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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位于昆明的草铺变电站是云南省昆明的草铺变电站是云南省““西电东送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的重要枢纽。。李辉曾带领团队对李辉曾带领团队对草铺变电站进行改造草铺变电站进行改造，，保障电网保障电网

的安全稳定运行的安全稳定运行。。 张毕翔张毕翔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煤矿工人在山西焦煤马兰矿的智能控制中心工作煤矿工人在山西焦煤马兰矿的智能控制中心工作。。

张张 鹏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对很多人来说，“继电保护”是一个比

较陌生的概念，但却关系着千家万户每时

每刻的稳定用电。

“电力系统庞大复杂，难免会发生各类

故障，这就需要通过自动装置，在短时间内

发 现 并 及 时 排 除 故 障 ，这 就 是‘ 继 电 保

护’。我的工作就是负责电力系统保护装

置的运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

电局继电保护工、特级技师李辉说。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在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业

坚守 32 年，李辉从一名中专学历的员工成

长为大国工匠。面对荣誉，李辉依然坚守

工作一线，觉得自己“有一颗年轻的心、好

奇的心、奋斗的心，还可以为国家电力事业

贡献更多力量”。

善于发现专业之美

每当李辉被问起自己的奋斗历程时，

他总爱展示创新工作室里的一台旧笔记本

电脑。这台外壳已有破损的“砖头式”笔记

本电脑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也是李辉热衷

于专业学习的见证。

1992 年，李辉中专毕业后进入昆明供

电局工作，主要负责对继电保护设备进行

安装、调试、运行、维护。那台旧笔记本电

脑 购 买 于 1998 年 ，是 李 辉 的 第 一 台 笔 记

本 电 脑 。 当 时 ，李 辉 1 个 月 的 工 资 不 到

1000 元，买这台电脑就花了他一年半的工

资——1.8 万元。“工作中需要画线路图、设

计电路板，我们又经常住工地，带笔记本电

脑比较方便。”李辉说。

“在工作中，要善于发现专业之美”，这

是李辉始终坚持的信念，也是他至今对本

职工作充满热情的原动力。参加工作以

来，李辉坚持钻研继电保护设备工作原理，

买了各类专业技术图书、资料以及继电保

护装置的元器件实物，工作之余不断进行

学习研究。

“电力系统保护装置要在 0.01 秒内完

成电气量的检测、计算、逻辑判断，然后发

出正确指令，整个过程可以用精妙绝伦来

形容。”李辉深深地被这个领域专业的知识

所吸引，并不断发现着专业之美。

电磁型保护、整流型保护、晶体管、集

成电路、微机保护、智能化保护⋯⋯李辉的

成长，伴随并见证了继电保护专业多次重

要的迭代更新。李辉说：“每一次迭代更新

都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带来新

的更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如

果 不 努 力 学 习 新 知 识 ，可 能 连 最 基 本 的

工 作 任 务 都 完 成 不 了 ，更 不 要 说 有 所 创

新了。”

在李辉看来，电力系统最怕出现不易

被发现的小毛病。因为这些毛病虽小，但

却能造成整个系统、巨量电能传输的“大问

题”。从事继电保护专业 32 年来，李辉不断

钻研前沿技术，积累了丰富经验，练就了善

于从成千上万的元器件中找到问题、破解

难题的绝活，用专业技能守护着电网安全，

在防止大面积停电事故、提高供电可靠性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发明创造

“谁会在家里专门设个工作台，利用休

息时间做实验、搞创新呢？李辉会！我们

之前去李辉家做客时，发现他的家里就有

一个专业实验台，我们都很佩服他。”与李

辉共事 30 多年的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

变电修试所设备状态二班技术负责人李毅

勇说。

“我很喜欢用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李

辉认为，“发明创造不只是科学家和工程

师的事情，一线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也可以

做到。”

李辉介绍，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电力系

统的变压器要测量其电流相量图正确后，

才能正式投入运行。常规做法是将变压器

先投入系统，带上负荷后再进行测量，这种

方式会导致变压器反复停电改线，反复停

送电操作、测量。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

会带来较大风险。对此，李辉经过计算分

析，提出了一项新的课题，进行了大量试

验，最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并运用到实践

中，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过去，变电站主变压器循环散热控制

系统由电磁元件构成，故障率很高。对此，

李辉自主设计了微机风冷控制器验证机，

提高了散热系统的稳定性。李辉还带领团

队攻克多个技术难关，排除多起电网和设

备重大隐患，为电网安全运行作出突出

贡献。

随着近年来我国电网建设

的加快，跨片区不停电调电

动辄需要几个电站、几

十名专业人员配合

才能完成，不仅

耗 费 人 力

物 力 ，

风险也随之增加。针对此问题，李辉和团

队用时一年半，成功研发出“不停电快速调

电装置”。该装置合环调电可将系统合环时

间限制在“150 毫秒”内，将调电需要的人力

缩减到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参与即可，也降低

了停电的风险。李辉说：“这个装置填补了

国内无专用快速调电装置的技术空白，也成

功转化为产品应用于电网企业中。”

