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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守在飞船总装第一线，用责任和技能为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这群年轻人，组装出载人飞船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图片故事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马正俊

今年 56岁的徐超是西宁火车站的一名客运员。1984年，

徐超刚参加工作时恰逢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青海西宁至格尔

木通车运营，从此他在青藏铁路线上一干就是 40年。

徐超不仅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业余时间还将自己的爱

好——收藏铁路老物件发展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

旧时的老物件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走进徐超的家，

仿佛置身于一个铁路文化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不同年代的邮

票、臂章、车票、信封等近万件铁路老物件，摆放得井井有条。

面对记者，徐超拿起一个臂章，感慨道：“这是我刚上班

时佩戴的臂章，它见证了我从青涩的新人到经验丰富的老职

工的成长过程。”

随后，徐超又拿起一枚邮票，眼中流露出深深的喜爱。

“这枚邮票记录了西宁至格尔木铁路通车的重要时刻，那时

候还是内燃机车，再到后面实现了电气化列车，现在复兴号

都已经开通运营了。”

摸着手中的老物件，徐超能感受到老物件本身生命的流

动。他说“这是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纯真的、照彻入灵魂的

热爱”。

除了收藏，徐超还乐于将自己的藏品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社交平台上，他经常发布关于铁路老物件的照片和故事，

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点赞。通过这种方式，徐超不仅传

播了铁路文化，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今年即将退休的徐超还有一个心愿——将自己收藏了

半辈子的部分铁路老物件，无偿捐给青藏铁路展厅，让老物

件走上台前，教育和启迪后人。

天路职工的“时光宝藏”

年轻的张成亮 10余次参与海南核电换料大修，是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大拿”——

守护“核电心脏”的 90 后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刚到海南核电基地就听说，在泵区只要

