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井下操控“庞然大物”在井下操控“庞然大物”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张与澄

初冬，在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金矿西山分矿的井下采掘

作业现场，一名身着橙色警示服，头戴安全帽，“全副武装”的

工人正在铲运机上熟练地操作……他就是山东黄金矿业（莱

州）有限公司铲运机司机綦希斌。

从业 30 载，綦希斌凭借高超的操作技能，成为三山岛金

矿的井下“出矿状元”。2023 年，他个人出矿超 22 万吨，刷新

全矿铲运机司机个人年铲出矿量的历史最高纪录。

1994 年，25 岁的綦希斌来到山东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开

始了他在三山岛金矿的井下作业生涯。如同蜂巢里的工蜂，

铲运机司机是矿山里最辛苦的工种之一，采场内所出产的矿

石，都依靠铲运机司机的运输。然而，操纵一个 17吨重的“庞

然大物”，在井下狭窄、弯急、光线弱的巷道里行驶穿梭并不是

件易事。

最初，为了“拿下”这个“大家伙”，刚进矿的綦希斌常常利

用休息时间，仔细揣摩铲运机各种零部件，练习操作时的姿

势、手法，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和技术人员请教。仅两个月

后，他就出徒了。

“安全操作是大事，爱护和保养设备是安全生产的前提。”

綦希斌有一个好习惯，每天上机前，他都要全面检查设备的工

作状况。每次出矿完毕，不论时间多晚、自己多么疲劳，他也

要将车辆全面检查、清洗一遍，确认无异后才下班。

不怕苦不怕累，安全责任意识高，让綦希斌成了同事们信

赖的伙伴。下井两年后，他成了采掘工段出矿战线上的骨干，

他带领的机台和班组总能率先完成生产任务，30年来从未出

现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在日积月累的实践操作中，綦希斌还总结出一套井下采

场出矿法，克服作业区域倾角超过 15°所导致的出矿困难，既

能减少铲运机不必要的油料消耗，又能降低铲运机及坑内卡

车轮胎的消耗，每年为矿山节省成本 268万元。

苦练操作技能的同时，綦希斌也很爱钻研设备理论知识，

他对 ST3.5 铲运机卸载系统进行优化改造，采用推板加点震

法，有效卸净铲斗里的余矿，设备出矿量较改造前提升了

30%，年出矿量可增加 3万吨，助力公司年增产值近 1300万元。

近年来，綦希斌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山东省

技术能手”、“齐鲁首席技师”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是大国“焊将”，也是“中国好人”是大国“焊将”，也是“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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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本报通讯员 吴子俊

11 月 12 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 2024 年

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焊接特

级技师张明入选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论敬业奉献，张明当之无愧。自 2007年，张明走出校园，

