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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支书”邓克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杜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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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零基础的初级工，到拥有采
油、集输“双料”技师头衔，再到成为劳模
创新工作室带头人，用互联网推广“王徐
庄”数字油田管理模式，成为中国石油数
字化油田的样板……中国石油大港油田
公司第二采油厂作业二区注采二组副组
长冯萌萌，以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的精
神，诠释了新时期青年女工的责任与担
当。近日，曾因多项创新技术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的80后采油女工冯萌萌
又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冯萌萌是个“石油娃”，2007年为就
近照顾生病的父母，她以“子女工”的身
份成为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一名一线注
水泵工。

新员工培训，授课老师让冯萌萌看
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李老师知识
渊博，技术精湛，让我一下有了目标，我
要成为她那样的人！”冯萌萌从此憋着一
股子劲儿。不认识工具，就挨个试，用心
记；实操课没听懂，回去后把零件拆了一
个个组装……一年间，她从跟着师傅看，
到跟着师傅一起干，最后变成一个人独
立干。

冯萌萌上班追着师傅了解设备操作
要领，回家自己“加餐”翻阅技术书籍，夜
班在管理站研习各种技术资料，还自学
了大学石油工程本科专业。2009年，冯
萌萌作为唯一一名青年女工参加了采油
厂青工技术比武并取得第三名的好成
绩。同年9月，她夺得了公司首届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名。

2013年，经过激烈角逐，冯萌萌终
于拿到了中国石油集输工职业技能竞赛
入场券。彼时，她刚刚做了母亲，却只能
含泪给孩子断奶，投入大赛集训。

90天的备战时间，她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为了提升操作技
能，弥补与男选手体能上的差距，她想办法增加训练的难度与强
度，她将每个阀门的盘根都紧得死死的。力量与速度的双重考
验，小伙子们都难以招架，冯萌萌却咬紧牙关，艰难地半圈半圈练
习，一天下来，汗水浸透全身。操作时间一秒一秒缩短，操作能力
一点一点提升。最终，在“百万石油人”的广阔舞台上，她获得银
牌。由此，她从一名零基础采油女工成长为一名综合素质全面的
班组长和采油、集输“双料”技师。

以青年人独有的时代敏感和创新精神，冯萌萌开始着眼如何
让“互联网+”与老油田接轨。通过大量现场调研和反复计算，她
提出“关于引进数字化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建议并亲自先导
实验，使井站无人值守、生产数据采集、生产状态实时监控等一系
列高科技数字化信息技术在老油田逐步应用，使传统管理模式发
生了颠覆性变化，老油田因此又焕发青春。通过互联网技术应
用，共优化岗位员工107人，减少用工总量38%，人均油气当量从
448吨提高到666吨，人均生产能力提升了49%。

冯萌萌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与理论知识，探索总结了“管
井三字经”、参数诊疗结合法、在线数据分析法、生产曲线预判法
等10余项数字化管理成果，帮助基层岗位员工适应信息传输新常
态，解决现场生产问题百余起，避免产量损失近千吨。

2015年，在冯萌萌的倡议下，作业区技师成立了技术创新团
队，一方小小的工作室，成为了蓝领建功、孵化科技创新、技能升
级的“泉眼”。作为负责人，冯萌萌带领大家先后制作出油封扳
手、防盗丝堵等专用工具，革新阀座1000余件，有效运用到生产
现场，解决设备难题300余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6项，累计
创效1500余万元。而这个过程，也让她从一名普通女工成长为
一名青年技能教练。她的两名徒弟先后获得中国石油技能比赛
金牌。2018年12月，油田公司对技师工作室进行升级，升级后的
工作室用她的名字命名。2019年，“冯萌萌劳模创新工作室”以第
一名的成绩被评为省级“十大示范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做个永远的攀登者，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在冯萌萌家的墙
上，一幅书法作品这样写道。这既是她的期许，也是她的誓言。

