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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航空
摄影测绘院（以下简称航测院），是一个
依靠各种航天、航空器，为规划建设单
位、政府决策提供详实测绘资料的技术
生产单位。作业成果服务于煤矿建设、
城市规划、国土调查、河流治理、公路铁
路建设等多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
了有力的测绘保障。先后荣获 1项省级
测绘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测绘工程奖、4
项省级奖，还有多个层级的“巾帼标兵岗”
荣誉称号。

该 院 共 有 52
人，31 名女性，平
均年龄 32岁，大多
是年轻妈妈，她们
不仅是家庭的贤内
助，更是工作上的
女强人。她们把青
春和智慧奉献给了
集体，奉献给了测
绘事业，被大家称
为航测院的“娘子
军”。

一支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提起测绘，大
家的第一印象就是

测绘郎扛着仪器走南闯北，用双脚丈量祖
国大地，测绘行业的女职工则是在室内做
后续处理。但航测院的“娘子军”们，不但
内业技术纯熟，更坚信没有野外的实践工
作，不能算一个完整的测绘人。高温闷热
的南方森林，刺骨寒冷的西北高原，一望
无际的高原戈壁，外业项目上都留下了她
们坚实的脚印。

室内数据处理工作，表面看很轻
松，其实工作量非常大。去年和今年的
端午节，内业都处在赶交项目的紧张时

刻。为了完成项目，“娘子军”放下家人
和孩子，放弃假日团聚的机会，投入到
繁忙的资料整理、数据编辑、数据库建
设工作中。

青海调查项目外业人员紧缺，平艳
丽、张华等踊跃报名驰援外业。她们与男
职工一起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行
走在雪域高原。每天回到驻地，她们烤着
湿透的鞋子，乐呵呵地谈论着当天的经
历；深夜，她们红肿的双手仍在娴熟地敲
击键盘；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继续翻山
越岭。陕南国土项目，孙丽娟、刘彦、左超
妮等人面对三伏天的烈日，面对秦岭山区
的胡蜂、毒蛇，内心是恐惧的，但她们坚强
地说：“做好个人防护，不会有事的。”与男
职工一起穿梭于秦岭深处，完全顾不上自
己的女子形象，甚至还在朋友圈乐呵呵地
晒出“智取大秦岭”的萌照。

一支互帮互学、共同进步的队伍

“大家在一起是一种缘分，航测院就
是一个家，每个同事都有可能是你的老
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要互
帮互学，才能共同进步。”这是康院长与大
家交流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而事实上，
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家”。

在技术上，“娘子军”一直保留着以
老带新的优良传统。侯副院长、平艳

丽、孙丽娟、张华是她们中技术比较全
面的带头人。工作上，她们倾囊相授，
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给大
家；生活中，更是无微不至奉献出亲人
般的关心和爱护，所以大家亲切地称呼
她们为“姐姐”。

武鑫和刘莹是新入职的本科生，很快
就被安排到新项目的数据库建设中，这对
于她们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技术带头人
一方面不断给她们传授经验技术，同时她
俩还自费购买了许多技术资料，彼此相互
交流学习成果，也与大家共同探讨技术难
题，就在这样“一帮、一助、一分享”间，大
家在专业上有了新提高，也更好诠释了新
的“传帮带”理念。

多年来，在“娘子军”的共同努力下，
航测院完成了大量测绘工程。如今，这个
团结向上、与时俱进的“娘子军”继续以饱
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用最美好的青春、
最绚丽的年华、最真挚的态度写出无怨无
悔的人生，在测绘事业的山山水水、大江大
河上奏响了一曲优美的乐章。她们才是名
副其实的“巾帼英雄”。 □康荔 侯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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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思维去发现新世界，大
胆探索、甘于奉献，去实现一个个从
0到 1的突破，人生才够精彩。”这是
杨振潮在今年陕建劳模表彰会上的
肺腑之言。