来到中铁山桥从事桥梁钢结构的焊接工作，张明便以勤学苦

练、臻于至善的进取之心，笃实专注、精益求精的事业之心，

执着地坚守在焊花飞溅的岗位上。

2016年，张明参与建设“一带一路”重要交通支点工程孟

加拉国帕德玛大桥。该桥是首个采用欧洲标准的全焊结构、

超厚板、公铁两用钢桁梁桥，超厚板达到 110 毫米，创下桥梁

制造的“新厚度”。

钢桁梁桥由箱型杆件组成，支座上的箱型杆件构造复

杂、内部间距狭窄，且焊接角度苛刻，焊缝填充量大，应力变

形控制难。同时，为了防止出现焊缝裂纹，厚板需要预热到

100℃后方可焊接，箱体内即使有通风设施也是闷热难耐。

张明“挤”进仅370毫米宽的狭小箱体内，咬牙克服困难，与

焊接工程师反复试验，一次次优化坡口的角度和尺寸，将原先

“双坡口焊接”方法改进为“单坡口、背面加钢衬垫熔透焊接、分

布组焊”，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焊缝检测一次合格率达100%。

在工作中，张明还注重改善生产工艺，创新创效。安罗

高速黄河特大桥是黄河上最长的公路桥梁，大桥主塔高 182
米，为我国首座无纵筋钢壳混凝土组合塔。

在施工中，张明充分结合自身丰富的焊接经验和对设备性

能的了解，针对大桥工字梁多、主角焊缝焊接熔透的特点，大胆

调整设备、优化工艺，一举实现了“T型接头”不开坡口焊接熔

透的目标，减少了开坡口、气刨清根等烦琐工序，使杆件的周转

次数大幅降低，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

工作 17 年来，张明还先后参建了港珠澳大桥等 20 余个

国内外重点工程，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

等荣誉称号。2022年 12月，张明入选中央企业“大国工匠”培

养支持计划。

当前，张明正带领班组同事坚守生产一线，全力冲刺狮子洋

大桥的焊接任务，用精湛的技艺擦亮中国桥梁这张国家名片。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陈友文坚守铸魂育人职责，追逐着“三尺讲台育桃李”的梦想——

乡 村 教 育“ 点 灯 人 ”

用脚步丈量铁路

金温货线是浙江省交通集团金温铁道
公司管理的“三线”铁路之一，是山多、水
多、地质复杂的山区铁路。为确保安全，目
前留有一支 21 人的巡道工队伍，现年 57
岁的徐长华就是其中一员。

巡道工是伴随铁路诞生而产生的一个
老工种，被称作“用脚步丈量铁路的人”，工作
职责是对所负责的铁路线路进行徒步检查。

2000年，当过4年空军地勤兵的徐长
华进入金温铁道公司高市线路工区工作，负
责金温货线k155至 k165正线，5组道岔、4
条站线共11.675公里铁路线的巡查任务。

在绵延起伏的群山间，徐长华每日独
自穿梭在铁道线上。他必须时刻保持警
惕，去捕捉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24年，
徐长华用坏了 20多个巡道袋，磨破了 100
多双鞋。他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坚持标
准化作业，所负责的线路从来没有发生一
起责任事故。

本报通讯员 徐宏斌 王东方 摄

本报记者 黄仕强

在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有一所承载着

无数乡村孩子梦想的小学——天山明德小

学。重庆市第六届先进工作者、大足区中敖

镇天山明德小学校长陈友文就坚守在此。

多年来，他秉持着“当一名好老师”的信念，

坚守着铸魂育人的责任，追逐着“三尺讲台

育桃李”的梦想，推动乡村学校教学工作发

生显著变化。

扎根乡村教育

1994 年 9 月，刚从大足师范学校毕业的

陈友文，来到中敖镇天山明德小学。面对简

陋的办学条件，陈友文心中有些失落。

“看到同学们有的去了条件更好的学

校工作，我也有过动摇。”陈友文回忆道，当

时学校领导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动找他谈

心，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激励和鞭策他。“在前

辈的激励下，我决定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

洒在天山这片贫瘠土地上。”

