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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技绝活G 42米高空“拼积木”“种”出一棵黄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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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3 年度杭州市职工“五小”创新

成果名单出炉。参与角逐的 387项创新成果

覆盖了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

环保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杭州市职工在

推动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创新活

力与智慧结晶。而这，只是杭州市总工会激

发职工创新活力的一环。

近年来，杭州市总工会打破技能人才成

长“天花板”，推动杭州高素养劳动者队伍“长

高变壮”，进一步建成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符合职工成长发展规律的高素养劳动者培育

和激励体系，调动起每一位劳动者创新创造

的积极性。

让“五小”激发出创新创造能量

两只圆圆的摄像头“眼睛”，四轮底座，酷

似机械小狗。在智能物联产业集群职工创新

主题展馆智慧工厂场景，这位巡检机器人吸

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它不光能代替工人，完

成读表和测温等工作，还能实时监测工厂里

的设备异常。

牵头研发该产品的田少华是杭州申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今年获评“杭州数

字工匠”。在他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型

劳动者要拥抱新技术、培养新技能，而数字经

济和制造业实力强劲的杭州，是职工创新、创

造的沃土。

近年来，杭州市总对人才创新实施激励

行动。首先就是发挥榜样的力量，在开展工

匠培育选树时，突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

应的鲜明导向。

去年，杭州市总瞄准数字经济启动了首

届“杭州数字工匠”认定工作，发布了 50 名

“杭州数字工匠”和 10 名“杭州数字工匠”提

名个人奖名单。今年，杭州市总又联合 5 个

市直部门，联合认定发布了第二届“杭州数字

工匠”，持续鼓励“数字工匠”领办数字技能大

师工作室和技术攻关平台。众多田少华们在

数字经济浪潮中成长成才、建功立业。

一线产业工人的“小鼓捣”“微创新”，也

成为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这项新技术有效增加散热面积 24%，降

低了线路损耗和运维成本。”在大会职工创新

成果展中，来自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桐庐白云源成套电气制造分公司的叶超牵头

研发的“五小”创新成果“高散热密封型节能

母线槽”被展出，该成果解决了传统母线槽防

水性能差、散热差等问题，降低了企业成本。

“五小”即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

计、小建议，是工会的一项传统品牌工作。“五

小”虽“小”，却最接近产业一线，激发出的创

新创造能量是巨大的。

今年以来，杭州市总围绕省委三个“一号

工程”和市委“十大攀登行动”等中心工作，在

重点领域开展职工技术攻关活动，深入开展

以“五小”技术革新活动为重点的群众性创新

活动，选树培育公布职工“五小”活动创新成

果 200例。

行家里手与职工结成攻坚对子

生产中遇到棘手技术难题怎么办？自己

研究半天，往往抵不上“老经验”的一句点拨。

“加工内槽卡铝屑，刃口形状试着变变

看。”前不久，在杭州市工业工会“劳模工匠助企

行”活动中，浙江省劳模、浙江工匠、杭州汽轮动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李洁松提出的解决

方案，成功解决了两个技术难题，提高了产品

质量，也给职工们上了一堂高端技术辅导课。

杭州市总工会经济工作部负责人说，杭

州有规模宏大的制造业、基础完备的职业教

育，但是依然面临高技能人才短缺、布局不尽

合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劳动者素质与产

业升级需要不相适应等挑战。去年以来，市

总工会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工作，打造了企

业“点单”、劳模工匠“做菜”、工会“送菜”的一

条龙服务，积极助力“专精特新”企业、中小微

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职工架起了“技术会诊”

的桥梁和平台。

劳模工匠走进企业车间现场进行技术指

导，并不是一次短暂的停留。行家里手与职

工结成攻坚对子，建立长效指导联系，发挥传

帮带作用。仅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市各级工

会组织专项活动 220 场，参与 15000 余人次，

解决技术问题 600 余个，产生经济效益超过

400万元。

除了有“外援”帮助，职工也有了自我提

升的渠道。

2012 年杭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学历提升

行动，鼓励劳动者学历提升，全市共有近 3万

名职工通过学历提升行动圆了“大学梦”，累

计补助金额达 1.4亿元。另外，杭州市总继续

加强工匠学院建设，加快构建“职工技能提升

—工匠培育—工匠培训”三级培训体系。与

此同时，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杭州市

总组织开展职工技能竞赛，每年举办市级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 10场以上、区县（产业）级职

