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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之花 最美盛开（一）

编者按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向在各行各业默默耕耘的广大职工致以敬意。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被称为“最美职工”，都是在平凡岗

位上作出不平凡业绩的人。作为基层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守、付出和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真谛。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本报从今天起将连续推出“劳动之花 最美盛开”两个专版报道，介

绍他们的先进事迹。

中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试油公

司井下作业工具工谭文波：

勇于钻研才能更加优秀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徐工集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孙丽：

“创新让我们永不止步”
本报记者 薛海燕

中铁二局六公司中老铁路磨万二工区

经理徐州：

好男儿志在“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刘 畅 通讯员 吴国清

海南橡胶集团山荣分公司胶工梁庆莲：

割胶“神刀手”
本报记者 何 伟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三矿机电动力部综

采技术组工人李杰：

“就是想当个好电工”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她进入徐工集团那年，徐工刚
刚生产出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50吨履带起重机。当时，德国的
利勃海尔已制造出800吨履带起重
机产品。她在心中发誓：一定要让
中国起重机站上世界之巅。

20 年后，她带领徐工科研团
队，设计出能一次起吊3600吨履带
起重机，并可变形为一车两用的
2000吨级起重机，从而向全世界宣
告：世界第一吊，属于中国！

她，就是徐工集团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孙丽，46岁的她已在徐工
集团工作了整整 24 年。24 年来，
孙丽带领徐工科研团队开展了多项
核心技术研究，获国家级科技进步
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项，获
发明专利20项。

2013 年前，我国 2000 吨以上
的大型履带起重机全部依赖进口，
价格、售后服务等都受制于国外。
根据徐工集团高端、高附加值、高可
靠性、大吨位的“三高一大”产品战

略要求，孙丽毅然扛起了3600吨履
带起重机的研发重任。该产品被称
为“世界第一吊”，也是国家“863”
项目重要课题之一。面对超乎想象
的技术难度，孙丽日思夜想：要吊起
4000 吨重量，必须有 4000 吨的配
重对称“压着”。这样一来，产品总
体承重接近1万吨，还要能移动，究
竟该怎么办？

穷尽所有思路后，孙丽开始研
究桥梁建筑。她认为，桥塔的受力
模式和履带起重机的受力模式相
似，那么，它们的结构也应该有相通
之处。孙丽考察了全国著名桥梁，
尽管桥梁设计理念远远超出工程机
械设计理念的范畴，但也极大地启
发了她的设计思路。

然而，当孙丽刚刚在力学领
域找到新的设计方向时，用户又
进一步提出实现一车两用的全新
要求。孙丽再次带领团队深入研究
大型工程的施工工法，对每个部件
都做了数轮讨论和优化。最终，

创造性地采用超大型履带起重机
模块化、集成化设计技术，将配重
方案做到了7种，臂架形式超过了
10 种，采用组合臂架、多机构同
步控制、一车多用、超起配重动态
平衡等多项创新技术和创新设计理
念，设计出了真正的国之重器——
XGC88000 型 3600 吨 履 带 起 重
机，创造了 3 项国际首创技术及 6
项国际领先技术，拥有 80 多项国
家专利，将我国的起重机设计水平

迅速提升到国际前沿，打破了国外
企业在超大吨位起重机的垄断地
位，迫使国外同类产品报价下降了
20%以上。

孙丽说：“创新让我们不怕
苦，创新让我们不服输，创新让我
们永不止步。只有创新，才能成就
我们的梦想。”孙丽先后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最美科技人物”、
江 苏 省 “ 三 八 红 旗 手 ” 等 荣 誉
称号。

成为一名“全国割胶技术能
手”，靠的是什么？“苦练！”海南橡胶
集团山荣分公司胶工梁庆莲回答
干脆。

1993 年，年仅 20 岁的梁庆莲
从广西邕宁来到海南国营山荣农场
18队，当上了一名割胶工。

在广西时，梁庆莲从没见过橡
胶树，更没拿过胶刀。刚到海南的
一天凌晨，看到胶林中闪烁的胶灯
和熟练操作的割胶工时，她内心充
满敬佩，“我要成为优秀割胶工”。

割胶并非易事。回想起当年做
学徒的日子，梁庆莲用“狼狈不堪”

形容自己：“割胶看似简单，当拿起
胶刀，才知道有多难，不是手到腰不
转，就是腰转脚不到，要么深浅不
均，要么割线不整。”

技术不达标会损害橡胶树。梁
庆莲找了一大堆割胶技术书籍，反
复学习，挨个向割胶老师傅求教。
她抱着树桩，一遍又一遍练习，有一
阵，她每天要练 10 多个小时，吃饭
时间都用上了。

