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发明解决大问题
顾威 本报通讯员 陈阳 刘玉兰

“电缆穿管保护器”，这个看着并不复杂的器具目前已在

国网系统 8 个省市的供电公司使用，这个器具的发明者就是

国网辽宁电力朝阳供电公司双塔区供电分公司配电带电作业

班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陈树莹。

陈树莹今年 41 岁，2007 年 7 月，他被分配到朝阳供电公

司从事带电作业。陈树莹干活爱动脑筋，过去配电带电作业

培训都在现场进行，虽然这种培训很直观，但费时费力，必须

选择晴天进行。2014 年，陈树莹反复琢磨，根据实操程序发

明了一套“多功能配电线路用培训架”，在室内就可以模拟操

作，省时省力，还不受天气制约。

这是陈树莹的第一项革新。这项成果先后获得 1项国家

发明专利、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6个省公司级奖项和 1个国

网公司级奖项，陈树莹还根据革新成果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

8篇论文。

受到鼓舞的陈树莹创新热情越来越高。过去，电缆从地面

到电线杆，有一段需要穿入铁管，但电缆穿铁管时容易因管口

锋利刮破电缆皮，影响电缆寿命，还可能出现漏电安全事故。

2017 年时，陈树莹决心改进这种传统穿管工艺。没有可

供借鉴的经验，只能靠自己摸索，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他终于

做出了“电缆穿管保护器”，该装置由滑轮、金属连接金具、装

置闭锁 3 部分组成，将电缆与保护管的平面摩擦转化为电缆

与滑轮的滚动摩擦，大大降低了电缆在穿管敷设过程中受损

伤的可能性，穿管效率也大幅提高。

然而，由于电缆和铁管有多种型号，粗细不一，装置还需

要继续升级。又经过数月的苦心钻研，陈树莹终于研制出了

可根据电缆型号及铁管直径自动调整的“电缆穿管保护器”。

这项发明先后获得国家电网公司第二届配电运检业务

电缆类优秀成果奖及国网辽宁电力创新成果二等奖。当时，

国网评审组委会对这一发明给予充分肯定，称“小发明解决

了大问题”。

截至今年 5月，陈树莹已发明 12项新型工器具，先后荣获

国家电网公司青年岗位能手、辽宁省公司技术能手、朝阳市青

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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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动车司机当“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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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张涛 何林

“辽河油田游梁式抽油机多、电机皮带松

紧度检测困难，我设计的电机皮带最优松紧度

检测装置，已通过集团验收，下一步将继续优

化，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行业难题。”近日，在夏

洪刚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夏洪刚对记者说。

2024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夏洪

刚，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欢喜岭采油厂的

一名采油工。工作 14年来，他将 30多项创新

成果从工作室搬到井场，自己也从一名普通采

油工成长为油田资深技师、创新创效能手。

锤炼本领，一线岗位也有大学问

2017年 11月，夏洪刚代表中国产业工人

参加中国工会“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上合组

织国家职工技能大赛，现场向世界 11个国家

展示了“蒙眼识工具——毫厘之间一摸准”的

高超技艺。在 160秒内，他仅靠手感，就将混

成一堆、形状相同、差距最小只有 1毫米的 40
件工具准确识别出来，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准

确无误，为中国产业工人赢得了荣光。

令人惊艳的绝活背后，是夏洪刚数年如

一日的训练与坚持。

2011 年，从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后，夏洪刚成为辽河油田欢喜岭采油厂的一

名采油工。由于第一次拧闸门就被喷了一身

油，夏洪刚下定决心，要把基本功练好。他白

天缠着师傅教，晚上逼着自己学。记不住操

作步骤，就按照标准一遍遍地练；搞不清流程

走向，就顺着管线一条一条地捋。就这样，他

记了 20 多本笔记、练坏了上百副手套、画了

上千张流程图……短短 9 个月，夏洪刚就能

独立修流量计、清过滤缸、处理冻堵管线，成

为同批青工中的佼佼者。

“他有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韧劲儿。”师

傅赵奇峰说起夏洪刚，赞赏有加。

随着技艺日臻成熟，夏洪刚开始在技能

比赛中崭露锋芒。2017 年，他代表辽河油田

参加中国石油采油大工种职业技能竞赛，一

路过关斩将，夺得银牌。

以技立身，“技术流”也是“行动派”

