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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韩振兴 兰凤娇

今年 37 岁的郭姗姗是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土生

土长的“荒三代”，自 2020 年返乡创业至今，4 年间，她抓住

“鸡”遇，梦想成真，被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管理局评为“巾帼

建功标兵”。

2009 年，郭姗姗从哈尔滨金融学院毕业后，进入房地产

行业干起了房地产销售，一干就是 10 年，曾多次获得公司

销冠。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的生活按下“暂停键”，

郭姗姗的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她跟爱人几经探讨，决

定辞去工作，充分利用家乡八五二农场的优质饲料优势，创

办养鸡场。同年 3 月 14 日，在农场和管理区支持下，郭姗姗

把养鸡场定在八五二农场第五管理区原索伦中心小学闲置

的校园内。

创办养鸡场的过程中，郭姗姗从零开始，向专业技术人员

求教。她先后到虎林市迎春镇、八五四农场等地的 10多家大

型养殖场学习，最后选定了海蓝褐蛋鸡饲养项目。

郭姗姗每天守在养鸡场观察饲喂，再有现代化养殖技术

的加持，让一期饲养的 1 万羽海蓝褐蛋鸡，实现了年产蛋 400
万余枚、年销售额 150万元的佳绩。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郭姗姗注册成立公司，并为鸡蛋注册了商标。

2022年～2023年，郭姗姗通过二期、三期工程扩建鸡舍，

生产车间采用现代化智能机械设备，实现了自动化投喂、自动

化清粪，并建立了智能温感温控系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饲

养雏鸡、成鸡年销售额达 500多万元。

目前，郭姗姗的公司已带动农场 18 人就业，为 30 余名青

年提供实习岗位，公司生产的鸡蛋进驻当地及周边农场的

100余家连锁超市。

近两年来，郭姗姗带领公司员工积极为社会奉献爱心。

开展“情暖童心，与爱同行”主题公益活动，为农场幼儿园的小

朋友捐献土鸡蛋，在重阳节为农场养老院的老人们送温暖。

今年“六一”儿童节，郭姗姗还为宝清县聋哑学校特殊教育中

心的孩子们送去了优质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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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提起王伟，认识他的人会说，他是特级技

师，技术特别牛，拿奖拿到手软；熟悉他的人

会说，别看他话不多，揽活特厉害，带领团队

连续 10年超额完成工程承揽额。

在人群中，你一眼就能认出他——皮肤

最黑的那个。当过 8 年工长，又当了 10 年工

程管理室主任，中铁电气化局运管公司上海

维管处徐州维管段的“牛人”王伟到底是个怎

样的人？记者试图在采访中寻找答案。

高度专注，极其自律

王伟和徒弟乜长水在 2019 年获评“中国

中铁模范师徒”。在乜长水心中，师傅是个

“打了鸡血的人”。

徐州是全国第二大铁路枢纽，徐州北站

是亚洲第二大铁路编组站。“30 分钟一个天

窗，作业时长只有 20分钟，时间卡得非常死，

劳动强度大、人容易乏，但师傅总是精力充

沛。”乜长水说。

虽然管段内设备点多、线长，运输繁忙，

对供电安全要求极高，但 18 年来，王伟带领

团队实现了管段内安全“零事故”。

王伟身上的“鸡血”从哪儿来的？在乜长

水看来，这跟师傅参加技能大赛屡获佳绩的

“原理”异曲同工——高度专注，极其自律。

王伟曾先后夺得全国铁道行业铁路供电

维管单位技能竞赛个人第一名和中铁电气化

局集团公司第一届青年技能竞赛个人第一名。

待人真诚，以身作则

38 岁的作业队副队长线金岗比王伟大

一岁，两人同在 2006年来到徐州北供电工区

当接触网工。

“王伟非常有毅力。”线金岗说，“刚到工

区时，为了掌握安全规范，他每天比我早起 1
小时，扎扎实实地背规范。”

