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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明（左）与徒弟在现场研讨第四代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的实

际作业成效。 王立国摄（中经视觉）

张黎明（中）带领滨海黎明服务队队员开展用电设

备隐患排查。 李 婷摄（中经视觉）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

万 家 灯 火 的 守 护 者
本报记者 周 琳

谦和的微笑，忙碌的身影，扎根电力抢修

一线，坚守在服务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

里”，他就是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

电 分 公 司 运 维 检 修 部 配 电 抢 修 班 班 长 张

黎明。

30 多年来，他坚守初心使命，一步一个

脚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因工作成

绩突出，先后被评为“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和“时代楷模”。

扎根一线练绝活

“电力抢修工作就像是解决电力故障的

‘120’，而电力抢修工人则是抢修线路的‘全

科医生’。越是节假日，老百姓就越需要我

们；越是恶劣天气，企业客户就越需要我们。”

长年服务在北方工业重镇天津滨海新区的张

黎明始终把及时排除故障隐患、保障区域用

电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24 小时值守、一年 365 天手机在线，对他

来说是家常便饭，为的是第一时间接到电话、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让辖

区内的 60 多万企业用户和 200 多万居民想用

电时就能用上电、用好电。

30 多年来，张黎明巡线的足迹遍及滨海

新区的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对所负责的电力

线路全部参数指标、安全状况、沿线环境及用

户特点等情况了然于胸，被同事们形象地称

为“抢修活地图”。

“他们说我这个‘活地图’有时候甚至比

真正的地图还好用。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

这些路是我用脚、用心一步步丈量出来的。”

张黎明说。

通过不断努力，张黎明练就了一身绝活，

大大小小的电力抢修问题在他手中迎刃而

解。他还将实践上升为理论，把多年来遇到

的上万个故障进行分析梳理，编辑成《急修案

例库》和《抢修百宝书》，分享给同事。遇到故

障，大家可以像查字典一样按图索骥，抢修效

率成倍提升。

从参加工作伊始与师傅们一同摸爬滚

打，到被徒弟们称为“活地图”“百宝书”，张黎

明练就一身“绝活儿”的背后，是他对工匠精

神的执着专注与极致追求。

志愿服务赢信赖

“这灯不亮就是灯泡问题，做好安全防护

直接换上就可以了。那位戴安全帽的小伙

子，你先把闸拉了，然后上去直接拧下灯泡。”

张黎明说。

滨海新区新港大街小区，与张黎明同行

的不仅仅有以张黎明名字命名的黎明服务队

队员，还有来自新村街向阳社区的 10 多位光

明志愿者。

随着志愿服务范围逐渐扩大，有解决楼

道照明需求的老小区越来越多。“我倡导在社

区招募光明志愿者，手把手对他们进行实地

培训。这样再出现一些小问题，他们就能在

第一时间解决了。”在张黎明的带动下，更多

社区志愿者走上奉献爱心之路。

2007 年，黎明服务队成立。成立伊始，

这支服务队就作出“黎明出发 点亮万家”的

承诺。张黎明带领服务队员将电话公布在社

区敬老助残服务卡、街道市民服务手册和便

民爱心卡上，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打个电话随

叫随到。

从 2007 年成立以来，服务队义务为老旧

楼道安装节能灯具，累计点亮 400 多个“黑楼

道”，使 4000 多户居民受益。

“能为老百姓干点儿实实在在的事，无论

过程多么艰难，心里只有一个字，值！”正是因

为坚守着这样的信念，张黎明带领的服务队

已经成为滨海新区各社区里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如今，服务队已经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