看到一个戴金丝眼镜，左手持“棍”右手拿手

电筒的“壮汉”，就是中核集团海南核电有限

公司维修二处机械科中级主管技师张成

亮。果然，记者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身材高大

的 90后。虽然年轻，但在同事们眼中，他却

是妥妥的“技术大拿”，也是实用工具“发明

家”和科技创新领军人。

凭借精湛的核反应堆冷却剂主泵检修

技术，张成亮 10 余次参与海南核电换料大

修，9 次担任大修专项负责人，保持大修专

项最佳工期和修后一次合格率纪录，先后荣

获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第一批“南

海新星”技能人才、海南省技术能手等称号。

练就过硬本领

从南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张成

亮就进入海南核电维修处工作，没多久就开

始跟着老师傅、老班长负责主泵检修。

“刚开始学那会，就只能递递工具、背背

包。特别是每年大修的时候，还必须请外国

专家来指导我们，很不方便。”回想起刚接触

核电检修工作时的情景，张成亮直摇头。

为了能尽快成长为“主泵外科手术操

刀手”，张成亮经常缠着老师傅、老班长问

个不停，一个简单的气密试验都要问出两

三种涂油手法才罢休。此外，他专门制定

了学习计划，从主泵设计文件到装配图纸，

从专用工具到规程步骤，每一环节都制定

了详细的计划。

为了能有更多的泵阀操作机会，张成亮

总是在晚饭后第一时间去睡觉，定好闹钟，

凌晨两点起床，再跑去设备房练习泵阀拆装

技术。

“别看他挺大个子，心思细着呢。晚饭

后是大家实操练习的高峰期，这时候人多，

每个人练不了多久，于是他趁着后半夜没人

的时候去练习。”说起张成亮，他的师傅赵汉

斌颇为欣慰。

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和多次大修

经验积累，2020 年，张成亮被授权核电 1A
级（最高级）工作负责人。他自主持票完成

主泵电机全面解体，摆脱了国外厂家委托服

务，每次节省成本超百万元。

科研树上结硕果

核反应堆堆芯需要在充满冷却剂的液

体环境中运行，冷却主泵就是整个核电站的

“心脏”，为堆芯持续泵出冷却液，维持核电

站正常运转。

在维修工作中，张成亮需要与团队进入

核岛对主泵电机进行检修维护，在放射性环

境下采用人力方式多次上下爬梯倒运和接

力。这种作业方式不仅威胁工作人员的健

康安全，更浪费大量的主线检修时间和人力

成本，同时也不利于油位精准控制。

这让张成亮萌发了研发一款智能检修

机器人的想法。他带领团队开启了核电站

复杂环境检修机器人研发项目。

“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核岛环境下，需

要完成手动模式和遥控模式的一个切换，对

油量进行精准的控制，以及克服在核岛里面

的网络通信狭小空间移动等问题。”谈及研

发之初张成亮说。

经过 1年多的努力，张成亮研发出一款

新型便携式适用于核岛狭小空间的智能检

修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主泵电机上下双箱

换油补油检修，还搭载 5G网络功能，实现了

手动和远程遥控模式操作，让工作人员在低

剂量区域就可以完成作业。

“在此之前，我们对核岛主泵加油补油

滤油需要 40 个循环，每个循环需要大约 45
分钟，使用我们研发的机器人装置之后，每

个循环只需要不到 15分钟。”张成亮说。

此外，由他牵头自主研发的 CEX-1800

安全型自适应性凝汽器膨胀节安装系统，

依托双轨定位及辅助技术，将原本的大修

三回路检修工期缩短了 5天，在完全避免人

员在此维修项目容易出现跌落、滑倒风险

的同时，也确保了凝汽器法兰密封面的安

全完整，产生边际经济效益超千万元，通过

中核集团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国际

先进水平。

“对我来说，每一项科技创新成果，既是

一份荣耀，也是我作为一名‘中核人’的责

任。”张成亮告诉记者。

培养出一支专业科研检修团队

张成亮有一个理想，那就是组建一支世

界一流的核电主泵检修团队。

为了使新人能够快速成长起来，他非常

注重培养班组成员的学习习惯，除了传统的

师带徒形式，还结合自身多年检修和参加各

级技能竞赛经验，编写了一份“操作清单”，

把自己在维修过程发现的容易出错、遗漏的

疑难点，依照操作流程，分门别类梳理成册，

帮助新组员快速成长。

2020 年底加入维修部门的孙凡珀说：

“刚开始接触水泵阀检修，单单一个密封试

验我硬是学了半个月都没拿下，那时候我

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干这块的料，甚至产生

了申请转部门的想法。”张成亮看出了他的

沮丧，连续一周下班后陪着他在训练室练

习密封试验，不断引导、手把手教，鼓励他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如今，孙凡珀已

经 成 为 维 修 部 门 的 青 年 骨 干 ，还 参 加 了

2024 年海南省核特有工种行业技能竞赛，

取得了优异成绩。

“他会依据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给我

们在很多方面指明方向，特别是前段时间海

南省核特有工种行业技能竞赛中，每天都是

师傅陪着我训练，指出我的问题所在。”张成

亮新带的徒弟何琼瑞说。

近年来，张成亮以技能竞赛、维修培训、

科研攻关与技术改造为着力点，依托技能工

作室与创新工作室，培育出了一大批技术能

手、技术经纪人以及青年科技人才骨干。目

前团队多名成员及徒弟已成为中国核电“菁

英人才”、泵组领域专家、省级技术能手以及

优秀科技工作者。

张成亮正在
测量核电泵轴的
跳动。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宋丽梅