起初两人都是中级工，王伟拉着线金岗

一起考高级工。“他很快就把题库翻烂了，而我

就没有坚持下来，所以到现在只是个高级工，

而他 2018年就评上了特级技师。”线金岗说。

在工程管理室安质工程师宋洪阳看来，

王伟是个“严厉的人”。“我刚到科室时有点懒

散，有一次，我被王伟叫到办公室批评，差点

被他训哭了。”宋洪阳半开玩笑地说。

在王伟督促下，宋洪阳开始备考一级建

造师证。第一次考，他 4门课只过了两门，有

点想打退堂鼓。王伟鼓励他：“这本书一天看

几十页，看上几十天就学完了。”宋洪阳这才

没有放弃。

在王伟手下待过的员工，大都舍不得

走。2016年夏天，碾庄站改造进入关键节点，

天窗作业基本在正午，一次高空作业下来，不

仅全身湿透，鞋里都能倒出水来。作业队临

时驻地条件艰苦，30多个老员工和 20多个刚

毕业的大学生全都挤在两间大教室里住。但

直到作业结束，没有一个人撂挑子，甚至需要

分流部分新员工去其他班组时，谁都不肯

走。因为大家都觉得，王队长待人真诚，以身

作则，跟着他干，能学到技术，也能干出成绩。

好胜心强的人

“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记者问

王伟。

他想了想，黝黑的脸上浮现出憨厚的笑

容，“好胜心强的人。”

2004 年，王伟从衡水铁路学校毕业来到

中铁电气化局北京电气化分公司，当接触网

工。“刚开始工作就有很强的危机感，觉得自

己个子小，体能差，要是不努力，很可能就要

被淘汰，所以憋着劲儿地学。”他说。通过勤

学苦练，入职后的第二次测评，王伟就在 30个

新工中拿了第一，第二年在全班组拿了第一。

2007 年，王伟第一次参加技术比武。一

开始他理论基础比较差，做试卷总是不及

格。不服输的他起早贪黑地复习，最后理论

成绩稳居第一。

在所有参加过的比赛中，王伟觉得 2014
年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公司第一届青年技能竞

赛对自己影响最大。当时他已调任工程管理

室主任，担任运管公司代表队教练，成为参赛

选手是单位临时决定的。“更高级别比赛的第

一名你都拿过了，现在快一年不在一线了，实

操 项 目 速 度 肯 定 不 行 了 ，别 再‘ 晚 节 不

保’”……大家的玩笑话激发了王伟的斗志。

他每天早上 5点起床，夜里 12点睡觉，刻苦训

练，最终再次夺冠。

在王伟和同事们的讲述中，还有这样一些

描述：他没啥业余爱好，假期概念比较淡，对家

人常怀愧疚……这些或许都是“发光”的代价。

特 级 技 师 王 伟 技 术 特 别 牛 、揽 活 特 厉 害 ——

他带着身边的人一起发光

“动起来，让每一个生命更精彩”