成为由 30 个分队、400 多名队员组成的社会

志愿服务组织，“黎明出发 点亮万家”的承诺

也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的一张“名片”。结合长

期的抢修实践，张黎明对故障的判断日益精

准，练就了一双电力抢修的“火眼金睛”，通过

对线路保护动作情况、设备健康状况、故障周

围环境“望闻问切”，迅速准确地判断出故障

的基本性质和位置，圆满完成 2 万余次故障

抢修、倒闸操作等作业，从未发生安全事故，

成为大家信赖的“电管家”。

乐于创新结硕果

“新充电桩能满足需求吗？用起来方便

吗？还有什么问题？”张

黎明又来到天津市滨海

新区新村街道正义里社

区，现场调研去年 10 月

安装的移动共享充电桩

使用情况。

他与劳模创新工作

室成员经过创新研发，

将充电桩由固定式改为移动式，扩大了充电

桩覆盖范围，改变了以往的“车找桩”局面，解

决了老旧小区群众充电难问题。

“目前，充电臂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拉伸

不够灵活，再调整一下就能更顺畅。再找几

个老社区试试，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张黎明

信心十足地与队员们商量着下一步复制推广

的安排。

“眼睛盯着大家伙的着急事儿，创新才能

有新目标。”他将工作场所变成了创新园地，

把在电力抢修工作中摸索积累的丰富经验，

用在改进技术创新上。依托张黎明创新工作

室，他带领团队累计开展技术革新 500 多项，

研发出“可摘取式低压刀闸”等多项创新成

果，获国家专利 200 多项。

让张黎明倾注最多心血的创新，是他和

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

如今这个机器人已经迭代升级至第四代，并

在 21 个省份推广应用，累计代替人工作业超

过 4.2 万次，迈出了产业化的坚实步伐。

除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外，张黎明还牵

头研发了乘用车领域多工位自动充电机器

人，在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实践

应用。

张黎明说：“创新要‘不怕小’，解决实际

工作中的问题，就是创新。创新还要‘不怕

大’，要敢想、敢干，不怕失败。这才是我们新

时代产业工人该有的样子。”

张黎明时常勉励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创新

事业中。如今，黎明创新工作室已经成为培

育创新人才的重要场所。“跟着黎明师父觉得

挺幸运的。”徒弟吕涵说，张黎明带徒弟从来

都是毫无保留地传授技巧，用他的话说是“掰

开了揉碎了”讲，生怕徒弟听不懂。在其带领

下，公司涌现出多名“电力创客”“蓝领创客”，

产生出很多创新成果。

器物有形、匠心无界。张黎明认为，对待

工作要讲究不能将就，践行工匠精神就要有

一种传承和担当精神，既要在专业上精益求

精，更要在心中根植家国情怀。

“作为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就是要敢

想、敢干、不怕失败，创新、创造、不断突破。

我将继续扎根一线，立足工作岗位，为创造美

好生活充电。”张黎明说。

将家国情怀写进新创业史

万

政

广东省工商联日前公布了

一组数据：在 2022 年广东省工

商联推进的“万企兴万村”行动

中，共有 2200 多家民营企业投

入超 18 亿元。

数 字 背 后 是 数 千 家 企 业

在保障生产经营的同时，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扛起的时代

责任。多年来，广大企业家奋

发有为、主动作为，在市场竞

争中奋力打拼，在推动践行新

发 展 理 念 、参 与 国 家 重 大 战

略、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彰显了不负时代的

家国情怀。

中 国 人 的 家 国 情 怀 从 来

不是抽象的、表面的，而是具

体的、深刻的。对于企业家来

说 ，家 国 情 怀 是 推 动 发 展 进

步、技术革新的隐形力量与精

神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企业

家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抓住发

展机遇，与国家同行，与时代

共振，自觉将家国情怀融入企

业发展。

涵养家国情怀，要胸怀“国

之大者”。

家国情怀是使命，更是担

当。当前，乡村振兴、生态环

保、扶困助老、医疗卫生⋯⋯每

一个社会问题都是国之关心、

民之关切，是国家社会对企业

期许的大方向。企业家要增强

家国情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

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觉承担起推进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历史责任，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抢抓机遇、主动

求变。

涵养家国情怀，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企业家爱国

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带领企业奋力

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

影响力更大的发展。

企业小家承载着千万个家庭，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企业家要拿出创造经济效益的看家本领，合理合法创

造财富，努力带动企业甚至行业发展，在稳定增长、增

加就业、创业创新等方面贡献力量。同时，企业家要积

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企业内部建立科学合理的分

配制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健全工资合理增长

机制，提升员工福利保障水平，使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

惠及全体员工。

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广大企业家要将家国情怀写进

新创业史，以强烈的责任感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与

重任，不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为我国经济腾飞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桥梁分公司焊接特级技师张明——

精 湛 技 术 惊 艳 世 界
本报记者 齐 慧

如果说桥梁杆件是一座桥的骨头，

那么焊接就是连骨成架的关键一环，只

有精湛的焊接技艺才能让桥梁跨山越

海、坚如磐石。

“每一条焊缝都关乎桥梁的安全，我

们要保证做到最好。”这是中铁山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山桥集团”）桥

梁分公司焊接特级技师张明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张明从事焊接工作已有 16 年，一路

