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祝盼 毛浓曦

11 月 2 日晚，陕西宝鸡忠诚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所技术员赵周理再次小心

翼翼地从书柜拿出那枚“数控机床装调维

修工决赛第一名”金色奖牌，轻轻抚摸着，

往事涌上心头。

前不久，赵周理夺得第八届全国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赛项

全国冠军，领奖台上，当所有获奖选手满

心欢喜地庆祝时，他的胃部却不时传来阵

阵疼痛。前一天，他 5 点起床准备，持续 6

个小时的高强度比赛，因精神高度紧张引

发的胃痉挛仍在继续。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

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论语》

中的这段话，一直激励他年复一年在书山

苦学、在车间勤练，努力追求极致，以“要

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心劲，向自己的“冠军

梦”全力奔跑。

“0.3分差在哪里”

“0.3 分差在了哪里？”2020 年 9 月，陕

西省职业技能大赛机床装调维修工决赛

结果出来后，赵周理的手机锁屏上多了这

几个字，之后他常以此反问。

这次比赛中，赵周理以0.3分的分差与

第一名失之交臂而屈居第二，虽最终也被授

予陕西省技术能手，他却心有不甘。“实操考

试刚交卷，我抬头发现机床的一个灯不亮，

而排除这个故障只要1秒就能得3分。”

赛后，赵周理主动分析原因，考试涉及

电器、机械、零件加工、检测、故障排除等方

面知识，而入厂仅两年，还是车间施工技术

员的他，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过于单一。

“那 0.3 分看似是粗心所致，实则是综

合知识、能力的欠缺。”赵周理反思。刚毕

业时，他在西藏工作过两年，把他锻炼得

能吃苦、耐得住寂寞，回西安时他默默告

诉自己，以后无论在哪都要静下心来，不

断钻研，要做就做到最好。

当时企业正在培养复合型人才，乘着“春

风”，赵周理开始广泛地涉猎相关知识。之后，

他只要有空就去机床总装车间看其他工种如

何操作，不懂的地方就问，回到工位再去查阅

书籍、资料，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很快他

从车间进入研究所工作，开始接触当时企业最

先进的机床——五轴加工中心调试。

“那几年，赵周理被大家戏称为研究所‘三

最’——书翻得最多、车间跑得最勤、班加得最

晚。”研究所电气室负责人刘平说。而就是当

年让他与省赛冠军失之交臂的 0.3分，成为赵

周理最终荣获国赛冠军的重要动力，这个遗憾

让他变得更加努力，也变得越来越完美。

“参赛就要奔着冠军去”

