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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姐的“马路情缘”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程志会

凌晨 4 时，当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天津市劳动模范、环

卫工薛淑娟已经出现在天津市河西区宾馆西路的清扫点位

上。“刷刷刷……”伴随着扫把有节奏的韵律声，薛淑娟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

今年 50 岁的薛淑娟是天津迪塞尔特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的一名普通员工。10年前，她从河南省三门峡市来到天津市

河西区从事环卫工作，从此与马路结下“不解情缘”。

“一开始我觉得扫地没什么难的，结果头一天干下来，腰

直不起来，腿迈不开步，手上也起了大血泡，当时就打了退堂

鼓。”回想第一天从事环卫工作的情景，薛姐至今记忆犹新，

“老队长邢学忠告诉我，扫马路也是个技术活，不要端着扫把，

要甩开扫把扫，腰也要直起来。”

老队长的鼓励和帮助让薛淑娟留了下来，并且在工作中

摸索出了很多窍门。

薛姐所在的河西区宾西分队，承担着市中心核心区域环

境保障任务，对环卫清扫业务完成标准要求非常高。

2017 年，薛淑娟被任命为宾西分队队长。除了以身作

则，奋战在清扫一线外，她还手把手地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

给新队员，通过推广环卫精品化作业标准、开展劳动竞赛等提

升每个队员的技能技巧。

在她带领下，宾西分队的保洁到位率由原来的 30分钟缩

减为 10分钟；在全市通过吸尘检测车进行“以克论净”的检测

考核中，宾西分队名列前茅。

“薛姐把我们当成兄弟姐妹，处处替我们着想，还经常自

掏腰包给我们改善伙食。”在宾西分队，队员们都亲切地称呼

薛淑娟“薛姐”，有什么心里话都跟她说。

哪个队员遇到困难了，薛姐也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2017 年 8 月的一天，才入职 1 个月的队员武怀江突发脑

出血，薛姐第一个赶到现场，拨打 120 叫来救护车，还垫付了

4000元医药费。由于抢救及时，武怀江脱离了危险。

“这些年我最愧疚的就是没有帮女儿带孩子，女儿女婿都

理解我，每年都会带孩子来天津探亲。有了家人的支持，我工

作更安心了。”薛姐说。

本报记者 黄榆

在彩云之南的机械制造安装行业，活跃

着一群女“焊花”。

她们的身影出现在数十个工程项目的

建设工地上，累计完成各类钢构件焊接 10
万吨，在怒放的焊花中，成就“闪亮”的事业。

今年 52 岁的孙梅，是云南建投机械制

造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安公

司”）钢构分公司女职工创新工作室的负责

人，也是这 55名女“焊花”的“领头雁”。

“焊枪就像是一支‘绣春笔’，耀眼的弧

光映照着奔流的铁水、怒放的焊花，充满诗

情画意。”随着一件件成品“出炉”，旁人眼中

苦脏累的焊接工作，在孙梅看来，渐渐有了

浪漫色彩。

一战成名

“注意看我的动作要领，这块钢板需要

20 个焊点，打底时保持耐心，不要急，底子

打好了，一层一层来，焊接面才会平整。”随

着焊枪火花飞溅，车间里顿时响起了“嗞嗞

嗞”的焊接声，一群女焊工聚精会神地围在

孙梅身边学习焊接技术。

电焊对技能和体能都有着极高的要

求——手要稳、准，心要细，有耐力。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中，机安公司发现，女焊工

有着独特的韧性，经她们手焊接的构件，

不仅质量过硬，而且焊缝精美。1998 年，

机安女子焊工队应运而生。

同年，公司承接了瑞丽糖厂搅拌器焊接

项目，该项目为异种钢连接焊接，工艺复杂、

焊接难度大，公司此前并无该类设备的焊接

经验。束手无策之时，刚刚组队的“钢铁织

女”们“站”了出来。

糖罐由非标曲线腔体构成，焊缝为双面

焊缝，28 岁的孙梅带着一群同样青涩的姑

娘拿着焊枪钻进了罐体。在只能扭动头部

的狭小空间里，她们每天坚持作业 8 小时，

先后经历了 4次失败的尝试。终于，产品完

工，经磁粉检测，所有焊缝全部合格。

该项目的焊接技术为公司制造同类产

品提供了技术参考。机安女子焊工队“一战

成名”，在公司的“江湖地位”由此奠定。

此后，这支女子焊工队一直活跃在构件制

作一线，队伍不断“纳新”，集合了老中青三代女

“焊花”，成为云南机械制造安装行业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2013 年，机安女子焊工队接过了广西