从基层施工员到陕建八建集团
设计院院长，33岁的杨振潮摸爬滚
打了九年，不断为集团转型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2011年，大学毕业的杨振潮担
任项目质量员，两年后被派往陕北
神木县麟州华府项目担任栋号长。
在即将初战告捷之际，一贯严谨的
他下班后检查发现电梯井与集水坑
位置偏差20公分，但此时，机械和土
方人员已经撤离，重新组织作业时
间已经来不及了。他拿着大锤与錾
子，一个人整整干了一夜，才完成所
有的修正。他回忆说：“当时，那每
一声錾子与岩石的碰撞声，无不在
提醒我，对施工现场每一个细节都
应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2014年1月，杨振潮被派去参加
省上 BIM（建筑信息建模）技术培
训。从未接触过这个领域的他全身

心投入学习，利用业余时间专心钻研、攻克难题，全面掌
握BIM知识，联系施工实际，为公司的职能化转型做着
积极准备，很快实现了0到1的突破。

2016年 2月，杨振潮担任集团科技质量部副部长兼
BIM中心主任，带着一支年轻的团队开启了追梦之旅。
一手培养起 68名BIM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将陕建八建
集团BIM应用推向省内领先水平，先后获得BIM比赛国
家级奖5项，省级奖16项，并获评“西安市建筑企业BIM
应用先进单位”“推动陕西BIM发展先进单位”。

他个人也接连获得“陕西建工集团十二五突出贡献
奖”“陕西建工集团优秀科技工作者”“西南、西北八省
（区）建筑业贡献杯联赛优秀青年岗位能手”与“陕西建
工集团五一劳动奖”等荣誉。

今年 3月，杨振潮接到天朗地产浐灞数字基地与临
潼悦玺台项目装配式设计方案招标文件，对方要求36小
时拿出方案，投标截止时间为3月20日上午12时。在三
版方案被否定之后，杨振潮决定和团队突破原有思路、
进行大胆创新，终于在 3月 20日早上 8时赶出了比较完
美的第四版。这时距离投标时间只剩下4个小时。

按理说，到此已经完全满足了甲方的技术和经济要
求，但为了夺标，杨振潮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松懈，又一
口气优化推出6个方案，按时递交文件，赢得甲方的高度
赞誉。

杨振潮说，只有恪守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做好每一
件事情，创新一点点、突破一点点，才能从“高原”到“高
峰”，推动企业向“智能建造”的方向转变。

如今在他的带领下，陕建八建集团设计院的中标金
额已突破 1000万，产值突破 400万，正努力在设计牵头
的EPC项目上取得新突破…… □陈玺龙 姚祖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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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女职工在行动
工复产

■职场精英■

给 15 针专用电缆逐一套上
已标号的白色塑料管，用螺丝刀
将电缆线对号压入接线端板，咔
咔……电缆被稳定地接入端板。
8月 31日，这是记者在陕西汽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
汽控股）智能制造（维修电工）
技能大赛上看到的比赛场景。

“今年的技能大赛，共有 11
家单位的36名选手参加，竞赛采
用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形式，实
操环节 2人为一个团队，相互配
合进行比赛。为达到以赛促学、
以赛促练、以赛促干的目的，赛
前由专人为选手进行了为期 8天
的理论和实操培训。”陕汽控股
工会生产经济部科长武杰说道。

“这次比赛参考世界技能大
赛模式，结合企业自身现实状
况，一共设置了三道考题，一是
程序编制和传感器接线等基本动
作的训练，二是现场维修排故，
三是根据现场需要进行程序添加
和改进。目的是针对维修薄弱环
节，普遍提高维修人员水平，也
为公司培养综合型智能制造人
才。”副裁判长李青刚说。

比赛现场，一位选手正在电
脑前做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简称
PLC）和触摸屏的程序，另一名
选手正在紧张有序地连接线缆。

“PLC 程序是整个智能化系统的
核心，它就像人体的大脑，控制
着气路开闭、皮带传动、气缸动
作、电机旋转等工序，当程序员
将PLC程序导入设备后，就能实
现设备的自动运转。”高级电气
工程师康群说。

程序导入设备后，只听见气阀“噗”的一
声，传送带开始将物料按程序依次传送到各个工
序，吸料装置填充物料、机器人抓取、贴标、运
输装置将生产完的产品入库……整个过程不到 1
分钟。