工技能竞赛 100场以上。

让工匠们有属于自己的节日

今年年初，浙江省委“新春第一会”指出，

要以“大人才观”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者大军，重点是建强“三支队伍”。其中，高素

养劳动者队伍是基础支撑。

杭州随即行动。今年 3月，杭州市总、杭

州市经信局联合发布《关于激励高素养劳动

者队伍在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系列变革性

实践中勇当先行者的三年行动方案（2024—
2026 年）》，搭建起培养高素养劳动者队伍的

“四梁八柱”。

《方案》划出“五大行动”路线图，据了解，

“五大行动”从技能提升、创新激励、服务暖心

等方面着力，包括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全面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大力选树高素

养劳动者先进典型、聚力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等 15项具体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还在探索建立以劳

模工匠、创新成果为核心的高素养劳动者创

新人才库，将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创建、各

级劳动和技能竞赛、“五小”等活动中涌现的

优秀职工纳入人才库，建立创新人才挖掘、培

育、提升、使用、激励、宣传等全链条培育机制。

在杭州，工匠们有着属于自己的节日。

早在 2019 年，杭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作出《关于在 9 月 26 日设立

全国首个“工匠日”的决定》，通过人大立法设

立了全国首个“工匠日”。

5年来，杭州每年开展“926工匠日”系列

活动，擦亮做强“杭州工匠”品牌，先后出台

“科技创新 30条”“人才新政 27条”“关于提高

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政策，为技能人才提

供更大的舞台、更好的待遇，让其既有“面子”

也有“里子”。

深入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杭州市总激励更多能工巧匠“长高变壮”——

让“小鼓捣”“微创新”也能实现大作为

创新在一线G

阅 读 提 示
在重点领域开展职工技术攻关活动，并为职工架起了“技术会诊”、技术提升的桥梁和

平台，杭州市总进一步建成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符合职工成长发展规律的高素养劳动者

培育和激励体系，推动高素养劳动者队伍“长高变壮”。

近日，我国西部地区最大高铁枢纽——重庆东站站房“黄桷参天”造型惊艳亮相。如何在离
地42米的高空上，将1000多块厚度为3毫米、面积为3平方米、弧度各异的不锈钢面板，转变为
一棵粗壮的黄桷树干？中铁建工集团重庆东站树形柱安装工刘朝阳创新采取扩大“树冠叶片”面
积方案，不仅成功解决了3毫米厚不锈钢板分缝拼接难点，还避免了材料胀缩引起的鼓包等问
题，且“黄桷树”叶片镂空效果更加具美感，完美完成“高空拼积木”这一绝活。

让风险能够提前预警

智能化管控平台织密生产“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王政）走进位于湖北省襄阳市

荆洪生物公司，中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着车间内生产情况。

管理人员通过人员定位系统可以查看每一名员工的活动轨

迹，及时发现各区域安全风险隐患、强化工作人员作业规范，

让企业在安全生产中做到防患于未然。

荆洪生物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农药、高效杀菌剂、高分

子特种新材料、合成香料领域发展，且行业领先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由于化工产品的特殊性，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诸多

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该公司联合中国移动

湖北公司打造了一套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涵盖了安全

生产平台部署、人员定位系统搭建等多项内容，让风险能够提

前预警，实现自动化减风险的效果和目的。

“系统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安全管理模式中存在的覆盖面

有限和及时性不足等缺陷。”湖北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

AI、移动云和 5G 专网等先进技术，系统构建起一个“1+1+1+
N”智慧化工平台，实现了对企业高风险作业及其管控环节的

全流程安全监管。系统能够精准定位人员的实时位置、实现

各类信息的可视化，从而能够提前预判和预防潜在风险，并在

突发险情发生时及时进行救援。

近年来，湖北移动结合省经信局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改造的支持，全力满足化工企业对安全管控应用的部署

需求。未来，湖北移动将全力推动 AI、5G-A等前沿技术攻关

和应用创新，以数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努力为湖北省全力

争创全国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作出新的贡献。

历经 25年摸清土壤家底

《中国土壤剖面数据集》发布
本报讯（记者黄哲雯）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土壤资源与质

