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烈焰玫瑰”检修记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莫育杰 张成毅

8 月 7 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艳阳高照。

在玉林至铁山港铁路曲樟站至闸口镇站区间，国铁南宁局沿

海铁路公司钦州供电段的女接触网工陈楚炎和工友们正在对

接触网进行检修作业。在烈日的暴晒下，轨道作业车表面即

使隔着手套，触摸时也能感觉到发烫。

接触网是铁路线上空架设的输电线路，是电气化铁路列

车运行的动力来源。高温导致接触网的绳索因热胀冷缩发生

变化，直接关系到机车的安全运行，同时，玉铁铁路是西部陆

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货运繁忙，对接触网设备影响较

大，加强检修刻不容缓。

24 岁的陈楚炎是钦州供电段为数不多的女接触网工之

一，今年也是她转正后的首个暑运。检修现场负责人陈昌武

下达指令后，陈楚炎系好安全带，登上缓缓上升的作业平台，

开始接触网检修作业。只见她在 6 米多高的接触网上，与工

友默契配合，安装吊弦、紧固螺栓、调整长度，有条不紊地完成

破损吊弦的更换。随后，她又爬上接触网腕臂，身处半空，双

脚踩在狭窄的横梁上，对螺帽和开口销细致地检查。炽热的

阳光照在她脸上，汗水沿着安全帽边缘滴落，在发烫的设备上

迅速蒸发。

“接触网作业具有高空、高压、高危的特点，除了要有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业务技能，强健体格必不可少，因此接触

网工一般是男性。陈楚炎不一样，她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当上

接触网工。”陈昌武介绍。

在班组职工眼里，陈楚炎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一次

高空作业实战演练中，陈楚炎在没有确认安全带保险扣锁闭

情况下就想往腕臂上爬，立即被师傅制止。这次经历给陈楚

炎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提升高空作业技能，陈楚炎一有空

就拉着师傅在演练场练习攀爬支柱。此外，她还加强体能训

练，以适应工作需要。

在师傅带领下，陈楚炎的业务水平不断提升。如今，这朵

“烈焰下的玫瑰”已经能熟练报送计划，胜任接地员和接触网

工等关键性岗位工作。

当天，陈楚炎和工友顺利完成了两处吊弦的调整更换、紧

固螺栓 40 余个、检查零部件运行状态 30 多处，有效排除了设

备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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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匠心”传承中药炮制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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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一个人可以用 12 年做什么？青岛青年

