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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2日 12时许，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廊
桥尽头，东航 MU6158 航班的舱门缓缓关
闭。省劳动模范、东航西北分公司客舱服务
部乘务长李茜整理好制服和丝巾，做好一切
准备工作。

从手工记录服务日志到引领智慧客舱变
革，这位累计安全飞行2万余小时的一线乘务
长，用近 30年光阴诠释了对航空服务事业的
热爱。

从内向社恐到服务标杆

1995年，18岁的李茜带着对蓝天的憧憬
踏入东航西北分公司。2002年，从事 6年多
地面服务工作后，她转到乘务员岗位。

首飞时，她因紧张将咖啡洒在旅客衣襟

上。这个窘境成为转折点——要么克服，要
么离开。

作为社恐人，不断与旅客交流沟通，对
李茜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但她凭借顽强
的毅力，不断练习微笑、说话，让自己能够主
动且自如地和每一位旅客交流。

家中的镜前从此多了对镜练习八颗牙
标准微笑的身影，丈夫制作的小板凳成了她
的“心理训练场”，三小时站立式备课让她面
对应急知识讲解也很从容。

2013年西北“凌燕”服务创新工作室创
建时，这位连家用电器都操作得很生疏的

“小白”，硬是啃下了 PPT制作、视频剪辑技
能，主导开发了“我要学习”线上平台，利用
碎片时间进行业务知识学习。

读懂未说出口的需求

“真正的服务是读懂未说出口的需求。”
李茜回忆，2017年某次航班上，持续啼哭的婴

儿让新手妈妈手足无措。
观察到孩子脖颈后的汗珠，李茜灵机一

动：“宝宝热了，我们换个透气的抱姿吧？”
瞬息止啼的奇迹，催生出“BABY-IN-CAB⁃
IN凌燕妈咪工作法”。团队联合儿科专家，
将婴儿需求归纳为“热、饿、困、烦”四类，配
备测温贴、消音耳塞等“暖心包”，让婴幼儿
哭闹率下降了 90%。

“服务发自内心才能创造价值，我们要
为每位旅客展示世界的精彩。”李茜常常这
样说。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民航业，李茜仍在每
月 60小时的飞行中开拓创新。今年，她牵头

“振翮高飞”项目，不断提升大家的职业资格
鉴定通过率。

劳模精神培育服务新星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李茜首创的
“金字塔型人才孵化模型”，通过劳模带教、种

子培育，打造出礼仪、急救等特色人才梯队。
2017年，西北“凌燕”服务创新工作室更

名为李茜空中服务创新工作室，并先后被东
航股份公司、东航集团授予劳模创新工作室，
2023年被授予全国民航劳模创新工作室。

在工作室的推动下，“劳模精神”正转化
为看得见的生产力。近三年，客舱服务满意
度提升至 99.2%，自主研发的“BABY-IN-
CABIN凌燕妈咪工作法”获全国民航服务创
新一等奖。令人欣慰的是已有 10 余名“90
后”乘务员在劳模精神感召下，成长为省部
级技术能手。

“劳模讲堂”更是成为年轻乘务员的
精神灯塔。在这里，李茜和其他劳模分享
经验和故事，激励着年轻乘务员不断提升
服务品质。

“当年轻队员主动用三晚休息时间琢磨
出‘无接触送餐流程’，我知道劳模精神的种
子已经发芽。”李茜说。

用爱温暖飞翔的“家”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郝佳伟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东航西北分公司客舱服务部乘务长李茜
“看这高压开关柜内电缆终

端头因长期使用，表面已经出现
爬电痕迹及绝缘劣化现象。”3月
20日，在陕钢集团汉钢公司铁前
35KV变电站，公辅中心电气作业
区作业长李新军正扫视着电力系
统后台，快速查看各项数据曲线，
同步分析局部放电图谱……