百矿 300kt/a 电解铝项目电解槽制作的“烫

手山芋”。

420ka电解槽是公司此前从没接触过的

大型设备，当时正值酷暑，构件焊接遇到了

严重变形的难题。孙梅带领女焊工对侧部

焊板进行改造，最终焊接出结实美观的电解

槽。该项目被评为 2019 年“中国安装之

星”，并获得 2019年“中国鲁班奖”。

“闪亮”的事业

言语不多，面带笑容，这是记者对孙梅

的第一印象。

在室温 29 摄氏度的车间里，她穿上一

身电焊专用工作服、一双专用靴子，戴上阻

燃防护帽、护目镜，拿起电焊面罩……孙梅

笑着说，这是电焊工人的标准着装，一年四

季皆是如此，这也是她心中的“最美装扮”。

偌大的车间里，孙梅一手拖着线缆，一

手拎着焊枪。火花飞溅，面罩后面的她神情

专注，汗水流淌，无声地滴落在地上。

焊工，在通用工种中应用最广泛，但也

最苦。要么顶着酷热，要么冒着严寒，不是

脚踏高空，就是身在缝隙，工作难度可想而

知。“一个女娃娃，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

不少人都问过孙梅这个问题。

“我喜欢这份‘闪亮的事业’，很有成就

感。”孙梅说，除了兴趣使然，当时没想那么

多，就想好好学一门手艺。

1989年 8月，19岁的孙梅技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机安公司，成为一名电焊工，跟着师

傅蔡素珍学习蒸汽管道以及煤气管道的安

装制作。

电焊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手艺。矫直、打

磨、组对、预热，这些步骤看似简单，但想要

焊出“好活儿”却不容易。

在车间，孙梅虚心向师傅请教焊接要领，

认真观察师傅焊接时的操作手法，有空就拿着

焊枪，在废钢板上练习，一练就好几个小时。

飞溅的焊花钻进了她的衣服，脖子、手

臂被烫起了一个个水泡，她忍住疼痛，继续

埋头练习。时间久了，孙梅的身上留下了一

个个伤疤。

很 多 人 都 称 孙 梅 是 焊 工 中 的“ 女 强

人”。孙梅却说，并没觉得自己“强”，只是发

自内心地热爱这一行，“焊接这活儿，如同人

生的路，不能浮躁，每一步都要走稳”。

春色满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010 年，取得焊工高级技师证的孙梅通过

焊接实训教师培训考试后，当起了师傅，开

始培训年轻焊工。

2018 年，机安公司成立女职工创新工

作室，有着 30 余年焊接经验的孙梅成为工

作室领衔人。2019年,机安公司为女职工创

新工作室正式授牌。

工作中，性格直爽、乐于助人的孙梅，经

常主动将技术秘诀分享给同事；“传帮带”

中，她特别注意新焊工的起点培训，重点培

养焊工的焊接工艺分析和动手操作能力，并

将自己积累的实践经验倾囊相授，“看见她

们就像看到当年的我”。

“有一次，孙姐给我上了一堂实操课，很

多解决技术难题的方法是我自己摸索一两

年也无法掌握的。”高瑞玲经过孙梅点拨后，

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在 2019 年获得机安

公司女焊接班组焊接技能比武一等奖。

从业 14 年的高瑞玲去年也收了徒弟，

“现在她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一些简单作业，

孙姐经常和我们说，女性要有一门手艺，要

自力更生。”

几年来，女职工创新工作室持续为公司

输送技能人才。截至 2021 年 12 月，工作室

在孙梅、何树秋、余应琼等师傅带领下，已培

养出刘密、张晓美等不同工种的高级工、技

师 20多人。

昆明广福郡建设、云南大剧院、滇池国

际会展中心 7 号场馆……机安女子焊工队

用高超的技艺捧回“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等荣誉，点亮她们璀璨的“焊花人生”。

本报通讯员 李江波 本报记者 毛浓曦

“仓颉字，雷公碗，沣出纸，水漂帘……”这是流传在陕西

西安高新区子午街道北张村的一首歌谣。在北张村，陕西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人马松胜，用 48 年时间干好一件