戴栋晨用 12 年完成了从职校生到博士生的

进阶。

戴栋晨一度对未来感到迷茫。然而，当

原本枯燥的课本学习变成一堂堂生动的实

践课程，当一个个试件“进化”得几近完美，

最初的懵懂和迷茫也转化成日渐清晰的热爱

和理想。

青岛电子学校电气技术应用专业、山东

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中国科学院大

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哈尔滨

工 程 大 学 智 能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博 士 研 究

生……细数走过的“台阶”，即便戴栋晨只

字不提，记者仍能想象到这个过程的辛苦

和不易。

从迷茫到热爱

虽然只是博一，戴栋晨已经参与了多

个国防军事项目的研发工作。确定采访时

间是在晚上 10 点，这时的他刚刚开完工作

例会。

选择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攻读人工智能专

业博士，戴栋晨的理由纯粹又宏大。“喜欢军

事，希望深度参与我国国防事业。”戴栋晨坦

言，也许这份理想“有些大”，但却是他自职业

学校至今始终热爱的领域。

中考结束后，戴栋晨也曾对未来感到迷

茫，但最终选择去职校学习。

职校高一阶段的理论学习与初中埋头苦

读的学习状态无异，进入高二的实操课程，戴

栋晨有过短暂的不适应。“第一次实操，老师

在黑板上画了电动机控制线路图，让我们据

此完成试件的线路接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的戴栋晨完全不知如何下手。

“当时学校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参加大

赛的同学集训，我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

打下手，换来了旁听和练手的机会。”如果

说最初的努力是为了通过专业考试，那么

不知何时起，戴栋晨对于专业的感觉有了

微妙的变化。

“ 真 正 的 热 爱 ，可 能 是 从 试 件‘ 用 起

来’的那刻开始吧。”从一根根接线开始练

起，随着专业的精进，戴栋晨发现自己制

作的试件可以广泛应用于生活、生产等各

个场景。

在热爱的领域深耕

虽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理工大学，戴

栋晨入学初期还是感到了学习的“吃力”。“就

拿高等数学来说，我们和夏季高考的同学一

起上大课，他们的基础和反应能力明显优于

我们。”虽然有过短暂的羡慕和失落，但是实

践课程的优势很快帮助戴栋晨找到了自信。

到处蹭课，泡在图书馆做题、看书，填满

了戴栋晨所有的课余时间。“每个老师的讲课

风格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大量汲取理论知识，

是我迅速成长的关键。”凭借一股韧劲，不到

一个月，戴栋晨已经可以跟上老师的节奏，反

应能力直追夏季高考的同学。

整个本科阶段，戴栋晨的成绩都位居前

列，大一时就在全国性机械制图大赛中获得

二等奖，大二开始在实验室带学弟学妹。职

校生取得本科学历，本已足够励志，可是戴栋

晨又确定了考研的目标。“并不是执着于学

历，而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深耕。”职校时期

萌生出的热爱，始终牵引着他。

因为英语的 4分之差，戴栋晨无缘硕士院

校。第二年，他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学

校门口租房、每天在自习室里复习的日子，一

过就是一年。2020 年，戴栋晨顺利考取中国

科学院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提前3年修完博士学分

硕士 3 年，戴栋晨参与了两个国防军事

项目的研发。“那个时期更多是跟着博士生和

导师做一些基础工作。”如今考入博士，戴栋

晨同时兼顾多个项目，由跟随者变成主导者，

其压力和强度可想而知，可因为那份热爱和

韧劲，戴栋晨不仅不觉疲惫，还在项目攻克、

论文撰写等繁忙的课业中提前 3 年修完了 4
年博士的学分。

今年 5月 14日举行的职业教育活动周启

动仪式上，作为职教优秀毕业生，戴栋晨与青

岛其他两位代表宁允展、李启士分享了自己

的成长故事。整个交流活动中，戴栋晨既感

慨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也敬佩

宁允展和李启士对于职业的热爱。

“无论我最终从事什么行业，职校阶段萌

生的对专业的热爱已经深刻植入我内心。”戴

栋晨庆幸自己在职业学校学习的经历，那些

在实验室里苦练实操的日子，成为他心中坚

不可摧的磐石和专业底气，一点点托举着他

更加接近心中的理想。

12 年 ，职 校 生 成 为 博 士 生

在西电西变公司绕线圈岗位上，50 多年来，接连产生 4 位劳动模范——

一个岗位，四代劳模的接力“传奇”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彭国正 尧应龙

近日，记者走进江西省南城县建昌帮药业有限公司的崔

家泉工匠创新工作室，只见江西省技术能手、江西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建昌帮药业传承人崔家泉正悉心向徒弟们传授中药饮

