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大数据里的“挖矿人”
本报通讯员 朱俊杰

创新工作室内，她盯着电脑上密密麻麻的表格，汇总分类、

筛选排序、个性解读，寻求专业工作与电力数据的融合……这

是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工匠、国网杭州供电公司青云所综合

班班长倪萍工作的场景。

倪萍的外公是村里的电工。每当外公将村民家中的灯重

新点亮的瞬间，她都很敬佩。大学时，倪萍攻读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2011 年，她入职杭州市富阳区供电局，成为客

服中心计量班装表接电工，开启电力梦。

“夏天，我们全副武装装表接电，要忍受配电房里四五十

摄氏度的高温，在火炉般的空间完成挂电表、接线等工作，一

套流程下来已是汗流浃背；冬天，铜线变得很硬，如果想把它

弯角或掰直，手劲要很大。”为尽快练就过硬本领，倪萍一遍

遍地练习，因瘦弱导致手劲不够，她还专门购买握力器在家

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从居民到大客户，她对 4000
余户重点企业的用电数据、疑难问题做到“手到擒来”，成为计

量领域专家。

2019 年，杭州供电公司成立以倪萍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在她的师傅——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徐川子的引路

下，倪萍发现电表中的数据蕴藏无限可能，于是开始在电力大

数据的海洋中挖掘。

倪萍的家乡在富阳，富春江是当地的水源。如何守护好

清澈江水？她与团队用了 40 多个日夜研制排污和治污设备

电能监测装置，开发电力大数据+环保监测平台。通过该平

台，政府和企业可实时查看排污设备运行情况。目前，该平台

已覆盖杭州 212家重点企业，监测采集产污、治污设备运行数

据 130多万条。

倪萍发现传统换表过程中有计量中断问题，工作人员

需要先预估电量损失，再跟客户协商，耗时较长。2021 年，

她和团队研发了智能型无损换表仪，实现新旧表计不间断

计量。该项目获浙江省优秀质量管理成果一等奖并逐步向

全省推广。

近年来，倪萍聚焦“产学研用”4 个阶段，推行揭榜挂帅、

联合攻关、赋能服务机制，开展教学实训，推行积分量化培养

体系，带起了一支青年人才队伍。目前，工作室授权和受理专

利 6 项、成果转化 3 项，有 2 人获评浙江金蓝领，5 人获评国网

公司技术能手等。

在小小屏幕里筑起广厦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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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小错误，就可能影响整个工

程项目。”这是 90后技术员唐海洋初入职场时师傅的教导，他

一直铭记于心。

大到整个机电系统，小到建筑构件性能，都了然于胸；设

计绘制的蓝图，每根管线、每个细节都力求精准无误，被同事

视为“施工指南”……从事建筑技术工作 8 年来，唐海洋不断

钻研工程技术，从一名技术小白到独当一面的技术达人，既

与数字共舞，又与砖石对话，在小小屏幕里筑起广厦万千，获

得全国性顶级 BIM 赛事奖项 10余项。

唐海洋始终坚持“把每一件事做到能力范围内的最

好”。2016年，他入职中建三局数字工程公司，成为一名见习

技术员。他发现实际工作与学校所学相比，建筑结构更复

杂，难度也更高。面对图纸上错综复杂的管线，他每天带着

图纸扎在现场，对照现场施工进行学习。每当遇到不懂的地

方，他就用笔勾勒出来，做好标记，向工友和前辈请教。一段

时间下来，他成了项目上晒得最黑的技术员，对现场的每一

处管道的走向都了如指掌，成为同事口中“行走的活地图”。

2024 年，唐海洋参与广州南沙体育场机电安装项目建

设，担任技术总工。这个项目是广东省重点大型项目，面积

大、工期紧，技术难度高。这是他第一次作为项目技术负责

人，感到“压力巨大”。

工程建设迫在眉睫，短时间内他们必须拿出技术图纸。

他主动与土建方、设计方和业主方沟通，打通信息壁垒，同时

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地探讨施工方案，一个月时间完成 18.6万

平方米的综合管线深化图纸，确保项目有效推进。开工至

今，完成 78份技术图纸，均实现零遗漏、零失误。

在项目部，唐海洋不仅承担着技术管理的责任，还是一

名现场带徒的老师。

初到项目部的职工胡志勇对工作感到无所适从，唐海洋

为他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带他下现场操作。在唐

海洋的帮助下，胡志勇不仅快速适应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变，

处理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黄红缨拓荒种茶，创办茶企，带动村民致富——

10 年 耕 耘 ，万 亩 荒 山 变 茶 海

沙海“淘金”

