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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飞天、“天宫”升空、“嫦
娥”探月，这些代表我国航天最高科技
水平的壮举，凝聚着大量科研人员的智
慧与心血，更融汇着无数技术工人的辛
勤与汗水。在这些技术工人中，有一个
人用堪称“极致”的工作，在平凡岗位
上书写了一颗“螺丝钉”的传奇。她，
就是郝春雨。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空间技
术研究院北京卫星制造厂电子装联中心
的一名电装工人，郝春雨先后完成了上
百颗星、船低频电缆网及星上仪器、地
面测试设备等电缆产品的加工任务，用
一双巧手，打理着卫星和飞船的“神经
系统”。

超级技工

从地铁上地站换乘公交，一路从喧嚣
走向宁静。在位于北京海淀唐家岭的北
京卫星制造厂，《经济日报》记者见到了郝
春雨。披肩长发、身材纤瘦的她，让人很
难与“超级技工”的身份画上等号。

就是这位说话轻柔中透着沙哑的女
性，17 岁进厂，27 岁被破格评为技师，31
岁成为全国技术能手，38 岁获得中华技
能大奖，成长为我国最顶尖的技能人才。

1989 年 8 月 21 日，郝春雨穿上防静
电的白大褂，走过狭窄的风淋门，成了
电子装联车间的工人。

电装车间承担着航天飞行器电缆网
的电装生产任务。形象地说，电缆网是
卫星和飞船的“神经系统”，进行着关键
的数据传输。航天的电装工作大多是手
工劳作，需要超于常人的细心和耐心。

电装工人的入门功是焊接。剥开电
缆线外皮，托起线头，把引脚糊上锡，
抹上焊剂后热丝，拿起烙铁焊接，最后
清洗。技术零起点，她扎实练起；理论
基础差，她到北京邮电大学读夜校；为
焊好第一个产品，她拆了焊、焊了拆，
将产品图纸背得滚瓜烂熟。

郝春雨的工位上，密密麻麻的全是
导线；两寸长、半指宽的插头上，排列
着上百个焊点；一套电缆走向图动辄上
百张⋯⋯在焊接工位上一坐，少则两三
个小时，多则小半天。长久以来磨练出
的细心与韧性，让她成了技术能手。

1998 年，郝春雨到基地参与神舟飞
船的宇航员逃逸实验。她和一位同事为
返回舱安装电缆。当时，舱体底部是层
层叠叠的设备，给他们留的工作空间极
小，她只能“蜷”在舱内，胸闷气短、
大汗淋漓地工作了 6 个小时。这远不是
她连续工作的极限，1999 年，神舟一号
飞船出厂前，为赶第二天测试的节点，
郝春雨在舱室里“猫”了 12个小时。

2004 年，某型号卫星在进行发射前
的事故预想时，发现了事故隐患。又是
她连夜上路，登上 2 米多高的平台，透
过只能打开 40 度角的舱板缝隙进行焊
接。由于已进入整星测试阶段，星上设
备已安装完毕，操作过程中稍有触碰，
哪怕是焊接时产生的一丁点儿火星落入

星体内部，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星体周围挤满了人，屏息注视着她

的每一个动作。她沉下心来，深吸一口
气，轻轻拉出电缆插头。一个点、两个
点、三个点⋯⋯手中的电烙铁如同有了
生命，在电缆和插头间轻盈飞舞⋯⋯几
十分钟后，焊接结束，毫无瑕疵。

一次次的成功，让郝春雨成为急难
险重任务来临时第一个被想到的人。

创新传奇

北京卫星制造厂是“东方红一号”
“神舟一号”的诞生地，其生产的星船结
构及单机产品，经由总装集成，就成了
能上九天揽月的航天飞行器。

郝春雨所在的电子装联中心是空间
技术研究院规模最大的电装技术及产品
研制机构，承担着全院全部型号产品低
频电缆网研制的任务，为我国 90%以上
的航天飞行器提供低频电缆网产品。

对工作，郝春雨始终有一种做得不
够好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她特别注意积
累经验，接触和使用新的接插件和导线
时，她都将材料、性能和导线的处理方
法等总结记录下来。渐渐地，她不是简
单地按照设计给出的图纸布线，而是先
把图纸从头到尾捋一遍，觉得哪儿不合
理，主动反馈。为此，她没少跟设计

