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雷丽

2 月 18 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笼罩了江汉平原。江汉

油田江汉采油厂新沟采油管理区马 25 站迎来好消息——采

油工张新江被授予油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53 岁的张新江听到同事们的夸赞，红着脸说：“这没什

么，谁碰到都会这样做的。”

2 月 4 日（大年初四）16 时许，张新江巡检至马 7-15 井附

近。眼看还有两口井就巡完了，自行车链条却不争气地断了，

张新江只得疲惫地推着车走在小路上。

突然，一阵若隐若现的求救声引起了张新江的注意。他

循声找去，发现路旁河渠里有一名小男孩在水中挣扎呼救。

虽然会游泳，但已有多年没有下过水的张新江，一边呼喊

“救人”，一边三两下脱掉棉衣棉裤，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里。在

水中挣扎了多时的小男孩见到张新江，立即紧紧抓住他不松手。

“再这样下去，两人都会有危险！”张新江宽慰孩子说，“别

急，我一定会带你上岸。现在听我的，你放手，我来带你！”

随后，他将孩子夹在腋下，缓缓向岸边游去。到了岸边，

他先把孩子推上岸，自己随后才上岸。见孩子神志清醒、已无

大碍，张新江才拖着湿漉漉的身体回到站里。

等洗完澡换衣服时，张新江才发现腿上被扎伤了好几处。

张新江是个“油二代”，父亲是一名特种车司机。他小时

候体弱多病，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此在同龄人面前有

些自卑。“干不了大事就把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渐渐地，

这句话成了张新江的座右铭。

工作后，同事们有事找到张新江，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答

应。在他看来，“能找我的人都是把我当朋友，我能做到的也

都是小事，没啥。”

站里有重体力活，只要张新江在，他总是抢着干。前不

久，管线穿孔抢修，这并不属于张新江的岗位职责，但他知道

后，立即和抢修队员一起铲地皮、收油、装蛇皮袋。

张新江的爱人王菊华去年退休前一直和他一起在马 25站

工作。站里位置偏远、生活单调，夫妻二人就开垦了空地种菜。

夫妻俩习惯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劳作，种上各种时令

蔬菜以及花生、红薯等，作物成熟后，他们总是往食堂送，工友

和邻居们都没少吃他们种的菜。

“看到大家吃上我们自己种的菜很开心，能帮助他人，感

觉特别幸福。”张新江朴实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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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书闻

日前，记者见到黄志辉时，他正带领几个

同事对海口坡巷路基站做数据测试。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志辉是中国

联通海南省分公司的无线网络优化专家。他

提出的“基于无线链路预算的深度覆盖理论”

“室内外一体综合覆盖方案”“低成本模测支

撑室内深度覆盖精准规划”等建议，为单位节

省建设投资超过 1800万元。

“无线网络就好比公路，我的任务是让公

路变成高速公路，安全快速地保障更多‘数据

列车’通行。”黄志辉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当好通信设备“教练”

