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的种子催生“发明家”
本报通讯员 徐昊

“使用工厂化装配送技术可以节省近一周的现场组装

时间，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近日，在浙江省嘉善县一处

电网施工现场，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利用员工李飞伟创新

发明的工厂化装配送技术，仅用两天便完成了直线杆等模

块的安装，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46 岁的李飞伟在电力行业工作已经 26 年，目前担任国

网嘉善县供电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基地）负责人。近

日，李飞伟获评 2024 年浙江省劳动模范，为个人的职业生

涯再添闪亮一笔。

1998 年，20 岁的李飞伟成为一名基层配电线路工。初

出茅庐的他拜师浙江省劳动模范韩明华，在师傅的指导下，

他的配网技术不断精进。

“我经常跟着师傅在库房摆弄工器具，并对一些器具进

行合理改造。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埋下了创新的种子。”

李飞伟回忆说。

长期在电网一线摸爬滚打，李飞伟格外重视施工安全质

效。针对提升线缆装配效率等问题，2016 年，他创新提出工

厂化装配送项目，并用 1年时间制造出标准化线缆加工装置，

建立起国内首个电力工厂化装配送车间。经过 3 年的试验，

项目得到行业广泛关注，并在浙江省内全面推广，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 3.14亿元。

随后几年，由李飞伟设计的“拟人式带电作业机器人”

“自动化设备调试装置”等创新项目，不仅在行业评比中斩

获奖项，还在实际作业中投入使用，为企业继续创造经济

效益。

先后获得 2020 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21 年国网

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拥有 65 项专利……李飞伟渐渐成为

当地有口皆碑的“电力发明家”。

“在创新路上不断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将基层的‘小创

意’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行业‘大发明’。”李飞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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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浦锦路派出

所民警顾晓芬的生日还有 10多天，她的手机

里就已塞满祝福信息，有几百条信息都来自

她曾经或正在服务的社区居民。近 10 年的

基层工作，让她和社区居民亲如一家，“有事

儿，找晓芬”早已是居民的共识。

今年的生日，顾晓芬还收到一份特殊的

生日礼物——一枚金灿灿的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通过探索矛盾化解和群防群治机制，她

所管辖的社区连续 3 年 110 警情和案发率连

续下降，矛盾化解率达到 97%。

“晓芬工作室”里“话”解矛盾

在“晓芬工作室”，找上门来的经常是家长

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顾晓芬也经常

遇到“超纲”的题目。

数年前的一个初春，辖区居民张老伯频

繁拨打 110 报警电话，拒不让儿子在家中居

住。顾晓芬主动上门调解却屡吃“闭门羹”。

倔强的顾晓芬没有“跳过”这道难题，她接连

拨出了近 50通电话，终于让老伯打开了房门。

原来，早年离异的老伯将自有产权住房

留给儿子居住，近期由于担心儿子变卖房产，

父子俩发生了矛盾。顾晓芬多次走访了解

到，老伯的儿子小张辞职创业，颇有苦衷，并

非老人口中的“败家子”。

于是，顾晓芬积极为双方搭建沟通桥梁，

长达数月的双向沟通后，在“晓芬工作室”里，

成功修复了父子多年来的感情裂痕。

目前，人民调解员、社区律师、居委干部、

物业负责人轮流在“晓芬工作室”值班，及时

将矛盾化解在社区。

“晓芬议事会”上“当面锣对面鼓”

今年“五一”假期，顾晓芬始终牵挂着一

位脾气火爆的 90后快递员小皮。不久前，一

个“乌龙丢件”事件引发小皮与客户间的纷

争，为此顾晓芬已经进行了 1 个多月的调

解。眼下，她盘算着将下一期“晓芬议事会”