9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决赛的最后一场实操

比赛在宝鸡举行。

“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比赛会先给一个

任务书，上面有 7 大项任务，涉及故障排除、

精度检测等，6个小时不停歇的高强度比赛对

所有选手的脑力、体力都是极限考验。”最终，

赵周理的 7大项任务基本完成 5项。

他清楚地记得，大赛为选手们准备的水和

食物，几乎没有人顾得上吃。“比赛很辛苦，但

备赛的几个月远比这辛苦，当时我只想一件

事，脑子里全是对胜利的渴望。”赵周理说。“媳

妇，辛苦你把孩子看好，我全力备赛”“没问题，

支持你”……决赛前的几个月，这样简单、有力

的对话，几乎每晚都会出现在赵周理家。

赵周理从今年 4 月开始备赛，尽管还不

知道最终能否参加国赛，但他已经开始给自

己施压——“参赛就要奔着冠军去。”那段时

间，各种书籍他反复读了三四遍。

然而，就在他专心备赛时，6月初，企业接

到一个重要订单，由于没有最终确定参赛名

单，电气设计部分还是全部交给他来做，工作

量巨大。“时间这么紧，你怎么设计？”电气室

负责人刘平问他。“没问题，我白天设计，晚上

备赛。”赵周理答。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不到 7 点就坐在

电脑前，手指一直在电脑上翻飞，工作到晚

上 9 点再回家复习大赛的知识，一直到晚上

12 点多。6 月 28 日，赵周理长舒一口气，电

气设计部分全部完成。之后的陕西省选拔

赛和脱产培训后的二轮选拔赛，他均晋级并

被确定为大赛选手。

“备赛的后半段，我每两天将题库的5000

道题练习一遍，错题全部截屏下来，一道一道

地背，躺在床上，满脑子的考题。近两个月的

实操培训，每天连续站七八个小时，是那颗

‘冠军的心’始终在支撑着我。”赵周理说。

永无止境的追求

2023年初，赵周理所在的企业接到一个

重点机床任务，该机床结构比较特殊，需要

对两个对刀仪进行校准，一个是固定式，校

准技术比较成熟，另一个是移动式，装在机

床尾座上，精度一直不稳定，难以校准。

“既然对刀仪是移动式的，那么我们能

不能变之前的固定式调准为移动式校准。”

小组会上，赵周理的建议启发了大家，在充

分讨论后决定一试，最终成功校准，赵周理

为此还专门开发了一个移动校准的程序，问

题得到彻底解决。

“赵周理有极强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性

思维，敢于对已有的东西提出疑问，而且能

够举一反三。”副所长李小飞说。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数控机

床装调维修工培训期间，老师讲到激光干

涉仪相关知识，在机床上演示一遍，赵周理

会思考激光干涉仪在加工中心其他各种工

况环境下的工作原理与状况；讲到“单向补

偿”，他的脑子里又冒出“双向补偿”。

研究所电气室技术员王俊超是赵周理

的徒弟，拜师时，赵周理给了他一本《简明调

试手册》，王俊超发现，这个20章300多页的

类似说明书的调试手册被赵周理翻得皱皱

巴巴，而且几乎每页都写着详细的笔记。

电气元件编号不计其数，只要王俊超

问到电气元件编号字母背后的含义，赵周

理 都 能 说 出 每 个 字 母 、数 字 代 表 什 么 。

2024 年，王俊超在数控装调维修工的省级

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师傅一样成为陕西

省技术能手。

有一次，赵周理调试完机床，时间刚过

晚上 12 点，看到外面的烟花，他才想到那

天是跨年夜；为突破高端五轴机床的技术

垄断，赵周理和同事用 1 年半时间攻破所

有技术难题……一路走来，“冠军梦”成为

赵周理永无止境的追求。

诊治设备病灶的“全科医生”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王景林 包燕慧

“‘破圈’没有捷径，深耕自己才是关键，无论什么工作都

有窍门，都能省时省力又增效，只有多动脑筋，才会有奇迹发

生！”这是侯永利经常与同事说的话。

侯永利是开滦集团内蒙古宏丰公司红树梁矿的矿井机械

维修工，一位各基层单位争抢的“香饽饽”。

2021 年，侯永利入职开滦集团，走上红树梁矿机工检修

班长岗位。他通过不到 4年的努力成长为矿井机电战线上的

“智多星”、诊治机电设备病灶的“全科医生”。

在蔚州公司的时候，侯永利被誉为矿井“四大件”故障的

天敌。后来来到红树梁矿的他，面对现代化智能设备时也是

“头大”。于是他“白手起家”，利用一个月时间把工作范围内

的所有机电设备进行了系统摸底“体检”，大到主运输系统，小

到犄角旮旯的潜水泵，他都一一造册登记，对存在的问题隐

患，带领班组成员逐一销号，为开滦集团首个千万吨矿井顺利

实现联合试运转、当年投产作出贡献。

今年 3 月的一天，一条煤胶运皮带扯开了 30 多米口子。

工作现场，侯永利沉着冷静，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从下午

6点一直忙活到第二天凌晨 4点，直到皮带运输机恢复正常运

转。

侯永利还是潜心小革小改创效的“创客先锋”。近 4 年

来，他带领小组成员完成了轴式机械调偏装置、便携托辊更换

器、开滦标识盘管器等小发明、小创造。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以来，侯永利带领机电队机工检修班完成小革小改项目 22
项，累计为企业创收 600余万元。

