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风采

爱较真的工程师
本报通讯员 郑传海 林玥

近日，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轨道交通器材有限公司技术工

艺部工程师朱小庆，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参加包银铁路（内

蒙古段）接触网物资设备设计技术联络会后回到江苏常州时，

虽然已临近下班时间，但为了将会议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尽快整

理出来，他还是背着背包直奔办公室，一头扎进了材料堆中。

2015年，朱小庆大学毕业进入轨道交通器材公司后，在模

具车间和技术工艺部一干就是 9年。正是凭着一股较真的劲

儿，他无论是在商合杭、郑万等高铁项目担任技术负责人，还

是负责项目的物资招标、投标采购工作，都做到了无一差错。

2019 年，公司把承接盐通高铁接触网简统化腕臂的研制

和生产业务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小庆。

盐通高铁是我国第一条全线统一采用中铁建电气局集团

联合国铁设自主设计的接触网简统化腕臂的高铁，也是中国

铁建电气化局首次承接这项业务。

自从参与盐通高铁接触网简统化腕臂研制生产工作后，

朱小庆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简统化的技术把关、审验和现场

沟通工作中。一次，他在现场调研时发现，中期供货时提供的

组合定位环本体圆弧开挡尺寸偏小，与斜腕臂配合时，存在卡

滞情况。在上力后，下侧本体圆弧面嵌入圆管表面，伤管面不

易调节，需用橡胶锤用力敲下来。虽然也能凑合用，但他还是

立即与生产车间联系，建议对模具圆弧开挡尺寸进行修模优

化（扩大）处理，同时向技术工艺部负责人汇报情况，并建议加

强对出厂组合定位环卡滞和滑动问题进行重点检验。

还有一次，朱小庆在检查运送到现场的简统化腕臂材料

时，发现平腕臂、斜腕臂管材和支撑板材原材料表面有磕碰、

划痕、挤压的黑条等问题，尽管不影响预配和使用效果，但是

在视觉效果上毕竟不那么完美。朱小庆把意见反馈给原材料

厂家，装配车间要设计制作专门的压接装配平台，同时要加强

对所有出厂的原材料外观质量严加检查，内部压接生产要像

对待玻璃产品一样，做好产品防护。

工作中，像这样较真的情况还有很多。在朱小庆看来，

“搞技术，就是要对发现的问题较真，精益求精。”在参与盐通

高铁接触网简统化腕臂研制生产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凭着

这股劲收集和参与修改方案信息近 300 项，提出改进设计工

艺等建议 100多条。

罐内“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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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卫士”17年守护旅客安全

本报记者 黄洪涛

第一天成绩并不靠前，本来以为没机会

了，没想到，最后一场比赛他上演“逆袭”。

在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来

自江苏省代表队的陈张奕夺取了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员赛项冠军。在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员这个“90后”“00后”主导的赛场，今

年 43岁的他是一位“老将”了。夺冠后，他格

外平静，“运气成分不少，大家的实力都挺接

近的。”

“可能错一道题，就拿不到名次了。”陈张

奕这样形容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竞赛的激

烈程度。

处理难题就像“解谜”

2006 年 7 月，陈张奕从南京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进入江苏海事系统从

事计算机相关工作。

2015 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新增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这

一职业。从那时起，他开始专注于网络信息

安全领域的研究。

“网络空间就像足球场，我们就是守门

员。”陈张奕打了个比方，“得快速响应，严防

死守，把威胁都挡在门外。”

2015年，海事系统举办了首届网络安全大

赛，陈张奕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表现

一举夺魁。“比赛不仅让我收获了荣誉，更激发

了我对网络信息安全事业的热爱。处理难题

就像‘解谜’一样，很有意思。”从此，陈张奕不仅

在系统内的比赛中屡获佳绩，还积极参与系统

外的各类比赛，不断挑战自我、拓宽视野。

2018 年，在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上，陈张

奕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系统外的强烈竞争。

“那次比赛，我把所有能做出来的题都做出来

了，但是才拿了三等奖。”陈张奕回忆道，“那

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跟外面的差距还是挺大

的。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比赛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陈张奕成了赛场上的常客。最密集的时