先检查车辆轮胎气压、应急阀，再确认车内仪表盘、灭火器、

安全锤，最后发动车辆“听声”辨水、油、管道等内部件，确认一切

正常，山东青岛763路公交车平稳驶出车站，迎接来往乘客。

细致的开车前“三部曲”，青岛城运控股集团城阳巴士有

限公司 763 路驾驶员生桥做了 14 年。“安全第一，每次出行都

必须保障乘客的安全。”生桥说。

2010年，生桥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他坦言，虽然早知道

这份工作挺累的，可实际接触后，才知道这里的学问“不止握

好手里的方向盘，还要做好服务”。

在驾驶技术上，生桥追求将车开得稳一点、再稳一点。平

稳的驾驶技术不仅为乘客带来舒适、安全的乘车体验，还节省

了车辆的能耗。凭借出色的节能表现，2017 年，生桥荣获第

四届“宇通杯”全国公交驾驶员节能技术大赛“节能能手”称

号；2019 年，他被授予“青岛巴士杯”新能源公交客车驾驶员

节能技术大赛“节能技术标兵”称号。

在服务态度上，生桥认为理解和关爱是相互的。遇到老

人，他主动搀扶；遇到问路的乘客，他耐心解答。

一次，一位坐着轮椅的残疾人等待上车，生桥看到后立即

从驾驶室起身，帮助这位乘客上车。事后，这位乘客特地打电

话对生桥表示感谢。这是生桥第一次收到表扬电话，彼时的

激动与兴奋令他难以忘怀，那种自豪感胜过任何奖章。“这是

对我服务的认可，我会用心将服务做得更周到。”生桥说。

工作之余，生桥还热心公益事业。他跟随青岛城运控股

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工会工作人员，来到幼儿

园、养老院等，宣传安全出行知识、照顾老人，以萤火之光传递

温暖。

在岗兢兢业业 14年，生桥至今保持“零事故”。他还多次

获得青岛市“工人先锋”“红飘带”星级公交驾驶员、青岛城运

控股集团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在他心里，乘车服务是一条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前进之路，他将竭力为每一位乘客做好

服务，继续书写暖心的公交故事。

14年的暖心公交故事

本报记者 邓崎凡 本报通讯员 吕梦薇

在新疆哈密，有一座拥有新疆首条完全国产化、年处理能

力高达 2万立方米的自动化催化剂再生生产线的工厂。这座

隶属于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工厂，不仅完善了公司催化剂全产业链，也为新疆地

区环保事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这座工厂拔地而起的背后，是建设者们“舍小家为大家”的

奉献和努力。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先进个人、

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泉就是其中一位。

2014年，穆世泉加入华电科工青岛环保催化剂项目，他带

领技术团队结合其他厂家的工艺优点，对自动清洗工艺路线进

行优化设计。经他改良过的生产流程，一天可节约 20吨物理

清洗用水，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 3个月的生活用水量。在与设

备厂家进行反复试验和论证后，他更是研发出适应新疆区域废

旧催化剂处置的自动吹灰和清洗系统，使得整套设备生产高标

准再生催化剂和再利用粉的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23 年末，项目施工进入收尾阶段，即将投入生产。为

了保障项目后续落实落地和生产有序运行，穆世泉决定从青

岛举家迁至哈密。跨越 2845.3公里，从海滨到内陆，从繁华都

市到西域小城，穆世泉的决定受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既然要做，就下定决心，拿出创业精神，真正扎根在这

里，势必把事情做成！”穆世泉说。为了支持他，妻子辞去工

作，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哈密，专心为他照顾“后方”。

如今，穆世泉一家已逐渐适应了新环境、新生活。在家人

的支持下，穆世泉扎根西北腹地，当好一名“环保先行者”，在

追求和热爱的事业上发光发热。

举家迁徙的“环保先行者”

本报记者 裴龙翔 本报通讯员 范文超

2024 年 10 月 30 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

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跃而起，航天员再

次出征，与神舟十八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会

师。激动人心时刻的背后，是来自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 149厂的一群平均年龄 34岁的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推进舱总装团队在飞船

总装第一线的多年坚守。

无论是初入航天的 00后、再入航天的 95
后，还是扎根航天的 85 后、95 后师徒，这群

年轻人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让赤诚的匠

心融入平凡，做到了“手中握得住技能，肩上

担得起责任”，为航天事业绽放出绚丽的青

春烟火。

初入航天，00后快速成长

走进载人飞船推进舱总装现场，每一位

总装人员都身着白色防静电服，坚守在各自

的岗位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149厂 00
后王奕程是此次试验任务最年轻的载人飞船