全力迎接新挑战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近年来，我国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大量

接入主线，电力系统的波动性增加，出现了

电气量的测量难、分析难等问题。李辉和

同事们切身感受到绿色清洁能源迅猛发展

给电力系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辉说：“天时阴时晴，风时有时无，新

能源具有波动性、随机性、间歇性等特点。

我们继电保护专业就像电力系统的安全卫

士，要确保电力系统的免疫能力保持正常，

抵御来自外部的侵扰，要让我们的继电保

护系统更灵活、更迅速、更智能、更强大。”

针对清洁能源增加带来的波动性问题，为

实现电气量稳定精准测量，李辉主持开展

了“智能矢量测量分析仪”研发项目，仪器

全部硬件、软件都由其带领团队自主完成。

30 多年来，李辉带领团队先后完成 60

余项技术攻关、完成 37 座变电站综合自动

化改造、获得 50 余项国家专利、完成 26 项

成果转化、主导制定 2 项国家标准。2011

年以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先后成立

了李辉劳模创新工作室、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李辉说：“大国工匠是知识型、创

新型技术工人的代表，我们取得的荣誉也

是云南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成效的体现。”

如今，李辉劳模创新工作室从成立之

初的 10 人发展到 54 人，工作室成为昆明供

电局培养人才和提升员工技能的重要平

台。李辉的徒弟、昆明供电局继电保护高

级工宋庆林说：“他会毫无保留地为年轻人

答疑释惑，并将对继电保护专业的热爱传

递给年轻人。”

“工匠精神是一种执着专注的专业精

神，也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李辉

说，作为电力系统的老兵，

自己将和团队、工友一起

持续专注本职工作，提升

业务技能，努力把前沿

技术应用到工作实践

中，为保障国家能源

电 力 安 全 作 出 新

贡献。

8 月 6 日早上 8 点，刘斌坐在地面集

控室内自如地操纵着手柄。随着他按下

截割启动键，煤矿井下 400 米深的工作

面上，采煤机开始行走割煤，煤炭顺煤壁

倾泻而下⋯⋯

今年 36 岁的刘斌是山西焦煤汾西

矿业贺西矿的采煤工人。按照他的老经

验，多出煤就要出大力、流大汗。不过，

这几年，煤矿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

他 的 想 法 ，而 他 也 有 了 新 身 份 —— 集

控工。

“过去，我们需要在采煤机两米范围

内操作，即便降尘效果再好，也难免‘吃’

煤尘。”回忆起原来的工作场景，刘斌历

历在目，那时候下井前必须要戴上防尘

防毒的口罩。令他没想到的是，有一天，

井下的操作能“搬”进办公室，不用下井

就能采煤了。

更令刘斌“从来没想过”的是，不下

井的采煤操作还更便捷。在远程控制系

统下，他不仅能够轻松控制井下的机器，

还可以随时切换多个场地的画面，操控

多台设备。刘斌说：“相比过去，每班作

业人数从 18 人减少至 7 人。”

“现在采煤作业基本在井上远程操

作完成，在更换设备零部件的时候，才需

要人员下井。虽然井下的人少了，可咱

们的效率却越来越高了。”刘斌一边看着

监视器里的工作情况一边向记者介绍。

更重要的是，刘斌认为如今的“矿

工 ”，已 经 不 能 简 单 地 理 解 为“ 煤 矿 工

人”，而是有了“煤矿工程师”这层更丰富

的内涵。因为工人们还需要拓展通信、

电 力 、煤 矿 资 源 、智 能 设 备 等 领 域 的

知识。

刘斌深感自己的知识面还不够广。

他透露：“我正在酝酿新的学习计划，也

得与时俱进嘛。”