“李师傅‘牛得很’，通过设备
运行曲线和状况，就能判断设备是
否存在异常。”车间技师曹少岳说。

这位被大家亲昵地称为“钢铁
侠”的陕西产业工匠人才，是如何
开启工匠征途的？

“从一名电气仪表自动化维修
工到产业工匠，我深刻体会到‘创
新没有捷径，只有永恒地践行’。”
李新军说。

夯基与破茧
2010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李

新军怀揣一腔热血，在汉钢公司
开启了职业生涯。

其实刚进厂时，公司正处于
建设阶段，面对现场复杂的环
境，欠缺技术经验，他也想过逃避。“是师傅们的鼓励
和指导，让我坚守在设备保障线上，突破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题，一步步成长为高级技师。”李新军说。

从设备基础安装到系统调试，从系统运维到优
化升级……李新军一头扎进设备安装调试的烦琐工
作中，大到系统优化，小到每一项参数的设置，他都
一丝不苟。

面对脱硫在线监测技术难题时，自主研发“直接抽
取式CEMS烟气取样装置”，将脱硫在线监测精度从
92%提升至97%。在高炉可视化监测项目中，通过雷达
探尺、炉内热成像技术与炉缸侵蚀模型的构建，使得高
炉操作从依赖“经验判断”转变为“精准决策”……

李新军在挑战中逐“新”，踏出坚实且不凡的第一
步。他常说：“创新绝非偶然的灵光一闪，而是将工匠
精神锻造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逐浪与突破
“如果说匠心传承是事业的根基，那么数字化转型

便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翅膀。”李新军认为。
时光流转至2018年，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汹涌

袭来，他敏锐洞察到这一趋势，成为公司变革的先锋。
面对30余座变电站形成的“信息孤岛”，李新军挺

身而出，带领团队启动“智慧运维”攻坚行动。针对电
力系统存在的离散控制、状态监测与诊断缺失等问题，
精心打造全域集控平台，整合各方数据，实现了电力调
度的“一键式”操作，让复杂的调度流程化繁为简。

部署设备在线监测与劣化分析模型，犹如为变电
站配备了智能医生，提前察觉设备的“健康隐患”，促使
运维模式从“被动抢修”华丽转身为“主动预防”。

不仅如此，数字化运维、SVG无功动态补偿、局放
监测与变频改造等一系列创新举措相继落地，让传统
变电站变身“智慧能源管家”，公司电力供应稳定性大
幅跃升。

在这一系列数字转型的征途中，李新军更加坚信：
“智能制造不是机器取代工匠，而是让工匠的智慧通过
数据得到永恒的传承。”

匠心与传承
“李师傅的足迹踏遍了各个生产现场，解决企业电

仪自动化急难险重技术难题，打开了电气自动化技术
创新之路。”公辅中心主任闵海斌说。

2021 年，“双碳”目标如一声号角，响彻钢铁行
业上空，他扛起重任，踏上绿色低碳技术革新的新
征程……

在这场绿色变革中，他深知传承的力量，积极利用
工作室，与院校携手编写 PLC教程，将多年积累的实
践经验倾囊相授。

“师傅常说‘每一个参数、每一根线路都关乎系统
生命’。示范精准调试与故障分析，让我懂技术更懂责
任。”徒弟冯明义说。

新时代的钢铁需在创新中重生，新时代的工匠
要用智慧定义未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10余名国
家、省、市技术能手茁壮成长，成为公司绿色发展的
生力军。

多年来，他攻克了翻车机控制缺陷、高炉自动化及
网络瓶颈等 36项技术难题，7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授
权……创新成果的不断转化，激发了他不断追求卓越
技术的决心。

“我将继续以钢铁‘新’魂，在工匠征途中奋勇向
前，成为精于工的践行者、匠于心的传承者、品于行的
开拓者。”李新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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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3日，在西安机务段机关楼前，汉
中车务段勉西站的青工唐丹丹，在驻村干
部和村支书陪同下，满怀感激地为该段送
上写有“驻村帮扶情谊暖 志智双扶育英
才”的锦旗。

“如果没有铁路，我现在可能就没有学上
了，铁路改变了我的命运……”3月 28日，这
个从汉中勉县漆树坝镇唐家坝村走出来的农
村娃，说起成长历程几度哽咽。

“我想继续上高中”
地处陕西南部秦巴山区的勉县，曾是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1年前，唐家坝村村民唐富青领养了亲