“较真”。
1999 年，“神舟二号”飞船的电缆

网首次采用模板生产新技术。当时国内
没有这种技术，设计人员无法给出准确
的电缆走向图。但节点不等人，上级领
导要求操作人员先蹚蹚路，重担落在了
郝春雨肩上。

航天飞行器的研制是高科技、高精
度、高风险的系统工程。设计模式一旦
在太空中得到验证，多年不会轻易更
改，她深感责任重大。

飞船是环状物，有穿梁，也有很多

管路⋯⋯郝春雨认真消化图纸工艺，不
管是泡在现场，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
上，脑子里每分每秒都充塞着各种各样
的线路图。一天，她看着刚画完的电缆
走向图，总觉得不满意，临睡前还在琢
磨。在梦里，她居然“清醒地”找到了
症结：电缆成环了！次日凌晨 5 点，她
狂奔到车间⋯⋯

几个月过去，她理清了导线接点表
和插头之间的对应关系，绘制出完整的
电缆走向图，为神舟二号电缆网减重
100 余公斤。这种模板电缆的生产方式
一直沿用到神舟八号。

从此，在设计人员眼里，她成为
“传奇”。而郝春雨却不认为自己有那么
“神”，“从技术和综合能力上来说，我并
不是最好的。我只是更努力一些，抓住
了机会，把产品试制出来了”。

她的努力，体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
作上。晚上八九点钟下班是常态，周末赶
工是常态，完成急难险活也是常态。最多
时，郝春雨平均每月加班 146个小时。

如履薄冰！这是她对工作的切身感
受，“每一个焊点都关乎航天员的生命，
不能有丝毫闪失”。航天产品的质量和可
靠性要求极高，一根导线、一个焊点的
失误，都可能影响全局。

薪火相传

“早上 8 点参加早班会，8 点半后开始
生产，我就到现场转转。如果搞新产品研
发，我就要干自己的活儿了。”谈到日常工
作，郝春雨的语气很轻松。但熟悉她的人
知道，她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2012 年，北京卫星制造厂大部分车
间搬迁至位于唐家岭的航天城。那一
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的

“郝春雨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也在该
厂安家落户。以前，她经常解决的是具
体型号的具体问题；现在，除了参加工

艺攻关，她还负责人才培养、操作经验
固化、生产线的优化、现场质量监督
⋯⋯虽然直接参与产品加工的时间少
了，但她却更忙了。

入厂 20 多年，当年一起进厂的同
伴，只有她还坚守在电装一线，“在一
线，很多任务是不能讲条件的”。因为卫
星零件小批量、单件化的特点，无法进
行批量化生产。电缆网的手工焊接对工
人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人越老越金贵。

如今，郝春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
何编制标准、培训人才，如何将自己的
经验和诀窍细化、固化为操作规范上。

在她的带领下，班组做了 500 多份
“作业指导书”，用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
方式，把电缆安装的全流程分解成几百
个工作步骤，分解到最细微的动作。即
使是刚入职的新人，按照这些“作业指
导书”操作，也能很快上手。

她从不藏私，总是鼓励徒弟们放手去
干，多动脑筋，有疑问就及时跟她反馈沟
通。徒弟吕芳说，她们问一个“点”，郝春
雨会讲一个“面”。她不仅对自己的徒弟
这样，对整个班组的成员都是如此。

如今，在她的引领下，大师工作室
成了部门年轻技能人才的孵化室。在
2013 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七届职
业技能竞赛上，该部门的两名选手分别
获得无线电装调工组的第一名和第三
名，并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这些“80 后”“90 后”们已经成为工作
的中坚力量，而郝春雨则将更多精力投
入到新产品的试制和创新中。这不，采
访结束，她又行色匆匆地奔赴下一场

“新品研讨会”。
“我只是航天一线的一名操作工人。

一艘飞船上有 10 万多个元器件，我只是
其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年过不惑的郝
春雨说，“航天是国家的大梦想，也是我
的小梦想，大梦想实现的时候，我的小
梦想也就圆满了”。

