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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牌匾和奖杯摆满了房间，书柜中
放着厚厚一摞专利技术证书，这些物品浓
缩了山西潞安矿业集团余吾煤业有限公
司综采维修电工王岐林 30 多年的努力。
这其中的很多荣誉称号，王岐林都记不清
了，但是说起机电设备来，他却如数家
珍。30 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从一名普通
的井下电工成长为全国煤炭行业高技能
人才中的领军人物，多项创新为企业实现
了集约高效生产。一路走来，他凭借勤学
苦练的干劲和勇于创新的激情，一步一个
脚印，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在
改变着这个行业。

“望、闻、听、摸”的“技
术大拿”

“他是煤矿行业里的‘技术大拿’，几
乎没有他修不好的机器和攻克不了的矿
井安全生产难题。”几乎所有认识王岐林
的人都这样评价。在余吾煤业有限公司
见到王岐林时，他刚从井下上来，50 多
岁、个头不高、圆脸短发，亮亮的眼睛散发
着激情和朝气，深深的皱纹显示出沧桑与
疲惫，不善言辞，走路不紧不慢，这是王岐
林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走进以他命名的
技能大师工作室，除了满满当当摆放着的
奖杯奖牌，就是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专业
书籍。“要想不被机器故障难住，没有其他
诀窍，就得多看书多学习多动手。”王岐林
说。提到“技术大拿”，王岐林有些不好意
思地笑了：“这都是别人随口这么叫的，其
实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对于“几乎没
有处理不了的机电故障”，王岐林说:“其
实也简单，跟中医理论差不多，总结起来
就是‘望、闻、听、摸’4 个字。机电故障最
难的就是查找原因，原因找到了就好解决
了。机器出了故障，先看外观，再闻一下
有无灼烧过的味道，然后听一听机器运转
的声音，最后用手摸一下各部位外表温
度，通过这 4 个方法，基本上就能‘诊断’
出机器故障。”

“‘四字诊断法’说起来简单，但要用
起来，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大量实践经
验的积累根本不行。”说起王岐林，他的大
徒弟姚红斌满脸崇敬。姚红斌 1995 年 6
月参加工作，上班第一天就跟着王岐林当
徒弟，他起初对这个“小个子”师傅并不在
意，“但上班没多久，王师傅就给我上了生
动的一课”。一次，一台综采运输机的控
制系统出了问题，很多技术人员找不到毛
病在哪里，生产只好停了下来。就在大家
急得团团转的时候，王岐林赶到现场，就
用眼睛那么一看，鼻子那么一闻，耳朵那
么一听，手掌那么一摸，不到几分钟就查
到了原因，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就像医生
药到病除一样。”这件事对姚红斌的触动
很大，增强了他学机电技术的兴趣，“下决
心要把它拿下来”。在王岐林手把手地指
导下，现在，姚红斌已经是余吾煤矿综采
一队的副队长，也成了队里的“技术大
拿”，生产中遇到的各类机电设备问题都
难不住他。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王岐林的人生
轨迹不仅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更彰显了
他高尚的职业素养。有一次，王岐林接到
调度室电话，电话那边焦急地说，北翼主
皮带运输机馈电，送不上电，影响了北翼
采区的安全生产。王岐林听后马上下井，
到现场后，跟班电工对他说：“奇怪了，显
示是漏电故障，可停电后，摇测绝缘正常，
但送电时，有时能送上，有时送不上。”

王岐林仔细观察故障现象和送电的
过程，在停电的状态下把开关打开，细心
的他马上发现隔离开关手把有些松动，而
开关芯没有固定牢，正是这一原因，使操
作隔离手把时，隔离开关上的电源线触到
开关芯造成漏电。故障原因发现了，解决

也非常顺利。还有一次，刚跟完早上 8 点
班的他，下午 5 点刚上井，结果晚上南翼
主皮带开关发生事故。他得知后，马上又
重返井下，仔细查找故障原因，认真着手
处理，直到主皮带恢复正常。升井后，已
是次日凌晨近 2 点钟。这样的工作状态，
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用自身技艺和勤
奋为矿山作贡献，他感觉非常踏实、坦然。

