护中，赖锦培双手变得粗糙，
在日夜轮换的值守中，他两鬓渐渐斑白。如今，赖锦培
把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人。他希望，自己积攒下来的经
验，能够被枢纽室的年轻人们吸纳，在今后的工作中少
走弯路、有所作为。

枢纽室里的“老榜样”

赵春青 绘图

技 术 明 星 汇

在光伏领域，90后的耿亚飞已手握17项专利，他常对自己说，“遇到困难的时候，
再试试，或许就看到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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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
义兴（左二）
正在与技术
人员开展修
井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