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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辖区普降雨雪，
穆寨供电所对 10 千伏 136 纸李线及 0.4 千伏线路

设备进行巡检，消除线路设备隐患，确保山区群
众安全用电取暖。 □通讯员 潘世策 摄

近日，2023年陕西省建设产业工匠人才
命名暨工匠学院授牌仪式举行，中铁七局西
安公司测量工技师王增华被授予“陕西产业
工匠人才”荣誉称号。

王增华是本届 15 名“陕西产业工匠人
才”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出生于 1997年 2月，
现任中铁七局西安公司宁盐高速公路（扬州
段）项目测量主管，曾荣获中铁七局技术能
手、陕西省技术能手等称号。

勤于钻研的“韧”劲

2018年 7月，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王增
华来到亚运会配套工程——杭州地铁 7号线
项目从事测量工作。初出茅庐的他很快发
现，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与实际工作就是两张
皮。从那时起，他立志要做一名工程测量的

“行家里手”。
杭州地铁7号线第一台盾构机始发在即，

他和团队都是首次接触盾构施工，面对眼前
这个庞然大物，他既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又
暗自下定了“驯服”它的决心。盾构机下井
后，他迅速开展始发姿态测量工作，全程紧
跟导向系统调试人员，详细记录相关设置参
数和工作流程。由于调试人员工作熟练度
高，操作速度快，他现场记录跟不上，内容并
不齐全，调试完成后他将所有的疑惑都一一
罗列出来，再次向调试人员虚心请教，在所
有的流程都能模拟下来后，再跟着师傅进行
现场实践。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通

过反反复复的实践与失败，他逐渐熟悉了操
作流程，并一次性调试成功。2019年 12月，
杭州地铁项目首个盾构隧道顺利贯通，期间
陀螺定向检核成果为 0秒，最终隧道横向贯
通误差+5毫米，纵向贯通误差-4.3毫米，高
程贯通误差+3.4毫米。2020年 5月，杭州地
铁 6台盾构均以全线最高精度顺利贯通。

2020年6月，他调任国内当时最大直径顶
管工程——杭州紫金港项目测量主管，这也
是他独立负责项目测量工作。他从熟悉项目
规模和特性入手，编制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梳
理出疑惑并及时向师傅请教，终于高效完成
了前期测量工作。顶管施工和地铁盾构施工
测量工作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因顶管始发
工作井狭小且本项目处于双曲线始发，测量
难度大、任务重，现有的技术必须停机进行测
量，待姿态成果计算出来后方可进行顶管顶
进施工，极大影响施工进度。他每天上下井
数次，反复研究顶管机特性，通过在井底进行
不断模拟，最终研发出“一种适用于大型顶管
姿态跟踪测量的装置”，有效解决了顶管姿态
跟踪测量的难题，极大地减轻了工期压力。

精益求精的“创”劲

他常说：“搞测量就得‘轴’点儿，要在数
据上较真儿，来不得半点马虎，要不断探索创
新，精益求精。”2019年 4月，他第一次接触实
用新型专利的研究申报，最初的“高大上”感
觉激起了他对发明创新的极大兴趣。在师傅

的带领和指导下，通过不断探索和琢磨，王增
华先后参与研发了“一种地铁施工用多功能
测量基站结构”“一种用于暗挖隧道的定线
测量装置”等实用新型专利，在项目应用中
取得了快速、精准、超前工作的显著效果。

后续的工作实践中，他相继独立研发出
“一种可伸缩式盾构始发测量装置”“一种用
于大直径顶管施工平滑升降式测量装置”两
项实用新型专利，连续两年获得陕西省总工
会“落实技术工人待遇奖励”，被吸纳为公司

“李国强劳模创新工作室”测量专业骨干成
员。王增华与工作室测量专业团队共同编
制了《小半径地铁盾构隧道姿态跟踪测量导
向施工工法》，在公司多个项目成功推广运用
并达到了良好效果。2023年7月，该工法先后
被评为中铁七局企业级工法，河南省建筑业
协会、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河南省工程建设
协会三项省级工法，也是中铁七局近年来首
个盾构测量方向的工法，弥补了公司盾构测
量领域创新短板，其关键技术被中国中铁股
份公司评为“国内先进”水平。

勇于争先的“拼”劲

工作5年来，王增华在干中学、学中练，已
累计参加各级测量技能大赛 7次，在技能成
才、技能强企之路上笃定前行，练就了过硬的
测量本领。2018年9月，参加陕西省工程测量
员一类大赛，夺得个人第四名和团体银奖的
优异成绩。2022年 9月，在陕西省第十七届