一本翻烂的德文字典

“有时他人都不用到现场，只要打电
话咨询他就能排除故障。”在很多人眼里，
查找机器故障对于现在的王岐林来说只
是小菜一碟，很多时候只用短短几分钟。
这看似简单的几分钟，对于只有中专学历
的王岐林来说，意味着他在平时要付出比
别人多好几倍的努力。

王岐林经常随身带着一本德文字
典，几年下来，这本字典已经快被他翻
烂了。“这是来余吾煤矿后特地去书店买
的。”2007 年，余吾煤矿正式建成投
产，在煤矿机电系统已是名人的王岐林
被余吾煤矿“挖”了过来,担任机电科试
验室负责人。余吾煤矿从德国和美国引
进了很多机械设备，为看懂德文说明
书、了解设备原理，没有任何德语基础
的王岐林硬是靠着一本德文字典，把德
文说明书和相关的专业词汇弄懂背熟，
不但摸清了设备的“脾性”，熟练掌握了
使用方法，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造，
提升了设备的工作效率。

从事机电这一行业，王岐林起初没有
太多想法，“没想要获什么奖，得什么荣
誉，就是对机电这一行感兴趣，于是买了
书来看，跟老师傅学，就这么一步步走了
过来”。30 多年间，对王岐林来说，就是
一个学习、实践、再学习的过程。

1981 年，王岐林高中毕业后到潞安
矿务局漳村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上班
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他至今还记忆犹
新。当时，他正在上班，采煤运输机突然
发生一起小故障，全班竟然没有一个人会
修，导致一个班都不能生产。

这次机电事故对王歧林触动很大，直
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要想当好一名
煤矿工人，没有过硬的机电技术是不行
的。”为掌握机电维修技术，他把业余时间

都利用起来，一下班就泡在阅览室看书、
查资料。看不明白井下设备电路图，他就
到检修工房对照实物观察，把设备的零部
件拆了装、装了拆，直到弄明白电路的基
本原理才罢休。“勤学、勤问、勤干”，想起
当年刚学机电的时候，王岐林感触很深，

“那时候学机电工很不容易，现成的资料
很少，大多时候只能跟老师傅学，遇到一
些特殊的原理和符号，老师傅也不懂，没
办法，只能到处去找书、查资料，然后再实
践操作，就这样不断摸索着走了过来”。

1985 年考上潞安职工大学机电专业
中专班，对王岐林来说是职业生涯的一个
转折。毕业后，王岐林由采煤工变成王庄
煤矿的一名电工。工作不久，他就显示出
过硬的技术功底，在王庄煤矿首届技术比
武中获得冠军，当上了队里的技术员。
1999 年 ，他 又 调 到 了 矿 上 的 重 要 科 室
——被称为“把好煤矿设备下井前最后一
道关”的机电科试验组。在此后的工作
中，王岐林通过自己的勤学苦干，由一名
普通的电工逐渐成长为机电专家。

3秒钟带来的经济价值

站在余吾煤矿主提升机塔下，仰天而
望，174 米高的塔架雄伟耸立，两个庞大
的装煤箕斗不断地升降，每个箕斗一次可
装载 25 吨原煤。余吾煤矿年产 1000 万
吨的原煤就通过这个塔架从 540 米深的
井下提升运送到地面。这套设备系统是
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进口的，当时曾是全国
煤炭系统最先进的设备。

塔架下曾发生一件至今还让大家津
津乐道的事情，就是王岐林对这套德国设
备的改造提升。2007 年底，王岐林检修
这套提升设备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两个装
煤的箕斗是平推运行，在提升过程中容易
磨损，损坏后需用外汇购置新零部件更
换，还会影响生产。王岐林研究发现，如
果改造成摆动式运行就可解决磨损问
题。但是，这却遭到了德国技术人员的否
定，担心改造后会影响设备的性能和寿
命。王岐林经过与德国技术人员的耐心
沟通，对设备进行了改造，改造后不但延
长了设备的寿命，还将每个循环周期由
86 秒降至 83 秒。短短的 3 秒钟时间看似
不起眼，但是如果每个循环节约 3 秒钟，

一天下来就可以多运出 1000 吨煤，一年
可以多运出 30 多万吨煤，相当于一座小
型煤矿的年产量。

30 多年来，王岐林在煤炭生产第一
线关键岗位解决疑难问题、创新实用技术
500 余项，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创新发明
60 多项，其中 20 多项在全国多家煤炭集
团和生产企业被广泛推广应用，极大地推
进了煤炭企业的集约高效化生产。他获
得了数不清的头衔——“全国技术能手”、