推进舱总装操作，主要负责飞船工质加注和

气瓶充气。

初入航天岗位，王奕程面对繁杂而多样的

零部件，心中不免泛起“迷糊”。它们是什么？

如何装配？要装多久？面对这些疑问，王奕程

的师傅——90后技师葛佳骏告诉他，要想把总

装学扎实，就要熟悉每一个产品，将每一个微

小的细节和试验参数标准牢记在心。

“听闻不如亲历，向往不如出发。”王奕程

凭着一颗勇于探索的好奇心，格物致知，开启

了不断攻克难题的步伐。他说，好奇心是最

好的“钥匙”，虚心学习是成长的“秘籍”。为

此，王奕程沉浸在总装一线，一点点摸索原

理、一丝丝抽离问题、一层层拨开迷雾。他凭

着这一股子韧劲，像海绵一般，不断汲取着新

的知识、新的技能，将载人飞船推进舱总装的

原理和师傅教授的技能“全盘接收”。

3 年多的光阴，王奕程辗转在上海、北

京、甘肃酒泉和海南之间开展工作。正是这

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他快速成长，用执着和责

任为试验任务保驾护航。

再入航天，不负追梦赤子心

如果把技能人才比作“双手”，那么技术

人员好比“神经系统”，需要将设计要求转化

成可操作、可执行的工艺文件。作为载人飞

船推进舱总装工艺员，95 后丁一然曾经还是

一名总装操作。

2021 年，丁一然从学校毕业入职到 149
厂，成为一名总装操作，开启追梦之路。然

而，随着工作逐步深入，他明白，作为一名新

时代一线工人，不能只会拿扳手，更要学会拿

起笔。为此，他重回校园完成硕士研究生学

业。毕业后，他又一次向着梦想前行，回到曾

经奋战的 149 厂，负责载人飞船推进舱总装

工艺工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

因为有总装经历，丁一然深知质量管控是总

装工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他和 90 后载人

飞船推进舱总装工艺师许帆以技术风险识别

和精益过程管控为核心，围绕设备安装、电缆

插接、管路连接、小远散附件、地面设备等方

面开展质量风险专项工作，共识别出 26项易

错风险操作项目并落实控制措施。此外，他

们将运输监测纳入总装工艺重点环节，通过

前期实操训练和完善工艺方案，确保运输监

测工作一次成功。

再叩苍穹，丁一然已然“破茧成蝶求嬗

变”，从一名总装操作师转变成总装工艺师，

在逐梦的道路上始终保持一颗赤子心，为航

天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

扎根航天，并肩作战师徒情

“师之大者，为天下计，为长远计。”85 后

载人飞船推进舱总装技师吴文杰和 95 后何

陈烨是此次试验任务的一对师徒，他们始终

携手奋进，将生生不息、历久弥坚的航天精神

一代代传承下来。

“我们 85 后和 95 后必须扛起肩上的担

子。”何陈烨如是说。为了抓住每一次学习的

机会，何陈烨时常向吴文杰请教每一项工作

的细节。何陈烨明白，总装工作没有差不多，

只有对所有疑问刨根问底，才能真正把工作

做好。

师徒二人会抓住总装现场每一个细节，

依靠师傅的装配经验和徒弟发现“问题”的眼

光，通过一线职工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

动平台，从产品工装的“小改小革”入手，把创

新运用到生产上，把最好、最适用的装配方法

融入每项工作。

一次，师徒二人在总装过程中发现测试

平台与舱体之间存在较大间隙，存在踩空的

风险。他们同工艺人员对舱外操作空间进行

了勘探，研制了一套专用踏板，从而提高操作

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在平台使用中，我们不

再需要探出身子安装电缆和管路了。”吴文杰

指向推进舱说。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一代又一

代航天人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从一个个

胸怀“航天梦”的懵懂新人成长为砥砺奋进的

新时代航天骨干，以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航

天故事。

冬日的陕西省富平县美塬镇鸿雁村，
一片“吱吱呀呀”的纺线、织布声。这是返
乡创业的张永宁（右）创立的木兰摇粗布家
纺有限公司生产旺季的声音。图为张永宁
与留守老人向来访客人介绍土布工艺。

之前张永宁一直在外地做生意，每次
探亲返回都给朋友带些家乡土布床单，很
受欢迎。“儿时外婆纺线织布的身影是最温
暖的回忆。何不将这古老的手艺传承发扬
下去？”2018年，她返乡创业，带着村里的
留守老人、妇女，复活了土布的几十道传统
工序，并结合时代需求创新工艺，让粗布不
粗、土布不土。

张永宁带领团队创新染色工艺，在保
留土布纯朴质感的基础上赋予产品灵动自
然的色彩和图案，并与文创团队合作开发
衍生文创产品，借助电商平台将产品推向
世界。如今，该公司创造了近百个就业岗
位，带动300名农户参与粗布加工和销售。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摄

复活老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