黄志辉与无线网络结缘，离不开家庭的

熏陶。

黄志辉的父亲是一名物理老师，家里总

是放着各种物理课实验器材，这让黄志辉从

小就有了“实操”条件。

父亲也把物理知识带到了家里。“在父亲

帮助下，将电子元器件放在肥皂盒内，通过导

线串联在一起，一个简单的收音机就做好

了。”黄志辉回忆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七

八岁的他就有了一台自己 DIY的收音机。

1994 年，黄志辉从无线电技术专业大

学毕业后，进入电子工业部第七研究所任

研发工程师。1999 年，不安于现状的他来

到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担任技

术支持专家。

5 年后，已在业界小有名气的黄志辉，加

入中国联通海南分公司，在这里逐渐成长为

一名无线网络优化专家。

在 27年的职业生涯里，黄志辉经历了移

动通信网络从 1G到 5G的飞速发展。

“网络运营要把基站性能发挥到最佳状

态，既节约成本，又提升用户体验。”黄志辉觉

得，自己就像设备的“教练”，通过训练，让设

备发挥出最好水平，把网络性能运用到极致。

保障“数据列车”高速运行

在自贸港 5G规划中，黄志辉前瞻性地进

行了 3.5G 和 2.1G 频率性能和覆盖能力的组

网研究，制定了分场景的 3.5G和 2.1G频率的

组网方案，为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

农业等应用项目的落地，提供了技术保障。

“如今的 5G 就像一个高速轨道，这个高

速轨道足够多个 5G应用同时‘行走’，我的任

务就是保证各种‘数据列车’在上面稳定运

行。”他这样比喻。

“很幸运，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设备研发，

第二份是设备运用，第三份工作是现在的用

户服务，这个顺序让我有了很好的技术积

累。”黄志辉的职场生涯一直稳扎稳打。

2017 年，海南联通以独享高带宽、高密

度并发、低交互时延、低等待时延的四大技术

标准组建了全国首个高铁影院，在东环高铁

上实现世界首例高铁全程 4G 多媒体视频广

播、双向视频直播、VR 视频直播 3 种视频业

务流畅并发。

这背后，离不开黄志辉和同事们的努力。

刚 开 始 调 试 时 ，VR 视 频 直 播 经 常 出

现卡顿情况。原来，4G 网络无线接口带宽

有限，但 VR 业务需要消耗大量带宽，因此

经 常 出 现 资 源 调 度 不 足 。 现 场 技 术 人 员

对这个难题感到束手无策，只能把黄志辉

请来。

黄志辉在现场一待就是两个月。他不厌

其烦地对整个线路进行反复测试，不断从头

脑中调取“库存积累”，终于在他自己都感到

即将技穷的最后一次优化方案调整中，成功

解决了视频卡顿故障。

爱读书的“网络医生”

“我会让他们先自己动手，思考解决方

法，遇到难题再指导，这样他们上手会更快。”

黄志辉的徒弟，不少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遇到问题，他总会第一时间教我，而且

会教很多种方法。”海南联通区域运营中心网

络工程师王光先说，他和黄志辉的关系亦师

亦友，最佩服的是黄志辉爱读书、肯钻研。

看书是黄志辉从小就养成的习惯，遇到喜

欢的书，他总是会反复翻看，还会记下读书笔记。

记者在黄志辉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

《3G 关键技术详解》，书页已经被翻得卷起。

他告诉记者，正是这本书帮助他系统搭建起

了移动通信完整的理论架构。

“2G、3G、4G 的网络框架是国外制定的，

很多书也是国外的，想要了解，就得看英文原

版。”黄志辉说，一开始看英文的专业书很艰

难，为了让自己学懂弄通，他花很多时间把一

些章节的内容翻译成了中文，再将其中的知

识点按自己的思路重新梳理，加深理解。

“心情烦躁或者遇到棘手问题时，看书能

静下心来，很多问题也能从书中找到灵感。”

黄志辉对记者说。

网络优化专家黄志辉“训练”设备、升级技术，让用户体验 5G应用的“速度与激情”——

守护“数据列车”一路飞驰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在狂风极寒中护路

“能帮助他人，感觉特别幸福”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刘健楠

锡（林浩特）乌（兰浩特）铁路是地处内蒙古中东部的一条

重要电煤运输通道，2015年开通运营以来，有效缓解了霍林郭

勒的煤炭外运压力。沈阳局集团公司白城工务段担负着这条

铁路 128公里线路的养护维修任务。其中，李家窑线路车间负

责的敦德乌苏桥长 2108米，距离地面 60米高，工作量大、难度

高，一直是该车间攻坚克难的重点。

锡乌铁路穿越草原腹地，冬季寒冷漫长且风雪大，气温最

低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由于重载列车碾压，敦德乌苏桥线路

几何尺寸经常发生变化。为保证列车运行安全，不论白天黑

夜、风霜雨雪，李家窑线路车间的职工都要在 60米高的极寒环

境中进行线路维修作业。

“注意横风，注意安全！”这是李家窑线路车间二龙屯工区

工长侯峰每次作业时的第一句话。

他告诉记者，地面风力 4 级～5 级时，敦德乌苏桥上的风

力常在 8级以上。职工上道作业时，要顶着七八级的刺骨寒风

艰难行走，稍不注意就会摔倒。

“刚上到桥面那会儿，腿一直不停地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

适应。”除了狂风，恐高是对李家窑线路车间职工的第二重考验。

极寒是车间职工要跨过的第三道难关。

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雪花，刮向正在作业的职工，风打到脸

上像针刺一样，让人睁不开眼睛。在平原上轻松完成的松、卸

螺栓，起道等作业，在桥上干起来要费劲得多。此时，这里的

室外温度已近零下 38摄氏度，但是不一会儿工夫，大家就气喘

吁吁，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上跑千吨重，下养毫厘精。“标准松一格，火车通过时的风