“智能制造实现了自动化生产的闭环模式，
包括选料、装料、检测、贴标等环节，比赛为今
后汽车驾驶室全自动化生产提供了人才储备。”
武杰说，实操结束后将进行理论考核和大赛实操
技术点评，分析不足、总结提升，也通过大赛激
励广大职工做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
当讲奉献的新时代产业工人。

□本报记者 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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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不戴安全帽等行为将扣分，严重
的还会受到安全警告、接受脱岗教育甚至停
职；在工地旁开超市，超市里的生活用品不用
花钱，而是用“安全积分”来兑换；参加安全培
训、发现举报隐患、提出合理化建议等，可以
增加积分……近期，扬州、武汉、成都等地涌
现出不少“安全积分超市”，这一创新做法有
效减少了安全事故发生率，广受好评。

安全生产无小事。开设“安全积分超
市”，将看似繁杂的安全条文转化为积分和商
品，提高了工人们的参与热情。可以说，每一
次加分，就是一次安全理念的重申。将安全
教育做在平时、做在前面、做到心里，让工人
从安全理念的被动执行者变为主动践行者，
安全生产的责任才不会“悬空”。

从机制上说，让知安全、懂安全的劳动者
获得奖励，让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人受到
警醒，依靠奖惩措施的双向引导，有助于让劳
动者自觉守住安全底线，实现从“要我安全”
到“我要安全”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进一步
细化加减分项目，有助于让工人更主动地参
与到安全生产的管理中来。擦亮眼睛找隐

患，争当安全新模范，在加强自我监督的同时，形成互相监
督、安全比拼的良性循环。

去年，全国安全形势保持平稳，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较
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保持“三个下降”。其中的一条重要
经验，就是将建章立制作为抓手。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条例》到《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中
央相继出台政策，以制度“组合拳”堵住生产安全漏洞。
今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又印发了《全国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持续时间最长、覆盖领域最广
的整治行动推动各地各部门层层压实责任，从根本上消除
事故隐患。

减少生产事故，必须把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做得更规范、
更细致。近来，有的地方开发模拟事故场景的VR安全教育
产品，工人们可以身临其境体验，进而提高防范意识；有的企
业在休息室悬挂工友全家福，提醒大家时刻保持警惕；有些
工地张贴二维码，工人可以随手扫码上报安全风险，及时排
查隐患……加强创新，丰富形式，将安全规章落实到“人头”、
体现于行动、延伸到生产的各环节，才能让制度从“纸面”落
到“地面”，从“墙上”走到“心上”。 □周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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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金桥茶座■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
段为134名新入职员工量身定制入职培训“套餐”，
严格把好岗前“第一关”。

该段按照《国家职业标准》《铁路特有工种技能
培训规范》要求，从8月中旬开始，对2020年新入职

员工展开为期半年的岗前培训。内容包含企业文
化、劳动法及劳动纪律教育、电力机车常见故障处
理、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职业健康、现场自救等多方
面内容，使新工熟悉了各类安全规章制度，规范了
安全行为。 □罗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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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正在专注连接线缆选手正在专注连接线缆。。

近日，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公司世纪大道项目
部，组织施工人员有序进入西咸新区世纪大道西段改造
工程北侧施工场地，进行钢筋棚安装及板房吊装等前期
工作，为项目部开工做好充分准备。图为安质部人员确
认机械设备标识牌场景。 □刘红刚 摄

航测院女职工合影航测院女职工合影

（上接第一版）
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要“顶天立地”
雷玉山长期在农业生产科研一线工作，深知全

省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技术需要，明白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的痛点。他认为，农业科技创新和科研成
果转化必须做到“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
是要选育出颠覆性引领性的品种和研发出高端顶
尖的新技术新产品；“立地”，就是要让科研成果
落地生根并转化为产业应用技术，让农民种出好
猕猴桃，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为了解决好既“顶天”又“立地”问题，在
雷玉山的力推下，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于 2008年
在中国猕猴桃之乡——周至县租地建设科研示范
基地。2009年 12月，在基地基础上，创办了科技
成果转化公司——陕西佰瑞猕猴桃研究院（简称
陕西佰瑞），从 100万元起步开始了整整 10年的艰
苦创新创业。

