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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景演练区动车组模型前进行培训在实景演练区动车组模型前进行培训。。

“马老师，我们正在修复一
尊百戏俑，需要您的指导！”前
一秒还在聚精会神翻阅文物发
掘资料，后一秒接到求教电话后
便一路小跑着冲出了办公室。
这是大国工匠、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文物修复师马宇的日常工作
状态。

第一件戟、第一件石铠甲、第
一件水禽……千万碎片被刮去浮
土，整理、编号、比对，再进行拼
接，它们在马宇的手中化零为整，
逐渐完整起来。从业近30年，马
宇带领团队修复了 200 多件文
物，其中不乏一些国宝级文物。

做好言传身教

“文物是祖宗留给后世的宝
藏。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良心要
比技能更为重要。”马宇对记者
说，有时候，他对着一块陶片都
会琢磨十多天。

秦代陶俑石质铠甲是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也
是迄今为止修复最完整的一件石
铠甲。

石铠甲是用铜丝把数百片
正方形、舌形、长方形、直角梯形
和椭圆形的青灰色甲片串连而
成的。出土时，还有一些特殊部
位的异形甲片，修复难度极大。

马宇把每个甲片编号，并不
断想象、论证它原本的模样，直
至对612个甲片了如指掌。从出
土时的零散碎片到完成修复，马
宇用了一年时间。

“工作中的马老师力求极
致，哪怕发生0.1毫米的偏差，他
都重新来过。”团队成员王伟
说。而同为成员的王芳娟在谈及马宇的言
传身教时一再强调，马老师一直告诫我们，
搞修复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文物，因为无法
再生，一丝一毫的破坏，都会造成无法估量
的损失。

看着穿上修复好铠甲的陶俑，会顿时有
一种穿越的感觉，仿佛沉睡千年的大秦武士
瞬间“复活”了。

不止修残补缺

“修残补缺进行还原，称不上
修复。文物修复工作，不仅要最
大限度地还原文物原样，更要反
复研究文物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和
历史价值。”马宇说。

青石甲衣保存状况、清理工
作概况、修复概况……在马宇的
办公室里，每一件文物，从出土状
况到修复进度，再到结果，都有一
套详细的档案资料，包括绘图、照
片、文本记录、录影。

秦百戏俑 2012：1 号俑是目
前修复完成唯一的坐姿俑。陶俑
残高 141.5厘米，头部残缺，上身
赤裸，下身穿彩绘短裤，短裤的内
侧附有一条类似裙摆的饰件……
提起这件文物，马宇记忆犹新。
它颠覆了之前“坐姿陶俑出现在
魏晋年代”的结论，把出现的年代
追溯到了秦代。

“整整提前了将近 500 年的
时间，这次发现对研究文物发展
帮助很大。”提及这些，马宇颇为
兴奋。

在发掘 K9901 陪葬坑时，坑
中出土的陶俑、青铜鼎和陶罐等
文物，马宇都详细记录在案。考
古团队根据他的档案记载，研究
出秦代的宫廷娱乐生活已经很
丰富。

怀揣使命担当

在一次碎片清理过程中，马
宇惊喜地发现，这块陶片内部竟
然有一枚指纹。随后，更多指纹
被发现。

“我觉得自己跨越千年时光
长廊，与古人进行了一次对话，甚
至看到了他们干活时聚精会神的
样子。”马宇感慨道。

工作人员对指纹进行分析后，清楚地辨
别出了当年制俑工匠的年龄、性别等多种信
息。而不仅是指纹信息，整个修复过程马宇
都详细记录在册。他说做这些笔记是希望能
对得起古人，也寄希望于后人能传承历史，破
解更多谜题。

因为这次意外发现，马宇对工匠精神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2000多年前，这些秦朝工

匠用双手铸造了一件件巧夺天工的珍
宝，如今身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我也应该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的文物
发展事业奋斗终生。”马宇说。

2016年，马宇被授予“大国工匠”
荣誉称号。作为文物修复师，他把破
碎的历史拼接成型，让文物获得了第
二次生命，再现了这些旷世传奇。在
这些传奇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辉煌
绚烂的文明，看到了古人的智慧，而在
文物修复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传
承至今的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王何军

3 月 28 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客运段乘务人员，在段办公楼内天井平台
实景打造的多功能客运乘务实训基地进行日常
培训。