险就增一分。精检细修，为的就是能将锡乌线运出的煤炭送

至全国各地，保障旅客列车平安运行。至于作业中存在的困

难，我们都能想办法克服。”侯峰坚定地说。

由于地处草原深处，手机信号盲区较多，部分区间就算爬

上线路两侧的山顶，手机也只有一格信号，电话勉强打通也是

断断续续，因此这里的职工常常处于“断网”状态。每到晚上，

只能早早睡觉。孤独，是这里的职工需要克服的第四重困难。

“经得住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熬得住四季的冷热交替，一

点点给人生增加厚度，我们的路才会走得更远。”侯峰向记者

说起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张世光

曾经听学医的朋友说，医院中儿科比较

难干。难点之一就是患者太小，有的只会哭，

不会说话，根本不能自述哪里不舒服。因此，

儿科也被称为“哑科”，这里的医生要比其他

科室的医生奉献出更多耐心、细心和爱心。

很难想象，“大象医生”保明伟在面对他

的“病人”——不仅不会说话，有时候还会进

行袭击的大象时，得有一颗多么勇敢、博爱

的心来开展这项很多人都不知道、不了解、

没看过的“救死扶伤”工作。

这种“救死扶伤”的背后不仅仅是在挽

救一条生命，更是在维护人类乃至地球的一

份和谐。

人是地球生物圈的主宰。人的认识，人

的选择，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程度、效果和持续时间。

建立大象身体指标数据库，填补动物

医疗领域中的空白，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动

物生活环境中开展有针对性的科研……在

很多人都不了解的行业里，在很多人都看

不到的森林深处，保明伟的付出不仅让人

类主宰的身份有了更多科学、理性、前瞻的

注解，更牵动着更多的人跟上他们的专业

思路，共同为动物朋友们提供一个适合生

存的家园。或许在保伟明和其他动物保护

工作者看来，对他们最大的褒奖就是那些

不断增加的动物存活数字。

近年来，亚洲象北上、东北虎下山、金丝

猴入村的消息频频冲上热搜，有的甚至成了

“追剧”般的热度。观其背后，无一不是人的

观念进步、做法转变的体现，无一不是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佐证。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动物保护工作

者创新性的思考，创造性的工作。在此过程

中，他们不计个人名誉、利益得失，却细算国

家生态大账本。他们用默默付出，让生态系

统多样多彩，让天上海中交相辉映，让绿水

青山充满灵气。

无声但有为，无言却笃行。这种默默付

出，不仅是在维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更

是在给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生命馈赠。大

爱无声，这寂静中饱含对未来深沉的承诺。

本报记者 黄榆

2021 年初夏，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一场

长达数月的“北上旅行”，深深牵动着人们

的心。无论是象群打架偷食，还是闲逛睡

觉，都一再“霸屏”网络，成了人们眼中妙趣

横生的风景。

距离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野象谷不远

处，在热带雨林的山谷间，隐藏着中国亚洲

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云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云岭工匠”保明伟就是这里

的一名“大象医生”。

为了给丛林中遭遇困难的亚洲象提供

庇护的港湾，19 年来，他扎根在这片山谷，

参与救助了 20多头野生亚洲象。

“我身上有大象的味道”

2000 年，保明伟从云南省畜牧兽医学

校毕业后，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野象谷

景区工作。

起初一两年里，他的工作地点都在雨

林里，与孔雀和蛇打交道，同时负责百鸟园

的繁育。后来，他开始参与林业部门组织

的野生动物救助，协助兽医专家，为野牛、

马鹿和猴子处理伤口。

2005 年，和受伤的小象然然的结缘，

让保明伟的身上从此有了大象的味道。

“一头成年亚洲象的体重超过两吨，攻

击性特别强。”保明伟说，然然当时 3 岁左

右，被捕兽夹夹伤，从象群中把然然救出来

并不容易。

为此保明伟想了个办法，将外用药装

进一支高压喷雾器，让饲养员熊朝永引开

然然的注意力，他拿着喷雾器，对着然然

受伤的腿猛喷几下，等然然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跑开了。

他还改造了一支吹管，能站在与象相

隔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给象注射药物。

上药的问题解决了，然然的伤口很快

长出新肉。

慢慢地，它对人的戒备也放松了。“大

象医生”保明伟终于能接近它，并记录下它

的各项身体指征。后来采集的数据越来越

多，保明伟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数据下然然

的状态变化，总结了一套野象身体指标，为

救治其它野象提供参照。

后来，保明伟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

即使是刚刚救回的小象，也会对他安静地

“言听计从”。对此，保明伟总是笑笑说：

“可能我身上有大象的味道吧。”

