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4∶10 印完时间：5∶15 本报印刷厂印刷

圆脸、浓眉、一说话总爱
皱眉头——安全帽下的张文
新一脸严肃，他是北京电力
工程公司电缆专业的首席工
程师。“我跟电缆电线打了
20 多年交道，知道这项工作
一点也不能马虎。”张文新整
了整制服上并不明显的褶，
又整理了一下扣得结结实实
的袖口，接着给徒弟们讲解
施工要点。

别看张文新现在是“主
讲人”，20 多年前，他也是个
拿着笔和小本、围着老师傅
认真记录的小徒弟。

1988 年 7 月，20 岁出头
的张文新大学毕业后来到北
京供电局工程处（现北京电
力工程公司）电缆一班实习。

满腹理论的张文新第一
次来到电缆施工现场就傻了
眼，看着工人师傅们挖电缆
沟、扯线缆，一会儿就能完
工，他满脑子的公式、数字竟
然派不上用场，挨了老师傅
们好一顿笑话。于是，他挽
起袖子从头学起，和工人师
傅们一起挖电缆沟、人力牵
引敷设电缆、生火烧沥青膏
子⋯⋯这个工人师傅们眼中
的“书生”，慢慢变成了一名
利落干练的电缆工人。

“书生”也有自己的优
势。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张
文新不光有文化，还勇于创
新。他一边干活，一边观察，
琢磨着如何能优化工作流
程。在对电缆废品进行处理时，张文新发现手工操作费
时费力，他试着在电缆输送机上装上刀片，可自动将电缆
皮剥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是张文新的第一个技
术发明，也是他创新之路的起点。

“对我而言，创新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一个倔犟的誓
言。”张文新记得，1999 年，国内高压变联电缆业务刚刚
起步，北京市知春路至西便门的 220 千伏电缆发生外力
破坏故障，以当时国内的技术条件还不能独立解决，只能
请外国专家出马。

张文新憋着一口气暗暗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电缆安装技术彻底摆脱对外国专家的依赖。

他跟同事一起研制出 110 千伏电缆鉴定装置，填补
了国内不能准确鉴定单芯电缆的空白；ERC－8016 绝缘
树脂在油纸电缆接头中的应用,解决了油纸绝缘电缆接
头在不能用火场所施工的难题⋯⋯几年下来，张文新成
了公司里的创新能手。

2010 年 8 月，以张文新名字命名的“北京电力工程
公司张文新职工创新工作室”成立了，他继续带领工作室
成员进行创新探索。

2011 年，公司承建了 1000 千伏淮南至上海特高压
交流输电示范工程第 17A 标段。该标段位于浙江省湖
州市，施工沿线地貌均为鱼塘和稻田，施工难度很大。为
提高施工质量，张文新创新工作室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形
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如在基础施工中采用 PVC 材质的
倒角器，实现了倒角一次成型，光滑平顺无气泡；根据土
质特点采取中心桩保护，避免了施工过程中对中心桩的
扰动，保证了基础施工控制数据准确。

北京国际化城市建设的推进，对电网建设品质提出
更高标准。在以往的施工过程中，滚杠运输 GIS 组合电
器对土建成品破坏性非常大，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
间。张文新带领创新工作室开展技术攻关，发明了“组合
电器运输气垫”、“应力锥内表面质量检测内窥镜”等多项
施工创新成果和技术专利，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
艺品质。

4 年多来，工作室共有 50 项技术创新，其中 48 项创
新成果已经运用到施工生产中，12 项成果获得国家级专
利，每年为公司节约成本上千万元。

如今张文新创新工作室已有成员 30 余人，分别在送
电、变电、电缆等不同专业发动职工开展创新活动。工作
室先后荣获“北京市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国家电网公
司劳模创新工作室示范点”、“国家级劳模示范性创新工
作室”称号，张文新也先后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国家电
网公司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张文新从
未满足，他说，“工作要有水滴般的品质。起步时有着滴
水穿石的坚韧，技术研发时有着静水深流的沉稳，创新时
有着波涛澎湃的魄力，才能不断进步，不断成长。”

北京电力工程公司电缆专业首席工程师张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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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乘
汽车出发，半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位
于浑善达克沙漠腹地的五等小站哈达山
火车站，见到集通铁路公司唯一的一名
女站长——大板车务段哈达山车站站长
赵兰丽。

