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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芳

创作《最美空姐班》这个作品，我经过了一个多月的

学习摸索。当片子剪辑导出的那一刻，我特别地高兴和

激动。希望能通过这段短视频，把新钢新材“最美空姐

班”的故事讲给你听！

我们新材行车班共有成员 57人，其中大学生占一半

以上，组员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

的班组。如何体现“最班组”特点？怎么挖掘班组故事？

我和作业长经过多次讨论，最后“钢二代”彭丽娜和曾洁

这两个新进厂大学生进入我们的视线。

23岁的彭丽娜，2019年从航空学校毕业，一年后来到

新钢这个父辈工作的单位。她在家是父母百般疼爱的“小

公主”，可来到单位后，不但要驾驶15米高、35吨重的大行

车，还要打乱生物钟上“大三班”。一上行车往往就要近10

个小时不能下来，有时甚至不能准点吃上一口热饭。刚进

厂的时候，她由于行车操作不熟练，常常跟地面指挥人员

发生分歧，工作也越发没有底气，委屈得偷偷掉眼泪。后

来在师傅的耐心讲解及同事们的关心下，彭丽娜逐渐适应

了环境，行车操作水平也突飞猛进。

拍摄期间，正巧赶上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青技

赛”。这是一场全单位行车高手的激烈比拼，对初出茅庐

的彭丽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但她丝毫没有畏惧，

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她默默训练的身影。可喜的是，最

后她赢得了第一名。

另一位主人公叫曾洁，也是“钢二代”。她是本单位

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是事事冲在前头的小先锋，

不少困难的工作她都自告奋勇。当我邀请她拍摄短片

时，曾洁也积极主动地配合。

为了更好地呈现真实的工作状态，我们必须在工作

现场拍摄，但是我很快碰到了难题，如何在不影响单位正

常生产的情况下完成拍摄？经过多方沟通，我决定利用

生产空隙，见缝插针地进行拍摄。

拍摄当天曾洁开的是单位工作量最大的 2 号行车，

许多镜头刚开拍，就因为吊装东西又需要停下来配合生

产，等生产空隙再接着拍。并不宽敞的行车驾驶室，加上

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晃动，画面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

乐此不疲地拍了一遍又一遍。

这天的拍摄可不仅仅是带着脚本的演绎，而是发生

在今年夏天的真实故事。在连退生产线附近的高温作业

环境下，光是爬上 2号行车就已经满头大汗，而曾洁在没

有空调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岗位。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同

事们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以及团结向上的集体荣誉感让

我深受感动。

彭丽娜和曾洁是我们行车班年轻人的缩影。她们初

来乍到，但能量十足；她们勤奋好学，充满朝气；她们美在

外表，更美在心灵！《最美空姐班》名副其实。

短视频中的每一个镜头，就是我们行车班每天的真

实写照。拍摄完成后，还要从 100 多段视频中筛选出最

精彩的片段进行剪辑，我才发现后期制作最耗时间和精

力。从剪辑制作到配音、字幕，每个环节都要衔接好，有

时坐着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眼睛都看花了，头也发晕，

但当我看到最后导出的很有分量的 3 分钟作品时，感到

由衷的激动和满满的成就感。

（作者系新钢集团新材行车班职工）

见缝插针拍摄见缝插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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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杰 赵常举

10月 16日上午，西北油田轮台基地秋高

气爽。这正是上产的黄金季节。

突然，远在沙漠深处顺北区块住井的技

术人员打来电话：顺北 9X 井卡钻，各种措施

实施之后，仍然无效。

接着连续两天日进尺为零。

顺北 9X 井是分公司部署在顺托果勒低

隆的一口预探井，钻井所得到的信息是：该

井钻至 8130米时井眼开始变得不通畅，起下

钻开始出现阻卡，多次打入稠塞清洗井眼，

未发现大掉块。

井队技术人员分析原因：由于钻杆与井

壁间的间隙较小，地层中的岩石小掉块无法

返出。解决问题并无良策，只能慢慢磨碎。

连续几次换钻具研磨之后，钻至 8307米，

阻卡更加严重，频繁的起下钻划眼，均不奏效。

领导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现场的催问也

像报火警。所长急得抓耳挠腮：这节骨眼上

停钻，不仅耽误工期，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

作为重要探井，打打停停影响地质资料录取

的真实和准确，进而影响对区块的整体评价，

甚至可能减缓整个区块的勘探开发进度。

必须组织技术力量到现场解决问题。

可让谁去呢？所长踌躇着。

坐在对面的陈修平说：“我去吧！”