量状况的基础科学巨著——《中国土壤剖面数据集》（以下简

称“数据集），近日正式发布。数据集全集共 25卷、2751万字、

4500余幅图，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数据集以分县土壤图和土壤剖面理化性状表形式，提供

了我国各地详尽的土壤资源与质量科学数据，还提供了全国

2200 多个县 6.3 万多个土壤剖面的分层理化性状数据，既有

多个省份的合订卷，也有一个省的单卷。各卷主要含分县土

壤类型图、主要土壤类型说明、土壤剖面点分布图与土壤剖面

理化性状表、分县中心区气候特征值，同时还含有全国和各省

的土壤图、土壤有机质含量图与地势图，便于读者了解土壤资

源与质量状况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土壤类型、土壤肥力与

气候条件、地势、地貌之间的相互关联。

据介绍，数据集创建了以智能设计为核心的土壤时空大

数据整合、表达方法，是对我国宝贵历史土壤调查资料的抢救

性发掘、整理与永久保存。该项目历时 25 年，从纸质分县土

壤专题图件、资料采集到完成异源土壤时空大数据整合，再到

完成图、文、表并茂的数据集编制，由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牵头，全国 20 余个国家级及省级土壤、测绘

等专业科研单位参与。

发现迄今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我国一科研成果入选《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突破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北京时间

12 月 13 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公布了 2024 年度十大科学

突破评选结果。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迄今最古老多细胞真核生

物化石成果入选。

真核生物的多细胞化是生命向复杂化和大型化演化的必

备条件，被认为是生命演化史上的重大关键事件之一。然而，

真核生物最早何时发生多细胞化？此前，学界对这一重大科

学问题并无明确答案和证据。

2016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

炎团队联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朱士兴

等国内外同行，在燕山地区发现距今 15.6 亿年前的宏体多细

胞真核生物化石，个体长度可达 30厘米。这一发现不仅将地

球上大型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时间提前将近 10亿年，并且

意味着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的时间应该更早。

2024年1月，朱茂炎团队经过8年的深入研究，在燕山地区

距今约 16.4亿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

物化石——“壮丽青山藻”，化石不仅保存了清晰的细胞结构，

而且部分细胞内含有可能的繁殖细胞“孢子”等结构。这一发

现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进一步提前了约7000万年。

《科学》杂志此次评选出的其他年度突破包括：一针管半

年的艾滋病预防药问世、地幔“巨浪”推动大陆高地崛起、第三

种磁性材料发现、“星舰”实现“筷子夹火箭”、藻类固氮“神器”

首次发现、靶向农作物害虫的 RNAi 杀虫剂上市、詹姆斯·韦

布空间望远镜探索宇宙黎明、古代 DNA 揭示千年前家族关

系、CAR-T疗法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金国华

日前，在斯里兰卡的璀璨星空下，第 49
届国际质量管理小组会议（ICQCC）圆满落

幕。作为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国际交流、竞

赛盛会，国际质量管理小组会议被誉为“质量

界的奥林匹克”。经过激烈竞争，国家电投吉

电股份四平一热公司“飞翔鸟”QC 小组凭借

《研制供热主管网数控双排气装置》创新成

果，摘得本届国际质量管理小组大会金奖。

四平一热公司是吉林省四平市域内唯一

一家热电联产企业。多年来，该公司坚持大

力开展 QC 质量创新活动，鼓励员工结合生

产实际创新创效，“飞翔鸟”QC小组就是这样

一支诞生于一线的创新团队，组长由中央企

业劳动模范、集团公司技能大师张玉忠担任。

“我们团队现有成员 10 名，其中既有工

程师，也有检修工、质量管理专工。大家跨

学科合作，整合电气、汽机、锅炉、热工等各

领域知识，致力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

题和质量问题。”张玉忠告诉记者，“飞翔鸟”

团队定期组织内部培训，在日常工作中积极

寻找提升效率和质量的可能，先后完成了

《给煤机断煤保护逻辑优化》《适用于多煤种

的干式除渣系统解决方案及自动疏通装置

研制》等多项创新成果，累计为公司创效

1900余万元。

四平一热公司肩负着全市近 2000 万平

方米辖区百姓的集中供暖重任，每当冬季大

热网运行后，系统主管网内都会产生大量气

体，必须及时排除。由于排气装置随着室外

温度的不断降低，排气能力下降，难以保证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且原有手动排气方式需