当站长不但需要具备精湛的业务知
识，还要精于管理、肯于付出。这份

“压力山大”的工作，被赵兰丽干得有声
有色。始终如一的无悔付出，是她对责
任坚守、对事业执着的生动诠释。

“今天有超长超限列车通过，值班员
要合理利用到发线，将列车接入规定线
路，确保列车安全⋯⋯”赵兰丽正在布

置当天的重点工作。说话干脆、行动干
练、做事果断，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赵兰丽干起工作来一点也不比男
同志逊色。去年冬天，雪天特别多，雪
也下得格外大，她一连十多天吃住在车
站。一下雪，她就留在清扫房，每隔
10 来 分 钟 就 得 出 去 清 扫 道 岔 里 的 积
雪。风刮得厉害时袖管内、裤腿里全是
雪，手脚都麻木了。”站长助理小张钦
佩地说。

看上去和善客气的赵兰丽工作起来
坚持原则，丁是丁、卯是卯。2015 年春
运开始后，她在一次后半夜标准化作业
抽查中，发现值班员精神萎靡、反应迟

钝。她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位值班员班前
不好好休息，责令她立即停止工作，并
不由分说地顶替她“上台”值班。事
后，当她了解到该值班员是因为父亲病
重，非常焦急以至于神经衰弱睡不着觉
时，又主动提出利用调休时间替班，让
对方回家照顾父亲。

在全站这个 10 人组成的大家庭里，
赵兰丽还是一个细心的大姐。助理值班
员谢洪光不小心将胳膊划破了，出了很
多血，赵兰丽小心翼翼地为他包扎，可
还是因为消毒不好导致感染。自那以
后，赵兰丽便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外伤包
扎、测量血压等简单的医疗常识，义务

当起车站的医务员。值班员小王有心血
管疾病，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这引
起了赵兰丽的注意。她特意准备了速效
救心丸、心血通等药，还吩咐小王要饮
食清淡。每到行车室，她不是为小王冲
上一杯绿茶，就是往水杯里添上一点热
水⋯⋯点滴间的关爱，让小王感受到了
亲情般的温暖。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在赵
兰丽和记者去清扫房的路上，她的手机
响了，电话那端传来了儿子稚嫩的声
音。“好孩子，等妈妈休班一定回去好好
陪你。”赵兰丽说。其实，她节假日也顾
不上休息，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承诺。

沙 漠 腹 地 的 女 站 长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吴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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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皮核桃林一眼望不到头，树下柴
鸡、白鹅悠闲觅食，核桃林旁的人工湖内
锦鳞闪闪⋯⋯盛夏时节，全国薄皮核桃
标准化示范区——河北省临城县绿岭核
桃种植基地里，一派怡人的田园风光。

可谁能想到，就在十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乱石堆积、杂草丛生的荒岗野
岭。是绿岭公司的创始人高胜福带领一
群拓荒者发扬愚公精神，书写了这一现
实神话。如今的绿岭公司已经成为拥有
优质薄皮核桃苗圃 1600 亩，标准化生产
示范基地 1.5 万亩，合作基地 20 万亩，同
时建成全国唯一核桃全产业链产品深加
工项目的龙头企业。临城百姓送给高胜
福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核桃哥”。

荒山创业 造福桑梓

“十几年前，当我们挖沟填土，栽下
第一批核桃幼苗的时候，从未想过这是
一个产业的开端，也未曾想到创业的道
路如此艰辛。”回想过去，那火热的创业
岁月浮现在高胜福的眼前。

1999 年初，高胜福放弃在机关的工
作，回到临城老家集资 300 多万元，合伙
承包了鸭鸽营乡的 3500 亩荒山岗。那
个地方叫狐子沟，一无土二无水，地质学
上称这种地貌为洪水冲积多砾石岗地，
地表无森林涵蓄，下场雨就都顺着狐子
沟流走了。在这种条件下植树造林，困
难可想而知。绿岭拓荒者没有被眼前的
困难吓倒，他们组织专家实测了 20 多个
土壤剖面，最终确定种植薄皮核桃。