像刘斌这样“变身”的，还有液压泵

工、转载机司机、皮带司机等岗位人员。

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斜沟矿井下，

有一台 30 节平板车组成的“设备列车”，

其肩负着工作面所有电气设备的启停、

运行，被视作工作面的“心脏”。液压泵

工闫文慧就是确保“心脏”正常跳动的

人。过去，他和另外两名工友需分段巡

查，时刻观察设备运行情况，还要操心给

设备加液加水。自矿上实施智能化改造

以来，这个岗位只需一个人坐在集控室

就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液压支架可跟随采煤机运行轨迹，

自行完成升柱、降柱、拉架、推移刮板输

送机、放顶煤等一系列规定动作，实现自

动化集控、远距离操控，安全操作性能大

幅提升。”聊起矿上的新鲜事，闫文慧如

数家珍，脸上写满了自豪与骄傲。

新身份需要匹配新技能。闫文慧

说：“机器完成了智能升级，人也不能掉

队，得掌握新技能。”近年来，通过参加培

训、集中学习以及自学，闫文慧不仅熟练

掌握了集控设备的业务知识、操作要领，

还考取了相关职业资格证。

随着智能化的推进，不少原来需要

“专岗专技专人”的井下岗位，现已实现

“无人值守、机器巡检”，越来越多的矿工

得以从地下复杂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

压风机房担负着煤矿井下的通风任

务，以往一般需要操作工双岗作业、24

小时轮班值守和巡检。去年，山西焦煤

马兰矿压风机房上马智能化系统和装备

后，无人值守即可正常作业。

胡伟原是马兰矿压风机房的一名操

作工。自压风系统完成无人值守改造

后，他和工友转岗到检修班，从事电工、

钳工等工作。“大量应用智能化设备后，

不仅需要更多检修维护人员，对技能水

平方面的要求也提升了。”胡伟解释，减

下来的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大多充实

到检修及人员紧缺的岗位，助力煤矿安

全高效生产。

机械轰鸣，回响在千米井下；乌金滚

滚，流淌在地底深处。随着大数据、5G

技术与煤炭生产各环节深度融合，煤矿

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不少苦脏累险

岗位被机器替代，越来越多的煤矿工人

从危险恶劣的作业环境中被解放出来。

在地面集控室内，刘斌这个从业多

年的“老把式”切身感受着智能化煤矿建

设带来的便捷：“越来越高效、越来越安

全，以后咱们煤矿工人不再是满身煤灰

费体力的老样子，而是热衷于学习新知

识新技能的新形象了。”

不久前，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

能大赛在重庆落下帷幕。本届大赛除了

有传统项目，还设置工业机器人系统操

作、汽车技术（新能源）、虚拟现实产品设

计等新兴产业领域比赛项目。这些新兴

产业领域赛事的设置，充分契合了当下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

目 前 ，我 国 制 造 业 处 于 由 制 造 向

“智”造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信息技术

正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新产业新

业态不断涌现，各行各业不仅对技能人

才的需求越发旺盛，还对他们的专业水

平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在技术密集型

行业，需要技能人才用过硬的实操能力

把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跑好技

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乃至中国

“智”造的重要力量。面对新一轮产业变

革和科技变革深入发展，新兴技术加速

涌现，需要更多既能解决复杂技术问题，

又具备创新能力的技能人才在各自领域

担当作为。

一方面，技能人才要积极顺应技术

发展趋势，以绝技绝活开辟事业舞台。

眼下，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使得生产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简单重

复的机械式工作，正转变为管理、分析、

运维等高附加值的工作。比如，智能生

产线并非只需要工人按几下按钮就可完

成工作，如果看不懂智能显示屏上滚动

的实时数据，则会影响正常生产。智能

化生产线对工人的要求并没有降低，而是更高，需要他们向技

术复合型、知识创新型技工转变。因此，技术工人要主动投身

新变化新趋势，瞄准产业发展规律，学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努力掌握一技之长，成长为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另一方面，全社会应厚植技能人才培育基础，更好为其搭

建成长阶梯。要结合技术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变革趋势，制

定技能人才培育计划，加大政策、资金、渠道等方面支持。比

如，高校应加大前沿数字技术、交叉学科等课程体系研发力

度；企业则要着眼于行业前沿，培育或引进数字化转型所需要

人才，并探索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联合的人才培养机制等。

新时代大舞台，技能人才发展机遇无限。人社部印发的

《“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技能人

才 4000 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 30%。期待

更多技能人才精研技艺、争创一流，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

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特级技师李特级技师李

辉向年轻职工传授经验辉向年轻职工传授经验。。

曹春霞曹春霞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