尽管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开学

第一天，陈友文还是经受了当头一棒：山

高路陡，没有公路，用水要到山脚的一个

老井担水；教室是石砖砌的，勉强能遮雨

蔽日……

“这一年，我们班招了 73名学生，我一个

人承包了所有学科的教学。”陈友文说，面对

73 名满怀期待的学生，他暗下决心，要让这

里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起初，由于缺乏教育教学经验，陈友文

的教学成绩并不理想。面对失败，他虚心向

前辈学习，改变教学方式，逐渐赢得了学生

和家长的认可。

创新教育模式

2008 年，陈友文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被调

入大足区实验小学。2020 年，当组织再次安

排他回到天山小学担任校长时，他毫不犹豫

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天山小学是我的根，我

有责任和义务让这里变得更好。”他说。

在陈友文看来，作为一名乡村学校的管

理者必须做到“守正创新”。他带领领导班

子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体系，同时积极申报科

研课题，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搭建平台，使学

校的管理更加科学、细致。

在教学管理上，陈友文倡导“探究式学

习模式”，鼓励教师放手让学生去探索、去发

现。同时，在他的推动下，学校充分挖掘乡

土资源，将农村的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融入

课堂，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外，他

还十分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德育工作，

通过参与制定德育工作计划、定期组织班级

评比等方式，让学生逐步养成正直、坚强、热

情向上的心理品质和努力学习、艰苦朴素、

孝敬父母等良好品德。

如今的天山明德小学，环境优美、学风

浓厚、特色鲜明，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帮扶困难学生

在陈友文看来，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

庭与学校的共同努力。了解他们的家庭情

况，是作为教育者应尽的责任。从教以来，

他累计家访 800 余次，劝回辍学学生 20 多

人 ，利 用 节 假 日 辅 导 留 守 贫 困 儿 童 180
余人。

多年来，陈友文还坚持每学期资助 1～

2 名困境家庭学生，一直资助到他们完成义

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在关爱学生的同时，

陈友文还关心学校教师，无论他们工作上

的困惑还是生活上的难题，他总是第一时

间伸出援手。在脱贫攻坚战期间，陈友文

带 领 全 体 党 员 和 教 师 深 入 贫 困 家 庭 开 展

帮扶。

今年上半年，天山明德小学所辖教学

点——太安村小五年级学生周至的父亲被

诊断出晚期癌症，高昂的治疗费让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

家访过程中，陈友文得知了这一情况，于

是他一边在学校发起捐款倡议，并带头捐

款，一边利用个人社交网络，向校友、社会

爱心人士及企业寻求帮助，最终为周至的

家庭筹集到了一笔善款，也给他们带去了

希望。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

真实写照，也是陈友文对教育事业的深情告

白。他说，“我将继续以满腔的热情和坚定

的信念，守望着乡村教育的希望，当好乡村

教育的‘点灯人’，为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而

不懈奋斗。”

“不停电才是最好的服务”，为此，王月鹏多年苦心钻研，改进带电作业技术——

高压线上带电作业，他做到了“教科书级”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张海生

身穿“绝缘战袍”，头戴“绝缘头盔”，穿

梭于 15 米高空电网间，与 1 万伏高电压等

级的导线“零距离”接触。这是国网北京昌

平供电公司线缆运检中心配电不停电作业

室班长王月鹏在万伏高压下开展带电作业

时的工作场景。

参 加 工 作 以 来 ，王 月 鹏 发 挥 专 业 优

势，用高超技艺守护万家灯火，一次次有

力保障了国家大型活动用电安全，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国庆 70 周年、2022 年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以及 2023 年成都大运

会、杭州亚运会等重大保电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大工匠等诸多荣誉称

号，被誉为高压线上的“手术师”。

在王月鹏看来，“不停电才是最好的服

务”。自 2003年担任带电班班长以来，他带

领班组开展带电作业 2.4 万余次，累计多供

电量 1.3 亿余千瓦时，减少停电时间 80739

小时，直接创效达 6300余万元。

从技校生到“北京大工匠”

1998 年，王月鹏以优异成绩从电力技

校毕业，彼时的他本可以选择相对轻松、安

全的工作，可他却偏偏选择了最富挑战性

的带电作业。

什么是带电作业？就是在带电的线路

和设备上开展安装、检查、维修等工作。

入行第一天，王月鹏的师傅彭新立就

十分严肃地告诉他：“电力行业本就是一个

高危精细的行业，你选择了带电作业，就是

选择了高危中的高危，精细中的精细。”