作为一班之长，侯永利有其独到的管理方式，用他自己的

话说：“班组管理，心力要坚、待人要软，刚柔相济、浑然一体，

才能事半功倍。”在侯永利看来，检修班提高效率的关键就在

于“学习学习再学习”。

侯永利一改以往机械式的培训方式，让班组成员在学中

干、干中学，以奖促比，以比促培，建立班组效率日考核、周评

比制度，对优胜者给予奖励，班组成员主动学本领、提技能的

积极性明显提高。

施工现场的安全“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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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陈晓宇

近日，国网山东省电力供电青岛供电公司

输电智能巡检技术专责王永昆，正对青岛城阳

区220千伏输电线路开展无人机红外测温精细

化巡检，无人机起飞不到 20分钟，他通过显示

屏上的画面发现一处线路接头过热，立即将隐

患影像报备公司，为快速处置提供支撑。

这些年，王永昆在无人机智能巡检等领域

开展研究，相关技术填补国内电力行业空白，

作为公司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带头人，他还培

养出一支无人机智能巡检高技能人才队伍。

从“千里马”到“千里眼”

2013 年，王永昆进入青岛供电公司，负

责青岛市 6000多基 220千伏线路杆塔的电力

巡检。青岛电网负荷高度密集、供电可靠性

要求高，随着电网快速发展，仅靠传统的人工

巡检模式已难以适应电网发展需要。

2016年，青岛供电公司配发 5台无人机用

于电力巡检，王永昆主动报名参加无人机执照

考试，成为公司首个“飞手”。自那时起，王永

昆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检，并开发无人机巡

检图像分塔算法、“5G+北斗”的无人机智能巡

检系统，获得省级奖项6项、国家专利12项。

“以往我们每个月都要带着测距仪、望远

镜、相机，逐基杆塔巡检，需要翻山越岭，有时

候到达下一基杆塔甚至需要 4小时，每天都是

马不停蹄。”谈起以前的巡检经历，王永昆说，

“那时大家太辛苦了。”

无人机的加入给电网运维带来更多可能

性，如果说以前电力巡检是用“千里马”，现在

可以说是用上“千里眼”，不仅可以克服人工

巡检时的路面障碍、恶劣天气，还可以精确到

销钉有没有缺失，让王永昆和同事在地面操

纵无人机便可开展杆塔精细化巡检。如今，

青岛公司巡检效率整体提升 8～10 倍，山区

巡检效率提升 15倍。

在无人机巡检领域显身手

不同于业余玩家平常在空旷地区飞行，

王永昆操作无人机进行电力巡检常在山区，

杆塔周围遍布导线、树木，且必须距离杆塔 3

米左右飞行，操作难度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出

现突然信号中断、坠机的情况。

“一边看操作屏幕一边看无人机会产生

视觉差，后来我逼着自己只看屏幕，事先在脑

子里把周边环境记下来，在脑海里构建空间

模型。”为降低作业风险，王永昆独创通过电

压等级等信息预测风险点，在操作屏幕上判

断距离，游刃有余地完成巡检。

过往的巡检中，通过无人机获取巡检图

像数据后仍需要手动把当天巡检拍摄的 600
多张照片关联到其所属的塔及其相对于塔的

方位。对此，2020 年，王永昆研发出无人机

巡检图像分塔算法，将每张杆塔照片与杆塔

实例建立对应关系，实现照片自动归类，单张

图像的处理效率提升 90%以上，原本需要 70
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压缩至 1小时。