今年43岁的麦麦提·麦提赛伊迪是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镇甫甫克村村
民。出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他，自
幼和父辈一样常年忍受着风沙侵袭。

自 20 世纪末新疆全面开展防风治沙
工程并大力推进沙产业以来，麦麦提从在
合作社挖大芸赚工钱，到后来主动学习大
芸种植技术并创业，一路走来小有收获。
2018 年，他承包了 10 亩沙地种红柳、大
芸。红柳茁壮成长，大芸产量颇丰，麦麦提
年收入超过 5万元，从一名普通的打工者
成为令人羡慕的致富能手。

2024 年 7 月，麦麦提又承包了 700 亩
沙地，计划种植红柳和大芸。

入冬后，望着一大片平坦的沙地，麦麦
提说：“沙产业不仅能让我赚到钱，还可以
为家乡的生态改善出一份力。”

图为麦麦提在承包的沙地里挖大芸。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本报记者 李丰

率领团队用 10余年的耕耘，让万亩荒山

变成茶海，2012 年当地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只有 5000多元，现在达到 1.7万多元，茶产

业成为当地富民兴村主导产业……在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建中镇，黄红

缨在荒山里为茶叶“安家”的故事广为人知。

2012 年，来自湖南的黄红缨扎根建中

镇，拓荒种茶，创办茶企，带动村民致富。她

先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三八

红旗手、贵州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在质疑声中创业

2009 年 9 月，黄红缨在老家湖南醴陵经

营多年的生态立体农业项目因修路而结束，

本可以享受人生的她决定开启二次创业。为

了寻找项目，她辗转 14 个省份，最后在建中

镇果水村停下来。

“没想到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村民上山

干活，两个水煮的洋芋就是干粮。”初到果水村

时，这里的贫穷状况触动了黄红缨的内心。

果水村当时属于省级一类贫困村，青壮

年纷纷外出务工，剩下老弱妇孺留守村里。

交通闭塞，村民运输还靠骡子、马驮，有的村

寨甚至水、电、路、信“四不通”。

在常人眼中，这里显然不是一个适合发展

产业的地方，但黄红缨不这样认为。经过多次

检测土壤样本，进行气候条件分析，她认定这

个常年云雾缭绕、年均气温 15.2摄氏度的云贵

高原过渡阶梯地带非常适宜种植茶叶。

黄红缨决定在这里开荒种茶。在亲朋的

质疑声中，她同过去优渥的生活告别，带上全

部积蓄离开家乡。2012年 10月，黄红缨创办

的茶企入驻建中镇。

荒山变茶海

创业之初，黄红缨带着当地村民平土地、

筑梯田，吃的是山塘水，住的是简易板房，脸

上、手上都脱了皮，一个月瘦了十几斤。

由于经验不足、技术不成熟，他们栽种的

第一批黄金芽茶树苗遭遇冰雪凝冻，折损殆

尽，200 多万元的茶苗投入全部打水漂。黄

红缨脑海里无数次闪过想要放弃的念头。

选择种茶，不是黄红缨心血来潮的决

定。长期与土地打交道，她积累了丰富的“三

农”工作经验。瞄准市场需求，她决定打造有

机茶园。

常规茶园 3至 5年成园，有机茶园则需要

7 年左右时间成园丰产，投入也是常规茶园

的 3 倍以上。黄红缨沉下心来，带领团队一

边抓生产经营，一边抓技能培训，一步步实现

既定目标。 2013 年，种植白茶 3000 余亩；

2014年，种植黄金芽、白茶等品种 5300余亩；

2015年，种植福鼎大白 3600余亩。茶园覆盖

3个村的 40余座荒山。

至此，黄红缨创办企业的茶园基地面积

达到 1.2 万余亩，并全部获得欧盟有机、中国

有机认证生态茶园。

带动村民致富

在建中镇十里八乡，老老小小没有人不

认识黄红缨，大家都对她交口称赞。她创办

的茶企有力推动了当地茶产业发展，也促进

了村民增收。

该茶企年提供 300个以上稳定就业岗位

和 1800余个季节性工作岗位，年均发放劳务