据了解，该实训基地设置实景演练区及多
个主题实训教室。实景演练区动车组模型及车
厢内部设施设备均1:1还原，商务座、一等座、二
等座、软卧、硬卧各种席别及餐车、卫生间、盥洗
室应有尽有，可供乘务人员身临其境开展各种
实战培训，反复操练不同车型的标准化服务流
程，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此同时，在1:1
实景车厢内还可以模拟各种突发情况，组织乘
务人员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实战化、实景化、实物化的沉浸式、体验式
培训解决了多年来乘务人员上车、入库培训耗
时长、效率低等问题，能够帮助乘务人员高效操
练业务技能。除此之外，多功能客运乘务实训
基地还配套仪容形体实训室、安全警示室、红十
字救护实训室、职工讲堂录播室和业务探究室
等多个主题实训教室，满足乘务人员“一站式”
培训需求。

“实训基地真实还原了列车上的设施设备，
班组日常培训更具体化，新入职人员能直观地
学习服务技能，更快、更有成效地提高乘务人员
的业务素质水平，用专业的技能服务旅客。”西
安客运段动车三队西成 5 组列车长冯定说。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看，这张在龚滩隧道打钻放炮的照片多
气派！”“瞧，那张职工在架桥的身影多帅气！”

“这道红烧排骨看着就有食欲……”中铁二十
局彭酉高速公路项目部职工小王，在项目微
信群里和同事热烈地讨论，引来一片点赞。

很多时候，项目部职工一有空就来到微
信群里，晒施工照和各种美图及好故事、好文
章等正能量内容。幽默的段子让职工们的笑

声弥漫在整个项目部。
许多职工家属也被邀请进了群，代表家

属每天只要没有特殊情况，都要在群里与自
己的另一半露个脸，分享各种新鲜事。

两年多来，群里已有多达 2800人（次）分
享了工作及生活中的趣事：有晒施工的、有
晒喜得宝贝的、有晒谈婚论嫁的、有晒在休
假时和孩子一起玩耍的，群内一派其乐融融
的氛围。

“微信群这个纽带，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
一起。让大家充分体会到了项目大家庭的美
好，这个群真是建在了职工的心坎上。”职工
小张感慨地说。 □徐敏 聂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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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张项目长他们，通过测井数据远
程实时共享，我们的工作效率至少提高
40%。”3月25日，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简称中油测井）地质研究院解释评价工程师
程亮，正忙着接收吐哈分公司解释评价中心
传来的重点探井测井数据。

程亮口中的张项目长，是中油测井 2022
年十大科技项目之一“测井大数据平台研发”
新选聘的项目长张娟。

2008年，刚毕业的张娟来到中油测井，从
事数据资源建设及数据资料处理解释软件研
发工作。14年过去了，一直与数字技术打交
道的她，日复一日不懈努力，逐步成长为中油
测井通用技术服务和业务协同应用等方面的
骨干。

测井数据库是解释评价数字化转型和智
能化发展的基础。为提高数据查询、应用效
率，张娟经过反复论证思考，决定搭建新的数
据库体系架构，并将原本堆砌的近十万井次
的数据梳理迁移至新的模块。

“工作量非常大，但我们要求一个月内全
部完成。”为最大限度减少数据迁移过程中，
因系统暂时关闭影响生产信息调用，张娟抓
紧一切时间，加班加点查阅资料、比对数据，
常常工作到深夜。

“测井数据库的研发，让我对数据赋能、
智能服务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经过迭代研
发，如今的测井数据库已成为支持地质、钻

井、录井、测井、岩芯分析等多专业数据的一
体化存储和管理系统，不仅实现了国内 16家
油气田测井数据的集中管理，而且建成了海
外测井资料库。

2021年，为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中油测井
开展了一系列数字化应用场景构建工作。已升
任二级工程师的张娟，带领团队承担了“风险
（重点）探井测井专家支持系统”的建设工作。

凭借扎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团队仅
用半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专业软件云端应
用、专家协同工作等8项基础模块的研发。

就在大家感觉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新系
统却出现了故障。一天凌晨，张娟收到了支
持系统运行中断的信息。她二话不说，开上
车就往单位赶，经过紧急排查，发现是数据可
视化模块打不开。在迅速修复系统功能的同
时，张娟与团队成员再接再厉，制定出优化方
案，使系统更加稳定可靠。