的议题定为“解决居民与快递寄递的矛盾”。

2023 年底，首场“晓芬议事会”在浦锦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这场议事会围绕

如何降低因停车矛盾导致的邻里纠纷和交通

事故展开，街镇、居委、物业、司法局、律师事

务所和部分居民代表参与了议事会。

前期，顾晓芬梳理发现，浦江颐城尚院的

交通类警情和投诉远超另外两个小区的总和。

为此，她下定决心，把居民、管理者、服务方聚

到一张议事桌上“当面锣对面鼓”地解决矛盾。

在多方努力下，根据先前的议事决议，小

区新增了停车泊位，周边商圈开放停车资源，

社区制订集体公约，这一前一后的变化让居

民们感到满意。

截至目前，顾晓芬定期组织社区居民与相

关职能部门谋、商、议，推进达成小区自治公约

6项，每年动态排查清零风险隐患80余起。

“晓芬合伙人”守护平安社区

在“妈妈群”中教家庭主妇固定证据，成

功抓获偷钱的保姆；在“团购群”中锁定非法

兜售烟花爆竹线索；在“商铺群”中定期开展

反诈宣传……顾晓芬不仅活跃在浦江镇的各

类微信群中，还在工作中组建起一支由热心

居民组成的“晓芬合伙人”队伍。

2023 年端午节，朱女士私信顾晓芬，反

映在河里训练的龙船队影响了社区老人的正

常休息。顾晓芬实地走访发现，这支龙舟队

为了参加龙舟赛在环东河进行特训，鼓点声、

呐喊声确实扰民。

于是，顾晓芬通过“晓芬合伙人”——皮

划艇俱乐部的负责人葛园春，找到龙舟队领

队，积极释法说理，并为参赛队找到另一片远

离居民区的水域。噪音扰民的问题很快得到

解决。

今年初，顾晓芬计划将辖区主动参与公

益事业的企业拉入“平安联盟”队伍，得到房

产中介企业积极响应。目前，浦锦路派出所、

浦江颐城居委和链家房产已完成共建签约。

如今，“平安联盟”已成为守护社会平安

的中坚力量，顾晓芬管理的小区连续 3 年盗

窃零发案。

上海民警顾晓芬用好工作室、议事会、合伙人“三件宝”，让矛盾纠纷不出社区——

“ 有 事 儿 ，找 晓 芬 ”