工资 1900余万元，帮助茶农实现年人均增收

13000 余元，就业群体中，空巢老人、留守妇

女、伤残人员等占比 90%以上；建立农企利益

联结机制，帮扶建中镇 858 户村民连续多年

获得保本分红收益。

村民缺乏劳动技能，黄红缨利用劳模创

新工作室一次次组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每次培训少则两三百人，多则七八百人，

在茶山、车间现场教学，致力于把村民培养成

产业工人和职业农民。

这些年，黄红缨带领团队不断研发新品

种、新技术、新设备，建设了标准化生产车间，

拥有 6 条工艺生产线。2017 年，她创办的企

业成为贵州第一家制作工艺老白茶的企业，

解决了贵州茶叶夏秋下树的难题。2022 年，

她的企业研发出都匀毛尖标准化生产线，被

评为“都匀毛尖茶实物标准样制作企业”。

如今，作为茶业领域专家，黄红缨还受聘

为浙江大学、贵州大学茶学院等多所高校的

客座教授。

面前是翻滚的河水，背后是万千百姓的家园，河道修防工杨杰深感责任重大——

倾尽全力守护黄河安澜
本报记者 蒋菡

工作近 20年，治黄一线的河道修防工

杨杰已拿到20多项荣誉称号。11月26日，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兰考黄河河务局

运行观测科高级技师杨杰再次站上领奖

台，获得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是水利系统的最高荣誉。

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到拿了这么多奖的

高技能人才，有什么秘诀？杨杰认真地想了

想，说：“我觉得要始终有一颗不满足于现状

的心，善于发现问题，并不断地追求完美。”

想把黄河治好

杨杰出生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三义寨乡夹河滩村，

家距离黄河主河道不到 500米。一旦河水

泛滥，就会淹到村子。“发大水的时候怎么

办？父母从小就教我要往东边大堤上跑，

那里地势高。”杨杰回忆道。

村里的耕地非常少，儿时的杨杰会跟

着父母去河滩里种地，可到了汛期，水就

涨上来了，种的地全部都陷进去了，收成

成了问题。

早年间，黄河上需要抢险或者建工程

的时候，会召集一批村民去干活，杨杰的爷

爷就多次参加。“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以后

我也要干这份工作，把黄河治好。”杨杰说。

多年以后，这个少年如愿以偿。

2005 年，杨杰成为兰考黄河河务局河

道修防工。这个工种的主要职责是修筑

堤防、坝、垛、护岸等防洪工程，并进行维

修养护，还要在汛期巡坝查险、处理险

情。杨杰说：“每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

键期，我们都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驻守在

一线。”

被一束光照耀

许多人渴望在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刻

被一束光照耀，醍醐灌顶般领悟自己这份

工作的价值乃至人生的意义。

杨杰遇到了。他和同事所守护的兰考段

位于万里黄河的最后一个大拐弯处，素有“豆

腐腰”之称，是下游防守的重中之重。2021年

秋，黄河中下游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

秋汛。他带领群防队伍 24 小时不间断地巡

堤查险、勘察河势，及时发现薄弱部位并组织

工程设备进入现场应急抢险。

2021 年 8 月 22 日，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

雨红色预警，预示着开封地区即将迎来强降

雨。听到这个消息，杨杰的心弦瞬间紧绷到

极点。他深知，这将是一场硬仗。

杨杰与同事们守在坝垛上，一天一夜。

尽管穿着雨衣，但雨太大了，黄河边的风也特

别大，他的衣服湿透了。胶鞋里也满是水，脚

长时间泡着特别难受。“后来干脆把鞋子脱

了，光着脚在坝上走反倒舒服一点。”

