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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斌——

把 小 活 做 成 绝 活
本报记者 李治国

用双手握住玻璃片两端，在电缆端头轻

轻划过，前、后，前、后⋯⋯接着，放下玻璃片，

拿起一条砂布以每秒 2.5 次的速度在绝缘层

表面匀力拉拽，左、右，左、右⋯⋯35 分钟后，

被赵斌打磨完成的绝缘头，似一块晶莹剔透

的玉，色泽光亮。

近日，全国电力行业电缆安装运维职业

技能竞赛在广州进行最后一场技能实操比

赛。作为教练的赵斌在赛前给选手们示范超

高压接头削绝缘。一片普通的玻璃片在他手

中成为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经他处理的电

缆绝缘接头在光线下用放大镜观察，看不出

丝毫的凹凸感。

赵斌是上海久隆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电

缆工程公司接头三班班长，参加工作 30 余年

来，始终坚守在电缆接头工作一线。他能用

一片普通的玻璃片在要求极为精细的电缆绝

缘层上做接头“手术”；能在近 300 摄氏度的

电缆接头上，在不损坏绝缘层的同时，搪出标

准的铅封。近年来，他先后获评中央企业技

术能手、上海市和国家电网公司“双劳模”“双

工匠”。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赵斌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锤炼过硬本领