于 空 白 处 落 笔 ，雕 刻 精 准“ 北 京 时 间 ”；在 寂 寞 中 前 行 ，铸 就 授 时 国 之 重 器 ——

大 国“ 钟 ”匠

本报记者 刘旭

2021 年 3 月 5 日，辽宁省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在文化活动

中心召开表彰大会：命名全国劳模罗佳全为“新时代功勋员

工”，奖励他一台红旗牌汽车。

彼时，距离罗佳全年满 60岁退休还有 10天时间。这场表

彰会后，罗佳全被企业挽留继续工作 5年。

本钢为什么一定要留住罗佳全？本钢集团工会原主席张

彦宾回答说，多年来，罗佳全参与完成了集团公司的百余项重

点技改工程建设和无数次电气设备抢修任务，为企业节约费

用上亿元，成功登顶辽宁工矿企业电气系统的操作技术巅峰，

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他这样的顶尖工人继续发光发热。

被企业返聘后，本钢为罗佳全搭建了更大的平台。在本

钢设备工程公司采访时，记者看到，罗佳全技能大师工作室有

800 平方米、48 个房间，设有电气系统多媒体教学培训室、实

操室，拥有各类实验设备 50 余台，工作室的 13 位成员都是有

技师、高级技师技能等级，或高级工程师职称的高素质人才。

这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也成了培养技术工人的“大

学校”，近 3 年来，已培训 6000 多人，其中 1000 多人成功提升

技能等级。

罗佳全和他的团队还是本钢设备抢修中的重要力量。

2024 年初，本钢 1780 热轧生产线改造，按常规施工至少

需要两个月，罗佳全带领团队采用区域和项目包干制，使用移

动吊装小车等工艺方法，18 天就完成了任务，创造了行业施

工的新纪录，为企业创效亿元以上。

1700热轧生产线 N1、N2变电所升级改造项目中，罗佳全

带领团队对工程流程进行优化的同时，发明了一种“电气柜拆

除、安装位移调节器”工具，并借助这个工具创造了“电气柜拆

除移位和电气柜安装微调”施工法，施工效率提高 50%，为企

业创效 1359万元。

3 年多时间里，罗佳全带领团队完成重大革新改造项目

20个。

罗佳全的故事和精神也在感召更多年轻人走上技能成才

之路。

毕业于辽宁科技大学的陈雄，入职本钢成为调试班工人

后，很是失落。班长罗佳全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他谈心，畅

谈技能工人的发展前途，坚定了陈雄走技能成才之路的信

心。此后，他踏踏实实跟着罗佳全学技术、练本领，2021年在

本溪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状元，2022年获得本溪市五

一劳动奖章。今年 2 月，本钢设备工程公司任命陈雄为电气

仪表工程队队长。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5 月 21 日，陕西西安临潼，中国西北这

座因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始皇陵兵马

俑而远近闻名的古城，游客熙熙攘攘。

同在这座古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

心（以下简称国家授时中心）悄然藏身其中，我

国的标准时间——“北京时间”正是在此产生。

在国家授时中心小铯钟实验室，记者见

到了国家授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张首

刚。只见他身穿白大褂，脚戴蓝色鞋套，正认

真盯着示波器，观察实时的铯原子跃迁信号，

团队研究人员在他的指导下，分工协作，调试

着电子控制系统、物理系统和光学系统……

“授时系统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和国家

安全的重大基础设施，其服务能力体现着一

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为国家建设好自主、

安全、可靠、先进的授时系统，是我们每一位

授时人的责任和使命。”张首刚对记者说。

5 月 30 日，在第 8 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到来之际，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发布 20
名首届“全国科创名匠”选树宣传名单，张首

刚赫然在列。

和“时间”做朋友

在临潼，地铁线路会在华清池站折一个

近 90度的弯，向北驶向东三岔站。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开东侧约两公里的国家

授时中心，防止干扰在此产生的“北京时间”。

张首刚和“时间”做朋友的故事，便是在

这里开花、结果。

1986 年，张首刚考入西北大学理论物

理专业。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国家授时中心前身）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刘

海峰研究员。那时，他听到刘老师为研制基

准型激光抽运大铯钟，举家搬迁到西北的故

事，感动不已。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若干年

后，他们的人生轨迹竟有了重合的部分。

1997 年，张首刚来到巴黎天文台时间

频率基准实验室进修，深切感受到国内时间

频率技术与国外的明显差距。1998 年，他

开始在巴黎第六大学攻读量子物理专业博

士学位，2003 年，他被巴黎天文台聘为助理

工程师。

在国际一流时间频率实验室学习工作

的近 7年间，张首刚独立完成了世界第一台

铯原子喷泉钟—法国时间频率基准的改造，

至今，其主要性能仍居世界领先地位。

“你已经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喷泉钟，

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冷原子物理及其应用问

题，为什么要回国再去做喷泉钟呢？”博士毕

业前，张首刚的导师得知他的回国打算后，

出于对他学术发展的关心，惊讶地问。

当时，冷原子研究属于国际前沿和热门

领域，而且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一些实验

室已经向他抛出橄榄枝。但深知铯原子喷

泉钟对于一个国家时间系统有着基础性作

用的张首刚，一心想在原子钟领域实现“中

国突破”。

2005 年，张首刚回到祖国。随后他离

开北京的家人，独自来到位于临潼的国家授

时中心工作。

守护“北京时间”

