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肇庆新区供电的‘主动脉’，而基广线是肇庆
东站的主电缆，目前正赶上春运高峰，一旦发生故障，将
影响旅客正常出行。”1月 29日，在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
全国单体最大的地下综合管廊中，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
电局电缆班班长黄建伟向记者介绍。

春节临近，广东电网加强对保供电的特巡和维护，黄
建伟的班组除了对分布在肇庆全市范围内 88 公里长的
高压电缆开展“地面巡查”外，还要对位于地下 10 米深
处、全长 21公里的电缆开展每天一次的“地下巡查”，默
默守护城市的光明与活力。

相对于地面巡查，地下巡查更像身处“迷宫”。这里
的电力舱自成一廊，和综合舱、污水舱并行。举目望去，
长长的管廊封闭、静谧、幽暗，两侧架设着不同等级的电
缆，就像一条蛰伏在地下的“巨龙”。

记者跟随班组进入隧道 45 分钟后，觉得头昏脑涨。
黄建伟察觉到异样：“你是不是缺氧了？赶紧上去透透
气！”黄建伟指着管廊顶部的空气监测仪表，数据显示这
里的氧气只有17%！

黄建伟介绍，因为管廊是密封的，每次进入隧道都要
先打开隧道里的通风机和通风口，并通过管廊综合监控
中心确认隧道里没有冒烟、漏水等异常情况，随后用气体
检测仪确认隧道气体符合巡视要求之后才通过竖井的层
层阶梯下来。每次下隧道，他们一定要带手电筒，主要是
预防光照突发停电。“电力舱全长25公里，手机又收不到
信号，万一没有了光源，就很难走出去了。”黄建伟说道。

“综合管廊电缆的状态可以用肉眼检测，可其他的电
缆都埋在电缆沟里，虽然可靠性程度高，可一旦遭到破
坏，要抢修也是十分困难的。”黄建伟说道，所以，除了做
好电缆设备巡视，电缆班成员还得将视线落到几十米以
外，关注附近有没有施工，会不会有破坏电缆的可能性。

黄建伟介绍，2018年电缆班引入电缆接地环流在线
监测系统，可以对电缆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有监测会更
放心，但巡维工作还是我们每天必须做的。”

电缆班班长黄建伟：

做守护光明的“地下工作者”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把郝学科的家
和近万亩梨园基地连在了一起。

30年前离乡打拼以后就很少走的这
条小路，50岁的郝学科如今每天都要走
好几个来回。因为这条山路承载着他游
子归乡的情怀，更通往了他梦想起飞的
地方。

郝学科是山西省原平市同川梨园创
办人。同川有着 1000 多年栽培梨树历
史，被称为“梨乡”，是山西最大产梨
区，也是全国著名的梨产区之一，有 5
万余人从事水果产业。

近些年，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留
在村里的老人没有精力去照料这些梨
树，新品种跟不上，价格也上不去。同
行的 63 岁老乡刘招财告诉记者：“有时
地头收购价连一块钱都不到。”

守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梨园，有着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却没能实现致富，

回乡探亲时，郝学科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为了不让传承了几千年的梨园一天
天荒废下去，2016 年他下定决心：“俺
要把‘绿色’祖业传承下去！”

说干就干，带着这些年攒下的资
金，郝学科这个梨树种植的“门外汉”
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

“这是酥梨、这是富硒香梨、这是
蜜梨……”走在梨园里，郝学科如数家
珍，在记者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的梨
树，在郝学科眼里好像都贴着标签；
哪棵树生病了哪棵树没管理好，他大
老远就能看出来，俨然已是梨树种植
专家。

“以前对农业种植也不懂，就是市场
上什么产品销路好，就到各地组织货
源，这样来钱快，风险也相对低很多。
自从做上这个项目以后，请了很多专家
来指导，实行科学化生产、管理、销

售，自己也跟着学了不少。”聊起这一年
的产量，郝学科更是喜上眉梢，“再加上
今年雨水多、水量足，想不增产都难”。

对于郝学科的“梨果大产业链”构
想来说，增产只是科学化管理中的一个
环节，对品种更新换代才是他的真实想
法。为了改良品种，郝学科首先建成了
老树改良基地和新苗培育基地，专程跑
到河北请来专家和技术员，依托梨园老
树基地，立足品种更新，对中低产梨树
实施改造，建立优质、高产、高效现代
梨园。在原始油、黄、夏、笨梨的基础
上，引进酥梨、玉露香梨、秋月梨、富
硒梨、蜜梨、黄冠梨、黄金梨、库尔勒
梨、丰水梨、苹果梨、雪花梨、莱阳梨
等40余种新品种。

“当初回乡创业，就是想传承光大几
千年祖辈留下来的产业，更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有广阔前景、能持续带领乡亲

脱贫致富的绿色产业，也是有持久生命
力的生态产业。”说起回乡创业的初衷，
郝学科说出了心里话。

对于未来的发展，郝学科信心满
满：“我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农
业、现代农业与文化附加值相结合的产
业链。”