电 缆 接 头 作 业 是 一 门 精 细 的 技 术 活 。

“由于接头处的电缆绝缘层不像非接头处那

样完整闭合，处理不好极易在通电后产生放

电，进而引起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赵斌在

处理电缆接头绝缘环节时特别精细，进行反

复打磨，动作细微之处宛如在“头发丝”上

跳舞。

变电运行专业毕业的赵斌，1989 年实习

时便接触了电缆接头。从入门到独立上手工

作，赵斌经历了 3 个阶段的艰苦锤炼。第一

个阶段是观摩学习。刚开始参加工作时，他

基本都是跟着师傅天天观摩，熟知牢记各种

技术要点。第二阶段是打下手，在师傅的监

督下，做些辅助性工作。第三阶段才是独自

上手干，这时才算是真正“出师”。从“门外

汉”到上手，要经历 3 年时间的磨炼。这 3 年

时间里，赵斌从不懂、不敢做到懂了大胆做，

再到熟练后细心做，每个阶段都虚心学习，终

于掌握了高压电缆接头技能。

从掌握接头技术到成为一名技艺高超

的电缆接头工匠，赵斌几乎参与了久隆电力

集团的全部重点工程，在一项项重点工程中

锤炼自己，技艺日渐提升。1997 年，赵斌参

与垂直大落差大截面 500 千伏交联电缆工

程——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为

了确保电缆接头质量，每次收工归来，赵斌都

把自己关在工具间，拿起废旧电缆头反复练

习切削绝缘，直至将其打磨达到精度要求为

止。最终，赵斌圆满完成了天荒坪 500 千伏

交联电缆接头任务，线路一次送电成功。

2005 年，久隆电力集团决定储备一

批 优 秀 的 超 高 压 电 缆 接 头 能 手 。

赵斌通过技术竞赛、技能比

武 等 形 式 的 层 层 测

评 选 拔 ，

入围最终名单，赴国外接受专业培训。学成

回国后，赵斌在陆续开工的上海轨道交通、磁

悬浮列车、沪崇苏隧桥等超高压电力配套工

程建设中进一步锤炼技能。2008 年以后，赵

斌开始在项目上担任重点工程电缆接头技术

负责人，先后完成了一批高压电缆工程建设。

破解技术难题

在电缆接头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中，一

个细小的环节处理不好，就有可能产生十分

严重的后果。“面对各种技术难题时，我们既

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也要有不放弃、不认

输的精神。”赵斌说。

最近一次棘手的问题出现在 2021 年开

工的静安 50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中。由于

工程首次采用一种新型电缆，为确保后续安

装万无一失，当年 8 月份，作为技术负责人的

赵斌到生产厂家接受试安装培训。按照厂方

工艺，500 千伏超高压电缆从缆盘上完成展

放后，均需要对接头端进行 9 小时加热，以便

消除应力弯曲。但这种新型电缆在按规定时

间完成加热后，接头端仍然未能完全消除应

力弯曲。赵斌知道，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

定会影响接头质量。厂方技术人员一时也找

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根据专业经验，赵斌判断问题可能是受

电缆芯应力影响产生的，于是提议在电缆加

热过程中，对电缆芯进行专门温度监控。经

过反复试验，他终于找到解决方法——线芯

控温法，即在电缆加热过程中，加强对线芯的

温度监控，当线芯温度达到 60 摄氏度至 65 摄

氏度时，继续保持两小时的加热保温，最终确

保了电缆接头安装质量。

在平时工作中，赵斌有一个习惯——喜

欢记笔记。他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把重要

的事记下来。2013 年 7 月 26 日，赵斌参与长

春站 220 千伏气体全封闭组合开关设备电

缆附件安装。现场施工人员气喘吁吁地跑

过来说，电缆仓位筒体是欧洲标准，需要一

个关键零件过渡法兰才能确定基准面。这

是一项紧急工程，时间非常紧迫，必须争分

夺秒按时完成任务。过渡法兰从生产厂家

运到现场需要一天时间，等法兰运到现场再

进行后续安装，工期就被耽误了。赵斌记得

前几年遇到过类似状况，当时就把过渡法兰

的尺寸记在笔记本上了。他找出那个笔记

本，并按照上面记录的尺寸量出电缆基准

面，保障了电缆附件安装按计划进行，难题

就这样迎刃而解。

传承工匠精神

2010 年 10 月起，赵斌担任电缆接头三班

班长。在他的带领下，电缆接头三班在工程

中解决了许多难题。在一次次的挑战和磨砺

中，班长赵斌既是这个团队的管理者，又是班

组这个大家庭中贴心的“家长”，积极鼓励青

年员工学习专业知识。在他的带领下，接头

三班积极开展“青工结对”活动，挑选了经验

丰富、工作能力和责任心都很强的班员担任

师傅。师徒间签订协议，实行“一带一”“一帮

一”“安全互保”等制度。这一过程中，老班员

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和

体会传授给年轻人，青年员工顺利通过了各

项岗位技能考核。青年员工也发挥特长，在

计算机应用方面给予老师傅们帮助。

随后不久，久隆电力集团以赵斌班组为

核心组建创新工作室。作为工作室带头人，

赵斌把从老一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手艺和施工

经验进行归纳整理，参与汇编企业级《施工标

准化工艺》，拍摄《110 千伏电缆接头安装工

艺规范流程》系列教学视频。赵斌还负责编

写或参与制定省市级以上制度规范和技术标

准 20 余项，进一步推动了超高压电缆安装操

作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2021 年 10 月，以赵斌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获评上海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赵斌劳模创

新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共申请发明专利 22

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41 项、在各类专业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58 篇、创造发明 45 项、完成

科技项目 39 个、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127 项。

电缆接头三班副班长胡富蓉是赵斌一手

带出来的徒弟。2022 年，他曾和赵斌一起参

与上海静安 50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三回路

电缆的建设施工。

在胡富蓉看来，一位好的师傅，教给徒弟

的不仅仅只是某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如何做

人。“我的师傅赵斌总是能发现我身上的闪光

点，一直鼓励我、支持我。他不仅教会了我接

头技能，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向我一次

次诠释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导我如何

将普通小活做成绝活，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

而他那种面对任何任务都不退却、不推脱的

工作作风也通过言传身教深深地感染着我、

激励着我。”胡富蓉说。

无 论 是

在太行山绝

壁上开出“愚公

路 ”的“ 孤 勇 者 ”，

还 是 在 新 疆 阿 拉 山

口卫国戍边的战士；无

论是逐梦星辰大海、默默无

闻的航天一线工作者，还是

奔走于乡间地头、发展富民

产业的驻村第一书记，身处

不同岗位的青年志存高远，

敢于担当，不怕吃苦，勇于奋

斗。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奋力

书写新时代赶考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广大

青年提出了“立志做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

时代好青年”的要求。吃苦

奉 献 是 青 年 人 成 长 成 才 的

“催化剂”。唯有在吃苦中练

就朴实的作风、过硬的本领，

才能够长才干、壮筋骨，在改

革攻坚中勇攀高峰。

当 代 中 国 青 年 施 展 才

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

想 的 前 景 无 比 光 明 。 各 地

各 部 门 推 出 一 系 列 就 业 创

业、住房安居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为青年的成长成才提

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着力满

足青年多样化、多层次发展

需 求 。 在 这 个 利 于 创 新 创

业创造的环境中，当代青年

要 实 现 自 身 进 步 与 社 会 发

展“双向奔赴”。

青年要有敢为人先的探

索精神。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

量，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要深刻理解把握时代潮流和

国家需要，勇于跳出舒适区，学会“自找苦吃”，扎根到广

袤的乡野，投身到火热的实践中，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

者、开拓者、奉献者。

青年要有攻坚克难的信心勇气。青年的人生之路很

长，前进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心中有

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才能创造无

愧于时代的人生。青年要在吃苦耐劳中修炼坚韧的品

格，磨砺出不惧风吹雨打的从容斗志，真正做到不怕事，

能干事，干成事，不断增强自身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勤学苦练中淬炼本领。只有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成为行业里的“能工巧匠”，

才能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新时代的青年要倍

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积极锻造自己的吃苦能力，

用心用情书写奋斗篇章，勇于“挑大梁”，当好“排

头兵”，为建功新时代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

用心用情书写奋斗篇章

李丹丹

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多个城市，陪诊师

作为一个新兴职业正悄然兴起。今年 35 岁

的韩铮从事陪诊师工作两年多，“幸福感很

强”是他对这份工作的评价。“工作时间灵活

自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大部分人选择

成为陪诊师的主要原因。”韩铮说，随着社会

老龄化程度加深，陪诊师越来越被大众认

可，看到患者就诊更加安心舒适，自己也非

常开心。

细心“跑腿”