“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全国煤炭系统劳
动模范”、“山西省劳动模范”等，享受山西
省政府津贴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去
年年底，第十二届中华技能大奖公布，王
岐林是山西省惟一一位获奖者。

一个人时，他提升自我；一个团队
时，他带动全员。2010 年，“王岐林技
能大师工作室”成立，并成为企业培养
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孵化站”。他带领
的以首席技师、高级技师、技师为核
心，以初、中、高三级技术人才阶梯为
基础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缺什么补什
么”，累计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5000 多
名，技师、高级技师 800 多名。胶带运
输机急停装置、油箱观察窗、皮带机尾
调整装置、乳化液泵柱塞润滑装置⋯⋯
11 项实用型专利、9 篇刊登在国家级刊
物的学术论文、数不清的创新成果，这
是“王岐林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以来
取得的累累硕果。这一个个专业术语对
普通人来说显得过于生疏，但是给生产
企业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王岐林指着身边的几个 20 多岁的年
轻人介绍说，他叫李琨，他叫张国维，
都是大学毕业后进矿工作的，是我徒弟
的徒弟，现在给我当助手，勤学爱思考
有能力，这是我们企业的未来和希望。
他说，“培养更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创新
型高技能人才，是我们这个技能大师工
作室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第十二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王岐林：

勇于创新的“技能大师”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我很幸运，当习近平总书
记给我挂上‘抗战胜利 70 周
年’纪念章时，心中既充满感激
之情，又觉得无比光荣。这枚
纪念章是颁发给我的，更是颁
发给父亲的。”近日，见到《经济
日报》记者，张素久难掩激动之
情：“这枚纪念章，就是要让每
个爱好和平的人以史为鉴，只
有记住过去，才能继往开来。”

张素久，美籍爱国侨领，是
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小女
儿。抗日战争时期，年幼的张
素久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她眼
中的父亲是“一个爱国、勤俭、
律己的人”。“热爱自己的祖国，
不仅需要知道当下，也要知道
历史。”张素久说。

聊起父亲，张素久滔滔不
绝。张治中，中国国民革命军
陆军二级上将。1932 年，任第
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一·二八”
淞沪抗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
击；1937 年，任第九集团军总
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率部参
加“八·一三”淞沪会战；1939
年，主政湖南省，坚决贯彻联共
抗日的方针，湖南成为抗日根
据地之一。抗战期间，张治中
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与共产
党展开谈判，保障了国共统一
抗战的稳定性，成为中国家喻
户晓的民族英雄。

在 1945 年 重 庆 谈 判 与
1949 年北平谈判中，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进行和平谈判，1949 年 9 月，他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
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和平作出了巨大
贡献。张治中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称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真正希望和平的人”。新
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1949 年，14 岁的张素久随父母到北京。10 月 1
日，还在上中学的她，就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当现场
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和同学们
都忘情地歌唱、跳舞，欢呼庆祝，一生难忘。”她说，“这
次，我受邀参加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登上天安
门城楼，近距离地观看阅兵仪式，见证了祖国的强大”。

作为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理事长、中国侨联海外
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张素久参与组织了
美国侨界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抗战胜利 70 周年，这不单单是中国抗战的胜利，
也是世界抗战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是所有
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共同纪念的日子。”张素久说，“能
够为祖国做点事情，是非常自豪和光荣的”。

张素久坦言，受父亲影响，自己有着深厚的爱国主
义情怀。今年以来，张素久陆续组织了多场大型纪念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活动：8月 1日建军节，在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举办《黄
河大合唱》大型音乐会；8 月 16 日，举办生活在洛杉矶
的抗战老兵及其子女征文比赛；8 月 17 日，举行“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座谈会”；8月 28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书画展”开幕。

“这些活动能够顺利举办，是洛杉矶华侨和华人共
同的努力。爱好和平，警惕军国主义，这也是全世界华
人的心声。”张素久说。

张素久说，从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庆典开始，已经
连续十多年接到国庆等重大活动邀请，她说：“每次回
来，都感到祖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近几
次回来感受最大的是，铺张浪费的少了，节俭的多了。
我觉得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理事长张素久