候，每周都有一场比赛。

“比赛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会。”陈张奕说，每

次比赛，他都能学到新东西，每次都有新发现。

比赛是个脑力活，也是个体力活。大型

比赛两天 4 场，一场 4 个小时，要一直对着电

脑操作，争分夺秒。

许多比赛都是团队参赛，3 人一个团队，

每个人主攻一个方向，“为了团队荣誉，谁都

不能掉链子。”陈张奕说。

2021年 10月，在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赛项比赛中，

江苏省代表队斩获团体第一名，但陈张奕个

人只获得第 13名。

“上一届大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场

的强项没有发挥出来，影响了下午比赛的心

态，导致整场比赛发挥不太理想。”赛后，在遗

憾之余，陈张奕反思，比赛不是输在能力，而

是输在了心态上。

这一届比赛，陈张奕的心态成熟了。“又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强项没有发挥好，但我心

里很平静，只想着接下来的比赛中把自己能

做的都做出来，不留遗憾就好了。”

最终，陈张奕逆袭，拿到了第一名。“可能

这就是我参加这么多比赛的进步吧。”陈张奕

笑着说。

培养更多“守门员”

上一届大赛后，陈张奕的重心就从参赛

转移到了带徒上。

2021年，江苏海事局组建了“张奕网络安

全工作室”。从开始的时候不到 10个人，主力

队员只有五六个人，打比赛只能组一个队。

到现在，这个团队已经发展到 30多个人。

“在我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陈张奕

说，“只要有兴趣，就一定能干好。我在选拔

团队成员时，特别注重这一点。”在他的带领

下，工作室的成员们成长得特别快。

江苏海事局张家港局年轻职工李长宇并

不是网络安全科班出身，但在陈张奕指导下，

仅用了 1 年时间，就在江苏海事局首届网络

安全竞赛中拿了个人一等奖。“不管什么时

候，遇到难题向师傅请教，都会第一时间收到

回复。”李长宇说，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团队钻

研技术的氛围、师傅陈张奕的帮助。

尹婷婷是团队中的一名主力队员，在今

年海事系统行业赛上，她在最后时刻解出了

一道陈张奕和队友都没做出来的难题，帮助

团队夺冠。陈张奕不吝赞美，“那道题我做到

一半就准备放弃了。但她没有放弃，凭借细

心、耐心，硬是给做出来了。”

每次看到年轻人成长起来，陈张奕比自

己拿奖还要高兴。“网络安全防护不能只靠两

三个人，只有大家的水平都上来了，整体的水

平才能上来。”陈张奕希望带好团队，当好“守

门员”，培养更多“守门员”，共同维护好全系

统的网络信息安全。

陈张奕把处理难题当作“解谜”，把比赛当成最好的学习机会——

当好网络信息安全“守门员”

从市立医院到乡镇卫生院，袁丁每周往返 240公里为乡亲义诊，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 候 鸟 医 生 ”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谭欣洁

“我去年就进过反应器的内部，有经验，今年还是让我来

吧！”近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化肥厂正在

进行装置大检修，作为丁辛醇生产系统的核心设备，OB401、
OB402这两台羟基合成反应器都要进行内件检修，该项工作涉

及受限空间、罐内登高等作业，难度大、风险高，丁辛醇车间机

械工程师任金玉主动请缨，挑起重担。

27岁的任金玉有 3年设备管理经验，工作细致认真，先后

获得吉林石化公司优秀共青团员、工厂优秀员工等称号。

2023 年，为了高效快速完成装置精馏塔 145 层塔板的拆

卸、焊接、安装任务，任金玉每天早早来到车间，坚守现场施工

到凌晨 2点。在他的负责下，改造任务得以提前完成，装置提

前 3天投产开车，为公司增效 500万元。

同时，任金玉积极参与到装置的无异味治理中，采取“清顽

渍、紧法兰、换垫片、改形式、堵漏洞”5步法，系统梳理出法兰

口、地漏等 7大重点部位问题，逐一销号处理。任金玉还针对

现场管线纵横，空间狭小等除异味顽渍阻碍，自制蒸汽枪、地漏

封堵密封帽等小工具，高标准建成了无异味装置。

今年检修他又是主力之一。进罐前，他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安全分析，指定专人监护，并佩戴了氧气检测报警仪、可燃