师傅的教导，王月鹏牢记在心。他开

始了勤学苦练。冬天，为了保持臂力和手

劲，他在绝缘服内只穿单薄的衣服，十几米

的高空，寒风一打即透。他咬牙坚持，戴了

三层又厚又笨的防护手套，直到将直径 8

毫米的螺丝拧得得心应手。夏天，他穿着

厚厚的绝缘服，绝缘手套里的温度更是高达

50 摄氏度，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滚落，流进眼

睛，他的技术动作仍然标准规范，丝毫不受

影响。

正是凭着这份毅力和执着的精神，王月鹏

练就了一身超凡本领。2005年，他在北京市电

力公司专业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2009年，

他成为最年轻的带电作业高级技师。

2016年，王月鹏参加了北京市总工会举办

的北京大工匠比武挑战选拔赛。比赛时间正

值寒冬，为了不影响比赛质量，王月鹏只穿单

衣。参赛前，他裹着大衣，围着场地一圈一圈

地跑，以求保持身体的温度。轮到他比赛，大

衣一脱，他第一个冲到杆下，麻利上杆，利落操

作。最终，王月鹏从 335 名参赛挑战者中脱颖

而出，荣膺首届“北京大工匠”。

2023年，王月鹏当选国家电网公司首位同

时也是唯一一位配网不停电作业首席专家。

2024年，王月鹏又入选大国工匠培育对象。

开展“卡脖子”难题技术攻关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抢修作业现

场，一位大姐拉着我的手说，家里的病人在

用呼吸机，一刻也离不开电。当时我就想，

要是能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设备抢修，这

位 大 姐 就 不 会 有 这 方 面 的 担 忧 了 。”王 月

鹏说。

从那以后，王月鹏开始苦心钻研国内外

先进带电作业技术。2007 年，他凭借在带电

作业方面的精湛技艺和高超的理论水平，以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带电作业专家身份参与

了多项技术规程的编写，并重新参与修编了

《国网北京电力 10 千伏架空配电线路带电作

业操作规程》。

2009 年 ，王 月 鹏 迈 开 技 术 革 新 的 第 一

步。为解决线路带电作业时高压引流线摆动

过大，易造成作业危险系数高、人员劳动强度

大、作业时间长的问题，他带领班组人员通过

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改进，最终研制成功了

“配电线路带电作业绝缘引流线支架”，从根

本上简化了工作程序，降低了作业风险，缩短

了作业时间。

此外，王月鹏还依托以他名字命名的创

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成员围绕“卡脖子”难题

开展技术攻关。先后带领团队研发了“三种

快装线夹及其安装工具”“10kV线路档距内绝

缘杆法快速断开、接续导线的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等多项创新成果，获得专利 19项。其

中，“三种快装线夹及其安装工具”填补了国

内 J 型线夹的空白，在电商平台推广应用，被

称为带电作业专业的“教科书”。

与此同时，王月鹏还结合自身专业特点，

出版《基于绝缘平台的绝缘杆作业法》著作 1

部，撰写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 篇；非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 12 篇，成为带电作业理论和实践教

学的重要指导。

把经验传承下去

在昌平供电公司的训练场上，总能听到

这样的声音：“拉线还得再过一点儿，不行不

行，重来！绷住劲儿，一圈一圈绑！”“我们再

比一次，准备，开始！”这是王月鹏在陪着徒弟

练技术。

如今，王月鹏不仅把师傅教的本领悉数

传承，还把自己工作 20 多年来总结的经验成

果，传递给了新一代带电作业人。

对徒弟，王月鹏的要求十分严格，达不

到标准，就从头再来。王月鹏说：“师傅是徒

弟最好的教练，更是徒弟最好的陪练。”北京

市职业技能大赛配电线路决赛前，他陪徒弟

杨鑫备战了整整 1 个月。他们一起拽着又

糙又硬的钢线，一次次窝弯、绑扎，一次次相

互比赛。最终，杨鑫获得该项比赛的第一

名，并于同年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带电作业人员，先

从最基本的技能‘爬杆’练起。”这是王月鹏

对徒弟杜炳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从当师

傅的第一天起，王月鹏便将所学毫无保留地

教给了杜炳超，帮助他取得配电线路技师技

能等级证书。在师傅的指导下，杜炳超获得

2018年配网不停电技能竞赛二等奖。如今，

杜炳超已成为班组技术骨干。

“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带电作

业的技能，更是对待工作、对待人生的态

度。我希望将来也能像师傅那样，成为新时

期的电力工匠。”杜炳超说。

不只是杜炳超，王月鹏还与多名职工签

订师徒合同，传授专业技能知识。如今，王

月鹏已培养出配电线路高级技师 8 人、配电

线路技师 32人。

王 月 鹏
（左）在 10 千
伏 营 坊 路 开
展带电作业。

赖志凯

张海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