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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星期，制种玉米开始陆续抽
雄，我们就要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基地之间
跑，”见到于秀萍的时候，她正在去公司位
于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的种植基地
的路上，“今年我们共有 5 万亩的种植基
地，得全部跑一遍。”

“5万亩都要跑过来？”
“是啊，管质量不去实地查看怎么掌

握情况？”看见记者一脸吃惊的样子，于秀
萍呵呵一笑，“最多的时候有近 10 万亩都
得跑。每年 10 月到来年 3 月，我们在实验
室做检测，4月到 9月就一直在地里。”

甘肃张掖因地理条件优越，是我国玉
米主要制种区之一，常年制种面积约为
100 万亩，占全国大田玉米年用种量的
40%以上，能满足我国近 2 亿亩大田玉米
生产用种，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
种子繁育基地。

1996 年，中化集团公司下属的中国

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奔赴大西北，成为
发现和开发河西走廊制种业的先行者。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制种业在张掖乃至河
西走廊都成为“黄金”产业，仅张掖市就有
从事玉米杂交种生产的企业 70 多家。在
张掖境内山丹军马场长大的于秀萍对这
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农学专业出身的
她也热爱着这份事业。

1998 年，于秀萍加入中种公司的西
北创业大军，成为中种公司西北生产基地
最早的一批质检技术员，也是公司的第一
个种子水分测试员，负责测试农户交付的
种子水分是否达标。

“这项工作要在几天之内完成来自千
家万户的上万份种子样本检测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要求高，还常常要面对农户的
误解和责难。”现在想起来没什么，但那时
候只有二十几岁的于秀萍常常感到很委
屈，但是她也意识到“作为一个质量控制

岗位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原则、实事
求是”。为此，于秀萍一面努力提升自己
的技术能力，一面积极学习与农户的沟通
技巧，她的检测结果在农户中的公信力越
来越强，慢慢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于秀萍的亲繁质控部还负责玉米亲本
的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由于种子生
产有严格的隔离要求，亲本田大都在比较
偏远的地区，交通不便，往往要先乘车然后
步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才能到达。”在初
夏时节的田间地头行走，于秀萍一边跟记
者说着话，一边看着地里玉米的长势，并不
时地走进地里一下拔出玉米间的杂株，动
作熟练得就像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她告诉
记者，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时，长时间的行走
把脚底都磨破了，每年夏季的田间工作，要
克服天气炎热、蚊虫叮咬、枝叶割伤等种种
问题。“玉米制种可不同一般的大田生产，
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情，要做到什么程度，都影响着种子的生产
质量和产量，制种技术员必须要进行及时
的监督与指导。”

有人算过，15 年里，于秀萍和她的团
队成员深入测试点近 32 万个，行程超过
16万公里，累计完成了百万亩的亲繁和制
种，上百个品种的全程质量管控，成为了
中种玉米事业名副其实的核心骨干力
量。由她编制的适合西北气候、土壤等自
然条件的《种子生产操作规程和种子加工
流程》，为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提供了重
要的规范化参考。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里，每个岗位都
很辛苦，有的技术员常年都住在农村，有
人开玩笑说我们是‘拿工资的农民’。”于
秀萍谦逊地笑了笑说，“大家这么辛苦工
作，就是希望从我们手中出去的玉米种子
都是最优良的，为粮食丰产、农民增收作
出自己的贡献。”

中化集团中种公司西北生产基地质检技术员于秀萍——

像 种 子 一 样 扎 根 大 地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陈发明

58 岁的代旭升是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辛采油厂职工。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靠刻苦自学，成长为中国石化技能大
师和胜利油田首席技能大师。他参加工作 40 余年来，从没离
开过生产一线，先后发明 91 项创新成果，获得 18 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2项国家发明专利，被誉为“工人发明家”。

为改善一个生产工艺，代旭升在油田井场里忙活了近一
个月。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改进，他新研发的“数控自热式油井
加药洗井装置”终于投入使用。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告诉记
者，“我的岗位就在井场，不亲眼看到设备运转，心里不踏
实”。说起自己的新发明，他高兴地说，“这套设备已在 10 多
口稠油井上应用了，还给 6口井加热洗了井，效果挺不错”！