“西铁工程杯”职业技能大赛工程测量员比
赛中，勇夺大赛第一名，被授予“陕西省技术
能手”称号，陕西电视台、《陕西工人报》《西
安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2023年 9月，王增华转战宁盐高速公路
（扬州段）项目任测量主管。该项目主线全
长 40余公里，体量大，测量难度大，任务重。
项目交桩及加密控制点共计 240个，水准线
路约 260公里，为确保项目按期开工，他不断
思索，优化复测方案，并以最优的测量方案
进行施测，比原计划提前一周完成了 240个
平面控制点及 260公里的水准测量，测量成
果全部合格，达到了按期开工的要求，为后
续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长 8.8 公里的高邮湖特大桥就有 5.3
公里架设在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之上，这种
跨越大量水域以及沼泽地、树林、芦苇荡等
复杂地形的精密测量，无疑是他要面对的巨
大挑战。他提出的对向三角高程导线测量
方案是否满足测量等级要求，也成为本次独
立控制网的重难点。

他迎难而上，精心收集大量类似工程精
密测量案例，结合现场实际条件，一次次模
拟测试，优化方案对比，最终制定了最优跨
湖大桥控制网精密测量方案，解决了大湖面
连续多站三角高程导线传递精度不高等 6
大问题，节省了在湖内施做测量控制桩等各
项费用成本约 40余万元。

□通讯员 刘军亮 胡苗苗

用三股劲换来测量精度
————记记““陕西产业工匠人才陕西产业工匠人才””、、中铁七局西安公司测量工技师王增华中铁七局西安公司测量工技师王增华

工作中的蔡学义。

“老蔡管理的 27-81工作站被采油厂
授牌命名为‘蔡学义工作站’，像这样以职
工姓名命名的工作站在油田尚属首次。”1
月 27日，延长石油油田公司吴起采油厂厂
长马涛告诉笔者。

殊荣背后，是老蔡 25年如一日坚守岗
位的付出与努力。

初到油田 不畏艰苦

“我1998年参加工作，成为一名修井工
人。”蔡学义说。吴起采油厂那时正处在发
展初期，原油年产量还不到10万吨。

蔡学义整天奔波在大山深处，忙碌在
修井现场。一到冬天，被油水浸过后的衣
服甚至会僵硬地支棱起来。面对艰苦的环
境，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但心态乐观的蔡
学义坚持了下来。

春来秋去，蔡学义这一干就是两年。
当时间跨越千禧年，从 2000年到 2005

年再到 2010年，吴起采油厂原油产量实现
了 10万吨到 100万吨再到 200万吨的 3次
大跨越。

蔡学义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他深
知创业的艰辛与不易，多次主动提出去活

最多、难度最大的油建队工作，支援采油
厂建设。

十年时间里，蔡学义和工友们共铺设
电力线路数百公里，安装抽油机千余台，串
接管线万余米，将汗水洒在了沟壑山峁之
间，洒在了生产一线。

“眼看着原油产量连年攀升，我是打心
眼里高兴，大家都甘愿奉献，没有人抱怨。”
蔡学义回忆说。

扎根井场 勤俭持“家”

转岗到采油岗位后，蔡学义做到了驻
井坚守，勤俭持“家”，用职工的话来说，就
是“简直‘抠门’到家了。”

“他的井场，围墙、污油池和导油槽、
变压器防护栏，种菜的大棚，甚至晾衣架、
健身用的单双杠等等，都是他找废弃的油
管油杆一根根焊接改造出来的。”职工陈军
伟告诉笔者，蔡学义虽然“抠”，但确实“抠”
出了效益，省了不少钱。在油价不景气的
那几年，全厂有超过200个井场采用了这个
做法，一下省出了上百万元。

如今已是另一个工作站站长的郭耀永
曾和蔡学义搭档了 5年，他说：“我俩一起

搭建菜棚解决山上购菜
难的问题，蔬菜瓜果丰
收，不仅站上够吃，余出
来的还可以送给单井人
员和油区的乡亲们。乡
亲送来树苗作为回馈，
看站上那些碗口粗的
树，夏天郁郁葱葱的，都
是当时栽下的。”

蔡学义虽已年过五
旬，但仍精神饱满，神采
奕奕。黝黑的皮肤和手
掌厚实的老茧是他长期
野外作业的印记，也是这
些年投身石油事业的骄
傲勋章。

“企业发展需要劳模
精神引领，油田连年扩
油上产更需要劳模俯下身子带着职工干、
领着职工干。”马涛表示，以个人命名授牌
工作站不仅是对蔡学义几十年如一日辛
勤奋斗的肯定和认可，也是采油厂对优秀
职工的一种激励和鞭策。随着更多的职
工学习蔡学义先进事迹，一股人心思进、