从学徒成长为特级技师，用手中的焊枪

为我国桥梁事业和技能强国建设贡献

力量。

在中铁山桥集团桥梁分公司厂房

里，张明正蹲在铁板上，头戴焊帽、手握

焊枪、屏气凝神，将焊丝深入主梁腹板与

盖板的接缝中，开始熔透焊接。随着焊

光闪烁，焊接过程一气呵成。用精密的

仪器测量，焊缝合格且完美。

对张明来说，焊接的过程是一种享

受。沉浸于工作中，周围的世界仿佛变

得安静，飞溅的焊花也特别有魔力。可

对此了解的人才知道，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 高 手 ，不 是 一 天 练

成的。

2007 年，18 岁的张明走出校园，来

到中铁山桥集团从事桥梁钢结构焊接工

作。作为学徒，他经常守在老师傅旁边，

仔细观察操作角度、方法，悉心记下电流

强度等数据。“成为好的焊工没有捷径，

只能用心揣摩、不怕吃苦、耐心钻研。”张

明说。

工 作 中 ，张 明 有 一 股 不 服 输 的 劲

头。他经常加班练习，从钢结构的平焊、

立焊再到钢管各种位置的焊接，弧光晃

眼，铁水灼肤，他却一项接着一项不知疲

倦地练。因为练得最苦最多、悟性又高，

张明很快熟练掌握了各种焊接方法。

精益求精，玉汝于成。从平焊、横焊

到立焊、仰焊，从结构焊到熔透焊，张明

的“十八般武艺”令人叫绝。

在一座桥梁中，有无数个钢结构。

一个钢结构的诞生，需要经过焰切、组

装、焊接、修整、打砂、喷漆等多道工序。

张明要做的是将不同的钢板焊接在一

起，形成钢结构的精确形态。

“走出去，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技

术。”张明的底气，来自于在世界级重点

工程项目中的磨砺，做就做到极致、干就

干到出彩。

2012 年，中铁山桥集团承接了国外

一座大桥钢结构制造项目。项目制造标

准极高，要求桥面全部钢板焊缝的单道

焊接全部熔深达到 80%以上，且不能焊

漏 、焊 穿 。 对 于 这 样 的 要 求 几 乎 没 有

先例。

“面对技术上几乎不能完成的世界

性难题，我偏要试一试。”张明把挑战和

困难当作机遇，主动请缨、迎难而上。U

型肋薄，熔深要求高，平角位单道焊还要

一次成型，在这种罕见的技术难度下，张

明向老师傅请教，不断调整焊枪的角度、

摆动幅度，大胆调试电流的强度、稳定

性，优化焊接工艺、优选参数⋯⋯通过反

复研究实践，张明攻克了技术难关，摸索

出“U 型 肋 单 道 对 称 焊 接 一 次 成 型 ”

工艺。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交通支点工程，是首个采用欧

洲标准的全焊结构、超厚板、公铁两用钢

桁梁桥。超厚板厚度达到 110 毫米，创

下桥梁制造的“新厚度”。张明和同事需

要在宽仅 370 毫米的箱体内完成两块超

厚钢板对接缝的焊接。一开始，张明拿

着焊枪在闷热的箱体里一蹲就是大半

天。几天下来，他发现用这样的焊接方

式进行焊接，焊缝检测合格率不到一半。

张明利用下班时间查阅资料、开展

实验、反复研究。一次次优化坡口的角

度和尺寸，一遍遍调整焊料和电流的配

比参数，并将原先“双坡口焊接”方法改

进为“单坡口、背面加钢衬垫熔透焊接”

方法，成功啃下这块“硬骨头”。

“ 焊 接 ，不 仅 要 心 细 ，还 要 出 奇 制

胜。”张明说，每座桥都是个性化的定制

产品，需要不断调整焊接方法，实现一个

又一个突破。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高

超的焊接技能，张明先后参建了南京大

胜关长江大桥、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港

珠澳大桥、孟加拉帕德玛大桥等 20 余个

国内外重点工程。

因能力突出，张明被授予全国技术

能手、中央企业“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劳

动 奖 章 等 荣 誉 。“这 既 是 肯 定 ，更 是 鼓

励。我将继续精研技艺，为祖国的桥梁

焊接事业贡献力量。”张明说。

中铁山桥集团桥梁分公司焊接特级技师张明在施工中。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