1972 年 12 月，代旭升从青岛招工来到胜利油田，成为一
名采油工。从那时起，他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发明创新成
为他不懈的追求。

油井在生产过程中，进入井筒套管的天然气常常因压力
低而难以进入管线，直排到大气中，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
源。为此，代旭升和油井套管气较上了劲，要把浪费的天然气
收起来，终于在 2004 年研制成功“移动式套管气回收装置”。
在胜利油田、长庆油田推广后，年创经济效益 2000 多万元。
2009年，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最近，代旭升结合产气量偏低的油井，又设计出“微型套
管器回收装置”，实现了 200 方以下的排气量回收，尽最大可
能减少污染，增加效益。

今年 58 岁的代旭升，新近开通了微博。他说，搞发
明，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要让更多的年
轻人热爱油田、热爱技术和创新，就得进入年轻人的“世
界”中。就这样，他经常通过微博给年轻人传授创新心得，
解决技术难题。

为了让更多有创新想法的人能创新、会发明，代旭升创建了
“胜利油田采油技能大师网”，不断丰富“代旭升创新工作室”的
活动项目。自去年开始，他带领工作室的成员，集体攻关，编撰
了《采油工实际操作读本》，囊括采油工基础知识、技能操作、综
合故障处理和海上采油等技能知识，成为采油工人技能提升的
教科书。如今，代旭升签约的101名徒弟中，有6人在全国技能
竞赛中获奖，86人晋升为技师、高级技师，27人获得油田以上技
术能手称号，成为油田各个行业的技术骨干。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辛采油

厂职工代旭升——

争当发明创新“领头雁”
本报记者 单保江

提起中国建材集团筠连水泥厂烧成工段副组长周勇，同
事们无不竖起大拇指：“利用白厚漆处理回转窑轴瓦温度升高
的点子是‘勇哥’提出来的。”“无烟煤成功煅烧优质熟料的技
法是‘勇哥’在实验室里‘守’出来的。”“周勇是一个铁人，工作
连轴转是家常便饭。”⋯⋯

2008 年，周勇把刚满 7 岁的儿子托付给在绵阳的母亲，
带着妻子离开工作多年的广元市四川广旺集团公司宝轮水泥
厂，来到远在宜宾的中国建材集团筠连水泥厂。

那时恰逢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筠连水泥厂
获准新建一条 50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刚到新的工作
岗位，周勇便和同事们投入到生产线的建设中。

在生产线的基础建设阶段，周勇一刻也不得闲。中午，别
人都在休息时，他还在工地上四处查看水平、标高，设备是否
安装正确；晚上又和新员工们一起参加公司技能培训，和授课
老师探讨新型干法操作技巧。

凭着充足的干劲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周勇很快得到公司
的肯定。2010 年，他被任命为烧成工段副组长。周勇知道，
眼下新线设备还处在磨合期，小故障时有发生。为此，他付出
了更多的辛劳，只要哪里有问题，他就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2011 年夏秋交季，回转窑轴瓦温度升高，按照常规须停
窑处理两天，可这样，损失会高达 60 万元。周勇认真分析升
温原因，大胆提出利用白厚漆处理，并自荐成为方案实施的负
责人。这是一个大胆的提议,公司领导们看着周勇坚定的眼
神，终于同意了。

顶着炎炎烈日，周勇和同事们站在回转窑边，每隔 3 分钟
监测一次温度的变化。经过 5 小时的努力，对讲机里终于传
来了中控操作员激动的声音：“勇哥，温度下来了！”

设备正常了，公司又下达了新的目标：要在降低成本上下
功夫，攻克煅烧无烟煤这个难关。面对难关，周勇平静地说：

“不试不能成功，试了还有一半希望。”
为了得到准确的实验数据，周勇长时间守在中控室，关注

着系统的变化。功夫不负有心人，本地无烟煤最终成功煅烧
出了优质熟料。翻开周勇的工作笔记，煤粉细度、煤枪角度、
温度、熟料强度⋯⋯密密的专业术语是他细心工作的记录，也
是技术难关不断攻克的缩影。