建立野象“病例库”

成功救治然然后，救助中心每年都会

有一两次成功救助的案例。

2007 年时，保明伟和同事救助了重伤

的母象平平。

平平是在哺乳期时被公象所伤，护林

员赵金清发现它时，它的臀部撕裂开一道

长伤口，双腿浸满血色的脓水。

保明伟和兽医专家、妇科医生共同完

成了这场十分棘手的手术。

保明伟记得，当时的手术一共做了 4
次，一层一层刮去伤口的腐肉，摸索着进

行，直到母象的身体指征趋向于正常。

“ 野 生 大 象 会 因 不 同 原 因 受 伤 或 生

病。盲目用药会损伤动物重要器官，甚至

会导致动物因器官急性衰竭而死亡。”保明

伟告诉记者，野生大象救护中，如果没有科

学的数据做参考，病情诊断和用药难度就

会增加。

为解决这一难题，保明伟带领同事，对亚

洲象繁育中心的 24头大象进行了静脉采血，

并送到州人民医院化验，将得到的数据进行

分析，建立了大象正常的生理指标，并与病理

情况下的大象血生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

而制定出最佳治疗方案。

其中，血生化、尿常规、体温的科学检测

填补了关于野生亚洲象常规化验检查的空

白，为治疗野生大象提供了科学数据。

“为野生动物做一些检查时，需要进行麻

醉，这就要求根据动物体重确定麻醉剂量。

麻醉药用量过大，不仅会浪费药剂，还可能导

致大象在麻醉过程中死亡。麻醉剂量不够则

无法保证工作人员安全，甚至会导致几十万

元的设备损坏。”保明伟告诉记者，麻醉剂量

的确定离不开平时的数据积累。

随着救助野象的案例增多，保明伟的野

象“病例库”在不断“上新”。

给大象“救死扶伤”

“救治野生动物，有时脚要踩在令人作呕

的动物粪便上，有时身上会粘满动物腥臭的

分泌物，甚至还要面临被动物攻击的危险。”

对于保明伟来说，这些都已经习以为常。

“与大象打交道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参

考，比如说，之前大象正常的体温都没有准

确数据，有的书上说是 40 摄氏度，有的说是

38 摄氏度，但实际上经过我们不断测量和对

比分析，可以肯定，大象的正常体温是 35.5
摄氏度～37摄氏度。”保明伟说。

2015 年 8 月，他参与救助了小象羊妞。

当时羊妞出生仅 7天左右。保明伟查了很多

资料，找不到年龄这么小的小象可以通过人

工喂养存活超两年的成功案例。可即便这

样，大家也没有选择放弃。

经过几年的治疗和调理，羊妞的体重

从刚开始的 76公斤，长到了目前的 1300多

公斤，现在已经 6岁多了。

“在羊妞身上我们摸索出了很多照顾小

象的方法，这些经验对我们后来救助龙龙和

文文两头小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明伟说。

这么多年和大象朝夕相处，保明伟不

断学习观察和分析总结，对大象的正常生

理指标以及麻醉大象的方式方法有了一定

了解和把握。

在最近一次麻醉野象的过程中，他

对大象的体重估计误差只有 50 多公斤，

这相较于大象上吨的体重，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

工作中，保明伟还自学了野生动物等方

面的知识。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精湛医

术，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大象医生”。在我

国，像他这样的专业“大象医生”屈指可数。

“如果有更多人专注于这个领域，亚洲

象的保护和救援可以更好地实现。”保明伟

对记者说。

保明伟扎根热带雨林19年，参与救助20多头野生亚洲象——

大 象 医 生

藏匿于山林中的医者仁心

◀保明伟正在对小象进行身
体检查。 本报记者 黄榆 摄

▼保明伟正在对受伤的大象
进行救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