这项算法得到青岛供电公司的支持，同

年王永昆带领同事将该市 6000多基 220千伏

线路杆塔做了“精细化检查”。得益于他开发

的这一算法，一年就发现一百多处隐患，包括

前 5 年都没能发现的脱线问题，为公司减少

损失 700余万元。

团队合作迎来研发加速度

为提升电网运维管理水平，2019 年开

始，王永昆将无人机巡检技能培训范围扩大

到市县级“飞手”及新入职职工，他说：“发现

问题，只有搞懂、做实了，才算是运维技术‘大

拿’。”在王永昆的帮助下，团队青年职工很快

就能熟练运用无人机完成输电线路设施巡检

任务，5年来，培训电网巡检人员 40余人次。

随着无人机参与电网作业程度不断深

入，青岛供电公司开启了技术研发的加速度，

王永昆带领团队攻克难关，让无人机用于更

多作业领域。2021 年，王永昆团队研制出基

于“5G+北斗”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实现

图像实时回传并完成缺陷智能分析；2023
年，提出用无人机在导线上安装警示灯的方

法，研发出无人机搭载验电装置，该成果解决

了青岛银海立交等 20余处的施工隐患点。

8 年来，从人巡到机巡，从人工遥控到自

动驾驶，技术发展无止境，王永昆带领团队还

在不断探索电力巡检的潜能，推动无人机巡

检技术不断向前。

一次竞赛中 0.3分的遗憾，让他变得更加努力，也越来越完美——

赵 周 理 的 冠 军 梦

本报记者 马学礼 本报通讯员 牛彦福

“师傅，把安全带挂好了，要高挂低用……”走进包银铁路

惠银站房项目施工现场，远远地就能听到高飞那粗亮的大嗓

门，在一遍遍地叮嘱职工安全作业。记者走近他身前才看清，

尽管天气转凉，豆大的汗珠依然顺着黝黑的面庞滑落，他顾不

得停下来擦一擦。

高飞是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包银铁路惠银站房项目部

安全环保部部长。项目开工以来，他“沉”在一线，时刻为大家

敲响安全作业的警钟。

每天，职工上岗作业前的安全教育培训环节，高飞站在

班前讲话台上，总是极为严肃地对大家说：“应用教训免血

泪，不用血泪换教训。”之后，他还会认真地给职工讲解法律

法规和事故案例，对照不足，查漏补缺，想方设法提升职工的

安全意识。

进入施工现场，高飞的眼睛不停歇地四处扫视着，大嗓门

也会不时响起。看到没有系好安全帽带的职工，他立即让其

停止施工并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怎么能

行，万一发生意外，想过你的家人有多么痛苦吗？”一天下来，

他在作业区步行的距离经常在十几公里以上，加之一直紧绷

着神经，往往精疲力竭。

“每一次培训都是对生命的尊重，都是对职工及其家人的

负责。”为让安全教育紧抓不懈，高飞制定了周密细致的宣传

培训计划，加强作业人员入场教育和日常警示培训，还通过观

看事故警示教育片、惯性事故案例分析、应急救援演练等多种

形式，定期组织全员进行安全警示教育。

在包银铁路惠银站房项目建设的 3 年时间里，高飞不分

时段、地点，实现了安全检查全覆盖。组织参与周月检、专

项检查 100 余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000 余项。对检查出

的隐患，全部按要求进行整改，通过各项检查有效减少安全

隐患。

“从上班第一天戴上白色安全帽那刻起，我就知道自己肩

负起重大责任，我要切切实实当好施工安全‘守护者’。”高飞

说，从安全员到安全环保部部长，改变的是职位，从未改变的

是初心。工作以来，他获得了 2023年度中国中铁优秀青年安

全质量监督岗岗员、2024年度包银高铁惠银段联调联试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11 月 7 日，赵
周理在机床性能实
验室，为企业最先
进的机床——五轴
车 铣 复 合 加 工 中
心进行电气调试。
本报记者 祝盼 摄

“飞手”王永昆在无人机智能巡检领域开展研究，不断挖掘电力巡检的潜能——

他 给 电 力 巡 检 插 上 智 慧“ 翅 膀 ”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风采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最东端。这里地
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
段，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

在候鸟迁徙季，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鸟员金伟国每天凌晨
4点左右就在滩涂上铺设好翻网，用鸟哨
模仿鸟叫声，吸引的鸟儿“落网”，再交由科
研人员环志、记录。

20多年来，金伟国和他的鸟哨见证着
保护区的变化。过去，人为活动和外来物
种入侵曾一度威胁候鸟的生存。2013年，
上海开始实施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
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项目，鸟类栖息地功
能得到修复，鸟儿逐渐回归。谈到对未来
的期待，金伟国说，希望崇明东滩的环境
越来越好，他要继续守护这片美丽的“候
鸟天堂”。

图为 11月 12日，金伟国在上海崇明
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吹鸟哨。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候鸟天堂”的护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