当前，测井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数据孤岛、
协同能力弱、综合应用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为逐步打造一个集仪器设计、数据采集、传输
监控、处理解释、综合评价、决策支持的战略
级平台，2022年，张娟再次率领团队承担了

“测井大数据平台”项目的研发。
“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技术层面

不断实现数字化对生产的赋能和加持，做
不懈奔跑的测井数字技术‘追光人’。”张
娟说。 □杨倩

测井数字化转型的“追光人”

冷静分析后，一套娴熟的操作，仅用 5分
钟的时间，他便将同事遇到的大功率定向钻
机调试回转无高速的问题顺利解决，周围的
同事纷纷为他竖起了大拇指……3月25日，记
者在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钻探装备制造
中心钻机生产车间内，看到电控班组长唐子
阳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

2006年，唐子阳来到中煤科工集团西安
研究院，从事煤矿全液压坑道钻机的生产工
作，从此便和钻机成了十余年的“密友”。

凭借着在岗位上的不懈努力，2021年，他
获得了“三秦工匠”荣誉称号，成为车间中的

“技术明星”。遇到生产上的难题，大家第一
时间想到的就是他。

生产一线的创新达人

作为生产一线的一员，唐子阳时时刻刻
都在思考着装配工艺的创新和改进。

2021年5月，唐子阳在工作中发现钻机电
控系统在装配时，零配件和组装完成后的整
套电控系统，无专用检测设备对其进行检测，
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后续检测需要和钻机连接进行检测，出
现故障后再去检修或更换原件，返工费时费
力，生产效率低。”唐子阳说。

通过不断思考，查阅资料，请教前辈，历
经5个多月数十次的反复实验，唐子阳终于设
计制作出了一套钻机电控系统综合检测装
置，可以对所有电器元件进行装配前检测，并
对组装完成的整套电控系统进行综合检测。

“这套检测装置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排
除，实现了装配完成的电控系统 100%合格。”
唐子阳说。

十多年的勤奋工作，唐子阳通过技术创
新获得了授权发明专利 3项、省部级奖项 3
项，完成工艺技术革新20项，累计为单位节约
成本超过300余万元。

善于总结的技能大师

从点滴工作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记录，日
积月累，总结提升，这是唐子阳常年坚持的工
作方法。他也因此总结出一系列妙方良策。

“之前的《全液压坑道钻机故障快速判断
及处理方法》指导性不强，多数员工反映没有
详细的解决方案。”唐子阳说，例如在钻机主
轴的调节中，缺少确切的测量方法和调节方
式，给工作带来困难。

通过多年的经验总结，他将自己和同事
所遇到问题的详细解决方案，补充到了《全液
压坑道钻机故障快速判断及处理方法》中，还

先后参与制定了《全液压坑道钻机装配作业
指导书》《全液压坑道钻机空载检测标准》等
多项工艺文件和检测标准，进一步健全规范
了作业标准。

“看现状、听声音、摸温度”，唐子阳总结
的诊断方法，能够快速查找钻机回转器发热、
噪音大等问题，判断准确率达到95％以上。

培养职工的优秀老师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唐子阳积极发
挥师傅“传帮带”作用。他毛遂自荐成立了钻
机生产创新小组和钳工技能小组并任组长，
积极组织队员参加岗位练兵和技能培训，将
十余年来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工友和徒弟。

“去年 8月份，对钻机泵和马达的故障及
处理方法进行了专题培训。”唐子阳说，在没
有培训之前，他每月要到现场处理这种问题
达30多次，经过培训后，现在每月去现场的次
数不足5次。

“以前不了解机器的具体工作原理，遇到
问题只能求助别人。”该院职工喻鹏说，通过
培训，对故障判断更快，一些小问题自己就可
以解决。

如今，唐子阳已累计培养出 20名技术骨
干，其中 3人分别获得“全国煤炭青年五四奖
章”“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

□实习记者 李旭东

遇到生产难题，工友第一时间想到他
——记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电控班组长唐子阳

动车开进办公楼
学技练兵更高效

微信群建在职工心坎上

仪容形体实训。

在红十字救护实训室学习急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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