近几年，油田物联网建设大潮奔涌而来，

“技术流”夏洪刚也跃跃欲试。他利用业余时

间自学相关知识，并思考如何在生产现场进

行应用。

2021年，夏洪刚所在的 07站实施物联网

试点改革，“物联网+人工辅助”是基本运营

模式。投运初期，由于设备设施、运行机制不

完善，加上人手不足，百余口油井的报表填

写、量油录取等工作量较为繁重，对生产工作

形成掣肘。

对此，夏洪刚立即化身“行动派”，将所学

技术运用到生产中。短短两个多月，他就带

领技术骨干优化数据填报系统，完成电子报

表设计，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与填写，填报工作

时间由 1天缩短至 1小时。此外，他还自主编

程制作数据应用软件，可一键生成抽油机井

宏观控制图，改变了以往费时费力的人工制

表模式。

如今，07 站已全面完成数字化转型，员

工在中控室就能实现监控和操作。

以革促新，“小目标”撬动“大梦想”

翻开夏洪刚的笔记本，扉页标题处写着

“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除了“大梦

想”，笔记本里也写着他各阶段的“小目标”。

今 年 ，夏 洪 刚 有 了 一 个 新 的“ 小 目

标”——将 3D 打印应用于生产技术创新研

发中。

在夏洪刚看来，创新要接地气，能解决生

产实际问题才有价值。“抽油机井皮带推顶装

置”就是夏洪刚的代表作之一。

抽油机换皮带，这项日常工作让很多采

油工叫苦不迭，耗费大量时间体力不说，还容

易造成设备损耗加剧。“自从用上了‘抽油机井

皮带推顶装置’，不仅操作步骤减少了，劳动强

度降低了，还提高了员工的安全系数，工效提

高了 50%以上。”采油工王允波向记者介绍说。

夏洪刚发明的“新型数字化拉线液位计”

也广受一线职工好评。

老式磁翻板液位计常常出现显示错误，

液位量总是不准，且无法远程操控。为了解决

这个“老大难”问题，夏洪刚每天在高架罐爬上

爬下，一次次地反复调试，经过上百次试验，由

双股钢丝绳、定滑轮组、位移模块、处理器及通

信板块组成的“新型拉线液位计”诞生了。

这套装置不仅可以利用太阳能供电，还

能实现远程操控，且安全性高、故障率低，该

成果荣获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优秀职工技

术创新成果一等奖，并在冀东油田推广应用。

近年来，夏洪刚共解决岗位生产难题

100余项，获创新成果奖 30多项，为企业累计

创效 1500余万元。

夏 洪 刚 将 30 多 项 发 明 成 果 从 工 作 室 搬 到 井 场 ，为 企 业 累 计 创 效 1500 余 万 元 ——

一 名 采 油 工 的 创 新 之 路

“草根博士”治黄沙

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药箱，36 年，26 万公里山路——

“马背医生”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毕大程

时间进入 6月，池黄高铁已开通运营“满月”有余。顾若晨

还在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带着家人乘坐高铁欣赏诗画

池黄”的心愿。

尽管在这条铁路尚未运营前，顾若晨已多次开着高铁列车

在这条铁路上驰骋，但等到铁路正式开通，他却又要前往新的

“舞台”。因为，他是一名动车指导司机。

“启动要快、开车要稳、行车要专、停车要准，只有业务提升

了、责任心上来了，列车才能行稳致远。”进入工作状态的顾若晨

总是一脸严肃。

皖南，群山连绵，苍翠环抱。杭昌高铁（黄昌段）穿越一个又

一个幽深的隧道，于青山绿水间蜿蜒逶迤。

在这条高铁的联调联试中，顾若晨挑起了重担。联调联试

的每个阶段，他都全程参与，从设备检测到逐级提速试验，他带

领团队克服了线路陌生、地形复杂等重重难题。

在逐级提速试验中，设备检测和提速试验是最危险也最煎

熬的阶段。“陌生的线路和复杂的地势，出车试验必须稳扎稳打，

宁可多来一次，也绝不能贸然提速。”顾若晨说。

顾若晨和同事们每天凌晨 3点起床、6点出车，连续在线路

上工作长达 12个小时。100多公里的铁道线上，每天他们都要

做几十次的提速试验。随着试验次数叠加，时速也从 80公里、

100公里，慢慢爬升到 200公里、300公里，直至 385公里。试验

成功的那一刻，他们振臂高呼。

顾若晨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成功处置了多起故

障。为了更好地应对线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非正常情况，他将

每种故障的处置方式整理成作业手册。“这是我们的实践成果，

也是未来保障安全的白皮书。”