要运行人员爬上高台操作，具有一定的安全

隐患，这引起了“飞翔鸟”QC小组的注意。

“如果机组出现问题，全市百姓如何温

暖过冬？如果工作人员在攀爬走梯、手动排

气过程中不慎坠落，怎么办？”业余时间，“飞

翔鸟”团队现场调研、开会讨论，决心采用新

技术和新方法，解决这个难题。

经过不懈努力，小组成员研究发现，高

压加热器利用组合技术可以实现高效换热，

并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受此启发，他们查阅

了大量资料文献，在防冻技术控制、安全技

术等诸多方面广泛借鉴各种先进设备，计划

研制一种供热主管网数控双排气装置。

实际研发过程中，面对浩如烟海的装置

零件、跨专业的知识难题，小组成员在工具

书上一页页翻找，在网络上一遍遍查询，并

自学编程系统，遇到晦涩难懂的英语、德语

专业名词，就查字典、请老师……源于大家

的不懈努力，难题终于破解！

“我们研制的数控双排气装置，投入试

运行三个月中，自动排气 53 次，在零下 32 摄

氏度的室外环境里，也没有因气温低造成装

置失灵。”张玉忠面带微笑讲道，“这项创新

成果在效果检查期就收回了成本，仅 2022年

至 2023年供热季就创效 26万余元，成功取得

了国家专利。”

“我们只是想解决掉生产现场的难题，

没想到竟通过中国质量协会的层层选拔，受

邀参加了 2024 年 ICQCC 国际质量交流会，

与来自全球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00 余支代

表队学习交流。”说起这，“飞翔鸟”小组成员

霍浩鹏无比自豪。

对于每一名来自一线的小组成员来说，

参加国际大赛是机会也是挑战，毕竟用英语

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向国际友人介绍清楚自

己的创新成果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作为“发布人”，团队成员霍浩鹏、曹若禹反

复推敲生僻的专业技术单词，力争做到句句

娴熟、精炼易懂、直接明了。功夫不负有心

人，最后，国际评委用一句“Good job”给予整

个课题和发布高度评价。

“能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工人自己

的创新故事，并斩获金奖，这不仅是对我们

QC 小组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激

励。”参加完比赛答辩，团队成员曹若禹心潮

激荡。他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吉电股份

会涌现更多像飞翔鸟 QC 小组一样的创新团

队，用咱们一线工人的智慧，源源不断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吉电股份 QC小组捧回“质量界的奥林匹克”金奖——

中国工人站上国际舞台讲述创新故事

瞄准“痛点”联合攻关

雨水难“侵”牵引变电所地下线缆
本报讯 牵引变电所地下电缆和电线密布，纵横交织，被

称为保障铁路大动脉畅通的“动脉”、给机车“供血”的“心

脏”。近段时间以来，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南方公司杭衢高铁

项目部针对江南地区雨水多、雨季长、水平面较低和牵引变电

所怕渗水与潮湿等特点，围绕防积水、防渗水、畅通排水管网

等课题，在房建、通信、强电、弱电和排水等 5个专业开展攻关

竞赛，保障地下管网和电缆电线安全。

项目部联合多个部门，相互协同，联合攻关，改散排法为

地下管网排水法，把坡度预留在地下管网里面，通过地下管网

往外排水。在场地平整施工前，排水专业与房建专业密切合

作，根据地势和水流坡度，找出标高，确定浆砌的积水井位置

和预埋管网线路坡度比例，并把 BIM 技术、无红外线技术和

智能化监控相结合，把原本在地面留的坡度改为地下，在低洼

处设置集水井，确保雨水通过地下管网顺利排出去。

基础施工时，强电、弱电专业又与排水专业紧密协作，确

保敷设在电缆沟内桥架上的电缆不被水淹，不受潮。在室外

设备区和路面施工与材料选择上，积极推广应用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把传统的硬化混凝土路面，变更为渗水效果更好

的高分子透水混凝土路面。

据了解，2024年 6月，衢州西牵引变电所通过业主、设计、

监理和接管单位的“首件定标、样板引路”联合评估验收以来，

先后经历了 20多次大暴雨或持续的雨天，牵引变电所内的地

面上既没积水，也没有冗余，地下管网和电缆电线周围更没有

出现渗水现象。 （郑传海 王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