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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桥式起重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桥式起重

机司机田得梅在吊装物料机司机田得梅在吊装物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扎根田野显身手

吉亚矫

整理收纳师：让生活井然有序

整理收纳师李曦在清点客户的物品并归类整理收纳师李曦在清点客户的物品并归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天 车 上 练 就“ 绣 花 ”功 夫
——记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桥式起重机司机田得梅

本报记者 石 晶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机组厂房白鹤滩水电站左岸机组厂房百万千瓦级发电机组百万千瓦级发电机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收到！”田得梅回复起吊指令后，启动操

作杆，桥机平稳起升，到预定高度后平移，吊

装转子到达指定位置，调整操作杆选择合适

的挡位和方向，直至完成转子吊装。

这是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的

桥式起重机司机田得梅工作中的一幕。15

年来，田得梅始终奋战在水电建设施工一线，

参加了拉西瓦、龙江、向家坝、万家寨、葛洲坝

和白鹤滩等水电站建设。

在长期实践中，田得梅不仅练就了过硬

的技术本领，还总结出一套适用于机组设备

吊装的工作方法，从几吨的零部件到 2000 吨

的转子，实现零失误操作。日前，她入选由中

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评选

的 2022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是当年 10 位

大国工匠中唯一的女性。

挖掘小门道

桥式起重机是横架于车间、仓库和料场

上空进行物料吊运的起重设备，又称作“天

车”。初见田得梅，很难把身形瘦削的她与这

个大型起重设备联系在一起。作业时，她需

要沿着盘旋的铁梯登上 5 层楼高的平台，穿

过狭长的安全通道，再继续沿铁梯而上，来到

操控室。一根安全绳索、一顶安全帽就是她

的装备。

“成为一名天车司机，有一定的偶然性，

却是人生的关键一步。”田得梅说。17 岁那

年，她从青海水电高级技工学校（现青海水电

技师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水电四局。经

过面试、培训后，被分到拉西瓦水电站工作。

“当时可供选择的岗位有电焊、配线和天车

3 种。选择天车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这是

什么设备。”田得梅说，在师傅杨玲玲的倾力

帮助下，她逐渐掌握了各项技能，也坚定了要

一直干下去的决心。

“开汽车时，不同的司机给乘客带来的乘

坐体验不同。开天车也一样，千万不能简单

认为只是把设备或材料从一个地方吊到另一

个地方。”杨玲玲告诉田得梅，开天车要牢牢

记住“平稳驾驶”四个字。

如何把特殊的“乘客”平稳地吊送至指定

区域，成为田得梅探索的方向。2 平方米不到

的天车操作空间，在她眼中有许多小门道。

手动换挡时要注意逐挡增加或减少；接

近吊点时判断距离提前减速避免急停；开关

按钮和操控手柄时动作要平稳，不猛拉猛拽

猛按⋯⋯每发现一个驾驶小窍门，田得梅都

会继续摸索，成百上千次重复练习，直至完全

找到手感。

在技术这条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日

积月累，田得梅总结出了“眼看、耳听、鼻闻、

脑想、手脚动”的“人机一体”操纵技巧。

技 巧 日 益 娴 熟 ，田 得 梅 却 没 有 满 足 于

此。“天车是一直运转不停的，不管遇到什么

小问题，都需要立即联系检修的同事处理。

如果我能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工作效率就能

更高了。”说干就干，田得梅每天下班后跟着

同事学习天车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很快就成

为行家里手。

在田得梅看来，天车司机这个工作不

仅 需 要 提 升 自 身 能

力，还需要磨炼性格。天车在吊装过程中难

度最大的就是吊装转子，转子物体大、吨位

重，与定子之间的间隙小。并且吊装时，地

面上有许多设备、物件和工作人员，如果出

现晃动，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为此，田得

梅特意买了十字绣，利用空闲时间，一针一

线做绣品。“十字绣能够磨炼性情。我们的

工作需要静下心，不能急躁。”田得梅说，安

全、准确、无误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勇于挑重担

2019 年，中国水电四局白鹤滩机电安装

工程项目部成立，项目负责人水电四局机电

安装分局党委书记刘永生第一个推荐了田得

梅。那一年，田得梅成为项目“开荒者”之一，

挑起天车班的大梁。

项目开工初期，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安装

间场地被土建杂物大面积占用，为了尽快腾

出场地开始施工，作为项目部当时唯一的天

车工，田得梅一个人包揽了杂物倒运和设备

材料吊装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她经常两

个桥机换着开，从白天一直干到夜晚，短时间

内完成了所有前期准备工作。

白鹤滩水电站拥有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作为水轮发电机组

核心部件之一，转子是机组安装过程中重量

最大的部件，起吊重量约 2100 吨。转子和定

子间隙仅有 51 毫米，即使出现 1 毫米的操作

误差，都可能使转子晃动，造成严重后果。

要想把这么重的转子精准吊入坑位内，

难度可想而知。田得梅主动请缨，接受了这

个艰巨任务，“此次吊装没有任何经验可借

鉴，操作必须一次成功”。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田得梅带领班组成

员一次次模拟转子吊装过程，梳理总结各个

重要节点注意事项，一遍遍对触电控制器、

刹车片、行程限位、警报装置等部件进行检