35 岁的陈修平博士毕业之后来到钻井

所，一直负责所里大项目的申报策划、承担

主要技术研发的运行和管理。每年自己也

牵头做项目，本身都够忙的。

所长想，让一个博士专家去现场处理一

个小技术问题，有点说不过去，便摇头说：

“这点小事儿，还要你跑过去，咱所里的活儿

就别干了。”

陈修平说：“要是一般问题，现场咱的人

都能解决。顺北的井复杂到这个程度，你别

看事情不大，弄不好也会惹乱子。”

所长一想觉得有道理，说：“你去，我更

放心。要不，咱请总院的专家一起去吧。”所

长说的“总院”就是中国石化石油工程研究

院，他们常年有人驻疆。

于是，快午饭的时候，陈修平邀来总院

的钻井工程和钻井液专家，一同驱车 200 多

公里赶往沙雅县方向的顺北区块。

到了顺北现场，大家看报表，查数据，围

着泥浆池，查看岩屑，却始终找不到原因。

当大家的思维陷入死胡同时，陈修平手

里拿着几块井里返回的掉块反复搓磨，突然

眼睛一亮，泥浆中返出的石头为什么呈磨圆

状，而没棱角？于是灵感像一道闪电从脑海

里掠过：这不是井壁的井块。

他迅速推理：井眼间隙小不是掉块返不

出来的主要原因，而是井底温度较高，钻井

液的携岩悬浮能力变差，井底掉块携带不出

来，被泥浆反复冲击研磨，才表现出掉块的

棱角被磨圆。

这个观点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为了

验证，取了 5 升现场钻井液送回轮台试验中

心进行检测。第二天，化验报告出来：与陈

博士的结论一致。

陈修平立刻组织召开讨论会，提出钻井

液调整方案。新配方的钻井液可以循环返

出棱角分明的掉块，井底清洁干净了，钻头

顺利划到了 8140米，博士长舒了一口气。

陈修平的专业能力大家是知道的。可

仅从几块石头上发现问题，大家仍然觉得

“太神了”。

有人问他其中的诀窍，陈修平说：“井里

出来的每滴泥浆、每粒岩屑、每个掉块上都

写着答案，只要专注和细致，就能读出来。”

大博士与小石头大博士与小石头

张剑 田少星

《科学》杂志曾将超材料列入本世纪前

十年的 10项重要科学进展之一。如果说神

奇的电磁超材料是透波材料的皇冠，那么陶

瓷基电磁功能微结构就是这顶皇冠上最亮

的明珠之一。在中国航天科工三院 306 所,
有这么一个小团队，4 年来坚守在陶瓷基电

磁功能微结构工艺攻关的第一线，用执着和

热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寻那颗“明珠”。

茅塞顿开

2013年，当张博士第一次听到“超材料”

这个概念时，就被它迷住了。“限制它应用的

只有想象力，这是多么霸气的宣言啊！普普

通通的介质材料加上一层周期性图案，电磁

性能就焕然一新了，这不是点石成金吗？”