陕西佰瑞以“科研作为产业，成果作为商品”
的创新理念，坚持技术和人才下沉，“做给农户
看、帮着农户干、带着农户销”，打造出陕西佰瑞
科技服务新模式。在主产区建立猕猴桃科技服务
中心，形成“县镇村”三级服务网点，一方面在
各村级服务站建立“标准示范园”，展示新品种、
新架型、新技术；另一方面通过猕猴桃博览馆暨
佰瑞科技网发布信息、现场参观实地指导、线上
线下交流培训，并利用远程视频诊断咨询、专家
智能系统应答等，为广大果农提供精准周到的技
术服务。

陕西佰瑞董事长李永武告诉记者：“由于我们
致力于研发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经营
商品花粉、良种苗木和优质鲜果，构建了完整的
猕猴桃产业技术体系，搭建了科技创新、技术转
化、信息服务大平台，为全省猕猴桃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目前，陕西佰瑞依托创新成果开展产业技术
服务，总资产达 2600 万元，年均实现销售收入
1800万元，研发转化了猕猴桃商品花粉、良种苗
木、有机鲜果和新型农资农具四类高新技术产
品，成为全国猕猴桃产业技术的领头羊。荣获国
家级“猕猴桃星创天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陕
西省现代农业园区等诸多称号。

发挥科技优势助力脱贫攻坚
山阳县从零开始布局发展猕猴桃产业，一年

建成 1000亩示范园，将 300户贫困户纳入猕猴桃
发展产业。这是在助力脱贫攻坚、陕西实施猕猴
桃“东扩南移”过程中，雷玉山帮助商洛市山阳
县发展猕猴桃产业所交出的答卷。

在助力脱贫攻坚中，雷玉山和陕西佰瑞利用
科技优势进行猕猴桃产业帮扶，探索出“科技+产
业+扶贫”的模式，对有产业基础的贫困户采取自
愿原则，按照“品种+技术+产业”的运作模式，
建立加盟果园，保底价收购，实现产业脱贫；对
没有产业基础的贫困户，按照“公司效益+资产收
益”的运作模式，申请苏陕帮扶资金和资产收益
项目，保底分红，确保固定收益。同时，通过劳
动就业、培养技术能手、发放农资、无偿捐助等
形式，进行一对一帮扶，稳定收入，确保贫困户
脱贫不返贫。周至县竹峪镇鸭沟岭村贫困户宋巧
萍，家里有2亩老品种“秦美”园，2017年每斤果
只卖到 8毛钱，算下来卖的钱仅够投入。2018年 3
月雷玉山将“秦美”园高接成‘瑞玉’新品种，
2019年初挂果就卖了1万元，今年收入将超过3万
元。宋巧萍感动地说：“雷主任选育的品种好、卖
价高，又教我种出好品种，猕猴桃的确是我家的
致富果。”

今年以来，雷玉山克服疫情影响，东到渭南市
的华阴、临渭，南到安康市的岚皋、汉阴，以及商洛
市的商州、山阳，忙得都没有假节日，整天跟泥土和
农民在一起，为陕西猕猴桃产业“东扩南移”奔忙
着。岚皋县是陕西猕猴桃产业“南移”的重点县，作
为该县的科技顾问，雷玉山走遍了岚皋的山山水
水、沟沟岔岔，研究制定出山地猕猴桃建园技术方
案，带去了“瑞玉”“金玉”新品种和有机壮果新技
术。目前，岚皋县 1万多亩山地猕猴桃已开始挂
果。当地农业部门称赞：“这些才是我们开展产业
扶贫、开辟致富之路的‘金钥匙’。”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才有力量。多年来，雷
玉山在陕西乃至全国作学术报告和技术讲座超过
60场次，累计培训基层科技人员和果农万余人，新
品种新技术成果推广面积超过50万亩，年复一年把
科研成果“写”在了祖国广袤的大地上。

□本报记者 阎瑞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