风雪中守护苍茫大地

齐嵩宇用一个个技术攻关新成果让生产更智慧，让智能汽车更加耳聪目明、安全可靠——

老劳模追“新”记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杨治文

经过 9 年的艰苦奋斗，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 2#竖井施

工进入提质增速阶段。眼下，33岁的项目总工程师肖勇正带

领 26 名青年技术人员和 360 余名施工人员坚守施工现场，争

分夺秒地在 640米的“地心”深处掘进。

据悉，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 2#竖井工地的 380 余名参

建人员中，35岁以下的有 120余人，遍布在项目建设的各个岗

位，为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奉献青春力量。其中，工程技术团队

平均年龄 27岁，是 2#竖井施工的“最强大脑”。

1991 年出生的肖勇，已先后参建了云桂铁路、张吉怀铁

路、滇藏铁路丽香段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由他带领的技术团

队，曾连续 3 年荣获广东省市政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活动

成果二等奖和 2023 年全国市政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优秀奖。

2023 年 8 月，担任大瑞铁路 2#竖井总工程师后，他一直

在与时间赛跑。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 2#竖井地形条件复杂、地底情况

特殊，肖勇和工程师们每天都要奔波在工地各处，24 小时待

命，攻克影响隧道施工的各种不良地质条件。目前，2#竖井

井底车场已经建设完毕，正洞、平导已新施工近 700 米，这

也意味着，往后的工程进度将开启加速模式。

竖井施工最大的挑战在于出渣率。为了提高效率，肖勇

带领团队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数十次、半年之久的研讨、试验

和技术改造，他们将每天的出渣量从 500 方提升至 900 方，创

造了超深竖井出渣率的新纪录。

“之前受地下环境影响，机械设备故障率较高，3 月进行

调整后，现在正以‘跑步’方式把隧道从井底往两端打，进度会

有很大提升。”肖勇介绍说。

在 2#竖井的罐笼控制室内，33 岁的蔡志胜和 00 后竖井

运维技术员陈鑫源正在指挥竖井副井罐笼平稳下放，以确保

工人安全地从地面下降到地下作业面进行施工。

为了能让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安全下放到井内，避

免磕碰井壁，蔡志胜和陈鑫源需要对每一个拆分部件的尺寸

大小、重量进行排查，并再次测量和称重。施工过程中遇到任

何问题，工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找到蔡志胜和陈鑫源，因此他们

不得不时刻保持待命状态。

“项目开工我就过来了，在这里已经待了 9 年，中间回

家的次数比较少，已经连续 3 年在项目上过春节了。”蔡志

胜坦言。

2015 年底开工建设以来，高黎贡山隧道作为大瑞铁路的

重点控制性工程创造了我国铁路最长隧道、最长斜井、最深竖

井等 9项纪录。目前，高黎贡山隧道掘进进程已经过半。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采访一汽集团首席技能大师齐嵩宇，约

在了周六上午 8 点半，但他 6 点半就已来到

工作室。

“我每天都这个时间到厂。早上安静，

方便心无旁骛地搞研究。”在厂门口接上记

者，齐嵩宇调转车头入厂，一缕阳光恰好打

向车尾的摄像头，车内显示屏上的倒车影像

瞬间被一团光晕模糊。齐嵩宇不由得眉心

轻拧：“通过视觉增强技术解决强光、微光等

环境下的影像不清问题，正是我目前的在研

课题之一。”

智能化、网联化、轻量化、低碳化，是汽

车产业的发展方向。采访中，记者发现，齐

嵩宇的研究课题大都与此相关：冲上“热搜”

的远程遥控无人驾驶智能座舱、功能强大的

人机交互系统研发体验测试平台、国内首创

的全铝合金副车架……

眼下，这位年过半百的全国劳模正全身

心迎战汽车产业百年之大变革，在智能车间

里逐“新”而行，用一个个技术攻关新成果让

生产更智慧，让智能汽车更加耳聪目明、安

全可靠。

智造车间里追“新”逐“质”

数百辆 AGV（无人驾驶物流车）往来穿

梭，有条不紊地将零件配送到指定工位；各

色工业机器人运转自如，灵活地组装着车

体……走进一汽红旗数智化总装车间，处

处可以感受到跃动的新质生产力。其中，

不少地方都有齐嵩宇贡献的智慧。

“别看现在这些 AGV很听话，它们刚来

时经常不按地面磁条轨道行进，还有的‘呆

头呆脑’撞到了墙，把运送的零件都碰伤

了。”齐嵩宇眼含笑意地告诉记者，自己带队

经过几个月的跟踪分析，编制出“交通管制”

软件，并为 AGV加载了辅助定位、辅助控制

等功能，才让它们变得聪明又服帖。

车间里那些不知疲倦的机器人，也经过

了齐嵩宇的妙手改造。

机器人虽然智能，却无法感知自身故

障。为确保它们精准运行，齐嵩宇借助传感

器等，给机器人外挂了一套“智慧医生”系统，

可随时监测其运行状态，及早发现故障苗头、

提前“施治”，从而避免机器人突然“趴窝”导

致生产线停运。这套“预测维修”技术，还获

得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交流会一等奖。

对于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期的汽车产业

来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格外重要。“作为

一线产业工人，要主动参与发展新质生产

力。”说话间，齐嵩宇带记者来到他率队自主

搭建的车载智能模块测试平台前。

眼前的模拟平台犹如一辆“透明”整

车。置身其间，平日被车身钢筋铁骨遮掩的

动力系统、娱乐系统、舒适系统等内部结构，

一览无余地环列身侧，各个模块的运转状态

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有了它，测试零部件运行情况变得很容

易。”齐嵩宇告诉记者，除了显著提升生产质量

与效率，这个平台还可用于软件开发和教学。

“坚持是成功的关键”

“他总能从身边发现需要技术改进的地

方，并且揪住不放、死磕到底。”在同事眼中，

齐嵩宇身上的这个鲜明特点，注定了他与创

新创造的不解缘分。

2003年的一天，齐嵩宇因漏焊了4个焊点

被罚款200元。“一个白车身约有6000个焊点，

稍有疏忽就会漏焊，常有工友因此被罚。”当

时，干了8年维修电工的齐嵩宇刚转为点焊工

不久，而漏焊也是困扰业界的共性问题。

经过 3000 余次试验，齐嵩宇开发出“电

阻点焊工艺质量自动监控技术”，通过对焊

接全过程进行自动监控、自动语音报警等，

成功攻克了漏焊难题。

“8 年时间，一轮轮技术改进，跟着我研

发的人中途全都放弃了。”齐嵩宇持续对这

项技术进行升级，最终凭借该项成果荣获

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段孤勇之旅，让齐嵩宇总结出了自己

的座右铭：“坚持是成功的关键”。此后，他

每一个创新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这份“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