3月1日，高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胡婆婆从武汉雷神山医院康复出院。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院长、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
环教授为她颁发出院证明，她和医护人员
含泪深情告别后，坐上专车离开医院。4
月26日，胡婆婆度过了自己99岁生日，
她许下生日愿望：愿所有医护人员平安
健康。

老人名叫胡汉英，家住武汉市江岸区，
2月初出现高烧症状，55岁的女儿丁女士
陪她到医院检查，双双确诊为新冠肺炎感
染者。2月13日晚，母女二人被救护车同
时转送到武汉雷神山医院，住在医院感染
科10病区的同一间病房治疗，负责该病区
的医护人员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刚入院时，医护人员发现胡婆婆身上
还有烫伤，立即处理。当晚体温检测，胡婆
婆高烧40摄氏度，该病区主任隋韶光马上
安排医护人员24小时监护照料，2月17日
上午，胡婆婆的体温恢复正常。

“如此高龄患者，而且病情不轻，哪
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要全力以赴。”
隋韶光介绍，入院检查发现，长期卧床的
胡婆婆不仅感染了新冠肺炎，呼吸困难，
不能平卧，本身还患有低蛋白血症、胸腔
积液、窦性心动过缓、高血压等多种慢性
疾病，被确诊为危重型新冠肺炎，救治难

度很大。
经过医护人员连续多日全力救治，胡

婆婆病情逐渐好转，可以进食后，医护人员
又一口一口地喂她牛奶等营养品，帮助她
增强身体抵抗力。

针对胡婆婆的特殊病情，护士们组成
护理小组24小时全天候护理，轮流给她梳
头、喂饭，给她唱歌解闷，病情好转后，还推
着她到户外晒太阳。

“为了救治胡婆婆，雷神山医院多学科
紧密合作，中国工程院王辰院士也参与了
对她的会诊，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建议。”
隋韶光告诉记者，胡婆婆救治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

住院治疗期间，胡婆婆曾出现短暂的
肢体活动不灵，通过医护人员的及时治疗
很快恢复；胡婆婆还出现轻微脑梗，幸好及
时发现和治疗后没有留下后遗症。高龄患
者长期卧床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进而
导致肺栓塞危及生命。医护人员日夜密切
监护，细致护理，不但避免下肢静脉血栓，
连褥疮都没有出现。

此外，医护人员还通过折纸鹤、写心愿
卡等方式，向胡婆婆传递乐观积极的心
态。经过17天的精心治疗护理，胡婆婆可
以自主进食，经专家组评估可以出院。

“医护人员对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感谢

你们的救治。”3月1日上午11点，胡婆婆
和女儿双双康复出院，母女两人含泪向医
护人员致谢。

出院后，胡婆婆被所在社区派来的专
车接走，送入指定的酒店接受14天的隔
离，并由医护人员进行密切观察和追踪。

在胡婆婆母女隔离的两周里，雷神山医院
医护人员每天对她们随访，确保她们一切
正常。3月中旬，胡婆婆和女儿结束隔离，
返回家中。

“我们能顺利康复，这都要感谢医护人
员，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

一位99岁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经过17天精心治疗康复出院——

“一个也不放弃”创造的奇迹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李 晗

胡汉英老人康复出院时与医护人员合影。 高 翔摄

中国“深海钳工”第一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职业道德建设
标兵、全国最美职工、中国质量工匠、大国
工匠、齐鲁大工匠……一系列沉甸甸的荣
誉集于一身，他就是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
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总技师管延安。

在黄海之滨，山东青岛，管延安从学徒
做起，练就了精湛的钳工技术；在南伶仃
洋，他参与建设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凭
借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实现了
拧过的60多万颗螺丝零失误，确保这一
世界首条外海沉管隧道“滴水不漏”。如
今，他仍坚守在生产一线，传承工匠精神，
随时听从派遣，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
方去。

追求卓越：毫米之间见“匠心”