能够担任动车指导司机，34岁的顾若晨确实有着过硬的

本事。

在2020年第六届全国铁道行业技能大赛中，顾若晨脱颖而

出，夺得全国第一名。他还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路技术能

手、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为了帮助

年轻人尽快成长，顾若晨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以

图文结合的形式，将复杂的业务知识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来。同

时，他将自己总结出的“三心背规法”“临时限速五步走”“如何快

速出分相”等技能口诀融入其中。

每年顾若晨为新司机开堂授课，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至

今，他已累计培训超500人。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初次见到李梦桃，是在他的家中。

门打开的那一刻，眼前的李梦桃让记者

有些诧异：他头发茂密，只有零星的白发夹

杂在黑发之间，身姿挺拔，动作灵活，一声

“欢迎”洪亮有力，与记者预想中 76 岁老人

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只是站在那里，就能让

人感受到一股向上的精气神儿。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马背医生”李梦

桃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他不仅被评选为“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还先后获得全国卫生系

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

动模范等荣誉。

“22 岁，我来到北塔山牧场，看到恶劣

的自然环境，也曾彷徨过，但作为医生，牧民

需要我，我得留下来……”近日，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开展的“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宣

讲活动上，李梦桃讲述了他从黄浦江畔来到

天山脚下，扎根牧场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

现场多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从黄浦江畔到天山脚下

60年前，16岁的李梦桃响应国家号召，

和其他上海知青一起，告别亲人，从黄浦江

畔坐上前往天山脚下的火车。

经过 6天 6夜，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又辗

转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休整两

天后，李梦桃被分到了 106 团（原马桥农

场）。看着一望无垠的戈壁荒漠和眼前简陋

的“地窝子”，想想家乡的高楼洋房，巨大的

反差感，让这群正值花季的青年哭出了声。

“不过，大家也就是哭一哭发泄一下情

绪，没有人说要离开。”李梦桃回忆说，“第二

天，大家就加入了开荒劳动大军。”

当时，团部缺医生、会计、老师等专业人

才，只能靠自己培养。勤快、机灵的李梦桃

很快脱颖而出，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在缺衣少食、教育匮乏的年代，实践是

最好的老师。李梦桃跟着军医师傅奔波在

救死扶伤一线，边学边练。

一次出诊时，他们遇到一个刚满一岁的

贫血患儿，患儿因感冒引起严重肺炎。师傅

在快速给出肺炎处置方案后，却因为血库没

有血犯了难。

“看看我的血行不行。”李梦桃说。经过

检验，李梦桃的血液符合向孩子输血的条

件，他向孩子献了 50毫升血。

孩子救活了！“我很激动，当时就想着以

后要学儿科，救更多的孩子。”说到激动之

处，李梦桃整个人更精神了。

从那之后，他成了一名专攻儿科的医生。

一匹马，一个药箱，36年

经过 6年的学习实践，22岁的李梦桃被

分配到兵团六师北塔山牧场乌拉斯台牧业

二队当医生。

北塔山地处中蒙边境，海拔 3200 多米，

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进出的小路，距离最近

的县城 200多公里，是兵团比较偏远的少数

民族聚居牧场之一。

“山里交通全靠骑马，我当时根本没接

触过马。”用了两个月时间学习，李梦桃成功

解锁了骑马技能。

在北塔山，李梦桃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

语言。牧民都是哈萨克族，很少有人会说汉

语。“刚开始看病，我们都是比画着猜。”为了

方便了解病人的情况，李梦桃开始自学语

言，从一个词到一句完整的话，他说得越来

越流利，看起病来也更得心应手。

正当他准备用自己所学的儿科知识大

展身手时，一场意外让他有了“新的出发”。

那年，22 岁的产妇努尔哈依夏面临难

产，她的丈夫将李梦桃请到家里帮忙接生，这

让专攻儿科的李梦桃有些手足无措。孩子最

终顺利出生，产妇却因为大出血失去了生命。

“努尔哈依夏是一位勇敢的母亲，我很

自责。”李梦桃定定地看着前方，思绪仿佛回

到当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当好北塔山

的医生需要掌握更多医疗知识。”