不久，张博士就被安排到了陶瓷基透波

材料方向工作，陶瓷基电磁超材料的工艺实

现问题也成了他心心念念的事情。

几年间，想法始终只是想法，张博士一

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直到 4年前，他

在网上看到了一瓶某山泉推出的纪念水，略

显高端的玻璃瓶上赫然印着号称精度高达

50μm的精美图案。

“这不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吗？这可是搞

起批量化生产毫无压力的技术啊！”张博士

感觉茅塞顿开。

2017 年，“陶瓷基电磁功能微结构低成

本制造创新团队”作为 306 所第一批“创新

团队”正式成立。而所谓的团队当时仅有两

人，一个是”摩拳擦掌”的张博士，一个是入

职不久的崔姑娘。

印刷技术、浆料技术对于从事复合材料

成型的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

这里要不断地去学习陌生的知识、联系陌生

的单位。放弃的理由有千千万，但对技术的

执着和热爱让他们坚持了下来。

总是信心满满的张博士主意很多，外柔

内刚的崔姑娘执行力超强。他们一起坐过拉

货的面包车，也看过机窗外的雷电，吃过不少

闭门羹，也遇到了倾心相助的好人，与其说是

师徒，更像是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战友。

从等离子处理到热喷涂，从厚膜电路到

低温共烧，从电喷印到丝印、移印，从网版制

作到设备开发……他们边学边问，边走边

看，几乎是顺藤摸瓜般地从一个看似不相关

的单位找到另一个看似更不相关的单位，足

迹遍及大江南北，几年下来终于把这些技术

穿成了串，连成了片，攻关看到了曙光。

一场硬战

从工艺角度看，陶瓷基共形天线与陶瓷

基电磁超材料的制备工艺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也是团队更愿意用“陶瓷基电磁功能微结

构”这个名字的原因。深知“创新成果必须

落地应用”的张博士总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

会推销他们的新技术。

2019 年底的某型号耐高温共形天线攻

关是小团队成立以来的第一场硬战，这一

战让做预研的小团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

叫型号任务，什么叫调度重点。

总体部门的同事很期待，小团队更是觉

得搭载实验机会难得。大家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白天做实验，晚上排计划，短短几

个月时间，多轮快速迭代过后，他们的共形

天线已经从简单的原理样机变成了产品实

物，并顺利通过装机前的例行实验考核。

可惜的是，由于总体方案的统筹考虑，

陶瓷基电磁功能微结构制造技术的第一次

型号推广无疾而终。但是，这几个月的攻关

切实锻炼了队伍，经此一役的崔姑娘已经是

既能跟得上型号节奏、又能搞预先研究的

“复合型人才”了。

真想做事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20 年下

半年，院里的两个预研型号同时对陶瓷基电

磁功能微结构研制提出了明确的需求。凭

借着前期扎实的研究基础，攻关团队当仁不

让地承接下了研制任务。

云岗某实验大厅。“图案都好着呢！”崔

姑娘按着长发，弯着腰从黑漆漆的实验工装

中钻了出来，笑靥如花。张博士长出了一口

气，就在刚刚，一分一秒都显得那么漫长。

带有陶瓷基电磁功能微结构的平板先后顺

利通过了两型号加严条件的实验考核。这

一天，他们等太久了。

306 所某办公室。一个身影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地敲着字，无人的楼道显得更安静

了。张博士的母亲安排了第二天的手术，他

需要赶在医生上班前回到 90 公里外的家，

但他总有些事情放不下，走不开。如果能采

用非常手段再压缩几天时间，他们的新成果

就有可能赶上飞行实验。他想着每一个压

缩时间的办法，也想着如何让团队的每个人

都鼓足干劲。这一晚，他重新推敲了整整一

个月的日计划，又敲了长长的邮件给团队的

每个人，还写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微信

给设备厂家的调试团队。

某地设备厂家车间。张博士从烘箱中

小心翼翼地把首件印有陶瓷基电磁功能微

结构的产品取了出来，抱在怀中。大家众星

捧月般凑过头来仔细端详着他怀中的产品，

如同家人在看着初生的婴儿一般。经历疫

情、经历暴雨，他们轮番驻守厂家调试设备，

三周内技术部出差 22 人次，厂家现场临时

赶做丝网 5张，试印 286次，终于拿到了令人

满意的第一型产品。“我们成功了？”“这边还

有点缺陷。”“总的来说还不错。”众人七嘴八

舌地聊了起来，紧绷的心明显轻松了许多。

云岗 306 所某实验室。小高正和实验

员配合着做印刷实验，一向文文静静的崔姑

娘蹲在桌上一边指挥一边动手操作。原来

这次要印的大家伙尺寸超出了预计，前期设

计工装时没有把操作空间考虑周全，为了顺

利完成操作，几个人里最轻盈的她只好上了

桌子。这个大尺寸异型产品即使上设备也

需要多台套配合，难度极大。研制阶段为了

实现它的陶瓷基电磁功能微结构低成本制

造，攻关团队充分发挥想象力，终于用一个

多工装辅助手工操作的办法解决了眼下的

问题，第二型产品完成。

兵不在多而在精，重要的是能凝心聚

力。张博士尽管毕业多年，还像读书时一样

专注，三句话不离本行，也没有什么“下班”