背起行囊、怀揣大学通
知书，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的贫困生伍小兵和
杨算终于赶在今年秋季开学
前，踏上了大学路。未来 4
年，他们将一直得到捐助，
直至大学毕业。帮助他们实
现大学梦想的，是自治州交
警支队高速大队六中队中队
长蒙培林。

蒙培林从事交管工作以
来，认认真真、勤勤恳恳，
一干就是 29 年，用一片赤
诚之心，赢得了当地民众的
爱戴。

时间转回 2011 年，当
时黔东南州交警支队接管了
辖区高速公路，新成立了 7
个中队。面对高速公路管理
的全新课题，蒙培林主动申
请降级，担任六中队中队
长。六中队负责管理的厦蓉
高速公路是穿越从江县和黎
平县境内的第一条高速公
路，开通初期，因当地群众
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交通事
故时有发生。蒙培林决定从
源头抓起，定期拿着宣传展
板深入公路沿线村寨开展宣
传，提高群众的交通安全意
识。如今，公路上车流量日
益增加，违法行为却明显减
少，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六中队办公楼前有个“亲情栏”，上面贴着每位
民警的家庭合影、家乡概貌、亲人寄语和民警对亲人
的祝福。民警们想家了，就到“亲情栏”前看看。这
是蒙培林为排解队里新来的小伙子思乡之苦精心准备
的。为把警营打造成“温馨之家”，他还带领大家建
设文明寝室，努力营造温馨小家；定期与民警交流，
缓解思想压力，给予大家温暖和关怀。

有家了、安心了，大家工作更有干劲了。自
2012 年正式建队以来，六中队共出动警力 5000 多人
次，参加执法执勤 2500 余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3000多起，巡逻 6万多公里。

六中队驻地距离县城约 45 公里，初入驻时，营区
四周空地上长满杂草，夜里看不到灯光，一片漆黑，

“80 后”新警的心都凉了。蒙培林想办法消除他们的
忧虑与烦恼。“中队民警个个要牢记，各项警规五条禁
令⋯⋯”这是蒙培林改编的《六中队之歌》，大家每天必
唱；他还组织民警举行升旗仪式，建立了警营图书馆和
网络学习室，制定了内部培训计划，确保全队业务素质
稳步提高。他们还在几十米长的围墙内画满彰显苗侗
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墙画，积极打造精神文化长廊，
激励大家奋发向上。

蒙培林发现营区后面有一块荒地，便决定发扬
“南泥湾”精神，组织民警自力更生，利用业余时间
开荒种地。经过辛勤劳动，他们开辟出 1400 平方米
大的菜园，种满黄瓜、西红柿等十几种蔬菜；建起了
养殖园，饲养香猪。如今，队里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
自足，还经常为附近的贫困户送菜上门。“想不到交
警也会种菜。”收到菜的贫困户不禁感叹。

在许多人眼里，蒙培林是一个“不务正业”的
人，他带领民警开荒种菜喂猪、下田帮农民抢收⋯⋯
这些看似与交管工作不相干的事，却做到了群众的心
坎上。

如今，蒙培林依然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他的工作
热情深深感染和引领着身边的人，尤其是参加工作不
久的年轻民警。六
中队的民警都说：

“我们都爱跟着蒙
队工作，不但能学
到很多知识，还能
感受到源源不断的
正能量！”

一颗“螺丝钉”的航天梦
——记北京卫星制造厂电装工人郝春雨

本报记者 杨学聪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交警支队高速大队蒙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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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唐光新

“像这种棒槌形的青白色花骨朵药用
价值最高。这是今年最后一茬花了，一
定要保证质量。”这两天，戎华申正在他
的金银花园区里，张罗着培训一批新进
工人，他的妻子郭丹丹则在各地推销金
银花。“我们家男主内，女主外。我负责
金银花的种植和管理，妻子跑销售。”戎
华申笑称。从 5 月中旬到 11 月底，小两
口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好几天都见不上
面。

今年 32 岁的戎华申大学毕业后，曾
在上海的一家数据公司任分公司常务总
经理，是个不折不扣的白领。就在事业
顺风顺水之际，2013 年底，戎华申作出
一个决定：辞职回老家山东禹城市伦镇
戎庄村创业。