那天之后，为了买到合适的医学书籍，李

梦桃辗转于多个新华书店，新疆买不到，他就

写信给远在上海的父母，拜托他们买到后寄

来。后来，马背上的李梦桃手里总会捧着本医

学书，慢慢地，他学会了接生、外科手术……

1999 年，李梦桃通过自学考试，并取得

副主任医师职称，成为北塔山名副其实的

“全科医生”。

在北塔山工作的 36 年里，他靠着一匹

马、一个药箱、一件大衣、一块毛毡，走遍了

牧场的每个角落，累计 26万公里山路，救治

患者 2万多人次，接生 800多个孩子，被当地

牧民亲切地称为“草原牧民的好儿子”。

成为青年建设者的灯塔

扎根北塔山的几十年里，李梦桃有数次

机会下山，然而每一次，他都坚定地选择留下。

“以心交心，他们更需要我。”一次，在救

人返回队部的途中，李梦桃胃病犯了，剧烈

的疼痛让他无法坚持回去，只能骑马到最近

的一户毡房前。牧民看到他后，将他抱进毡

房内，还用家里仅有的白面做了一碗面条给

他吃。晚上，牧民将家里唯一的一床棉被盖

在他身上，全家人则用毡片御寒。

“他们待我就像亲人一样。”回忆起那个

夜晚，李梦桃总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1991 年，李梦桃向上级申请经费，推动

在北塔山建起医院，并引进专业医疗设备。

看着眼前的医院，他心里的高兴劲儿还没

过，一盆冷水就兜头泼下——北塔山没有通

电。“最后我们只好买了一台发电机，为手术

室里的设备供电。”李梦桃说。

有了“根据地”，李梦桃开始培养当地青

年牧民学医，免费办学习班、编写教材、手把

手教学，送他们出去交流学习。如今的北塔

山医院，80%～90%的医护人员是当地哈萨

克族牧民。

2006 年，李梦桃离开北塔山，前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奇台医院任党委书记，

但他的心里始终没有放下北塔山。

2014 年，得知“北塔山要通电”的消息

后，虽然已经退休，但 66岁的李梦桃毅然坐

上了重回北塔山的车。在现场看到电闸拉

上去，医院里一片灯火通明时，他流下了激

动的泪水。“以后可以让北京、上海等地的专

家远程会诊，牧民的健康更有保障了。”

退休后，李梦桃成了一名思政老师。这

些年来，他受到石河子大学、兵团党校、兵团

干部学院等学校的邀请，向青年学子分享自

己的故事，目前已宣讲上百场。

在李梦桃看来，时代选择的多元，让不

少留下建设新疆的年轻人感到迷茫和困惑，

作为过来人，他更能明白年轻人的感受，“我

想用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他们，成为他们迷

茫时的灯塔。”

近日，吕林有（左）与工作人员在辽宁
省农业科学院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章古
台基地查看牧草生长情况。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彰武县曾经狂
风肆虐，黄沙漫天。2004年，24岁的吕林
有毕业后来到原辽宁省风沙地改良利用研
究所（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沙地治理与利
用研究所）工作。随着工作的开展，他坚持
与单位的前辈、彰武县当地的农户学习交
流，积累经验，钻研治沙。

针对退化沙化草地生态综合治理，吕
林有先后引进试种草（药）品种 400余份，
筛选评价出适宜草（药）品种 50余份。同
时他带领团队开展了沙地林药模式、林草
模式、人工草地高效建植等配套技术研究，
为沙地生态治理产业化发展及实践先行示
范做出贡献。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吕林
有在 2016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
学博士学位，很多当地农户亲切地称呼他
为“草根博士”。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图①：李梦桃（右）以访谈课形式在塔里木大学进行宣讲。 本报通讯员 段飓风 摄

图②：李梦桃在北塔山当医生时，以马为交通工具，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马背医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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