气体报警仪、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等安全设备。做好准备后，

他戴着头灯，与其他两名施工人员一起，踩着摇摇晃晃的软梯，

从 13米高的反应器顶部进入。

反应器内部狭小、闷热、黑暗、闭塞，让人感到十分压抑。

任金玉快速调整状态，配合施工人员进行底部轴套更换工作。

这个底部轴套已经出现磨损，如果不及时更换，将会影响设备

稳定性，甚至造成机封泄漏，导致装置停车。

换上新的轴套，任金玉又对搅拌器搅拌轴上百余个螺栓进

行细致检查。“热，真热！”反应器内近 50摄氏度，任金玉感觉每

一口呼吸都蹿着火苗。他半蹲着身子，用扳手一个接一个地轻

轻探试，螺栓的每一个微小松动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汗水

顺着脸颊滴落，但他手中的扳手却未曾停歇。

两台反应器，检修耗时 6个多小时。当最后一个螺栓坚固

性被确认无误时，任金玉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擦了一把脸上的

汗笑着说：“虽然热得跟蒸笼似的，但设备能稳稳当当运行，咱

心里也就踏实了。”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陈晓宇

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卫

生院，“候鸟医生”袁丁的名字家喻户晓。

2018 年，袁丁作为山东省首批业务院

长到基层帮扶薄弱乡镇卫生院，每周往返

青岛市市立医院和大场中心卫生院之间，

给大场中心卫生院带来巨大变化。他也

因此于 2019年、2021年连续两届获评山东

省城乡医疗对口支援先进个人，2019年 12

月获评青岛市“有温度的医者”先进典型。

“我是农村出来的，知道村民看病不

容易。”两年挂职结束后，袁丁继续利用休

息时间进行义诊，他成了“候鸟医生”，大

场镇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卫生院不是只会开药

2018 年，袁丁作为山东省首批业务院

长来到大场中心卫生院，带着一丝忐忑和

不怕苦的干劲儿，开始了每周来回 240 公

里的城乡“迁徙”。

袁丁所去的大场镇地处偏僻、交通不

便，担负着 87 个村 5 万余人口的基本医疗

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初来大场镇，袁丁

发现这里的卫生院空着大量的床位，患者

来到这里也基本只做一件事情——让医

生照单开药，很多医生也不愿意收治患

者，他们尤其怕值夜班，害怕极端状况处

理不了，更怕因此导致医疗纠纷。

“患者不信任，医生不自信。”这是卫

生院留给袁丁的第一印象。

通过调研，袁丁决定从急危重症的快

速识别与处理入手，将青岛市市立医院的

急救培训模式移植到大场中心卫生院：

“我希望全卫生院的医生通过培训能长出

‘生死眼’，能准确判断患者是否有生命危

险，敢于放手施救。”袁丁说。举办急救培

训讲座、开展急救演练……一系列活动只

为 重 新 获 得 患 者 信 任 、重 振 基 层 医 生

信心。

转机发生在袁丁挂职的第 4个月，一名 3

岁的患者被花生米堵塞气道，送来卫生院时

已经缺氧休克。值班医生以前从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情形，用海姆立克法救人时双腿止不

住地发抖。当时，海姆立克法无效，必须气管

插管，可整个卫生院都找不到一根合适的儿

童导管。危急关头，袁丁带领团队创造性地

用呼吸球囊将堵塞气管的花生米“吹”进一侧

肺叶，让患儿暂时恢复了呼吸，赢得了宝贵的

抢救时间。半年之后，袁丁再次带领团队用

18 次电除颤，成功抢回因电击致心脏骤停患

者的生命。

两次成功抢救，让大场中心卫生院名声

大振，患者家属还给卫生院送来了锦旗，袁丁

的眼睛湿润了。“现在基层医生腰板直了，敢

上手了，患者也一改对卫生院的固有印象，卫

生院的医生不是只会开药，还能救人。”