在郝学科的蓝图里，首先是要围绕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满足游客休闲消费
需求，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
韵，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以创新创造为
径，以古朴村落为形，将休闲农业发展
与现代农业、美丽乡村、生态文明、文
化创意产业建设融为一体的现代休闲农
业。他还计划把梨乡的文化附加值充分
放大，建梨乡民俗博物馆，通过梨文
化、梨乡雕刻工艺品厅、梨乡特色果品
和同川民俗，展现梨乡人民辛勤劳作的
质朴形象和聪明才智。

梨乡筑梦人郝学科：

“把‘绿色’祖业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刘存瑞

吴忠仪表：

创新无止境 锻造“中国阀”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春节将至，吴忠仪表有限公司现代化厂区内，灯笼高
挂，彩带飘飘。外边张灯结彩，调解阀车间里仍旧机器飞
转，高级技工们在工位和终端电脑间穿梭不停。

在车间东南角的一个巨型屏幕旁，调度员张静雯在
紧张操作着：“你们看，点击一下 A 型控制阀，这里有 30
多个型号，每天从广州、新疆、海南、黑龙江等全国几十个
销售网点上传过来上万个零部件订单，要从这里予以智
能排产，安排车间近 200 台设备进行加工生产，这就是

‘离散制造业’，即通过智能数字化促使单件小批量定制
合同实现批量化生产。”

离散制造业？“是啊，从调节阀到控制阀车间，这种新
概念比比皆是。”听说有记者第一次来，吴忠仪表董事长
马玉山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们这家企业是上世纪
60年代建起来的国营仪表行业老企业，几十年来，重组，
改造，改造，重组。赶过浪头，走过弯路，但是我们靠不间
断地改造升级和创新发展，终于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
深度融合。”

吴忠仪表在西北名气很大。仪表是个不起眼的行
业，企业又坐落在小城市，怎么会成为国内同行业的佼佼
者呢？“我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公司总工程师常占东告
诉记者，一方面，行业发展特点促使我们比较早接触智能
化。仪表的各种控制阀，有的产品一台一个规格和标准，
有的一台一组装备，需要几十个规格和标准，因此生产线
上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计算机的数据库；另一方面因为我
们较早实现国产化。

“创新无止境，研发在路上。你们只要在车间走一走，
转一转，随便拿起一个零部件，其背后就可能有一段创新
故事！”迎面走过来的高端阀事业部部长冯智云说着，就
低头拿起一个产品，你们看这个阀门的球心，国际同行做
出的圆度为 0.005 毫米至 0.002 毫米，为了强化其耐磨
性，我们研发生产的产品达到0.001毫米；再看这个产品
的金属表面，它的硬度是世界同行业最强的，因为我们采
用了自主研发的超音速热喷涂技术。又走过一个车间，听
他接着介绍说：“神华宁煤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用
了我们4亿元的产品，为什么？外国产的标准为70兆帕，
我们的是80兆帕，无论结合力、防腐及耐磨性，我们都是
最好的。”再看这个！冯智云招呼记者看车间中一个半人
高、两倍于井盖大的东西：“这是深海高压球阀，是深海采
油钻井上用的。目前吴忠仪表承揽的国家重大专项研发
课题产品已进入第三次深海调试阶段……”

走出车间，满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冬日正午的
阳光斜射下来，暖暖的。几个小时的采访，记者心中已
由春的暖意演化为一种敬意。创新无止境，赶超无终
点。马玉山说得好：幸福来自奋斗，骄傲更是源于奋
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每一个阀门产品都是当之无愧
的“中国阀”！

2 月 1 日，在福建泉州火车站站台
上，客运员陈孙成身穿铁路大衣，头戴铁
路大檐帽，手持对讲机，迎送列车站立
如松。

2019 年春运，陈孙成像往常一样，
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岗位职责。但他
心里知道，这个春运，对他有着不一样
的意义——这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个
春运。

1959 年出生的陈孙成已经从事铁
路工作 42 年。在这 42 年中，他见证了
铁路事业的巨变：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
代，再到如今的高铁时代。

“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开火车的。那
时候，我总是和同事说，要是什么时候火
车头能不烧煤就好了。如今，我们的‘复
兴号’不仅不需要烧煤，运行速度更是蒸
汽机车的数倍不止，这些是我们当年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陈孙成感慨地说。

说话间，陈孙成再次送走一趟动车，
送走了归乡急切的旅客，热闹喧嚣后重
归宁静。“今年春运结束，我就退休了，我
要为春运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更多旅客
做好服务，也要把接力棒更好地传给青
年职工。我相信，铁路事业的明天将更
美好，出行也将更加便利。”陈孙成说。

春运期间，泉州站预计将发送旅客
92.25 万人次，日均办客动车组 230 趟
次；联合泉州市总工会为务工人员开行
返乡务工专列3列，为1800余名务工人
员返乡带来便利。

客运员陈孙成：

为春运站好
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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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胡 霞霞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赏花纳福迎新春赏花纳福迎新春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电缆班班长黄建伟 （左）