今年 42 岁的管延安出生在农村，
1995年初中毕业后，跟随亲戚来到青岛当
学徒，干钳工。从那时起，他就发现自己对
机械维护、设备安装等工作特别感兴趣。
管延安要求自己“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工余勤学苦练，遇到不懂的就请教，或
者翻书查找资料，慢慢练就了一身过硬
技术。

2013年，管延安受命前往珠海牛头
岛，带领钳工团队参与建设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长达5.6公里的外海沉管隧道，
由33节巨型沉管连接而成。在最深40米
的海底实现厘米级精确对接，在业内人士
看来，其难度系数丝毫不亚于“神九”与“天
宫一号”的对接。

管延安和他的团队主要负责沉管舾装
和管内压载水系统等相关作业。虽然此前
参与过国内最大集装箱中转港——前湾
港、青岛北海船厂等大型工程建设，有着丰
富的工程建设经验，但是面对港珠澳大桥
所采用的大量高科技、新工艺，以及120年
使用寿命的高质量要求，管延安还是从零
开始虚心学习，不断积累经验。

管延安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安装沉管阀
门螺丝。如果在陆地作业，只要拧紧螺丝
就够了。但要在深海中完成两节沉管的精
准对接，确保隧道不渗水不漏水，沉管接缝
处的间隙必须小于1毫米。

1毫米的间隙，根本无法用肉眼判
断。可管延安硬是通过一次次拆卸练
习，凭着“手感”创下了零缝隙的奇迹。
为了找到这种“感觉”，他拧螺丝时从不
戴手套，为的是有“手感”。经过数以万
计次的重复磨炼，管延安练就了一项骄
人的高精准绝技：左右手拧螺丝均实现

误差不超过1毫米。
在一次次操作中，他甚至还练就了“听

感”，通过敲击螺丝，从金属碰撞发出的声
音，判断装配是否合乎标准。在他的听觉
中，不一样的安装，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管延安从此获得中国“深海钳工”第一人的
美誉。

精益求精：60万颗螺丝零失误

管延安知道，建设港珠澳大桥是一项
重大国家战略，对全面推进内地与香港、澳
门互利合作具有重大意义。作为这项工程
的参与者，他有着至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也正是秉承着筑造精品的匠心，他和
团队成功建造了世界首条“滴水不漏”的外

海沉管隧道，为“超级工程”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也助推中国从桥梁建设大国走向桥
梁建设强国。

在参建港珠澳大桥的5年里，管延安
和工友们先后完成了 33节巨型沉管和
6000吨最终接头的舾装任务，做到手中拧
过的60多万颗螺丝零失误，创造了中国工
匠独有的技艺技法。

管延安带领的团队知道，从第一颗螺
丝到最后一颗螺丝，都是在管延安带领下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一颗一颗拧紧的。在
每一件设备、每一颗螺丝安装后，管延安都
坚持做到反复检查才放心。

工作上，管延安的较真是出了名的。
以蝶阀安装为例，安装前检查蝶阀和各个
零部件三遍。安装后，再检查三遍，最后还

要调试检验。指导新人时，他最常挂在嘴
边的话是“再检查一遍”，强调最多的是

“反复检查”。
在长期的工作中，管延安养成了一个

习惯：给每台修过的机器、每个修过的零
件做记录，将每个细节详细记录在施工日
志上，遇到任何情况都会“记录在案”，里
面不但有文字还有自创的“图解”。在港
珠澳大桥建设期间，他同样制作了“图解
档案”，其中的几本被收录进港珠澳大桥
沉管预制博物馆。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副局长余烈曾这
样评价管延安：“凡他经手的每个螺钉紧
固、设施测试都安全可靠，这种作风是

‘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正是这种精
神，成就了港珠澳大桥这一世纪工程的
高品质。”

不忘初心：带领团队研发创新

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后，管延安回到
位于青岛的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公司专门成立了“大国工匠管延安创
新工作室”，他作为领衔人，与工作室成员
一同从事沉管、船舶研究。