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在日常调研走访中，袁丁发现周边农村

有大量颈肩腰腿痛患者，这种疾病通过简单

治疗就可以减轻痛苦甚至恢复正常生活，但

卫生院没有这项技术，也缺乏治疗的药物。

村民只能到城里治疗，既麻烦又花钱多。

袁丁算了一笔账，以膝关节疼痛患者为

例，单纯注射玻璃酸钠治疗，需要到城里去，

一个疗程要花近 3000 元。如果在卫生院治

疗，一个疗程只需 500元。

为此，袁丁提议设立以治疗颈肩腰腿痛

等农村常见疾病为主的特色专科，这一提议

立即得到了市立医院、西海岸新区健共体人

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中西医结合疼痛专科于

2019年 5月挂牌成立。

此后，玻璃酸钠注射、神经阻滞下软组织

松解术、局部痛点封闭等多项新技术在卫生

院推广开来，不仅吸引了大量周边乡镇的颈

肩腰腿痛患者，甚至有患者从日照五莲、东

港、淮坊诸城等地慕名而来，大场中心卫生院

从最初的住院患者 10多人，发展到 70多张病

床常常满员，患者住院甚至需要提前预约。

截至目前，中西医结合疼痛专科已累计诊疗

疼痛患者万余人次，2020 年，该专科获评青

岛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专科。

袁丁还牵头制定“一人一技术”规划，轮

番派人到市立医院进修，使一系列新技术在

卫生院开展了起来，基本形成了以全科业务

为基础，中西医结合疼痛、眩晕康复及卒中

早期筛查为专攻方向，并以强有力的院前急

救团队做保障的“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带动“候鸟”群飞

挂职两年，袁丁每周往返 240 公里，需 7
小时，换乘 8 次公交车。2020 年，挂职期满，

袁丁回到市立医院，大场中心卫生院的电话

也经常打来：“小袁，你什么时候回来？”“小

袁，我有个片子请你帮我看看”……不知不

觉，乡亲们早已把这个城里来的年轻医生当

作自己的亲人，袁丁也把大场当成了自己的

“第二故乡”。

一个月后，村民们惊喜地发现：小袁医

生回来了！原来，考虑到乡亲们的就诊需

求，挂职结束以后，袁丁决定每周末开车回

大场中心卫生院，为乡亲们义诊。为解决交

通问题，他和爱人贷款买了车，再次开启了

“候鸟之旅”。

“医生下乡比患者奔波好。”袁丁曾做

过一个简单计算：一名医生下乡一次，至少

可以让 30多个家庭免于奔波。袁丁想把帮

扶薄弱乡镇卫生院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于

是出诊的地点从大场中心延伸到莱西姜

山、马连庄，3年时间，车子跑了 10万公里。

谈及为基层义务服务的初衷和坚持下

去的动力，袁丁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真觉得

没什么。”他告诉记者，大场的村民是他割舍

不下的牵挂。在一些治愈案例的宣传下，乡

亲们对袁丁的依赖感越来越强。袁丁看到，

卫生院的诊疗思维也正发生转变，不仅要因

病施治，更要因人施治，从单纯“接诊”“看

病”转换至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给病人更切实的指导，大场中心卫生院成为

守护当地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基层卫生工

作需要更多的青年医生投入。2023 年，袁

丁成为一名基层医疗管理者，在医院的支

持下，基层工作站、志愿巡诊团、专家故乡

行等举措相继落地，一大批青年医生积极

响应，周末都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各个乡

村卫生院，“候鸟”单飞带动起“候鸟”群飞。

图 为 袁 丁
（右 一）在 大场
中 心 卫 生 院 教
学查房。

受访者供图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潘广杰是成都铁路公安局贵阳铁路公
安处乘警支队二级警长,从警 17 年来，积
极探索列车治安防控方法，织牢铁路和旅
客安全“防护网”，被评为公安部直属机关
优秀青年、全国铁路最美基层民警。

2007年，潘广杰被分配到贵州六盘水
站公安派出所田坝警务区工作。当时站区
扒车盗窃活动猖獗，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走街
串巷、摸排地形，成功打掉扒车团伙。

潘广杰值乘的大多是长途列车，为确
保旅客出行安全，从准备发车起，他就来回
不停地巡视、检查、宣传、提醒，一次值乘下
来就是10多公里。向旅客宣传防范电信诈
骗知识是他值乘的必办科目，凡是他值乘
的列车，他都会有针对性地向老年旅客、学
生等特殊人群宣传防范电信诈骗知识。同
时，看到旅客有大件行李或者是旅客上车
搬运行李困难的时候，潘广杰总是会主动
上前帮助旅客搬运，让旅客快捷上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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