事——坚持用古法制作楮皮纸。用他的话说就是，“抄一辈

子纸，学一辈子手”。这里所说的“手”，即手艺。

3 月 24 日，春暖乍寒。6 时许，北张村楮皮纸抄制技艺传

习所中，65 岁的马松胜系上围裙，挽起袖口，抄起木铲，在盛

满纸浆的纸汉槽里反复搅动。

接着，他双手端起竹帘，伸进冰冷的纸汉槽，潜水，洗碧

头，挖水，收水，放纸，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道工艺叫抄纸，是楮皮纸制作中最关键的一道，竹帘

在纸汉槽里前倾后仰，轻轻一荡一摇，拉出水面，薄薄一层纯

植物纤维便在竹帘上均匀形成一张纸膜。这对力道要求很严

格，重不得轻不得。”马松胜说。

据考证，北张村造纸术源于西汉，2008 年楮皮纸制作技

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松胜回忆

说，以前整村村民都以造纸为生，有 600多家造纸作坊。

“干着干着就爱上了这个行当。”17 岁初中毕业，马松胜

跟着父亲学习古法楮皮纸制作技艺，每天早上 6 时就开始劳

作。他脚勤、眼快、手巧，悟性高，半年后，就能上手抄纸了。

除了掌握五大基础步骤，还要有效衔接 36道主工序及 72
道小工序，才能完成一张纸的制作。随着技艺提升，那时，马

松胜一天能抄 1500张纸。

随着机械造纸兴起，手工造纸业受到很大冲击，加之手工

造纸成本高、利润少，村里大部分人都改行外出打工谋生，现

在只剩下 3户人还坚持手工制纸。

创业难，守业更难。为了把被誉为古法造楮皮纸“活化

石”的技艺传承下去，马松胜积极参加学术交流研讨，多次到

外省学习取经。他不断创新、反复尝试，最终把古老的造纸技

术和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生产出了既能保持古老造纸风格，又

更加光洁、柔软的纸张。

令马松胜欣慰的是，儿子马军坡对古法制纸很感兴趣，常

在节假日帮他捣楮树皮、剪瓤子、踏碓，跟他学习古法制纸技艺。

妻子邹选利与马松胜同龄，白天，马松胜抄纸她贴纸，晚

上，夫妻俩对坐着一起揭纸，渐渐地，邹选利也由贤内助变身

为古法楮皮纸制作技艺的传承者。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每天，从清晨开始，马松胜的双手就

会荡漾在水温时暖时冷的纸汉槽中。

“抄一辈子纸，学一辈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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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吴斌 刘辛未

4 月 6 日，武汉，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信息

通信分公司网络控制室副班长覃思航正在和

同事们实时监控电网的网络安全态势。控制

室里时而寂静如空，时而又响起敲击键盘的

清脆声。他们聚精会神地盯着面前的屏幕，

随时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发现网络安全隐患，组织黑客入侵，这是

荆楚工匠、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覃思

航工作的日常。7 年来，他深耕网络与信息

安全领域，为武汉电网筑起了一道网络安全

的“防火墙”。

阻止黑客入侵

2015 年，从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覃

思航来到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从事通信运维检

修工作。

2016年 11月，国网湖北电力有限公司举

办第八届职工技能运动会，首次引入模拟黑

客入侵与防御的比赛项目——红蓝攻防。这

项比赛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一时间竟无人

敢报名。

“为什么不挑战一下自己呢？”抱着这样

的想法，覃思航召集了几名同事，一起参赛。

自此，他和团队成员开启了长达 48 天的“闭

关”学习。最终，他们在此次竞赛中夺冠。

2017年 8月，覃思航在进行日常网络监测

时，发现单位的一台办公终端中了“勒索病毒”。

“如果不及时抑制扩散，‘勒索病毒’最终

会导致公司整个网络瘫痪。”覃思航立即对中

毒电脑终端进行物理隔离，并带领同事着手

编写病毒排查脚本及漏洞修复手册。终于，

在连续工作 72小时后，他们完成了所有内网

终端的漏洞修复和升级，一场危机被解除。

工作之余，覃思航考取了华中科技大学

网络安全学院的在读博士。2021年 10月，他

在全国第七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络与信

息管理员）中获得第 5名。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2019 年 10 月 18 日 19 时，距离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开幕还有 1 小时。此时，在国