查。每天临睡前，她都将吊装过程在头脑中

再过一遍，拿不准的地方赶紧记下来，第二

天再仔细琢磨、反复推敲，直到了然于胸。

2020 年 8 月 18 日，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

瓦水轮发电机组转子迎来吊装时刻。接到起

重班班长赵和详的起吊指令后，田得梅凭借

积累的操作经验，用时 77 分钟将转子顺利吊

入 1 号机坑就位，一次性顺利完成全球首台百

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根神经都紧绷着，

等转子丝毫不差地安放进去时，整个人瞬间

松懈下来，才发现胳膊都是僵硬的，掌心早已

被汗水湿润。”田得梅说。

结合吊装实际情况，田得梅和班组成员

一起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在他们的共同努

力下，左岸其余 7 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全

部实现一次性吊装就位。

从举世瞩目的百万千瓦水电机组首台转

子成功吊装，到左岸 8 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全部并网投产发电，几百个日日夜夜，田得

梅带领天车班全体成员不断钻研改进吊装工

艺，稳步推进白鹤滩左岸电站各台机组安装

工作，2021 年 6 月 28 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

组顺利投产发电。

用心传帮带

在不断提升自身技能的同时，田得梅注

重做好队伍培养和技艺传授，让天车班成员

在每一个建设项目中发光发热。“田得梅不仅

开天车水平高、责任心强，而且继承发扬了水

电人‘传帮带’传统，用心培养徒弟，取得了很

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刘永生告诉记者。

每次作业前，田得梅都会要求天车班成

员提前半个小时上桥机进行试车，对桥机状

况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触电控制器、刹车

片、行程限位、警报装置等设施的完好情况。

同时，要求他们加强学习新知识，注重发现问

题，及时进行总结，脚踏实地不断完善技能。

“在实践中，师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

术和经验传授给我们，督促我们不断取得进

步。同时，她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精益求精、

刻苦钻研的精神也时刻影响、激励我们要更

加认真地对待工作。”田得梅的徒弟邓满平

说。如今，田得梅带出来的 6 位徒弟已全部能

够独立负责吊装作业。

“专于一业，精于一事。我非常喜欢开天

车，这份职业给我带来的是满满的成就感。”

田得梅说，平时下班后，她喜欢爬到山顶看水

电站壮观的坝体，“虽然常年工作在远离人烟

的高山峡谷中，但我亲身见证了我国水电事

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快速发展，觉得

很幸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更好发挥科技特派员产业帮扶

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约 29 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

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入乡

村、进田野，送农技到地头，把

科技致富的种子播撒在田间沃

土中；他们因地制宜、不懈努

力，把论文写在广袤大地上，让

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农

业生产理念在农村扎根，激活

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需要广

大科技特派员在这片希望的田

野上接续奋斗，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注活力添动力，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首先，科技特派员要加强

精准服务，有效破解农业生产

的技术难题。科技特派员一

头连接科技、一头连接生产，

到农村不是“走过场”，而是要

与农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将群众急需的科学技术精准

送达、指导到位。针对科技推

广“最后一公里”难题，要有针

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并与农

户、企业等一起进行验证、完

善，让科研成果不止步于实验

室，而是转化为田野上的累累

硕果，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

效、科技增值。

其次，科技特派员要注重传授知识，带领更多农民

走上科技致富的道路。为了把技术真正留在乡村，科

技特派员制度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农业、本领过硬、善于

管理的乡土人才。在帮助农民掌握技能时，科技特派

员不仅要传输技术，也应更注重传播科学先进的理念，

提升农民的科技应用能力，激发其自我发展的内生

动力。

同时，科技特派员还要助力提升农业价值，推动农

村创新创业向纵深发展。我国乡村产业正从发展产品

向发展产业转变。从产品到产业，不仅是规模和体量

的变化，更是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从发展一

产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转变。围绕现实需求，科技

特派员应将先进的信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植入农

村，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与农民建立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体，推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增值并向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培育更多带动一方经