的概念；“合伙人”崔姑娘能够一边拍着婚纱

照一边协调设备参数；加入团队不久的小高

在东莞一住就是俩礼拜，每天和厂家的师傅

们干到深夜才收工……

所有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个

小团队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

成功，他们都是真想做事的人。

提起陶瓷基电磁功能微结构制造专业，

张博士总喜欢说这是他的“亲儿子”专业，他

说打心眼里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总要想

尽一切办法去把它做成、做好。

凭着这份热爱，这群人守护着这个专业

不断成长壮大，践行“科技强军、航天报国

“的初心和使命。

11 月 21 日 19 时 19 分，由中交三航局
承建的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浙能嘉兴1
号海上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刷新浙
江省海上风电投产项目装机容量纪录。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301.2 兆瓦，共安
装 74台风机，自首批风机并网发电以来，已
累计发出清洁电能1.37亿千瓦时。 王森 摄

海
上
风
电

唐哲

“货车进 4道，卸车作业人员请准备。”10月 27日 16时许，

随着货装班组值班员王德庆的一声令下，一列满载 3200吨电

煤的敞顶箱到达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货运中心沙良物流园，两台正面吊启动，开始电煤卸车作业。

“我跟师傅两个人配合，两三个小时就能卸完这 54 箱电

煤，再倒装到汽车上就能送到电厂。”95后装卸司机王言绪骄

傲地说。

随着北方冬季供暖耗煤高峰期的到来，沙良物流园园区

电煤到达卸车量不断攀升。为了保证装卸车和运输效率，王

言绪所在的货装班组全力快装、快取、快卸。

“电煤抢卸就是和时间赛跑。”王言绪形象地把自己工作

时的状态比喻为“打仗”，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一分一秒都要

抢。左手打满方向盘，右手轻拨手柄，只见巨大的正面吊灵活

转身，吊具张开抓取集装箱，一只装有电煤的敞顶箱就从铁路

货车平稳卸下。

在空间不足 1 平方米的驾驶室中，王言绪一待就是一整

天。为了减少上下攀爬的时间，他尽量少喝水，争分夺秒完成

作业。凭借丰富的经验，一个班 24 小时最多装卸过 350 个集

装箱，平均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个。

“慢停车、稳抓取”，这是王言绪给自己总结的工作窍

门。装载电煤的 35 吨敞顶集装箱卸车时，需要装卸司机精

准控制正面吊伸缩臂架上的吊具与集装箱角件完美契合，

让吊具迅速、准确地完全入位，将集装箱平稳、准确地落到

平板货车的卡槽上。卡槽的插孔只有 10 厘米宽，尤其遇到

大风天气，操作三四十吨的正面吊进行作业，就像“大象绣

花”一样困难。

除了向每一项作业要效率，呼和浩特货运中心还将效率

管理的链条进一步延长。他们以沙良物流园为试点，将外

勤、集装箱、装卸 3 个班组合并成立货装班组，最大限度减少

交接环节，进一步压缩装卸车作业时间。自成立以来，该班

组的工作效率由 2020 年的日均装卸 312 车，增加到目前的日

均装卸 369 车，单日最高达 593 车，人均装卸作业量同比增加

100.9%。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货运中心累计电煤卸车 14602 车，

98.68万吨，同比增长 44.6%，解决了“燃煤之急”。

“大象绣花”

“井里出来的每滴泥浆、每粒岩屑、每个掉块上都写着答案，只要专注和细致，就能读出来”

一线：360行G

团队成员操作印刷设备调试工艺参数。 张丽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