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风采

逆风前行守住百姓“生命线”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满眼的血丝、憔悴的面容……记者见到海南省劳动模范、

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毅时，他正穿行在院

区道路上，查看台风“摩羯”灾后各方面恢复工作，这是他和医

护人员奋战在一线的第 13天。

9月 6日上午，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紧急召开防台

风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制定医疗保障方案，确保在极端天气下

医疗服务能够持续高效运行。

“刮台风当天，医院共有 2000名左右患者，还接收了 80余

名怀孕 38周以上的孕产妇，所以一点意外都出不得。”回想起

当时的情况，王毅仍感到压力山大。

9 月 6 日下午，张女士不慎被强风吹倒的玻璃砸中，玻璃

碎片割伤她的左手和前臂，当即血流不止。她被送至海南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需手术。虽有发电机，但由于先前电

压不稳导致转换开关出现故障，电力送不到手术室，无法正常

进行手术。为尽早帮张女士保住肢体，医院医务部、护理部和

后勤部门相互配合，尝试解决供电问题。王毅得知情况后，冒

着狂风暴雨急赴手术室协调解决电力问题。9月 7日凌晨，经

过近 1个小时的抢修，手术室的电力得到保障，医护人员立即

将张女士送至手术室。终于，历经 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后，

张女士保肢成功。

就在手术开始后不久，王毅又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称院

区内树木倒伏情况严重，特别是从医院西门到急诊科门口道

路完全堵死，救护车无法驶入，此前一位由消防车送来的孕妇

只能从门诊大门驶入，路程长，耽误抢救时间。为了畅通病患

的“救命通道”，王毅紧急组织人员、车辆、器械，开始清理路

障。小叶榄榕及其他树木横七竖八倒在路中间，清障难度巨

大，从医院西门到急诊大厅，短短的 150 米左右长的道路，足

足花了近 3个小时才被清理出来。凌晨 3点半左右，当得知医

院基本可以正常运转后，王毅和同事才放心地回家。

9 月 15 日晚，医院收治了一名突发脑梗的电力抢险救援

人员。“我们组织相关科室的医生以及北京、广州的专家，一天

之内开了 4次会诊会议，对患者后续治疗护理做了全面安排，

直到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王毅说。

13 个日夜，类似的突发情况应接不暇，王毅和医护人员

严阵以待、逆风前行，为百姓牢牢守住“生命线”。

中欧班列上的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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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盼 毛浓曦

近日，陕西咸阳泾阳县泾河三街光电子

产业园内，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创

未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规控开发组辅助驾驶

工程师王航正侧弯着腰挤在狭小的驾驶室

里，5条线束在他手里来回翻飞，不一会儿就

完成接线，电脑显示一切正常。

在今年 9月举办的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汽车维修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方向）决赛中，王航获得第一名。

“王航不仅善于思考和创新，而且有一股

遇到难题不‘啃’下誓不罢休的韧劲。”陕汽德

创规控开发组组长赵亚栋说。

“有起点就有终点”

9 月 11 日早上 8 点，王航走进第八届全

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现场，20 辆微型越野车

整齐摆放着。

在两位裁判的注视下，王航先按照要求

绕车一圈，对车辆外观、轮胎、手刹等进行检

查。随后，他发现车辆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

等与自动驾驶相关的传感器没有装上去，作

为考核的一部分，他动手进行安装。“安装传

感器时我的手心还在冒汗，想赢的心愿很强

烈。”车辆故障排查及维修环节，王航按下开

关后发现车辆没有反应，“一开始脑子有点

懵，得益于平时的反复训练，我判断是电池没

有通电，便开始根据蓄电池线束方向依次检

查线束。”

而就在摸到线束后的几十秒，王航想起

上学时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任何事物有起点

就有终点。”顺着线路方向，他迅速进入状态，

很快查到上电开关的插头针脚错误，于是修

复针脚并接紧插头，不一会儿自动驾驶屏幕

亮起，仪表上显示了电量、挡位等信息。

“我能出发了吗？”排除 5 个故障后，王

航问裁判并得到肯定答复，他按下汽车启

动按钮，之后进入自动驾驶的汽车准确在

减速带减速、人行道处礼让行人并最终停

进泊车位。王航悬着的心放下了，而他发

现，自己比赛的那场次，18 辆车能成功排除

故障开出去的并不多，不少选手赛后讨论

觉得大赛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考得比较

细致、深入。

“不能把问题留给别人”