不同品系的胶树，割法是有区
别的。为此，梁庆莲专门挑选树皮
厚的枇杷树来练，手划破了，包一下
接着练，双臂胀痛，甩一甩再割。胶

林里蚊子叮咬，她就在胶筐上绑块
蚊香。为了练割胶，她被蛇咬过、被
蝎子和毒蜈蚣蛰过。

日复一日，梁庆莲很快掌握了
割胶“稳、准、轻、快”的要诀和本领，
做到了割面光洁，割线流畅，深浅
适度。

从此，梁庆莲与橡胶树结缘
了。25年来，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敲
钟上岗，对于不按时起床的胶工，她
一个个去喊、去催。该下班了，当看
到还有人没有割完胶时，她都会帮忙
割完，还经常为生病的胶工顶班。

由于工作出色，2007年梁庆莲
担任山荣公司荣发队割胶辅导员；
2011 年 3 月份，梁庆莲被任命为山
荣分公司割胶总辅导员，负责分公
司 2500 多名胶工的割胶技术。自
此，她将主要精力用于指导胶工提
高割胶技术，把优秀的割胶技艺传
授给更多的胶工。同时，她还参与
指导地方胶农的割胶技术，每年为
地方培训胶农1200人次，不收取任
何报酬。

教徒弟，梁庆莲也有自己的一

套做法。她的第一课是教育徒弟要
先学会用技术呵护胶树。“不能一味
追求产量，技术非常重要。”梁庆莲
说，有的胶树已割了 40 年，由于技
术到位，保养得当，产量仍然可以保
持中高产；掠夺式割胶，10 年的胶
树就死皮的例子屡见不鲜。

在梁庆莲的带领下，胶工的割
胶效率大幅提高。公司的割胶技术
一二等率从 90.2%提高到 93.6%，
还培养出多个割胶好手。山荣分公
司万冲作业区6队职工陈少雄是梁
庆莲带出的杰出徒弟代表之一，他
在 2012 年全国第三届割胶工技能
大赛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梁庆莲的成功与她的敬业精神
分不开。海南国营山荣农场 18 队
老队长吴乐宏说，梁庆莲不仅技术
过关，而且为人好，对工作兢兢业
业。她把集体胶林看得很神圣，对
胶树充满感情。她施的肥，总比别
人多。她压的青，总比别人厚。

一把胶刀一颗匠心。莽莽胶林
中，梁庆莲用 25 年的坚守，书写了
一个平凡胶工的不平凡故事。

世人皆知华佗神医能治病。在
山西阳煤，也有这样一位“神医”，工
作 20 年，“治疗”井下设备无数，被
工友们亲切地称为治理井下设备的
矿山“华佗”。他，就是山西阳泉煤
业集团三矿机电动力部综采技术组
工人李杰。

“每个人的梦想不同，有想当大
老板的，有想当官的……因为我学
的是电钳，所以我只想当好综采维
修电工！”1997 年年仅 18 岁的李杰
带着这个“当好电工”的梦想，从阳
煤技校电钳工专业毕业来到三矿综
采队。

工作后的李杰，得空就向老师
傅请教，借阅专业书学习。315 开
关、575采煤机、双速开关、1000 安
馈电开关、设备图纸资料等，全部摘
抄在笔记本上，随身揣在兜里，有事
没事就拿出来翻看。遇到不懂的就
问，实在问不到的就从书本中找
答案。老天不负苦心人，李杰很快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综采电工，工友
们知道他爱钻研且为人大方不藏
私，遇着啥“疑难杂症”都找他帮忙。

2013年，李杰被推荐参加第五
届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综采
维修电工组竞赛选拔。竞赛项目

中，有一项是 PLC编程技术。李杰
虽然在井下电气维修方面经验丰
富，但对 PLC 编程却从未涉及，对
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也只是停留
在使用方面，所以在第一天的比试，
他就与其他高手拉开了距离，仅排
在第8位。

李杰自己明白，分数天天累计，
照这样下去想进入前 3 名难比登
天。为尽快学习掌握 PLC编程，他
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加班练，反复推
敲每一个程序代码，随着比赛的进
程，他一点点缩小了与其他选手的
差距，最终获得第二名。

煤矿企业有句老话“抓住机电
就是煤”，道出了机电维修人才对企
业生产的重要性。2015年，三矿成
立了李杰劳模创新工作室，李杰先
后培训井下电钳工 8期 163人。其
中，24 人成为技术骨干，75 人取得
高级工职称，还有 6 人获得井下电
钳工技师职称。

从 2012 年至 2017 年，李杰运
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专业技
能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积极参与提出合理化建议 186 条，
其中被矿上采纳应用 116 条，创造
经济价值3000余万元。

2016 年 10 月份，亚吉铁路开
通了，这是非洲大陆第一条电气化
铁路，也是“一带一路”上的重大建
设工程。通车后，从埃塞俄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首都吉布
提市原本 7 天的车程缩短到 10 个
小时。