临危受命研发全铝合金副车架时，齐嵩

宇面临重重困难：国外实施技术封锁，国内相

关研究几乎为零；铝合金成形性较差，易破裂、

起皱，给冲压、焊接等工艺带来极大挑战……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齐嵩宇每个周末都

跑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请教。周五

晚上，他从长春坐 4个小时的绿皮车赶往哈

尔滨，到了就自掏腰包住在学校附近 30 元

一晚的小旅店里。

“挨个教研室敲门，哪位老师在，就恳请

他给我‘开小灶’……”齐嵩宇回忆说，带着

还冒着热乎气儿的新知识，他回到车间试验

室，经常一干就是大半夜。

经过 1 年 9 个月孜孜不倦的努力，国内

首个全铝合金副车架在齐嵩宇手中诞生。

如今，一汽自主品牌全系列车型都安装着这

种车架。

“较之钢质副车架，全铝合金副车架减

重 40%，整车减重 16 公斤。”齐嵩宇告诉记

者，按照国际轻量化联盟的测算，轿车每减

重 100公斤，油耗会降低 6%～8%，废气排放

会减少 50%～60%。

向“新”而行的底气

走进齐嵩宇的办公室，记者一眼就瞥见

电脑桌上摆着的空泡面桶，还有墙角放着的

一大箱方便面。

这让记者不禁想起了他的绰号——“面

条齐”。为挤出更多时间学习技术，齐嵩宇

吃饭总是用最简单的面条“对付”。也正因

为如此，技校出身的“面条齐”，通过自学考

试，一路拿下了大专、本科文凭，攻读的专业

也从电工电子，延展到了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和企业现场管理。

看到齐嵩宇的创新成果跨越多个专业，

不少人好奇他到底干的是什么工种。

“汽车制造的四大工艺——冲压、焊接、

涂装、总装，我都干过，也都研究过。”齐嵩宇

说，复合工种的技术背景也是他向“新”而行

的底气。

入厂 30年，取得创新成果 28项，获得发

明专利 33项，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

际发明展金奖等国内外重磅科技创新奖……

齐嵩宇是厂里青工争相拜师的对象。

徒弟杨振波指了指齐嵩宇耳后挂的骨

传导式耳机，对记者说：“3 年前，看到师傅

戴这种不用入耳的耳机，我们打趣他‘前

卫’，他顺势教导我们要多关注身边的新产

品、新技术，揣摩研究原理，说不定就能从中

找到创新灵感。”

培养技能人才时，齐嵩宇也不忘向“新”

而行。

他的最新研发成果“数字技能软件平

台”，就是运用混合现实技术帮助青工迅速提

升技能的“学习利器”。该平台利用数字采

集技术记录技能大师的操作手法，并将其存

储在云端，青工只要戴上作为数字孪生系统

的 MR眼镜，就能跟着虚拟空间中“数字手”

的运行轨迹，反复学习大师们的独门绝技。

“新质生产力呼唤具备更高素质和技能

的劳动者，我愿竭尽所能助力更多青工成长

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工匠。”齐嵩宇说。

图为齐嵩宇在
维修多车型组合夹
具管线。

受访者供图

5月 10日，野生动物专业管护队员在
巡护途中就地取材，用野牦牛粪生火做饭。

从5月7日起，西藏那曲市尼玛县召集
10余名骨干野生动物管护队员，计划用约
两周时间对尼玛县境内3万多平方公里的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进行集中
巡护。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
区北部，核心区绝大部分没有人类活动，主
要保护对象为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及多种
大型有蹄类动物。保护区的尼玛县共有
11 个野生动物管护站，135名管护队员，
他们常年顶风冒雪，穿越无人区进行巡护，
默默守护着这里。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