这就是周勇，坚守工作的他犹如平凡岗位上的一颗“螺
丝钉”，而面对家庭他却心有愧疚。“今年春节回家看母亲，
因为厂里临时有事，快到家门口了又返回了远在 7 小时车程
外的工厂。”周勇说，“但家人都很理解支持我，工作上的事
儿可是一点都不能马虎，要干就干好！”

中国建材集团筠连水泥厂烧

成工段副组长周勇——

甘做平凡岗位“螺丝钉”
本报记者 刘 畅

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一艘巨轮破浪
而行。在 9 个多月的航程中，一位女船员
用沉着、机敏和汗水赢得了男同伴们的尊
敬与爱戴，往复于中国至澳大利亚的航线
上，她就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唯一
在货轮上工作的女船员，新盛海轮的三副
余尚武。

余尚武今年 27 岁，是一名典型的“80
后”，从上海海事大学毕业后，就走上了远
洋船舶驾驶助理的岗位。见到她时，一身
白色的制服英气勃发，略黑的皮肤记录着
海上的岁月，稚嫩的脸庞上多了一份超越
同龄人的沉稳、细腻与自信。当问起她为
何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时，她说：“父亲是
一名军人，他教会了我自强与勇敢，所以
我也选择了这个有挑战的行业。”

新盛海轮是中远集团的标杆船舶，全
长 290 米，载重量为 18 万吨，甲板面积有
两个足球场大。航程远，运载量大、抗风
浪能力强都是它的优点，但同时海上航行

时间长、生活单调、劳动强度大也是摆在
每名船员面前的难题。

2008 年，从学校毕业后，余尚武踏上
新盛海轮成为船舶驾驶助理，更成为中国
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唯一一名货轮女船
员。“这个行业没进过女娃娃。公司打破
常规，招录女船员，可以说是个创新。初
次上船就能在中远集团的标杆船舶工作，
小余的身上寄托了很多希望，压力也不
小。”时任新盛海轮船长赵宗亮告诉记
者。面对众人的关注，小余唯一能做的就
是干好每一件工作，学好每一种技能，用
辛勤的汗水夯实自己的基础。

2009 年，新盛海的船员们开展了一
次技能比赛，在撇缆、探火、备瓶等多项考
核中，余尚武都排名靠前。

“作为一名女船员必须要面对生理、
心理上压力。但考虑周密、工作细致也是
女性的优势。”余尚武在接受采访时告诉
记者。

随着经验的增长，2010 年余尚武被
公司晋升为船舶三副，派遣到嵩山海
轮，继续航行在中国到澳大利亚的航线
上。当行驶到舟山海域时，平静的海面
上，突然出现了数百艘小渔船集体出海
捕鱼。

面对着密密麻麻的渔船，在船长的密
切关注下，余尚武沉着、冷静，依靠雷达和
目测，不断下达各种指令，左舵、加速、减
速、避让、调整航线⋯⋯就这样，余尚武完
成了首次“路考”。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
余尚武告诉记者：“避让时，太投入了什么
也没想，事后回想起来也有些害怕。”

余尚武跑船这些年，还形成了许多非
常好的传统，并带到了工作的每一艘船
上。作为船上的唯一女性，小余处处发挥
自己心思缜密的长处。每到一条船上，小
余都会记住每名船员的生日。每逢生日
时，她会专门做一张印满全船人笑脸的生
日贺卡，并制作一部反映船员家庭的小短

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用她自己的话
说，“在茫茫大海上，船就是大伙的家，家
里什么都可以缺，唯独温暖不能缺”。

当提到家时，余尚武突然沉默了，眼
神也一直望着窗外的海河，眼角挂着淡淡
的泪光。旁边，余尚武在新盛海轮工作时
的同事李玉存政委告诉记者：“小余是个
孝顺的孩子，一直很惦念他的父亲，她回
家的时间太少了。”