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戎华申坦言，
他一直怀揣着一个回乡创业、让“土地
生金”的梦想：“一过而立之年，这个想
法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每天早晨睁开眼
就想对自己说，再不创业就老了。都说
做农业不赚钱，我看关键是种什么、怎
么种，黄土地不亏待实诚的庄稼汉，找

对了出路，土里也能刨出‘金’。”
夫唱妇随，妻子郭丹丹也辞职与他

同行。
戎华申最初打算开一家豆沙馅料加

工公司。但是，终因投资大、行业竞争
激烈而放弃。

经过深入调研，他瞄上了金银花种
植，“金银花是国内中草药第三大用药，
除药用外，还被添加到保健品、牙膏
中，市场不愁；金银花一次栽种，20 年
受益；而且，戎庄村紧靠引黄干渠，是
沙质土壤，也适合种植金银花”。去年 3
月 16 日，戎华申与戎庄村 49 户村民签订
了 120 亩土地的流转合同。4 天后，金银
花苗就在新建成的种植园落地了。

从没摸过锄头的小夫妻才下了两天
地，就明白了老人常说的“锄头底下三
分汗”的含义。“一回到家，衣服也顾不
上脱，倒头就睡，半夜饿醒了再吃饭。
没办法，人不勤地不灵。”戎华申说。没
有灌溉水渠，俩人就挽起裤腿自己挖，
建起了纵横园区的灌溉渠网。“挖了一天
沟，俩人像泥猴，回想在上海衣食无忧

的生活，我悔得肠子都青了，何苦回来
呢？”创业初期的生活，让郭丹丹不堪回
首，“起初没料到金银花的隐形成本这么
高，预算两年 50 万元就够了，结果第一
年就花了 80多万元”。

终于，金银花开始发芽抽枝了，戎
华申、郭丹丹天天盯在园子里，金银花
分果枝、花枝，生长中要频繁地剪枝、
掐顶、平衡枝条，保证各个枝条都能沐
浴阳光。“种植金银花，我俩是摸着石头
过河，不知道上啥肥料，就上网查，遇
到病虫害弄不清病因、病状，就咨询专
家。功夫不负有心人，施过头遍肥，一
夜间，金银花竞相开放，闻着沁人心脾
的花香，那叫一个幸福。”戎华申嘿嘿地
笑了。

去年，戎华申的金银花销售收入达
10 万 元 ， 经 验 也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积 累 。

“有收无收在于种，多收少收在于管。
如果管理到位，采摘及时，收入会更
多。”经过一年的锤炼，戎华申俨然成
了“老把式”。

“这台小型四轮除草机是我自己设计

的，造型不好看，但非常实用。”戎华申
抚摸着“爱车”颇为自豪。种植园里土
质肥沃，草也疯长，靠传统人工除草，
费时费力费钱。戎华申琢磨了很长一段
时间，将一辆四轮沙滩车改造成除草
机，可在两行金银花中间穿行，2 天就能
把 150亩地锄一遍。

金银花很娇贵，烘晒温度、湿度掌
握不好，新鲜的花就会变黑，质量、价
格都会受影响。今年，戎华申购置了烘
烤箱，经过反复试用，掌握了金银花最
佳烘烤温度和时间，再不用看天晾晒金
银花了。

郭丹丹则设计了金银花包装袋，通
过微信营销大受欢迎。“没想到微商渠道
卖金银花很不错。以后，我要把微商经
营好。”

“现在，很多中草药公司来和我们
谈合作，产品供不应求。等条件成熟，
我们要向深加工、休闲农业发展，让金
银花真正长出‘金银’来。”戎华申享
受着创业过程，谈到未来，他有着许多
期待。

戎华申、郭丹丹夫妇放弃高薪返乡创业——

让金银花长出“金银”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崔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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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郝春雨在进行生产前的准备郝春雨在进行生产前的准备。。李保民李保民摄 图图 ③③郝春雨在操作自动化检测系统郝春雨在操作自动化检测系统。。何何 军军摄
图②图② 郝春雨查看工人加工电缆产品的质量郝春雨查看工人加工电缆产品的质量。。何何 军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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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林在菜地除草。 唐光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