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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毫 厘 护 千 里以 毫 厘 护 千 里
——记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电缆检修班班长吕立翔记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电缆检修班班长吕立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 波波

投身乡村

干出精彩
温济聪

刘香兰刘香兰（（前排左前排左））在在 20242024 年海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上年海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上

展示非遗技艺展示非遗技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世鹏潘世鹏摄摄

吕立翔在对吕立翔在对 220220 千伏宁莫线电缆隧道千伏宁莫线电缆隧道

开展巡检开展巡检。。 杜杜 懿懿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千 年 黎 锦 展 新 颜

□ 本报记者 潘世鹏

京 沪 高 铁 南 京 南 站 的 地 下 电 缆 隧 道

里，漆黑一片、潮湿闷热。国网南京供电

公司电缆运检中心电缆检修班班长吕立

翔背着十几斤重的设备，打着手电筒，一

遍遍蹲下、站起，不时做着检测、记录。

“氧气含量正常、无有毒有害气体，电缆

支架螺丝无松动、电缆接地系统无异常⋯⋯”

经过“望闻问切”，吕立翔准确判断地下电

缆状况，保障铁路安全运行。

自 2001 年参加工作以来，吕立翔一直

从 事 电 缆 安 装 、运 维 、检 修 工 作 ，从 一 名

“ 小 白 ”成 长 为 能 够 独 当 一 面 的 技 能 专

家。他先后负责主持了 50 余项重要电网

建设项目，参与敷设上千千米高压电缆线

路，组装过近 1000 套电缆附件，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以及“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

手”称号。

做精技术活儿

“电缆隧道中，一般每隔 400 米左右有

一组电缆接头，电缆接头是两段电缆的连

接点，也是容易发生事故的薄弱环节。”吕

立翔说，在狭小的地下空间里，要做到高效

检查、安全操作，需要长期积累经验。

2001 年，吕立翔从苏州电力工业学校

毕业后来到当时的南京供电局电缆管理

所，成为一名从事高压电缆线路建设的电

缆工人。

“刚入职时，我自信满满，丝毫不在意

细节。殊不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点

点误差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第一

次剥切电缆时，我在测量护套长度环节就

差点出了错。师傅陈德风不放心，重新检

查了一遍护套长度，果然差了 5 毫米。”吕立

翔说，师傅告诉他，对高压电缆而言，5 毫米

属于很大的偏差，对电缆安装造成的安全

影响不容小觑。自那以后，他就把“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作为

座右铭。

随着学习和实践的深入，吕立翔越发

认识到，安装和检查电缆是一门精细的技

术活，要想把电缆工作做好，必须踏实刻

苦、认真学习，做到持之以恒。

为进一步提升技术，吕立翔主动学习

制图绘图知识，认真观察师傅的操作，只要

有时间，就“泡”在训练基地练习绝缘刮削

和搪铅技艺，每天与数百公斤重的电缆为

伴，日复一日钻研业务。

“电缆主绝缘和半导电屏蔽层的剥切

需要用玻璃片刮削，尺寸误差要控制在毫

米之内，唯有不断练习，才能熟能生巧。”吕

立翔双手握住玻璃片两端，在电缆端头轻

轻划过。接着，他放下玻璃片，拿起一条砂

布以每秒 2 次的速率在绝缘层表面匀力拉

拽。由于手指常年按压玻璃片，吕立翔的

拇 指 和 手

掌相连的关节已经变形突出，手指和手掌

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凭借勤学苦练、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吕立翔 29 岁就获评国网江苏电力电缆专业

