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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芬正在核对技术参数孙志芬正在核对技术参数。。 付付 强强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做 工 程 质 量做 工 程 质 量““ 把 脉 人把 脉 人 ””
—记中石化四建公司电气仪表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孙志芬记中石化四建公司电气仪表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孙志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琳琳

养老业又添新职业

李丹丹

张则宁正在展示最新制作的张则宁正在展示最新制作的汉服汉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 波波摄摄

中石化四建公司承担施工的中国石化天津石化中石化四建公司承担施工的中国石化天津石化公司装置全景公司装置全景。。 付付 强强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 北 京 化 工 研 究 院 天 津 基 地 工 程 项

目的建设工地上，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

司 电 气 仪 表 工 程 公 司 副 总 工 程 师 孙 志 芬

正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沿着工程管

道一点点前进，一丝不苟地为各类仪表进

行“体检”。

“电气仪表测量和显示炼油化工生产装

置的多项关键数据，被称为石化工程装置的

‘神经网络’。作为石化工程自动控制系统

的质量把关人，我必须苦钻技术、勤走现场，

确保高质量安装每个电气仪表，以保证数据

传输的安全稳定。”孙志芬说。

参加工作 30 多年来，孙志芬始终奔波

在石油化工建设各个施工现场，凭借过硬的

专业技术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并将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一批批新人。因工作突出，她

获得天津市三八红旗手、天津市五一劳动奖

章、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肯下笨功夫

1991 年，孙志芬大学毕业进入中石化

四建公司工作，担任见习仪表施工员。

刚一入职，她就展现出强烈的上进心和

求知欲，每天跟着师傅们一起跑工程现场、

爬石化工程装置框架、认识各类仪表设备。

中 石 化 四 建 公 司 仪 表 队 队 长 刘 忠

说 ：“孙志芬是个有心人，她总是用心琢磨

并刻苦练习各项技能。每次她遇到问题，就

会追着我们一问到底，直到搞清弄懂，师傅

们也都很愿意为她解答。”

凭借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勤学好问的品

质，孙志芬迅速成长起来。从施工员到技

术专家，从技术质量部长到中石化炼化工

程质量管理专家，无论从事什么岗位，她都

不断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并在实践中积累

经验。

孙志芬认为，从事技术工作，必须肯下

笨功夫。一定要到现场去。只有在现

场，才能了解设

备运行状态，有针对性地给出改进方案。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孙志芬先后

到湛江中科炼化、茂名石化、辽宁宝来等外

埠项目部，进行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和质量检

查。每到一处，她都背着检测器具跑到施工

现场，拆解仪表卡套接头，仔细检查卡套的

紧固程度，测量浮筒变送器等设备安装的垂

直度是否存在误差等。经过实地考察，她发

现 19 项项目管理亮点及值得推广的做法，

还提出了 57 条整改建议。

2020 年，中国石化天津石化公司大检

修改造工程启动，孙志芬主动请缨到一线工

作。项目大检修期间，她一直坚守在施工现

场，常常忙到很晚才回家。“每一个项目，我

都会全身心投入。看到工程顺利进行，我感

到再辛苦也值得。”孙志芬说。

“这些年来，孙志芬长期奋战在项目施

工一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她

始终保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新技术的

追求，把平凡的工作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她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中石化四建公