一场战胜自然的战役在狐子沟打响
了：一是寻找水源，二是开沟换土改善土
质。为方便工作、节省时间，高胜福同工
人们一起在工地搭起简易窝棚住了下
来。白天，勘探打井，抬石头、挖胶泥、运
泥土；晚上，不顾疲惫，坐在工地的石头
上学习核桃种植管理知识，一干就是大
半年。在连续打了十多眼井都失败后，
他们终于成功打出 1 眼有水的井，并挖
掘运输土石方 500 万立方米。如果把这
些土石方堆成宽 1 米、高 1 米的大坝，长
度可达 2000 多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乌鲁
木齐的距离。紧接着，他们又将挖土留
下的大坑建成可容纳 20 万立方米水的
人工水库，用挖出的砂石修建 4 个拦水
大坝，截留雨水和引来上游水，为核桃树
的生长提供了保障。

临城的夏季温度可达 39℃，冬季可
达-20℃。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长期
居住在山坡上的简易窝棚中，无疑需要
过人毅力。“高总与我们一样，在这里一
住 4 年。当时有些一起创业的人由于条
件艰苦，都选择了退出。”当年与高胜福
一起创业的绿岭公司的技术人员靳春秋
说，“我们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一天忙
下来，都感觉吃不消。当时 40 多岁的高
总是来自机关的干部，艰苦的工作搞得
他又黑又瘦，手上总是布满一些横七竖
八的血痕，可他却以非常乐观自信的精
神感染着我们年轻人，于是我们都选择
了坚持。”

有志者事竟成。突破艰难险阻，高
胜福从美国引进 17 个核桃品种，从山
东、新疆、河南等地引进 13 个品种，在试
种的基础上，选择了具有良好苗头的品
种，研究其优化栽培技术。经过 5 年多
的选育和研究，终于选育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薄皮核桃新品种——“绿岭”。

此后，绿岭又成立了 100 多人的技
术团队，在果树管理标准化、果树灌溉节
水化、果树施肥有机化等方面充分利用
先进技术，不断进行创新，形成了林间种
草、草中养鸡、鸡粪入沼气池、沼渣还田
的“树、草、牧、沼”四位一体的立体循环
种养模式。

2010 年，大获成功的绿岭投资 3.2
亿元建设了核桃深加工企业——绿岭庄
园。“核桃全身都是宝，核桃壳可以做活
性炭，核桃仁可以做核桃露，提炼完核桃
油还能做核桃粉。”在公司展厅里，高胜
福指着展架上的各种核桃产品说，“目
前，公司研发的核桃深加工产品有核桃
乳、核桃油等 6大类 20多个产品。”

今年 5 月，绿岭投资建设的世外桃
源生态旅游园区开园。整个园区占地
1.5 万余亩，以“薄皮核桃、生态观光”为
主题，设有绿色农业开发区、采摘区、无
公害畜禽饲养区、休闲垂钓区、观光旅游
区、游客膳食区 6 个主要旅游区域，推动
绿岭实现了一、二、三产协同经营，综合
效益得到了有效提升。

农业产业是造福桑梓的产业，由于
绿岭公司的崛起，临城的生态环境有了
明显改变，还带动了全县劳动力转移和
财政税收的增加。目前，绿岭有 500 多
名正式员工，每年季节性雇佣周边群众
约 10万人次到企业打工，且多为 50岁至
70岁的农民。

心系乡邻 送富上门

2015 年初，临城县槐树庄村村民赵
振龙盘点去年的收获后欣喜地发现，全
家去年收入超过 10 多万元。在这些收
入中，仅出售薄皮核桃就达到 9 万元，赵
振龙感慨地说，“没有绿岭公司帮助，俺
家哪有今天的富裕生活。”

绿岭公司种植环节负责人刘丽英介
绍说，“赵振龙家原来种有大片笨核
桃，收入甚微。他得知绿岭公司正在以

‘公司+农户’模式带领百姓致富时，找
上门来要求帮扶。”董事长高胜福当即
召开专门会议，认为槐树庄村是太行山
深处的小山村，村民除了外出打工，没
有其他收入。公司无偿帮扶赵振龙一
户，可以作为示范户，以带动其他农户
发展核桃种植，实现脱贫。于是，绿岭
公司免费帮助赵振龙改接优质薄皮核桃
400 亩，仅此一项，就让他节省费用 2
万多元。如今，赵振龙的核桃树大都进
入盛果期。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十多年来，绿岭公司充分发挥龙头
示范带动作用，采用“公司+基地+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建立