网武汉供电公司网络安全分析室内，覃思航

和其他保障人员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已连续奋战 48小时，不断处理黑客对国网武

汉供电公司网络发起的进攻。

覃思航紧盯着面前 4块监测屏上的监控

窗口，手指在键盘上不停敲击，逐条筛查采集

设备上的流量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条警告信息引起了

覃思航的注意。详细查看后，他迅速拿起电

话：“一处终端存在异常网络行为，疑似被入

侵。我已远程断网，请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指令一下达，公司网络应急处置人员立

刻奔赴现场，监测分析组则继续追踪溯源。

各组成员分工协作，用最短时间阻断了这次

网络入侵。

军运会保电期间，覃思航连续坚守信息

安全保障阵地 12 天，共监测攻击信息 3.7 万

余条，封禁 IP地址 120余个。

2020年 1月 23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武

汉封城，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急需一个安全可

靠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展视频会议。接到任务

后，覃思航仔细研究相关视频会议 APP，综合

分析它们的安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后，研

究编制了《公网视频会议系统使用指南》，为

公司远程办公提供了有效支撑。

带领团队夺冠

2018 年 3 月，覃思航主动牵头成立国网

武汉供电公司网络安全工作室，成为工作室

的兼职教练。在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攻防

专项演习中，覃思航和工作室成员共监测攻

击信息 2.76万余条，累计封禁 IP地址 37个。

名师出高徒，覃思航的徒弟、工作室成员

黄梦琦也从入门级的新手成长为技术一流的

网络安全能手。

覃思航和团队成员还致力于网络安全创

新研发，累计编写网络安全漏洞排查脚本

263个，漏洞修复报告 67篇，自主创新研发网

络安全工具 18个。

2021年 6月，覃思航作为教练兼队员，带

队参加湖北省电力公司职工技能运动会“网

络与信息安全竞赛”项目斩获冠军。他还带

领团队成员先后夺得湖北省“工匠杯”信息通

信网络运行项目、武汉市第二十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网络安全项目的冠军。

覃思航坚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武汉电网筑起网络安全“防火墙”——

守护万家灯火的“杀毒”高手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孙梅和她孙梅和她““闪闪亮亮””的事业的事业
““焊接这活儿焊接这活儿，，如同人生的路如同人生的路，，不能浮躁不能浮躁，，每一步都要走稳每一步都要走稳””

开栏的话

巾帼展风采，奋斗绽芳华。在我

国，1.37亿女职工立足本职，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巾帼不

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起到了“半边

天”的重要作用。她们是伟大事业的

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

的奋斗者。她们如萤火汇成星河，照

亮建功“十四五”的新征程。今日起，

本刊开设“巾帼风采”专栏，讲述女劳

模、女工匠和各行各业先进女职工人

物奉献、奋斗、劳动的故事，展现优秀

女职工的群英风采。 孙梅正在进行钢结构焊接作业孙梅正在进行钢结构焊接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榆黄榆 摄摄

图片故事

给大国重器披“铠甲”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数控铣工特级技师
辛东（右）正在和工艺员郭思东讨论工装。

1991年，18岁的辛东高中毕业，父亲
的突然离世让家庭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
他放弃考大学的机会，来到中国航天科工三
院导弹总装厂成为一名学徒工。

辛东的父亲曾是总装厂的一名工艺员，
父亲在一块大板子上绘图的情景深深刻在
了辛东脑海里。参加工作后，这位“航二代”
从零学起、苦练技艺。本来3年的学徒期，
他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出徒”了。

31年来，辛东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和
一对灵敏的耳朵。任何复杂的零部件，他
都能精准加工出来；机床运转是否正常，他
听声儿就能知道。经他的手，无数大国重
器披上坚韧“铠甲”,直冲云霄。

王力杰 文 封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