下午 1 时许，距离医生接诊还有约半个

小时，韩铮到达同仁医院门口等候患者的到

来。“一位老人因眼痛和视力减退，专门从山

东烟台来到北京，希望得到知名专家诊治。”

韩铮告诉记者。

和老人会合后，韩铮在拥挤的候诊大厅

找到一个空座，将他安顿好。之后，韩铮前

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通过导诊

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检查。

候诊过程中，韩铮一边关注大屏幕上的

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哪些检

查。一个半小时后，韩铮帮助老人顺利完成

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例记录，把医嘱逐

项念给老人确认，再将他送上出租车。

“这个职业的进入门槛并不高，但需要

耐心、细心、热心。很多患者处在病痛之中，

陪诊师既要保证顺利完成问诊，还要尽可能

缓解患者焦虑、紧张等情绪。”韩铮说。

韩铮原本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偶然看到

的一则新闻促使他选择成为一名陪诊师。

“2021 年，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一些外地患者

因各种原因不方便到北京，于是成立了病友

群，由北京本地的患者帮助他们代问诊、代

取药。这让我很受触动。”韩铮说，由于在大

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比较忙，老年人无人陪诊

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外地人不方便就诊的

情况也很多，他们都有陪诊的需求。

从业两年来，韩铮发现，在众多线上平

台上，陪诊服务的搜索热度不断上升，在选

择陪诊服务的患者中，超过 70%的人来自外

地。“小到取送报告、复印病历、代取中药、医

嘱提醒，大到就医导诊、陪同检查、诊前咨

询，陪诊师几乎包揽了与看病相关的工作。”

韩铮说，在节约就诊时间的同时，节省了食

宿等开支，降低了就医成本，这是患者找陪

诊师的主要原因。

真心陪伴

医院太大像迷宫、科室太多不好找、设

备智能太复杂、身体虚弱无人陪⋯⋯每天

辗转于不同医院，韩铮对于老年人“独自看

病难”的问题深有体会。在他看来，陪诊师

除 了 完 成 代 取 报 告 、邮 寄 病 例 、代 预 约 等

“跑腿”工作，还承担着患者“临时家人”的

角色。

“不少老年人行动不便，但排队取药、检

查缴费往往需要来回跑，再加上对自助机操

作 不 熟 练 ，就 医 确 实 存 在 诸 多 不 便 。”韩

铮说。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

调查成果》显示，2020 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已

达 4200 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达 1.18 亿，看

病 就 医 已 成 为 这 部 分 人 群 面 临 的 突 出 困

难。“我陪诊过很多老人，订单大多是子女下

的。这些老人或有慢性病，或是身患癌症需

要定期化疗，一个月跑医院五六次，子女们

分身乏术。”韩铮说。不久前，韩铮陪同一位

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年患者前往医院就诊。

因在外地出差，患者的女儿委托他帮助父亲

完成就医，并完整转达医嘱。

需要陪伴看病的不只有老年人。漂泊

在外的独居年轻人、疲于照顾孩子的宝妈、

需要产检的孕妇、病急不知如何投医的“小

白”⋯⋯当身体的痛苦与精神的孤独同时

袭来，即便是年轻人也会变得脆弱。在韩

铮看来，陪诊师临时代替家人陪同患者看

病，不仅要提高就诊效率，帮助病人尽快缓

解病痛，同样重要的是给予病人一份温暖

的陪伴。

用心提升

除了“跑腿”之外，陪诊师还需要具备必

要的职业技能。韩铮说，刚入行时，自己下

了不少笨功夫。比如，陪同患者去一个不

熟悉的医院，他会提前跑一趟，了解开诊

时间、挂号数量、检查注意事项，还会摸

清每个科室、检查室、缴费处的位置。

为了帮助患者高效预约诊疗，韩

铮下载了近 30 家医院的客户端，每

天关注医院的最新动态，了解各医

院的专长和相关医保政策。

随着陪诊服务走入大众视野，

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也受到关注。调

查显示，由于行业制度尚不健全，从

业人员资质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规

范的岗前培训等成为影响陪诊师职

业发展的“绊脚石”。韩铮认为，对一

名合格的陪诊师来说，要不断加强学

习，既要具备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技能，还

要有基础的医疗知识，成为医生与患者之

间的桥梁。韩铮这样想也这样做，持续努

力提升自己，今年 4 月，他参与心肺复苏、创

伤救护的理论和实操培训，拿到了由北京市

红十字会核发的救护员证。

陪 诊 师 ：做 患 者 的“ 临 时 家 人 ”

□ 本报记者 康琼艳

赵斌(右二)与班组员

工一起探讨超高压电缆接

头技术。 （资料图片）

赵斌在进行超

高压电缆接头搪铅

作业。

（资料图片）

韩铮帮患者打印检查报告。 本报记者 康琼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