国家授时中心是我国唯一专门、全面

从事时间频率研究的科研机构，负责“北京

时间”的产生和发播。在国家授时中心地

下一层，放置着“北京时间”产生的核心设

备——原子钟组和世界时测量系统。

在国家授时中心，张首刚的主要工作是

“守时”“授时”和“用时”。“通俗来讲，就是想

方设法产生更准确的时间，将它们利用各种

手段传播出去，在不同应用场景下使用好不

同量级精度的时间。”张首刚向记者解释说。

“例如‘守时’，作为能够产生时间信号

并有计数装置的原子频率标准，原子钟是时

间精密测量的关键核心。这不仅是事关一

个国家时间频率科学先进与否的战略资源，

更是国家主权的彰显。”国家授时中心副研

究员陈江进一步补充道。读博期间，他一直

师从张首刚。

2005 年，当张首刚从世界一流的实验

室来到国家授时中心，这里冷原子钟研制的

基础几乎为零。“当时，用于守时的小铯钟完

全依赖进口，更没有基准型铯原子喷泉钟，

整个陕西没有一个人从事与冷原子相关的

研究。”张首刚回忆说。

就这样，张首刚从一个人、一间地下

室、一把螺丝刀干起，搭建平台、招募人才。

在他带领下，这支团队研制出 9种不同应用

类型的新型原子钟，建成世界时自主测量服

务系统，实现了国家标准时间产生的自主

可控。

1 纳秒是十亿分之一秒，张首刚带领团

队将我国标准时间与国际标准时间的偏差从

10纳秒减小至 1.5纳秒，还构建了我国“新一

代时间频率系统”……近年来，张首刚和团

队在时间频率研究领域取得巨大突破，多项

工作填补国内空白，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和 4
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做精神富足的科研人

在西安地铁航天新城等站点，竖立着

“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宣传海报，关于张

首刚的介绍，写着两行大字：“于空白处落

笔，雕刻精准‘北京时间’；在寂寞中前行，铸

就授时国之重器”。

作为一名终日与“时间”为伴的科技工

作者，张首刚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时间流逝

得太快，工作任务越紧，时间越不够用。

多年来，张首刚每晚只休息四五个小

时，第二天仍能保持精力充沛。在国家授时

中心党办主任白浩然看来，张首刚有自己的

秘诀：“他内心充实、富足，睡眠质量特别好，

可以利用去机场、车站的路上等碎片时间休

息，保持良好的精气神。”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张首刚总会

将机票时间选在清早或者深夜，“这样一天

的整段时间就被空出来，可以集中精力专

注工作”。

“不会调节生活的人肯定干不好工作。”

这是张首刚对团队成员说得最多的话。科

研工作无比忙碌，他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精神

世界富足的人。陕西人喜欢吃面，张首刚闲

暇时会自己做面，泼上辣子，再来瓣蒜，作为

对自己的奖赏；过年时，团队成员的孩子总

会收到“张爷爷”的压岁红包……

有时，有的团队成员连续几天跟一个难

题死磕，仍没进展，他便强制成员放假休

息。“科研工作也需要放松下来，思维转个

弯，灵感的源泉便开始奔涌。”这是张首刚总

结的规律。

眼下，张首刚正带领团队，致力于为我

国建立世界上独一无二，涵盖空天地的立体

交叉授时系统，“全力将最准确的‘北京时

间’送到北京”。

当年留法归国时，张首刚带了 4瓶香槟

酒，原准备等到某次重大突破后，在庆功宴

上喝。19 年过去了，尽管重大突破一件接

着一件，但庆功酒始终没有启封。

“授时人心中永远都有一面闪亮的表

盘，对准确度和稳定度性能的追求是无止境

的，表盘每转到一个终点，就意味着要开启

一个崭新的历程。”张首刚说。

5月 24日，山东省日照市金海岸小学
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赵庆英在指导学生们的体操表演。

“人生的美丽，莫过于孩子灿烂的笑
脸”。30多年来，赵庆英从农村到城区，从
一线教师成长为知名校长，不同的经历，为
她带来了多样的教育视角；不同身份的切
换，也使她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
维度去审视教育，捕捉时代与教育的需
求。她将追梦与奋斗融进每一个日子，勤
勉于课堂、校园。

她践行“让学生向上生长，让教师向深
成长，让学校向前发展”“动起来，让每一个
生命更精彩”的学校发展理念，带领学校先
后荣获全国少先队先进集体、教育部中小学
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和教育部青少年足球、网
球、排球特色学校等国家级荣誉，以及文明
校园、教学示范学校等省级荣誉。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图为张首刚在
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