片制作工艺要领。

“谨伺水火不失其度，炮炙精细逞其巧妙”——这是建昌

帮中药炮制技艺的古训，也是崔家泉做人做事的准则。

“从事中医药行业需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作为年轻

一代制药人，崔家泉拜当地老药工为师，学习中药炮制技法。

他回忆起 7 年前学艺初期师傅给他出的一道题：在一个月内

学会用药匾筛谷糠，并做到“筛开满盘，合笼归中”。

筛法这种技艺只有靠累月的苦练才能熟练。为了达到师

傅的要求，他坚持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一遍遍练习平筛

法，没两天，双手就磨出水泡，长出厚厚的茧。功夫不负有心

人，一个月后他成功在“筛”上做到了收放自如。在师傅的引

导下，他还主动研习传统水泛丸制作工艺，并在泛丸起模、抛

光、挂衣等工艺上有了一套自己的理念。

传统中药炆制需小火炆制一天一夜，不仅工艺步骤多而

且耗时长。在寒风凛冽的冬季，为了能随时观察炆制过程的

变化，崔家泉常常和衣而睡，整夜守在坛边，力求每一步都做

到一丝不苟。

如今，崔家泉谨记老一辈制药人嘱托，博采众长，研发适

宜时代发展特色的新产品。在他看来，建昌帮中药炮制技艺

有许多特色优势，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这种优势传承和发展

下去，这门技术才会更有生命力。

从业以来，崔家泉发掘补缺复原建昌帮特色炮制工具

80 余种、建昌帮特色炮制饮片标本 300 余种，在传统饮片

炮制创新改革方面，研究开发发明专利 15 件、实用新型专

利 9 件。此外，他还将建昌帮传统中医药炆制车间建设成

现代化生产车间，获批江西省新产品 8 个、江西省优秀新

产品 2 个。

为了推动建昌帮医药文化传承，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手把手向年轻人传授“刀刨八法”“碾筛十法”等中药饮片

切制、熬制等绝活。目前，崔家泉中药炮制技能大师工作室已

有学徒 20人。

戈壁滩上的夫妻文保员

8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境
内的一处戈壁滩上，买买提·艾力和妻子巴哈
义·依得热斯正在他们守护的了墩烽燧旁进
行巡护。

这处烽燧建于唐代，2013年3月，被列
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买买提·艾力曾是一
名护林员，多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沿途的烽
燧产生浓厚兴趣。30多年前，哈密地区文物
局开始对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古迹进行普
查。熟悉当地地理地貌的买买提·艾力便义
务当起向导，在他的帮助下，文物普查员得到
第一手完整详细的资料。为了有效保护当
地文物古迹，哈密地区文物局决定聘请买买
提·艾力为文物看护员，担负起看护了墩烽燧
的任务。如今，妻子巴哈义·依得热斯也加入
文保员队伍，一起守护这个千年烽燧。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杜玮

在陕西西安西郊，坐落着我国超、特

高压变压器类产品的核心制造企业——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电

西变公司）。在这个企业中，有一个传奇

的岗位——被称为变压器生产“心脏”的

线圈车间。

在该车间绕线圈岗位上，50 多年来，

接连产生了 4位劳动模范。四代劳模接力

奔跑，亲历了中国电力工业从跟跑到并

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绕线圈“绕出”四代劳模

变压器在电力输送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线圈则是变压器的“心脏”。在变压器

的研制过程中，无论是过去 10千伏变压器

的线圈，还是现在 1000 千伏变压器的线

圈，都需要手工操作来完成生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电网建设还不

完善，能生产变压器的厂家很少。1966年，

原上海电机厂变压器生产线整体西迁至西

安。1970年，丁建国成为原西安西电变压

器厂的一员。“刚进厂的时候，厂里装备少，

只有 10 多台卧式绕线机。”丁建国告诉记

者，“20世纪 70年代初期，线圈绕制岗位有

40人，大型产品每月只能生产 3台左右。”