作为一名辅助驾驶工程师，除了要去现

场调试车辆，王航还要参与软件开发，编写几

万行密密麻麻的代码是常有的事，而其中任

何一行出错，都可能导致调试失败。

2022 年初，陕汽德创公司开始探索攻克

L4级自动驾驶关键技术与难题，其中涉及感

知、融合、定位等模块，王航负责高精定位系

统研发，这是他之前很少接触的领域。“遇到

困难，如果我退缩了，问题就得别人来解决。

但我的信念是，决不能把问题留给别人。”凭

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王航开始“闯关”之路。

那段时间，王航不断找业内高手请教，在

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文献，反复试错再不断改

进……最终，经过近半年的时间，他负责的定

位模块完成，在测试时实现园区自动驾驶厘

米级定位。

从事自动驾驶领域相关工作，王航除了

日常工作外，遇到特殊问题时总是喜欢琢磨

背后的逻辑和原理，以求彻底弄懂。比如负

责企业自动驾驶车辆的纵向控制，遇到车辆

表现不理想时，他经常一个人调车到晚上 10
点多，反复改进，直到解决问题。

在陕汽德创，有一个关于自动驾驶的知

识库，王航将学习到或用到的知识体系化、条

理化整理后，放入知识库供大家一块学习。

受益“拧螺丝”经历

9 月 13 日，王航荣获国赛第一名的消息

传回企业。很快，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西安商用车产业园内锣鼓喧天，大家迎接

王航等选手载誉归来。

中秋节，王航拿着奖杯回到西安周至县的

老家。“你以前说你是编代码的，奖杯上怎么写

的是维修工？”王航父母不解地问。“我们是智

能化维修工，无论是维修工还是编代码，都是

为汽车行业发展贡献力量。”王航告诉父母。

小时候，动画片《四驱兄弟》让王航迷恋

上汽车，“那时我也想拥有那么厉害的赛车。”

高考填报志愿时，王航选择了长安大学车辆

工程专业。从大一到大三，他一直在学校邮

政收发室兼职，在那里，寄来的杂志要在第二

天下午整理好送到图书馆，遇到关于汽车等

方面的杂志，王航总是在送来的第一天晚上

先认真读一遍。“这段经历让我获取了最前沿

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信息和动态。”王航说。

研究生毕业后，王航受到 10多家企业的

青睐，其中不乏给出较高薪资待遇的互联网

大厂，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汽车行业。

“热爱是动力的源泉。这次夺冠，除了热

爱，也离不开陕汽提供的机会与平台，尤其是

让我们进入总装、涂装等厂和车间，拥有了宝

贵的在一线‘拧螺丝’的经历。”王航说。

王航有一股遇到难题不“啃”下誓不罢休的韧劲，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不断“闯关”——

“ 热 爱 是 动 力 的 源 泉 ”

民警陈梁顺业余时间以帮扶“问题青少年”为己任，帮助他们打开心门，把他们拉回正轨——

“护苗”路上，他走出一片郁郁葱葱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通讯员 朱琳琳 李强

“货物重量不同，制动距离也不同，要提前预判线路状况，

刹车时尽量减少颠簸，确保货物安全抵达。”近日，随着中欧班

列（渝新欧）精准停靠在四川达州站，驾驶室内的江彤目不转

睛地注视着前方绵延的铁轨，他缓缓地松开闸把，嘴上不经意

地自语道。

这是江彤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交班，他的心里涌动着

满满的不舍。

江彤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机务段电力

机车司机，也是中欧班列首发司机。2011 年 3 月 19 日，首列

中欧班列（渝新欧）从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村中心发出，他

负责开行重庆至达州这段路程。头发花白的江彤对当时的

情景记忆犹新。“首发当日，我早早地整理好着装，提前来到

司机室，仔细检查机车，进行制动机试验、进退级试验。”每

一个环节，江彤都谨慎小心，反复确认机车性能，生怕有一

丝疏漏。

中欧班列路远线长，由沿途多位司机接力前行。江彤的

任务就是按时将班列从团结村开到达州，稳稳交出“第一

棒”。他感慨，这些年，看到一件件“重庆造”货物走出国门，自

己感到特别骄傲。

这些年来，江彤把每一趟中欧班列都当作首趟开行，确保

班列安全、正点、平稳开行。从中欧班列（渝新欧）到中欧班列

（成渝），从 2011 年的年发 17 班，到如今的年发超过 5000 班，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成渝）稳定运行线路超过 50 条，辐射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 余个城市。江彤说，作为中欧班列司