高级技师，33 岁就获评国家电网公司优秀

技能专家。

持续创新突破

多年来，吕立翔在岗位上持续创新、寻

求突破，通过引入新技术和改进管理方式，

提升工作效率。

2013 年底，吕立翔从电缆建设岗位转

到运维岗位，负责城市高压电缆线路运维

管理工作。“当时，我们 17 名班员负责巡检

体量庞大的电缆设备，每人每天徒步巡检

达 20 公里左右，巡检压力非常大。”吕立翔

说，要高效开展巡检，保障电缆安全运行，

亟需改进巡检方法。

为 此 ，吕 立 翔 认 真 分 析 电 缆 巡 检 数

据，仔细梳理每条线路的基础信息、缺陷

隐 患 ，逐 一 研 判 每 条 电 缆 线 路 的 运 行 状

况。最终，他提出了差异化巡检策略，即

根据不同线路的运行状况制定相应的巡

检频率。采用差异化巡检策略后，运维团

队的巡检效率提升 50%以上，巡检人员减

少约 10%。

吕立翔提出，要采取精益化、智慧化管

理方案，加强电缆线路从设计建设到运维

检修的全流程管理。从 2013 年开始，吕立

翔带领团队用了近 3 年时间，开发出集精益

管理、在线监控和三维可视化平台于一体

的大型地下电缆网精益化管理系统，实现

电缆专业生产管理标准化、流程化、精益

化。引进智能机器人、在线监测技术和智

能感知设备等，不断提升巡检效率。经过

多次迭代升级，大型地下电缆网精益化管

理系统从最初的 3 个应用模块拓展到 10 多

个微应用，功能涵盖电缆专业全流程工作，

推动企业电缆运检工作从以人工为主转变

为以机器为主。

2019 年，国家电网启动了高压电缆

专业水平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打造

5 个国际一流高压电缆精益管理示范

城市，南京是试点城市之一。吕立翔

带领团队负责南京高压电缆专业水

平 提 升 项 目 ，利 用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构建

起了电缆立体化巡检和监测体系。

吕立翔向记者介绍，目前，南京

430 多条 110 千伏及以上电缆通道，

安装了 2500 多套智能可视化设备，

累计在电缆通道内安装温度、湿度、

有毒气体、局部放电等近百类上万件

在线监测装置，构建了主动预警、人

机协同立体巡检、智能消防等

10 多个智慧应用场景，实

现 了 电 缆 通 道 全 天 候

实时监测。

从传统管理到精益化管理，从人工巡

检到智能巡检，从发生故障再处理到主动

发现隐患提前消除缺陷⋯⋯在吕立翔和同

事的努力下，南京供电公司电缆专业管理

水平持续提升，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安全可

靠的电力保障。

传承工匠精神

“一个好的电缆接头可以和电缆的寿

命一样长，但电缆接头尺寸差几毫米就可

能引发故障。电缆埋在地下，故障处置时

间较长，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接头尺寸

不差分毫。”吕立翔在电缆制作技术培训课

中经常这样提醒。

2018 年，吕立翔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

吕立翔的肩上又多了一份“传帮带”的责

任。“从工作室成立开始，我就决心要利用

好这个平台，把自己所学所知完全分享出

来，帮助更多年轻人在技能上取得进步。”

吕立翔说。

刘剑是首批加入吕立翔技能大师工作

室的成员之一。他告诉记者，吕师傅经常

强调，电缆安装巡检涉及千家万户，必须要

有极端负责的较真精神，才能确保电缆安

装巡检不出差错。

“ 这 些 年 ，每 次 遇 到 大 型 电 缆 建 设 项

目 机 会 ，吕 师 傅 总 是 会 把 年 轻 人 带 到 现

场，一边操作、一边教学。只要有机会，便

让我们上手操作。经过吕师傅的培训，每

位成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快速提

升。”刘剑介绍，近几年，吕立翔带

领 工 作 室 成 员 完 成 了

220 千伏沈古电缆

接 头 更 换 维

修、220 千

伏 秋 高

线 大 长 度

电 缆 敷 设

施 工 评 审

和 验 收 等 工 作 ，团 队

参 与 建 设 的 220 千 伏 宁 莫 线 智 慧 线 路 和

智能隧道获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评选

的 年 度 标 杆 输 电 线 路 ，获 得 20 多 项 国 家

发明专利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择一事，终一生，是师傅常常教导我

的 话 。 今 后 ，我 要 把 电 缆 检 测 和 维 修 技

术 传 承 下 去 ，带 领 更 多 技 术 人 员 在 电 力

电缆领域不断攻

坚 克 难 ，向 上

突 破 。”吕

立 翔 告 诉

记者。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这段时间格

外忙碌，她在海南省五指山市开展

的各类活动中展示非遗技艺。

记者近日在五指山市南圣镇什

兰村的非遗技艺传承活动上见到刘

香兰时，只见她席地而坐，腰带缠于

腰间，伸直双腿，紧踩经线木棍⋯⋯固

定好织机两端经轴后，刘香兰用分经棍

将经纱分成上下两层，双手引纬，拉拽

间 将 纬 线 打 紧 ⋯⋯ 综 杆 提 花 、断 纬 织

彩 ，复 杂 的 技 巧 编 织 出 精 美 的 花 纹 图

案。刘香兰使用的编织工具是踞腰织

机，所运用的编织技艺是黎族传统织锦

技艺。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海南省

黎族妇女创造的纺织技艺，已有约 3000

年历史。在长期的实践中，黎族妇女不

断 完 善 形 态 ，提 高 水 平 ，形 成 了 由 纺 、

染、织、绣四大技艺类型构成的完整技

艺体系。该技艺于 2006 年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刘香兰是土生土长的五指山人，十