2010 年初，新盛海轮从澳大利亚装
货返回国内港口。当船舶航行印尼沿岸
海域时，小余的手机刚刚有信号，就突然
收到了一封 2 个小时前发出的短信。姐
姐告诉她，父亲查出患上了直肠癌，住进
了医院。但小余她强忍住思念，一直坚持
工作，在公司的紧急安排下终于在两周后
回到了父亲身边。

当记者问小余后不后悔选择这个职
业时，她说：“不后悔，我和同事们一直都
在岗位上奉献着，我并不特殊。”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货轮船员余尚武——

向 着 梦 想 破 浪 前 行
本报记者 武自然

沈阳化工股份公司操作工李超——

穿着工装的“小超人”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上图 日前，上海

出现连续高温天气，

但户外劳动者们仍然

坚守岗位。来自安徽的环卫工人苏先生，每天工作八小时以

上。苏先生告诉记者，做什么事就负什么责，我的工作就是不能

让脏东西留下，让来上海的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南京路的干

净整洁。 丁 汀摄（新华社发）

高温下的坚守

正在热映的电影《超人：钢铁之躯》，李超没有工夫去看。
但他的工友都称呼他“小超人”。

岗位环境属于“超危”级：高温高压、易燃易爆。这便是沈
阳化工公司聚氯乙烯分厂的合成岗位，操作间的外墙贴着警
示牌——小心毒气！合成盐酸的氢气和氯气就在几米之外的
高炉里燃烧着。李超是主操作工，常常在炉旁高高低低的铁
梯子爬上爬下，巡检一圈像经过了汗蒸。

光是“超危”还算不得“超人”，李超兼职供水站制冷岗位
主操作工。这个岗位光懂技术不行，仅有力气也不成。用工
段长袁城波的话讲属于“技术力工”。12吨的氯化钙粉 6小时
内一个人肩扛手推给搬运到位，再进行盐水配比。李超说，亏
得自己扛液化气罐上七楼的生活历练，否则真吃不消。

光是“超级累人”也不算“超人”，李超还拿下了沈阳“技术
大王”的称号，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高级技师。凭啥呀？李超凭
的是爱琢磨。别看是一线工人，李超还想着企业长远发展的
事。他说，“沈化马上就要搬迁整体改造，传统工艺早晚要淘
汰。这些年东北振兴步伐多快呀，光我们沈化就有多个投资
数十亿的重点项目竣工投产，用先进工艺、现代管理手段升级
企业是大趋势，工人技能不升级咋行”？

企业举办的实训班，李超不仅自己积极报名，更动员工友
参加，他还利用倒班休息时间啃大部头的专业书。他有一个
观点：财富就是往兜里不断装知识。装着装着，李超就“富”
了：全公司举办了三次“化工理论知识竞赛”，李超成为三夺

“优秀操作工”称号的唯一员工。
工友们佩服李超，不单是技术本领高，人还实诚。就拿

清理冷凝列管来说吧，推钎子、挂刷子、拉钎子、洗刷子一
套程序往复进行，这活儿 3 个人干都会累得直不起腰，李超
只要上早班，就主动把这脏活揽下来。领导又不在，干给谁
看？李超说，干给自己看，做一名好工人原本就是对自己良
心的承诺。

“超人”的称号就这样叫开了。“别人说归说，我心中偶像
可不是超人，而是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肯吃苦肯
流汗，还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根筋’。”李超诙谐地说。

左图 冀北张家

口供电公司西望山供

电所辖区内燕山深处

官厅梁村，负责这个村抄表、收电费的电工杨春江和工友义务

当起村民的“捎货郎”。每次进村他们都要逐一询问老人的日

常生活所需，并及时进城帮他们购买，再送到老人手中。灯泡

坏了、电视没了信号等大事小情，只要一个电话他们总会在第

一时间赶到。图为杨春江的工友在维修官厅梁村茹进祥家的供

电设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燕山深处“捎货郎”燕山深处“捎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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