机，这是他人生最高光的 13年。

近年来，在完成值乘任务的同时，江彤还将主要精力投入

“传帮带”上。从复兴号动车组司机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司

机、从新手“小白”到即将晋级“大车”的青年司机，他的悉心传

授收获了桃李满园。

在庆祝光荣退休的欢送会上，江彤郑重地将曾经使用的司

机手账、象征列车安全的机车闸把，以及印有“领航中欧班列、

服务一带一路，生生不息永传承”的班列精神火炬交给徒弟们，

然后动情地说：“我这一程光荣交班，未来靠你们了，加油！”

本报记者 裴龙翔 本报通讯员 丁顺

“阿哥，我考进了市重点高中！”电话

那头，获知今年中考成绩的小张同学，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公

安分局 嘉 兴 路 派 出 所 社 区 民 警 陈 梁 顺

报喜。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2023 年，还在读

初三的小张因学习问题与母亲屡屡发生

冲突，家里多次报警。“处理一个纠纷和挽

救一个孩子，其中的差别太大了。”作为社

区民警，陈梁顺并非爱管家长里短，可他

不能容忍自己袖手旁观。“曾经我把一个

孩子拉回正轨后，父母声泪俱下地道谢，

此后我就更放不下这份事业。”

这些年，陈梁顺利用业余时间帮扶社

区里的“问题青少年”，约谈 70 多个家庭，

重点结对帮扶 15个孩子。同时尝试把“钥

匙”传递给更多人，率领虹口区公安分局 9
支“警察哥哥姐姐听你说”社区少年服务

队，与 50 余名青少年结对帮扶，目前已有

17人完成帮扶、3人考入大学。

“救人要救心”