济、富裕一方百姓的乡村产业，打造更多响当当的地方

特色品牌。

科技特派员的生命力在于扎根泥土之中。要坚持

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

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激发广大科技特派员服务

热情和创新创业活力，把创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业

农村先进的生产力，让“科技之花”在田野盛开。

“您将需要整理收纳物品的照片和尺

寸发给我，我们可以上门做‘空间诊断’，

选择适合您的整理方式⋯⋯”

正 在 给 客 户 打 电 话 的 是 李 曦 ，“80

后”，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建筑管理学专业，

如今是一名整理收纳师。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收入稳步增长以及生活观念转变，整理收

纳 师 这 个 职 业 被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熟 悉 。

2021 年人社部公示的新职业目录中，“整

理收纳师”被纳入“家政服务员”类别。

拓展职业舞台

李曦戴上手套，走进杂乱无章的房

间，测量衣柜的尺寸，仔细清点衣物，按

照衣物种类、长短、颜色、材质、季节等分

类叠挂。忙碌了几个小时后，衣物摆放

得 整 整 齐 齐 ，衣 柜 井 然 有 序 ，令 人 感 到

舒适。

“我是偶然刷短视频听说这个职业

的。以前我也不太会整理房间。”李曦想，

如果能把自己家收拾好也不错。于是，她

报名参加了整理收纳师的初级课程。

随着学习不断深入，李曦发现整理收

纳师的工作并不只是叠、挂衣服那么简

单，也不是单纯追求整齐，而是要让物品

看得见、找得到，方便取用。因此，要做一

名专业的整理收纳师，除了要掌握基本的

收纳技巧，还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较

强的空间规划能力、改造能力、沟通能力

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

“每位客户家里情况都不同，整理收

纳师有很大发挥空间，还是很有挑战性

的。”李曦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帮一位

客户整理酒柜。

刚接到任务时，由于团队缺少经验，

李曦找不到头绪，不知从哪里开始下手。

她只好自己搜寻各类酒柜的样式和整理

案例，与客户多次沟通，了解客户家中藏

酒的数量、种类、大小等相关信息，再根据

客户需求和习惯对柜体进行设计改造。

李曦的留学经历让她对酒的种类有

一定了解。在陈列时，李曦将年份最长、

价值最高的酒放在中间，其余的根据品

牌、种类、产地、年份、价格等分区域依次

摆 放 ，不 仅 整 齐 美 观 ，还 彰 显 了 时 尚 品

位，呈现效果超出客户预期。

其实，整理收纳师的客户大多是普通

家庭，有租房搬新家的“打工人”，有装修

新房的新婚夫妻，还有需要整理住了几十

年“老破小”的老人。

随着整理经验越来越丰富，李曦明白

了一个道理：物品往往承载着人的回忆和

习惯，需要整理的不仅仅是物品，还有生

活观念和方式。

提升专业能力

根据《2021 年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

调查数据，目前国内接受过职业整理收

纳 师 培 训 总 人 数 超 1.8 万 人 ，2020 年 至

2021 年 全 国 新 增 职 业 整 理 收 纳 师 9800

多人。

“在一线城市，人们对整理收纳师的

接 受 度 和 关 注 度 越 来 越 高 。”2022 年 10

月，李曦选择创业。她在社交平台开设账

号，分享自己的整理经验和案例，包括如

何设计衣柜、鞋柜，什么样的收纳箱、衣架

最实用等。

整理收纳师在整理前需要做“空间

诊断”，了解房屋的面积、柜体大小和数

量、物品数量种类以及居住人数及使用

习惯等，按照具体要求定制、采购收纳工

具。除此之外，还要了解包、服饰、手表、

茶叶的品牌，这样服务客户才会更得心

应手。

“面对新职业带来的新要求，我要积

极更新专业知识，努力积累经验，让每一

位顾客满意。”李曦说，自己还整理了一本

收纳笔记，依据笔记，整理收纳团队细分

了搬家整理、行李箱整理、冰箱整理等更

个性化、更精细的服务项目。

创业以来，李曦和她的团队已经为 50

多个家庭营造出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并

与多家单位和机构开展以整理收纳为主

题的交流活动。

李曦还为曾有家政、销售、家装设计

等从业经历的人给予指导。她们中有人

为了提高自身技能，有人为了结合工作拓

展业务，也有人为了创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重家居生活体

验，有学习专业整理收纳知识的想法，我

计划开展整理师培训业务。”李曦说，整理

收纳师比传统家政服务更具专业性，在家

政市场竞争中也更具有优势。

□ 本报记者 樊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