深夜，杨杰站在坝上，周围一片漆黑，波

涛汹涌的河面成了最亮的地方。“面前是翻滚

的河水，像是要吞噬一切，而背后就是我们誓

死守护的万千百姓和他们的家园。”他说，“原

来觉得我就是个很普通的河道修防工，微不

足道，但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

非常重大，肩负的使命无比神圣。”

杨杰仿佛被一束光照耀，这束光坚定了

他的信念——守护黄河安澜。

倾尽全力做事

杨杰当过两年兵。在部队的训练强度非

常大，他那时候年纪小，又特别瘦，1米 7的个

子才 80 多斤，体力跟不上。但军人不能打退

堂鼓，跟不上也得跟。经过那两年的磨砺，“意

志力完全不一样了”。

为了能通过竞争激烈的炮兵瞄准手选

拔，杨杰抓住一切时间苦练。大夏天的中午，

别人都在休息，他还在日头下练，皮肤都晒伤

了，脖子上的皮一层一层地掉。晚上人家睡

觉的时候，他又偷偷拿了瞄准镜在宿舍过道

加练。

最后，他在全师的大比武中拿到第一。

人生中的第一枚金牌让他认定：“遇到机会要

拼尽全力去做，不让自己留遗憾。”这也成为

他以后做事的信条。

退役之后，他意识到自身文化知识的不

足，通过成人高考进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学习。他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上午听完

课，下午别人都出去玩了，他却还在复习巩

固。“有时候感觉考得不太好，就像惩罚自己

一样，会在自习室学一整夜。”因为成绩拔

尖，他担任了班里所有专业课的课代表，还

被推荐为校学生会学习部部长。

2011年，杨杰参加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他除了白天跟大

家一起练，晚上还请前辈教授传统工艺，比

如拴打家伙桩，“手上的血泡磨掉一层又一

层”。最终，他夺得第二名并因此由初级工

破格晋升为技师。

发现技术的力量

原本以为河道修防工就是个出大力的

岗位，慢慢地杨杰发现了技术的力量。

黄河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河流

特性，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

年复一年地守护黄河，杨杰渐渐地摸透了这条

母亲河的脾性：“它是一个多沙性的河流，而且

是沙底河床，易冲也易淤积，治理难度比较

大。”怎样用技术手段提升工程管理水平和防

汛抢险能力？他一直在用心琢磨。

有一次，一处工程发生险情，为了观测

险情抢护后坦石的稳定情况，一线人员每

隔半个小时就要到现场观测。他们干脆就

躺在坝上，设定闹钟，频繁起来查看，几乎

一夜未眠。

“看到这种情况，我特别心疼，当时就

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设计一个自动感

知险情的装置，既能及时发现险情，又能

减轻班组人员的负担。”杨杰说，由于当时

技术能力的限制，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即

实现。

后来，机会来了。水利部提出数字孪生

黄河建设的理念，杨杰积极响应号召，带领

团队探索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如何落地问

题。这方面“完全是空白”的他边学边干，通

过查阅资料、钻研书本、虚心请教，恶补电子

维修、防汛信息化等方面的技术和知识。随

后，关于坝岸险情感知装置的想法开始付诸

实践。2022 年，经过反复研究、试验，这套

装置在一处工程上试用，效果良好。

“黄河治理不仅要有力，还要有心。”杨

杰牢牢记着曾获大国工匠提名奖的河道修

防工林喜才的这句话，并为此倾尽全力。近

年来，杨杰还带领技术团队研发了无人机远

程图传系统、物资智能检索平台等创新成果。

成功怎会不垂青于这样一个倾尽全力

的人？

图 为 杨 杰
（右）在进行成
果研发试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