回想通车当天的喜悦，时任亚
吉铁路总工程师的徐州难掩喜悦之
情。今年35岁的徐州，是中国中铁
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老铁路磨万二
工区经理。中老铁路既是“一带一
路”上的区域典范工程，又是老挝的

“一号工程”，徐州和他的团队在这
里续写着“奇迹”。

2012 年，在妻子身怀六甲之
时，徐州服从中铁二局的安排，远赴
埃塞俄比亚工作。由于项目部标段
地处埃塞俄比亚热带高原，地层以
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岩、次生岩土
为主，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沿线找
不到符合标准的常规填料，50公里
的地段无料可填。对此，由徐州领
衔的中铁二局唯一海外劳模创新工
作室立即成立课题攻关小组，寻求

对天然火山角砾（俗称“火山灰”）的
级配和黏结性改良方法。

徐州和12名工作室成员，在当
地向导的带领下，带着实验仪器，头
顶非洲高原的炎炎烈日，每天徒步
十几公里，对沿线土源取样、分析。
半个月下来，脚磨破了皮，手搓出了
茧。在翻越非洲高原的大冲沟时，
徐州还差点跌落山谷，所幸化险
为夷。

走完铁路沿线 100 多公里，再
经过上千次的配比实验，徐州带领
团队终于成功攻克“火山灰”技术，
不仅解决了填料匮乏的难题，节约
了 2000 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成本，
还为埃塞俄比亚找到了一种可以广
泛应用的施工技术和材料，为当地
未来的建设发展拓展了资源。

在比沿线兄弟单位晚进场1个
月的情况下，徐州和他的团队克服
了自然环境恶劣、语言交流不畅、建
场资源匮乏、雨季道路受阻等重重
困难，在全线率先浇筑完成第一根
桩基、第一个承台、第一个墩柱和第
一座简支 T 梁，多次在全线综合评

比中获得第一名。
2017 年 5 月份，徐州再次临危

受命，从非洲转战老挝，任中老铁路
磨万二工区经理。他参建的磨万铁
路Ⅵ标项目地处老挝首都万象市境
内，距离万象市区仅 30 公里，是中
老铁路最重要的标段。

为了充分展示我国铁路建设的
综合实力，徐州带领团队在老挝闷
热的雨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可
能”：创下中老铁路全线第一个桥
梁桩基成桩、第一个桥梁墩台成型
的好成绩。12 天建成 3#钢筋厂、

20 天建成中老铁路展示馆和安全
体验馆、1个月打造出楠科内河特
大桥和万象北站两个标准化施工示
范段共计 2.7 公里，刷新了建设
速度。

为了筑路事业，徐州曾两度推
迟婚期。女儿出生了，远在异国他
乡的徐州几经努力，才在断断续续
的电话里听到了女儿清脆的哭声。

在工作与家庭难以两全时，徐
州毅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的就
是自己肩上“中国工程师”那份沉甸
甸的责任。

最近，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西部钻
探工程有限公司试油公司井下作业
工具工谭文波与螺杆钻现场检测技
术创新较上了劲。

“螺杆钻是连续油管水平井作业
的关键工具，使用频繁。入井前，只
能靠人工目测判断，出了问题效率就
会受影响。我要努力攻克它，让工友
们有个称手的工具！”说起钻井工具
创新改进，谭文波如数家珍。

1970 年出生的谭文波，从小目
睹父亲在采油一线的辛勤工作，对石
油钻井工作的艰辛深有感触。长大
后子承父业的谭文波，不满足递递工
具，打打下手，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学
习技术论文，钻研实验。

2013 年，新型桥塞坐封工具即
将投入使用。为了能够彻底摆脱原
动力源的坐封方式，降低生产风险、
节约作业成本，谭文波连续十几天没

回家，一直坚守在生产基地。
电机调试完毕，工具本体紧固到

位，打压泵链接完成，压力表显示正
常，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后，最后
一 次 工 具 坐 封 实 验 正 式 开 始 ，
1MPa、2MPa……随着逐级打压，压
力表盘数值指到了 20MPa，电机工
作正常，工具运转正常，坐封成功。
看着运转正常的坐封工具，谭文波才
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在推广应用现场，谭文波一口井
接一口井地跑，亲自把关工具下井，
甚至有 3 天没合眼加班搞科研的经
历。截至目前，该技术在新疆油田桥
塞封闭作业中应用 1300 多井次，创
直接经济效益 6000 多万元。在技
术创新的路上，谭文波努力前行，先
后完成技术论文 24 篇，开展小改革
34 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8 项、
发明专利4项。

孙丽在钻研业务。 薛海燕摄

梁庆莲在示范割胶。 （资料图片）

谭文波在维修管道设备。 马呈忠摄

徐州（左一）向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副董事长德博先生（左三）讲解工程

进展。 （资料图片）

李杰在检修测试控制系统。 梁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