真抓实干的干事创业氛围在吴起采油厂
逐渐形成。

“干的时间越长，在解决困难时就越从
容。付出得越多，对岗位就越有感情。我
要守好岗位，尽力发挥余热，做一滴映照油
厂的油珠。”蔡学义说。 □通讯员 杜培华

蔡学义：做一滴映照油厂的油珠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电务段西安国际港站的信号工
区有一支“铁路娘子军”，她们身穿
黄色防护服，每天穿行在偌大的站
场里，保障着铁路信号设备的安
全。远远望去，她们就像散落在站
里的“黄玫瑰”，为春运国际物流的
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今天室外作业组较多，室内设
置两名驻站联络员，张子琪负责室外
1组防护，李熙负责室外 2组防护，一
定要确保道岔试验良好。”1月 28日，
信号工区女子信号作业组组长刘晓
娟正给组员们布置工作任务。

以刘晓娟为骨干的女子信号作业
组由 7人组成，组员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她们洋溢着朝气
与活力。不论在室内做防护，还是在
室外调整道岔，她们个个都是好手。

西安国际港站作为中欧班列（西
安）的始发站，每天的运输组织非常
密集，平均 1小时 40分钟就有一趟中
欧班列开出或抵达。

面对如此大的作业量，西安国
际港站平均每天都有三四个施工点
需要配合，室内防护员既要配合施
工签到，还要配合室外作业人员调
整道岔、转换试验。同时，还要做好
室外人员的人身安全防护，确保安全
万无一失。

每次在户外线路上作业时，姑娘
们除了要应对天气、环境、作业强度等问题，还有一
些更加现实的困难摆在她们面前。

“在野外作业上厕所不方便，为了不耽误作业
和防护时间，姐妹们都不敢多喝水，然而频繁的通
话联系让人更加口干舌燥。”张子琪说。

今年 26 岁的张子琪是女子信号作业组中年
纪最小的一个，已经工作 5 年的她，凭借自身的
努力获得了西安电务段 2022 年度“优秀共青团
员”称号。

“2号、3号现在可以开始调试了。”刘丹通过对
讲机跟室外作业人员进行信息反馈，室外道岔调试
工作开始了。“室内 54 号道岔扳个来回。”“室内
H16G轨道电路送端占用……”对讲机里的对话声
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机械室内的韩荣枝也在紧张忙碌
着。她一边在微机监测机上观察记录着每组道岔
的摩擦电流曲线，核实是否在标准范围内，一边在
缺口监测机上调看道岔定反位的实时缺口值，确保
室内外缺口值一致。

“49号道岔定反位缺口、摩擦电流、动作电流
都良好。”看完一组道岔的韩荣枝立即用对讲机跟
室外作业人员联系。

“54号道岔定反位表示良好，试验良好可以交
付使用。”在 7组道岔全部完成试验交付使用后，刘
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晚上 7点，信号作业结束了。室外作业的信号
工们回到工区，开始总结一天的作业情况。

“今天作业点特别多，多亏了我们的‘娘子军’，
为大家做好防护和信号试验，我看她们不仅是金牌
防护员，还是当代‘花木兰’。”工区老蹇师傅伸出
大拇指赞叹道。

她们就像一朵朵靓丽的“黄玫瑰”，用严谨、汗
水和热血擦亮青春的底色，在铁路线上绚烂绽放，
保障着春运期间中欧班列的开行安全。

□通讯员 刘升飞 白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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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3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场
大雪过后的秦岭脚下白茫茫一片。

早上 7点多，陕西电子长岭电气
102车间调试班员工就踩着厚厚的冰
雪，一路爬上塬顶，登上塔台，与塬下
试验场上同事“遥相呼应”，着手调试
一束束寒风“送来”的信号。

塬下厂区 102 车间一处被积雪
覆盖的产品试验场上已经踩满了
脚印。刚过 8 点，班组其他 4 名职
工此时已忙碌了半个小时。为了
调试产品信号，大家在试验场和试
验间来回穿梭，室内的地板上都是
双脚抖落的雪花，和室外雪地上一
串串脚印一起奏响了新春奋进曲。

“这段时间的产品调试任务非
常繁重，我们已经连续工作了 3天，
恶劣的天气和繁重的工作量无时
无刻不考验着大家。”班长高雨婷指
着试验场外一处试验塔台说，“这
处塔台距离试验场直线距离 800 多
米，位于塬顶，距离地面垂直高度近
300米，我们班组一名员工正在上面
工作。”

无论春夏秋冬，调试班组员们必
须根据产品试验需要，在室外坚守作业，工作场地多点流
动，尽力满足产品技术试验要求。

“今天早上，我们为了完成这组信号调试，反复试验、
比对、校正。寒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就像锋利尖刀在脸
上刮过一样，一阵阵生痛。”高雨婷告诉笔者。

“尤其是 1月 21日的那场大雪纷飞时，我们正在室外
做产品试验，雪花将试验台和产品包裹起来，我们一边做
实验，一边清除积雪，每个人都很兴奋，工作丝毫没有停
下。”班组一名员工兴奋地介绍着产品试验情况。