正对地下综合管廊开展巡查。 林佩燕摄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春运期间，为保障数以亿计的旅客
平安、有序、温馨出行，铁路职工千万
种忙碌，如同奔跑的“复兴号”充满能
量。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将被定格在
春运这个人类最大迁徙的特殊时刻；每
一滴奔跑的汗水，也都将浇灌出旅客的
美好出行体验。在他们当中，有一群朝
气蓬勃的“90后”……

高空“听音”保桥梁健康

一看结满老茧的手就知道，这是一
群“硬角色”，可不，今年 28 岁的赵云
龙，带领其他 5名年龄不超 26岁的小伙
伴，负责养护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高速铁
路拱桥——云桂铁路南盘江特大桥。

桥体高 270 米，相当于 80 层的高
楼，大桥拱圈上的检查道每个阶梯的宽
度只有 30 厘米，并随着拱圈跨度的增
大，攀登的坡度越来越陡。

每次上桥检查，赵云龙和小伙伴全
副武装，在桥拱上的1500级台阶上来回
奔跑。

“上桥作业也需要适应，我刚来的时
候很害怕，不敢看江面，更不敢站起
来，每次检修完腿都要疼上几天，如今
上来次数多了，在桥上应对自如！”赵云

龙说。
两年前刚来时，赵云龙他们每检查

完一次桥梁，需要 4 个小时的时间，甚
至更长。逐步克服心理恐惧，加上检修
技能不断娴熟，如今他们 3 个小时就能
完成检查，而且练就了高空“听音”除
病害的本领。

在拱圈顶部，赵云龙低头蹲行，看
到一处裂纹，立马用锤子轻敲。“这听声
音有讲究，声音清脆说明只是表面裂
纹，需要长期记录观察；如果出现闷响
的声音，就基本能确定里面出现了脱
壳，需要把病害解决掉，否则酸雨渗进
去会腐蚀混凝土。”

长期工作积累出高空“听音”的本
领，赵云龙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裂纹，

“许多大问题都是由小病害发展而成”。
赵云龙说：“我们确保了每一趟车、

每一位旅客的安全，想一想就会有一种
自豪感。”

为了5秒钟的安全畅通

云南与广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云桂
铁路有一个平安隧道。动车经过这里仅
需 5秒钟，但为了保障这 5秒钟的安全畅
通，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昆明南工务段的
4名“90后”青年工人昼伏夜出，守护隧道

安全。
今年24岁的赵云浩，是这个年轻班

组的班组长。每天深夜动车停轮后，他
就带领工友开始作业。因白天动车要运
行，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就只能是24时
至次日凌晨5时。

300 分钟的作业时间里，他们要负
责隧道旁者桑站 9 股铁道线、13 组道岔
和平安隧道、平朗隧道的检查养护。由
于任务重、项点多、距离长，他们在调
换到下一步工序时，往往是连走带跑。

冬夜，这里的温度只有 1 摄氏度，
而且雾大风疾。为防止因肢体冻僵而测
量不精准，他们往往在检查设备时，需
取下防护手套，搓搓手，暖和些后，再
开始测量。

“线路、道岔几何尺寸需精确到 0.1
毫米，不然就会影响旅客乘坐的舒适
度。”赵云浩来回移动道尺，精准测量。

“每次检查走走停停要行走 12000
多步，体力消耗特别大，还没有下班肚子
就饿了。”赵云浩他们每天下班时已是凌
晨 5 时，当归心似箭的旅客坐上动车时，
劳累了一夜的他们开始进入梦乡。

2016 年云桂铁路开通以来，他们已
经在这个岗位上度过了两个春节，今年同
样如此，他们将继续守护在平安隧道，为
每一位旅客守护平安。

“铁路交警”姐妹花坚守7年

盯电脑、看大屏，不时发出各种行车
指令，精心调度，精细指挥，确保每一趟列
车安全正点、让旅客踏上快捷平安之旅。

这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中谊村站
的车站值班员柴亚楠和佘文君的工作，她
们还有一个名字叫“铁路交警”，在旅客看
不见的车站值班室指挥着列车有序通过。

通过车站的列车能否高效运转，全看
她们的组织指挥。记者见到她们时，佘文
君左手拿着对讲机，右手用鼠标点着面前
4块显示屏上密密麻麻的信号点，开放列
车进路的信号。

柴亚楠正在通过电话与上级调度部
门协调工作，“铁路运输全路一盘棋，我们
需要随时保持与相邻车站和上级部门的
沟通联系”。

在铁路部门，车站值班员岗位从来都
是男职工的天下，鲜有女职工涉足。柴亚
楠说：“从工作特点来说，车站值班员岗位
需要常年熬夜、倒班，女性很难承受熬夜
倒班的辛苦。”

然而，2012年参加工作以来，这已经
是柴亚楠和佘文君两位“90后”姑娘的第
7 个春运。“我们在体力、耐力上不如男
生，但我们冷静、细心。”佘文君自豪地说。

春运路上努力奔跑的“90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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