线圈的质量决定着变压器的性能和使

用寿命。线圈绕线手工操作技术性很强，

没有三五年的历练，很难成为一名成熟的

绕线技术工。丁建国虚心向师傅学习操作

技术，总结工作经验，很快掌握绕线基本技

能。“在变压器制作过程中，线圈的每个线

饼都必须绕紧，表面的平整度要控制在±1
毫米以内，并且导线绝缘不能有一点破

损。”这些看似简单却极为繁琐的重复劳

动，丁建国一干就是几十年。1995年，他被

授予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丁建国之后，还是这个绕线圈的岗位，

一代又一代工匠接力传承，成为各级劳动

模范：2000年，丁建国的徒弟王文革荣获西

安市劳动模范、“机械工业技能大师”称号；

2017年，王文革的徒弟曾国荣被评为陕西

省劳动模范；2022年，曾国荣的徒弟孔稳超

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站在师傅的肩膀上

从第一代劳模丁建国到第四代劳模孔稳

超，虽然代代都在绕线圈的岗位，但线圈与线

圈代际差别越来越大，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

高，挑战越来越大。正是在一代一代师徒持

之以恒的努力下，实现了技术的不断跨越。

1970 年至 1990 年，西电西变公司的变压

器生产能力从 10 千伏发展到 500 千伏。其

间，丁建国挑起了绕线圈的大梁，适应了交流

输电时代技术不断进步的要求。

2000 年起，直流输电逐渐成为我国远距

离高电压输电的首选。同年，西电西变公司

接到国家重点工程“三峡-上海”±500千伏直

流输电工程变压器生产订单。王文革担任线

圈绕制项目的负责人，全程参与线圈绕制。

这是我国首台自主研制的大功率直流输

电产品，对工人的操作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那段时间，王文革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

车间，不断摸索线圈工艺，最终掌握了技巧，

顺利交付订单产品。

在师傅王文革的教导下，曾国荣也成长

为一名全能型技术工人。2011年 12月，厂里

派他到瑞典学习变压器线圈制造新技术。回

国后，曾国荣在国际制造新技术基础上不断

改进、提高，终于为国产特高压换流变压器装

上了“中国心”，让国产变压器线圈制造拥有

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2019 年，西电西变公司中标三峡如东海

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 1100兆瓦送出项目。该

项目产品线圈绕制技术要求高、导线屈服强度

大，对技术工人的手工操作提出很高要求。尽

管孔稳超与师傅曾国荣在车间里反复尝试，却

始终无法达到将线圈线饼幅向精确控制到 1
毫米的技术要求。孔稳超和师傅对着绕线机

思考讨论，怎样才能突破原先的操作技术。曾

国荣苦笑着说：“难道还能从外往里绕吗？”

正是这句话启发了孔稳超。他尝试从外

到里绕制，终于使线圈线饼幅向控制达到了 1
毫米的技术要求。

传承技术，更传承精神

在丁建国那个时代，生产任务的完成往

往需要个人的超常付出，他每个月都超额完

成线圈生产任务，甚至曾经一年干过别人两

年才能干完的活儿。

1995 年春节前，为完成一台价值百万元

的电抗器线圈绕制，丁建国带着徒弟王文革

工作到大年三十晚上，并不时嘱咐王文革遵

守技术规范：“每一个焊接点要比原线略厚 0.2
毫米，不能让一个焊接点影响变压器质量。”

丁建国用他的技术和品格，为厂里的技

术工人树立了标杆。在他的带领下，王文革

也为国家重点工程立下汗马功劳。

2000 年夏季，西安经历了一场大暴雨。

王文革所在车间厂房屋顶出现漏雨。紧急

时刻，王文革趴在线圈上，用身体挡住滴漏

的雨水，为车间采取堵漏措施争取了时间，

避免了雨水中的杂质影响线圈质量。

王文革常常对技术工人说：“在线圈绕

制前，要通过图纸了解产品的结构、技术要

求，用我们的双手把设计图纸变成一个个产

品。”他将工作经验传授给年轻职工，建立并

维护车间 10年生产周期的生产数据库，使车

间各项技术有了传承，他的徒弟曾国荣进

一步将绕线圈技术发扬光大。

2020 年，西电西变公司为国家阿里与

藏中电网联网工程 500 千伏项目生产变压

器。这是迄今为止海拔最高、最具挑战性

的输变电工程。

“公司接到 40 台变压器的生产任务，

线圈制造工作非常繁重。”曾国荣说。为了

确保产品准时交付，曾国荣与组员坚守生

产一线，以厂为家，保障线圈顺利生产。

2020 年 12月，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

式投运。当地群众称，这是打通西藏电网

统一“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工程，是一条

光明线、团结线、幸福线。

几十年来，曾国荣先后带教徒弟 20 余

名，已成为变压器线圈绕制工序的骨干。其

中，徒弟孔稳超成为线圈岗位上的佼佼者。

就这样，四代劳模薪火相传，在小小绕

线圈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凡的业绩，演绎了

一部传承与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的传奇。

图①②③④分别为丁建国、王文革、曾国荣、孔稳超，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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