调试的产品对精度要求非常高，每调试一个信号，难
度系数都很大，调试班组员们要在反复对比中找到最佳支
撑点。有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从原点到终点，再从终点
回到原点，如此循环往复，但他们从来都不言放弃。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笔者注意到，因为长时间待
在室外，从调试班组员们口中呼出的一股股热气，已
经成为凝固的白色气流。“呵气成冰”这个词用在此处，
一点都不夸张。

“高雨婷虽然是一名女同志，但是在工作时处处冲在
前、挑重担，她无声的行动，感染着班组每一个人，不畏严
寒、向极限挑战。”陕西电子长岭电气相关负责人说。

高雨婷头上戴着厚厚的棉线帽，专心致志地盯着计算
机屏幕，认真记录着每一个数据，不时“敲打”产品调试键
盘。她双手交叉揉动了一下，又开始工作。

在调试一组数据时，调试班组员们挪动一下雪地上木
桌，发现桌子腿已经与地面上的冰雪紧紧地粘连在一起。
此时，他们才感到自己的脚麻了、双腿都僵硬了。

高雨婷吩咐班组同事们休息一会儿，和大家一起端起
了冒着热气的水杯，开始讨论当天上午在产品调试中遇到
的技术难点。

在冰天雪地中，笔者被他们深深感染。这是一个有
温度、有战斗力的团队，他们坚守在冰雪中辛勤耕耘着，
使冰天雪地的试验场变得“热气腾腾”，而踩在地上的一
串串“沙沙”作响的脚步留下的一串串脚印，仿佛都欢快
地鸣奏起来。 □通讯员 范源

天刚亮，海拔 1400 多米的山顶被白
雪覆盖，凛冽寒风肆虐地呼啸着。

1 月 29 日清晨，陕西天翌天线股份
有限公司天线罩项目团队的成员陆续从
临时活动板房中走出，开始一天的工
作。他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实施雷达天
线罩的防水密封。

寒风刺骨，即使穿上厚厚的棉衣也难
以抵挡透彻心扉的寒冷。工程师张勇宏
调侃道：“待冰箱里都比在这里暖和。”项
目实施以来，他和团队 80余人已坚守了一
月有余。

只见他们站在脚手架上，手持磨光
机打磨清理分块接缝处，蘸取丙酮将密
封面擦干净，用密封材料进行密封，这一
系列操作娴熟流畅。“克服困难，高效工
作”俨然已成为大家的信念。

一个月前，大型雷达天线罩单元板
块被运至山顶，天翌科技立即成立现场
指挥部，分设四个专项组和三个专职岗
位，经过周密安排和详细分工，三项主要
作业同时展开。

在施工现场，十四部对讲机连接着现
场沟通，两架望远镜密切关注着设备安
装，四台大吊车钢臂挥舞，单元板块上下
翻飞。每个人、每个设备、每个移动的元
素，都像一颗齿轮，紧密协作，井然有序，
创造了 40吊 80块的单日最高纪录。

“大型雷达天线罩由于尺寸巨大、单
元分块多样、零部件繁杂，装配过程难度
很大，特别是这次安装现场，寒风呼啸、天

寒地冻，如何在恶劣环境中快速、高精度
完成装配，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
题。”项目负责人薛鸿超说。

面对不利条件，天翌人迎难而上。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靳武刚带领技术骨干，
推敲每个细节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逐步确
定消除大风中摆动、冰冻中单元块高精度
安装等措施方法。

项目组实行轮班制，每天 5 点开工，
晚上 9 点结束工作后就立刻召开施工总
结会。晚上室外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十
六摄氏度，寒冬的黑夜，仿佛要吞噬一切，
大风冲撞着单薄的门窗，透过缝隙“呼呼”
地往屋里灌。活动房内，室内温度也只是

勉强超过零度，项目成员只能围坐一团，
哈着气、搓着手，分析当天装配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研究制定应对措施。

1 月 9 日，随着最后一组单元组件稳
稳地啮合大型雷达天线罩上方，项目团
队在高质量、零事故的基础上，提前 30
天完成装配，跑出了大型雷达天线罩装
配的“天翌速度”。

天翌人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工作精
神，给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某部队特赠
锦旗和感谢信，对团队高度的责任心和专
业精湛的技术水平给予肯定。

薛鸿超告诉笔者，施工团队将通过
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地位，主动担当作为，
锻造新质生产力，在高端装备制造、商业
航天、低空经济等领域开辟新赛道。

□通讯员 陈玲娟

“天翌速度”创造者

迈开步伐迎新春，铆足干劲再出发。1月26日，
陕煤运销彬长分公司开展职工健步走活动，大家精
神抖擞，意气风发，大步向前，在运动中激发爱岗敬
业的热情。 □通讯员 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