以企业为龙头，以农户为基础，以合作
社为纽带的利益共享联结机制。2008
年，绿岭公司联合 80 家农户成立了惠
农合作社，绿岭提供技术，农户以核桃
园入股，采用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
一采收，统一销售的“四统一”生产经
营模式，统一经营 4000 亩核桃基地。

“统一管理可以帮助农户节省成本约
15%，销售价格提高约 10%。核桃原果
生 产 亩 投 入 约 2700 元 ， 进 入 盛 果 期
后，亩产核桃干果 200 至 250 公斤，纯
收 入 可 达 8000 元 左 右 ， 每 户 增 收 约
5000 元。”绿岭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康
说，“公司还为农户统一采购有机肥、
地膜等农用物资，价格比市场价低 15%
左右，为农户节省了成本，十几年来，
共为农户节省成本约 600万元。”

在绿岭公司带动下，一大批薄皮核
桃专业合作社成立，土地流转后的农民，
变身为合作社产业工人。公司向合作
社、农户供应优质核桃苗，免费提供一整
套的生产管理技术服务，解决农民的后
顾之忧。目前，仅临城一县核桃总面积
就达 30 多万亩；带动辐射项目区省市级
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10 家，专业合作
社 75 家，500 亩以上片区 49 个，吸纳全
县 30%的劳动力和 50%的流转土地，带
动农户 4 万多户，户年均增收约 2600
元。

利益共享 回馈社会

“10 年前，俺 8 亩地一年收入也就三
四千元，妻子身体不好，两个孩子又在上
学，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进入绿岭承包
果林后，日子就像做梦一样全变了。”临
城县西羊泉村村民赵换祥感叹道。他
说，承包了绿岭公司的一个 50 亩核桃生
态种植养殖小区后，家庭经济状况得到
明显改善，每年除了公司给的经营管理
费，林下种植养殖也能有收入，去年收入
了 17 万元。如今，家里盖了新房，买了
轿车，存款也越来越多。在临城乃至整
个绿岭产业辐射区，像赵换祥这样受惠
于绿岭回馈社会行动的农民比比皆是。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企业
和农民是一个共同体，企业只有紧紧依
靠农民才能发展壮大，只有他们好，企
业才能更好。让企业发展成果与农民与
社会共享，是每一个良心企业职责所

在。”高胜福说。为此，绿岭采取了一
系列行动，包括惠民承包、托市收购、
专项基金帮扶等。

惠民承包，是在核桃种植基地，将
果林以 50 至 60 亩为单元划分园区，设
立 30 多个生态种养小区，让一些没有
投资的困难农户进行承包经营，使农户
除了在负责本单元核桃树和苜蓿管理，
挣得公司的劳务费外，还可依托“树、
草、牧、沼”四位一体的种养模式，独
自获取林下养殖种植收益。目前，已有
350 多户农户在公司承包小区，收入多
者每年能达到 20多万元。

托市收购，是绿岭公司对参加农业
产业化的农户实行优惠收购政策，不管
市场价格如何变化，绿岭公司总会以高
出市场价 0.2 元的价格收购当地老百姓
种植的核桃。

专项基金帮扶，是绿岭公司每销售
一箱绿岭核桃乳，便提取 0.6 元用于建立
绿 色 帮 扶 基 金 ，进 行 社 会 公 益 活 动 。
2002 年以来，绿岭公司的社会公益事业
投入达千万元：帮扶都丰村、水南寺村修
建乡村公路；帮助 60 多名贫困山区的学
生完成了学业⋯⋯2014 年 3 月，高胜福
得知，贫困山村后敖峪村需要果树苗，就
连夜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利用绿岭
核桃产业专项基金捐赠 2500 棵核桃树
苗，并选派技术人员前往指导栽种。

企业关爱社会，社会支持企业。如
今，绿岭公司已经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高胜福告诉记者，“目前公司产品销售非
常火爆，二、三期深加工项目全部建成投
产后，可解决邢台市‘百里百万亩核桃产
业带’所产核桃的销售问题，直接为社会
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个，可实现年销售额
20 亿元，利税 1.6 亿元。到那时，企业对
社会的带动效益会更大。”

把荒岭变绿岭的“核桃哥”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赵英丽

张文新（中）在施工现场开展创新课题攻关。（资料图片）

图①图① 高胜福

（右）同果农一起

收获核桃。

图②图② 高胜福

（左）在农村考察。

图③图③ 高胜福

查看深加工生产

线上的产品状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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