司电气仪表工程公司总工程师李士彬说。

创新破难题

“ 有 困 难 不 怕 ，就 怕 没 有 决 心 战 胜 困

难。”孙志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无论遇到怎样的技术难题，孙志芬都会

迎难而上，积极寻找解决方案。2014 年，在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油品质量

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项目中，连续重整联

合装置的 560 台导压管试压工作告急。面

对导压管试压工作量大、工期短、安装地点

分散等诸多困难，负责仪表安装的施工员向

孙 志 芬 请 教 提 升 导 压 管 试 压 效 率 的 施 工

方法。

结合多年施工技术经验，孙志芬沉着冷

静地分析现场情况。她指出，目前，导压管

试压检测存在点多面广、工序重复、作

业 人 员 多 、试 压 速 度 缓 慢 的 问

题。只有改进试压设备、

优化施工工艺，才能

有 效 提 升

导压管试压效率。

孙志芬带领团队经过夜以继日的大量

研究，以及成百上千次试验验证，最终研制

出一种仪表压力管线试压作业装置。该装

置能将试压管线分多路同时输出，分别控制

每路的压力输出值，满足了施工现场多路导

压管线同时试压的需求，大幅提升了导压管

试压效率。在该项目中，她带领团队创新研

发的仪表压力管线试压作业装置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

“想要高效快速地攻克难题，除了要具

备丰富的经验，还必须要有大量数据作支

撑。”孙志芬说。

目前，她创立了技术质量数据库，整理

收集了 160 多项质量样板、10 多项工序施工

质量通病、20 多项施工工序标准化视频资

料，以及施工技术方案、施工工艺、标准规范

等基础资料，为技术人员提供了良好的信息

沟通和共享机制。

“公司安排我做电气仪表方面的技术

负责人，是对我的信任。我要不负期望，有

所创新突破。”孙志芬说。自 2010 年担任

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以来，孙志芬积极指

导施工班组开展质量管理提升活动，并研

究质量管理课题，为小组活动提供技术支

撑。截至目前，她已参与编写 10 项企业级

施工工法和 1 项集团公司级工法，由她指

导开发的 6 项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用心传帮带

“师傅，对电气仪表施工工序进行全检

太辛苦了，采用抽查的方法行不行？”“当然

不行！电气仪表好比人的‘神经线’，连接着

各个装置，必须严格仔细检查，一点问题也

不能出。”这是在广州石化施工现场，孙志芬

的徒弟胡越宜与她的对话。

中石化四建公司电气仪表工程公司工

程师胡越宜是孙志芬的学徒。为了帮助胡

越宜提升技能水平，孙志芬经常带着他去施

工现场，手把手地教技术。

在天津石化公司大检修期间，胡越宜发

现，仪表设备拆除回装过程复杂、要求高，

于是他请来师傅孙志芬为

其提供技术指导。孙志芬带领现场施工人

员一起攻关，采用阀门密封面研磨检测和阀

门力矩紧固的新方法，将连接设备的阀门间

隙误差控制在 1 毫米以内。“师傅带领我在

实践中学，在实践中练，让我学到了许多处

理具体问题的方法。”胡越宜说。

2021 年，中石化四建公司成立了以孙

志芬为领衔人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孙志芬带

领团队及时了解和学习电气仪表专业前沿

性的新理念、新方法，研究开发新工艺、新技

术，推广应用创新成果，指导解决工程现场

技术难点问题。在她的带领下，工作室通过

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业务竞赛和比武交流等

活动，带动年轻人成长成才，在公司创新创

效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在孙志芬看来，传帮带传的是作风与经

验，帮的是技能与方法，带的是关怀与责

任。在日常工作中，她经常采取培训、现场

指导和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经验传授

和理论指导。每次到外埠项目部出差，她都

将自己编写的书籍带到施工现场，为年轻人

讲解如何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帮助他

们解除困惑，助其早日挑起大梁。

孙 志 芬 常 说 ：“ 我 取 得 的 技 术 成 果 和

荣誉，与公司的培养密不可分。我将把知

识和经验继续传承下去，培养更多年轻技

术 人 员 ，进 一 步 推 动 专 利 技 术 的 成 果 转

化，为企业发展和国家石化行业进步贡献

一份力量。”