“家庭是个同心圆，而圆心往往是孩

子。一旦圆心偏移，家庭就难以圆满，进

而影响社区安定。”在社区走访、矛盾纠纷

调处等工作中，陈梁顺逐渐感悟到“挽救

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个家庭”。

2020 年，居民老桂恳求陈梁顺“救救

儿子”。陈梁顺了解到，老桂中年得子，对

儿子小元宠爱有加、寄予厚望，近来却发

现正在读初三的小元成绩直线下滑，原来

是迷上了“手游”。见儿子不听劝阻，老桂

使出杀手锏——断网，这下彻底激化矛

盾。小元与父母屡屡争吵，5次绝食抗议。

陈梁顺紧急上门，他深知“救人要救

心”，如果强行破开房门，彻底关闭的将是孩

子的心门。于是他耐心地隔着房门和小元

聊起天，从小元喜爱的游戏聊起，说操作技

巧、谈游戏皮肤、聊职业竞技，两人越聊越投

机……3个多小时后，小元终于打开房门想见

这位知己，并当场答应以后不绝食，也不再锁

门，有事等警察来解决。

“纠纷不可能一次解决，要持续倾听才能

走进孩子心里。”从那时起，陈梁顺一有空就

上门。一个多月，他上门 40 多次，和小元的

感情越来越深。陈梁顺的帮助让小元重拾学

业，成绩实现逆转，考入一所区重点中学。如

今的小元，已是一名网络工程专业大学生。

做好“护苗”队伍领头人

陈梁顺及嘉兴路派出所在关爱“问题青

少年”方面的做法被虹口区公安分局在全区

推广后，各家派出所的“警察哥哥姐姐听你

说”社区少年服务队应运而生。

身为“护苗”队伍领头人，陈梁顺带领队

员摸排发现辖区里存在心理健康隐患、家庭

矛盾突出、沾染不良习气等问题的青少年，并

介入帮扶。

2023 年 7 月，虹口区连发数起居民高档

运动鞋失窃案，为此派出所部署警力守候伏

击，几名凌晨还在小区游荡、形迹可疑的少年

被锁定，其中一名少年小黄引起服务队队员

刘方的注意。从小父母离异、由外婆抚养的

小黄以前是优等生，进入青春叛逆期后，终日

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厮混，成绩一落千丈。

于是，刘方和同事卫肖虹上门，听小黄的外婆

倾诉了抚养外孙的不易与担忧。在此期间，

小黄始终房门紧闭，怎么办？陈梁顺及时给

队员支招。在他看来，每个孩子都像一把锁，

有独一无二的钥匙，必须因人施策。当他得

知几天后就是小黄的 18 岁生日时立马有了

主意。那天，陈梁顺和同事提着礼物上门为

小黄庆生，小黄终于敞开了心扉。

同时，陈梁顺安排卫肖虹每天盯着小黄

的动向，防止他与社会闲散人员来往，刘方负

责摸清这些人的情况，由派出所组织力量予

以打击。而他则负责联系团委，引入大学生

志愿者为小黄提供学习辅导。在服务队的努

力下，小黄重回正轨并考取心仪的大学。

一个人的领跑最终变成一群人的接力

奔跑。目前，服务队不仅汇聚了熟悉青少年

心理、群众工作能力强的业务骨干 25 名，还

吸收有心理咨询、法律等专业背景的民警

110 余名，开展“父母课堂”17 次，已向 200 多

个家庭传授沟通技巧。

探索“三所联动”机制

陈梁顺的手机里存有一些照片，那是他

布置的“每周好事”笔记，而笔记的主人小徐

同学此前差点走上歪路。

2023年11月，一所小学的校长向陈梁顺求

助：小徐经常欺负同学小顾，小顾父母要求学校

处分小徐并让他换班或转校——两个孩子的

矛盾升级成两个家庭甚至家庭与学校的矛盾。

陈梁顺启动“三所联动”机制，请来校外

辅导员、人民调解员、律师、检察官，以及校

方、家委会代表助阵，分别与家长沟通。在

连开 4 次调解会，小徐及父母诚恳道歉后，

小顾父母态度有所缓和，陈梁顺也适时推

出“改正方案”：即小徐每周至少做一件好

事并记录在册。之后的每周五下午，陈梁

顺都会去学校“检查作业”。在警察哥哥的

督促下，小徐主动打扫卫生、帮助同学、热

心公益，大为改观。小顾父母最终决定既

往不咎。

关 爱“ 问 题 青 少 年 ”是 一 场 双 向 奔

赴。昔日的网瘾少年小元，如今成了陈梁

顺的得力助手，经常以“过来人”身份协助

陈梁顺开解那些与自己过去一样叛逆的

孩子；一位“鸡娃妈妈”在陈梁顺的帮助下

重塑亲子关系，听取其建议专门学习儿童

心理学知识，成为心理咨询师，并表示“只

要陈警官有需要，我随叫随到”……“护苗”

路上，陈梁顺走出了一片郁郁葱葱，他和社

区少年服务队的做法吸引了越来越多有识

之士投身其中。目前，上海正在全市推广

建立社区少年服务队，全力守护青少年健

康成长。 （文中所涉青少年均为化名）

在贵州省黔西市锦星镇红旗村，有这样
一个人，他艰苦创业，用矮小的身躯扛起一
个幸福的家庭，带动周边群众一起致富。
他，就是红旗村村民，致富能手马国志——
一名身残志坚的侏儒症患者。

今年52岁的马国志，早年以家电维修
谋生，后来改行做缝纫维持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请我给他家老人
做寿衣，我做成了第一件寿衣。”马国志说，后
来，自己开办了寿衣加工厂，经过一番闯
荡，打开了自主创业的新天地，带动周边群
众一起走向致富路，谱写了一曲残疾人自
主创业奔小康的赞歌。

如今，马国志不仅为儿子置办了一辆
汽车，还花 60多万元在县城买了房子，一
家人凭借勤劳实现了安居乐业。

本报通讯员 胡毅 摄

图为陈梁顺
到校园给孩子们
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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