“津平1”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外海抛
石整平船，对四条90米高的桩腿进行润滑
保养，一直是操作工人解决不了的难题。
管延安带领工友和技术人员攻关研讨，提
出了自主研发润滑加油装置的思路，在船
上攻关1个多月，成功研制出“桩腿齿轮喷
淋加油润滑装置”。这是一项涵盖了设备
制造、技术创新和船机改造等不同业务的
创新成果，总制造成本不到3万元，比最初
引进德国进口设备的方案，节省资金240
多万元。

尽管已经是公司的总技师，但管延安
仍然忙碌在生产一线，平时最喜欢听的仍
是机械加工和锤子敲击声。20多年的钳
工生涯，他乐此不疲。“宝剑锋自磨砺出”，
他觉得只有扎根一线，不断精益求精，技
艺才能臻于至善。

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经历，也让管
延安更加深刻体会到工匠精神和技术创新
的重要性。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仍保持着
勤于学习的劲头。在他工作的地方，厚厚
的技术书籍摆了高高一摞。工作闲暇之
余，他经常拿出自己攒下的工作日志，仔细
琢磨研究，将其中的技术要领和心得传授
给年轻的工友。

“不能在荣誉面前止步不前。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管
延安说，目前公司还承接有深中通道、大连
湾海底隧道等重大工程项目，他将随时听
从派遣，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坚守
并传承工匠精神，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名
片擦得更亮。

“深海钳工”第一人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管延安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 嫱

管延安正在一丝不苟、聚精会神地工作。 顾新成摄

“我正带领3户茶农赶往王湾村的茶叶收购点。”记者拨通了
被当地群众誉为“最美书记”的邓克峰的手机，她告诉记者，“上午
已带领4户茶农去了收购点”。

邓克峰是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吴城镇陈留店村党支部书记。
春意盎然，茶叶飘香。一场春雨过后，桐柏县茶叶主产区之

一——吴城镇1.8万亩茶园里，嫩绿的芽尖格外诱人。在该镇陈
留店村，可采摘茶园有600亩，这个季节茶农格外繁忙。每天必须
把采摘的鲜叶处理掉，要么立即销售出去，要么立即加工成干茶，
不然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春争日、夏争时”，邓克峰急茶农之所急，建立了“陈留店村茶
农”微信群，每日保持与种茶户的密切联系，随时掌握每户茶农的
茶叶采摘、销售动态，一旦有需求，她都会及时为茶农排忧解难。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会穷”，这句老话体现了古人朴素
的理财观念。为了帮村里种茶的贫困户最大限度地增收致富，邓克
峰帮助他们精打细算。自3月29日村里新茶开采，邓克峰就密切关
注着当地的茶叶价格。最近几天，邓克峰听说邻村王湾的村集体企
业、桐柏县茗源茶叶有限公司收购鲜叶价格较高，马上带领有需求
的茶农去销售茶叶。“每公斤鲜叶比在村里多卖20元左右，虽说多
跑些路，还是值得的。对于种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茗源公司在收
购鲜叶时，每公斤当场补贴1元。此外，对于加工干茶的贫困户，加
工费每公斤优惠4元。”邓克峰说，“不要小看这‘蝇头小利’，由少积
多，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

邓克峰说，发展茶叶种植，技术是关键。村里请来专家，根据
当地土壤、气候等特点，制定出茶叶标准化生产规程，对茶农进行
技术培训、现场指导，提升了茶叶品质，增加了茶叶种植效益，提高
了村民种茶的积极性。

“进入采摘期的600亩茶园，今年可为40余户村民带来240
万元以上的收入。村里将沿陈留店河两岸再发展茶园500余亩，
使茶产业真正成为全村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邓克
峰说。

4月6日晚，邓克峰打电话向记者“报喜”：今天的鲜茶叶，茶农
足不出村，已被销售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