在古都南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

年轻姑娘身着华丽汉服漫步街区。轻风抚

过，裙裾飞扬，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眼下，汉服热成为流行趋势，也催生出

一种新职业——汉服设计师。顾名思义，

汉服设计师指负责设计和创作各种类型汉

服的人，他们需要通过研究相关历史资料，

了 解 汉 服 的 特 点 和 风 格 ，将 其 融 入 设 计

中。创意设计是汉服设计师最关键的工作

内容之一。

南京鹤庐汉服工作室设计师张则宁因

为热爱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毅然从材料研

究转向古典汉服复原设计制作。她自学绘

画和服装设计，探访敦煌莫高窟、山西永乐

宫等多个知名博物馆，寻找创作灵感，沉淀

经历和感受，逐渐走出一条独特的汉服制

作之路。

走进张则宁的工作室，永乐宫壁画服

饰图案、敦煌壁画全集等各类资料遍及房

间。制版桌上，铺满了各式各样的汉服设

计手绘稿。一旁，缝纫机噔噔作响，张则宁

正在制作一件唐式汉服初样。

“汉服的美主要体现在色彩搭配、材质

选择、配饰点缀、服饰结构等方面。我正在

制作的这件汉服融入了唐代铜镜纹样。”张

则宁说，汉服虽然是一种服饰，但更是一种

文化载体，希望通过持续地复原汉服，让越

来越多年轻人把传统文化穿在身上。

20 年前，还在大学读材料学专业的张

则宁第一次接触汉服，就被其展现出来的

魅力迷住了。“当时，市场上基本没有汉服

商家，专职设计汉服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因为实在是太喜欢了，我开始自己动手制

作汉服。”张则宁告诉记者，2013 年，她辞去

材料实验室研究员的工作，在南京开办鹤

庐汉服工作室，决心把热爱变成事业。

在张则宁看来，文化内涵是传统服饰

的 重 要 竞 争 力 ，也 是 启 发 设 计 创 意 的 富

矿。“我们会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象，

灵活应用到设计中。”她说。

博物馆成为张则宁寻找设计灵感常去

的地方。“一次去敦煌旅行，当走进大殿的

一刹那，我被壁画上精美的服饰深深吸引

住了。如果将这么漂亮的服饰穿在身上，

那一定是美妙绝伦。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复制壁画上的精美服饰。”张则宁

说，“复原服饰最主要的就是‘贴切’，从服

装的纹样、材质、颜色到饰品、鞋子、手持的

道具，都要同画上一样。”

然而，复原壁画上的服饰，并非临摹一幅

画那样简单。张则宁解释，首先，绝大多数壁

画只能看到人物正面，需要推断服饰背面的

样式结构。其次，一些壁画经过多年氧化已

经褪色，且纹样缺失，给复原造成很大困扰。

“这需要多方考据，查找各种资料，还要去广

泛观摩其他壁画寻找规律。”张则宁说。

越了解，越热爱。张则宁不断学习织

绣的方法与技巧。她的书架上，满是从绘

画到织绣技法的书籍。张则宁介绍，从画

服装纹饰、上色，到设计裙头宽度、打板、找

面料、印花、绣花，再到打样等，每套服装的

复原至少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

现在，张则宁和她的作品受到越来越

多的认可，走上南京博物院的“博

物馆奇妙夜”、扬州中国大运河

博物馆汉服表演、西安大唐

芙蓉园、山西博物院等诸多

平台舞台。

“传统服饰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展现出独特的美

学气韵。我要努力创

作更多作品，让更多年

轻人把壁画穿在身上

走上街头。”张则宁说。

自从业以来，张则

宁见证了传统服饰从

小众爱好发展为日渐

流行。张则宁说：“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无限，继承传统，积极

创 新 ，我 相 信 传 统 服

饰的魅力可以传播得

更远。”

新职业“版图”再扩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一批新职业和

新工种，其中在养老护理员职业类别

下新增了社区助老员和老年助浴员两

个工种。加上之前发布的老年人能力

评估师和健康照护师等职业，与养老

行业相关的新职业和新工种日益增

多。这不仅丰富了养老服务人员的职

业内涵，更标志着我国在应对老龄化

挑战、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上迈出了新

步伐。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1 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5.4%。老年人口数

量的增加不仅催生了庞大的养老服务

需求市场，也对服务模式的创新与质

量的提升提出更高要求。社区助老员

与老年助浴员等新职业的诞生，正是

对这一需求的精准捕捉与积极回应。

他们不仅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精神关

怀等基本服务，还承担着健康监测、紧

急救援、政策宣传等多重职责，全方

位、多层次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与幸福感。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既是家事，也

是国事。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让养老服务更有

质感、更有温度，是全社会的责任，也

是当务之急。

一方面，需加强养老服务人员的

专业化培养与引进。人才是养老事业

发展的根本。培养更多高素质养老服

务人才，正是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的必要之举。要依托大

中专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开设老年

医学、老年营养、养老机构管理等相关

专业与课程，大力培养养老服务专业

人才。还要加强与养老机构的合作，

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锤炼

技能、积累经验。

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人员应紧跟时代步伐，努力掌握先进

的陪护技术，学会运用科技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服务体验。同时，养老服务人员还应秉持细心观察、暖心关

怀、用心服务的原则，通过细致入微的关爱、陪伴与交流，帮助

老人疏解内心的孤独和焦虑等负面情绪，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

人文关怀。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才的激励与保障机制。通

过提高薪酬待遇、拓宽职业发展通道、加大表彰奖励力度等措

施，增强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同感。

当前，越来越多的养老新职业、新岗位不断涌现，并成为吸

引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期待更多有志青年加入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

化的需求，为守护最美夕阳

红贡献力量。

把 壁 画 穿 在 身 上

□ 本报记者 蒋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