三四岁时就跟着母亲学习纺染织绣手工

艺。“黎锦是需要用时间打磨的艺术。”刘

香兰说，每一件成品都要经过纺、染、织、

绣 4 个步骤，花费三四个月；若是复杂的

织法，则需要更久的时间。

黎锦的绣，有单面绣、双面绣、数纱

绣等绣法，产生的纹样有百余种。人形

纹、动物纹等传统纹样记录着黎族的生

产活动和民俗风情，也寄托着黎族百姓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刘香兰的黎锦

作品里，底色为黑色和蓝黑色的居多，

偶有红色。白、黄、绿、紫等更多是作为

综合搭配色出现。“传统的黎锦蓝黑色

居多，劳动时耐脏，洗起来方便。”刘香

兰说，“现在日子好了，颜色搭配也比以

前更丰富。”

刘香兰已经与纺染织绣技艺结缘四

十多个年头。“从当年的懵懵懂懂到现在

的基本精通，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几

乎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刘香兰说，她现

在将精力都用在推广传承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上。

黎 锦 也 一 度 面 临 后 继 无 人 的 境

况。过去黎锦是门难学的手艺，只能靠

师傅手把手带着徒弟练习。在刘香兰

看来，黎锦的传承需要顺应时代变化。

她于 2005 年成立了五指山香兰黎族织

锦传习有限公司，把全村妇女集合起来

织锦。两年后，她又在相关部门的帮助

下创办了五指山黎族织锦传习所，免费

开办织锦技艺培训班。

为 传 承 技 艺 ，刘 香 兰 不 仅 定 期 到

各 村 现 场 教 学 ，还 经 常 到 海 南 省 民 族

技 工 学 校 和 一 些 中 小 学 校 进 行 教 学 。

她说：“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和掌握黎

锦技艺，更好地传承非遗文化，让传统

的黎锦文化和黎锦艺术在新时代焕发

光彩。”

刘香兰还带领团队将传统黎锦与

现代工艺相结合，开发出文创产品。在

五指山市近期举办的非遗宣传展示活

动现场，五指山香兰黎族织锦传习有限

公司展示了黎锦工艺的服饰、手机包、

香包、公仔、鼠标垫等产品，吸引了市民

游客的关注。

刘香兰深知，要使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发扬光大，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

够的。因此，不管哪里有宣传推广活动，

她都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并且每次都带

头示范。“我希望通过努力，带动更多人

爱上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让黎锦走

入更多寻常百姓家。”如今年近六旬的刘

香兰，依旧每天线不离手，用精湛的工

艺、炽热的情怀，书写着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的传承故事。

随着黎锦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千年技艺正不断焕

发出崭新生命力。“世界上没有两幅同样

的黎锦，黎锦应该不断地创新、发展。”刘

香兰说，“黎锦的色彩，是在强烈的视觉

冲击中展现生命力。传承老技艺，绝不

能拘泥守旧，要不断求新求变，让黎锦展

现出更强的生命力。”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种粮大户

张文龙创建“家庭农场”，千亩承包田

全部实现机械化生产；山东省聊城市

新农人赵善芹利用现代播种技术，精

细控制种植密度，提高种植效率；河北

省沧县新农人张宸成立农机专业合作

社，吸纳周边拥有农机设备的农户加

入，共同发展土地托管服务⋯⋯这些

区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农人，既下得了

地、赶得了海，又积极拥抱互联网，正

活跃于农业农村创业创新的大舞台，

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生力军。

所谓新农人，是指具有新理念、

新技术、新业态、新生产组织方式，以

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经营、服务等各

环节为主要收入来源，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新型职业农民。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全国农业农村系统着力壮

大乡村人才队伍，形成了 40 多万人的

农业科研队伍、620 多万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累计培育 900 多万名高素质

农民，形成了“头雁”领飞、“雁阵”高

飞的农业发展模式，为农业农村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农人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正为农

业农村的振兴带来新观念、注入新活

力。不过，一些新农人还没有掌握现

代农业的新技术、新方法，缺乏系统

的农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等，这些都成

为新农人的短板和掣肘。新农人要

在坚持锻长板的同时，着力补短板，

努力提升综合素养。

一方面，新农人需积极学习新技

术。伴随着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

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

到 62.4%。很多农业新技术进入农民

视野。比如，设施农业、立体栽培等

技术的出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品

质，传统农业逐步告别“靠天吃饭”；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农业机械化等技术的应用，让农民种田越来越轻松高

效。新农人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生产模式，努力掌

握数字化生产技能，提高粮食种植质量和效率，让种田越来

越高效。

另一方面，新农人要掌握农林经营管理知识。新农人应

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和院校线上线下资源，学习更多农业技术

和农林经营管理知识；并利用好农业高校院所的科研优势，

争取他们在良种培育等方面的技术支持等，坚持在干中学、

在学中干，掌握农作物生长规律、学习种植技术、了解作物生

长情况、积累农田信息与生产数据。此外，新农人要多向传

统农民请教学习，新老农人之间加强联合和合作，一起把产

业做大、链条做强。

当下，农村不仅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更是干事

创业的舞台。期待更多新农人投身到乡村

振兴事业中来，用新技术为农业赋能，为

绘 就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新 画 卷 贡 献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