：

﹃
我见证了祖国的强大

﹄

本报记者

苏

琳

在同事眼中，他积极乐观、爱岗敬
业；在领导眼中，他敦厚老实、甘于奉
献；在群众眼中，他真心诚意、服务周
到。每到一处，他都会用招牌式的笑
容，感染着周围的群众，他就是贵州省
劳动模范、赤水供电局鸭岭供电所抢修
班班长杨安顺。

1998 年，杨安顺由农家小伙成为葫
市电站的一名农电工。刚参加工作时，他
对电力知识几乎一窍不通，为解决工作中
的疑难问题，他一边向老同志请教，一边用
心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很快就从一名“门外
汉”成长为电力行业里的“技术能手”。

鸭岭供电所主要负责旺隆、葫市、
元厚 3 个镇、共 578 平方公里 1.2 万多户

的用电。每年夏季，这里平均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由于用电负荷过重，许多地
方都会出现用电故障，抢修工作极其繁
忙。杨安顺一天到晚奔波在各处抢修
点，这里抢修完，就得匆忙赶到下一个
抢修点。一天他妻子来到供电所打听：

“我想问下老杨咋回事啊，已经 20 多天
都没回家了，他在干些啥啊？”原来，为
了能第一时间帮助村民解决用电故障，
杨安顺吃住都在抢修班，方便及时赶到
现场进行抢修。

一次，暴雨天气导致葫金线 8 根电
杆全部倒塌，一些电杆还倒在了公路
上。由于故障十分严重，需要协调吊车
才能进行故障抢修，但等吊车来得几个

小时。天已经漆黑一片，杨安顺害怕过
往的车辆因电杆倒塌出现交通事故，就
在马路边做了个临时匝道，方便拦住来
往的车辆。吊车到来的时候，天已经蒙
蒙亮了，杨安顺顾不上吃一口早餐，立
即带领抢修班工作人员紧急抢修，使村
民们在第一时间用上了电。

除 了 抢 修 ， 杨 安 顺 还 兼 顾 抄 表 工
作。他乐于帮助他人，村民家里一有电
灯不亮、闸刀冒火、插座烧坏的情况，
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而他也总是
乐呵呵一笑，然后就带上他的“法宝
袋”上门去了。

家住元厚镇的袁大爷，儿子儿媳在
外打工，平时就他一人在家。前不久，

大爷正在家里做晚饭，突然“啪”的一
声，家里一下子全黑了。正当老人十分
无助时，恰遇杨安顺来抄表。“袁大爷，
你在家吗？”“啊，小杨我正想找你呢，
我刚刚在做饭，突然就停电了，这是怎
么回事？”“大爷，你别急，我去给你瞧
瞧。”短短几分钟，杨安顺就找到了停电
原因，是表后线老化导致线路烧断。杨
安顺迅速拿出自己的“法宝袋”，很快就
恢复了袁大爷家里的用电。

平日里，哪个同事因事请假，他们
都会找杨安顺带班；如果因工作需要和
村组沟通，跟村民打交道，所长忙不过
来时，都由他出马，“多面手”杨安顺成
为最受欢迎的人。

贵州省赤水供电局鸭岭供电所抢修班班长杨安顺：

最受群众欢迎的“多面手”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秦冰凌

图①图① 工作中的王岐林工作中的王岐林。。

图②图② 王岐林王岐林（（立立））与同与同

事在事在工作工作。。

图③图③ 王岐林王岐林（（右右））和同和同

事检修机器事检修机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存瑞刘存瑞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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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一部《滚蛋吧！肿瘤君》让用画笔记录抗癌经历的

女孩熊顿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正能量。在哈尔滨也有一

位同样在病榻上创作漫画的癌症患者——56 岁的王

丰。

王丰是黑龙江省著名摄影家，今年 5 月，被医院确

诊为癌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抑郁和绝望，他突然想用

画笔来抒发内心情感。于是，自今年 7 月 14 日化疗结

束后，他拿起画笔，开始创作表现哈尔滨独特城市风情

和历史文化的漫画——《皮皮和末末的故事》。王丰

说，画笔给了他新的排解方式，成为代替相机记录和演

绎生活的工具，他感觉自己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图为王丰在自己的书房里展示他的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摄影家用画笔对抗“肿瘤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