戚家的孩子唐丹丹。从此，唐丹丹就与有智
力缺陷的养父还有 7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

2016年，西安机务段驻唐家坝村第一批工
作队入户走访。从那时起，唐丹丹就成了工作
队的重点关注对象。队员每次入户都会询问
她的学习情况，向其赠送学习用品和书籍。

唐丹丹升入初三后，西安机务段驻唐家
坝村第二批工作队队员黄靖主动担负起在节
假日为她补习文化课的重任。

2018 年 8 月，唐丹丹考上了勉县二中。
这本是件开心的事，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高中三年的费用，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叔叔，
我想继续上高中……”唐丹丹跑到村委会，看
到驻村第一书记秦海斌，一下子就哭出声来。

“只有上学才能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两
不愁三保障’是扶贫工作的底线，要不我们驻
村有啥意义？”随后几天里，秦海斌组织工作队
一次次前往勉县二中和勉县教育局，最终为唐
丹丹争取到了“两免一补”的政策支持。

驻村工作队一直牵挂着唐丹丹高中 3年
的学习生活情况。不管谁进城办事，都会绕
道去学校看望唐丹丹，给她送去一些学习和
生活用品，有时还会留些生活费，并叮嘱她好
好学习，早日考上理想的大学。

这 3 年，也是唐家坝村变化最大的时
期。西安机务段不断筹集资金，为村里修路、
装路灯、建养牛场，促使腊肉、养牛、高山茶成
为村里的支柱产业。唐丹丹家也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下，通过认养肉牛顺利实现脱贫。

“我想成为和你们一样的铁路人”
志智双扶，让唐丹丹家的日子一天天好

起来。2021年，唐丹丹的高考成绩达到专科
线，但奶奶却联系亲戚，介绍她到南方打工。

听到消息后，时任西安机务段驻唐家坝村
第一书记的高林波急了。高林波来到唐丹丹
家，和她的奶奶促膝谈心，让其不要为学费担
心。唐丹丹的奶奶终于点头让孙女继续读书。

填报志愿时，唐丹丹来到驻村工作队说：
“因为有了铁路的帮扶，我才能完成学业，也
想成为和叔叔们一样的铁路人。”唐丹丹的想
法让高林波很欣慰，她按照程序和有关要求，
帮助唐丹丹准备资料、填报志愿。当年 8月
26日，唐丹丹如愿以偿收到了西安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驻村工作队联系地方教育部门为唐丹丹
办理助学贷款，还特意在西安联系到一家企
业，让唐丹丹通过勤工俭学减轻经济压力。

高林波早已将唐丹丹当作自己的孩子。
他像家长一样，主动和老师保持联系，了解唐
丹丹在校情况；每个节假日，将唐丹丹接到自
己家里，为她购买衣服和生活用品；农忙时
节，组织工作队帮助唐丹丹家抢收庄稼。

3年的大学生活，唐丹丹先后获得“年级
学习标兵”“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等荣
誉。她在班级演讲中说：“今天的努力，是为
了报答每一个让我改变命运的人。”

“我要尽最大努力为铁路作贡献”
2024年 12月，唐丹丹经过校园招聘进入

汉中车务段工作。从唐家坝到铁路学校，再
到成为一名铁路职工，唐丹丹始终没有忘记：

“如果没有铁路帮扶，我就走不出大山，我要
尽最大努力为铁路作贡献。”

今年 1月 23日，春运第 10天，位于勉县定
军山下的勉西站信号楼，电话声、行车指令声
此起彼伏，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信号灯闪
烁不停。操作台前，唐丹丹正在向师傅请教
调车联控相关业务知识。今年是她入职后的
第一个春运。

作为汉中车务段勉西站的一名信号员，每

次当班，她总是提前到岗，认真学习交接班、交
接列车信息等业务，反复演练如何执行指令
等技能；休班时，她一遍遍学习铁路规章制
度，不断在手账上总结，以便向师傅请教……

“以前，我还以为车站信号员就是在室
外摇摇信号旗，或者在电脑前统计下表格。
跟班学习后，我才知道这个岗位的重要性。”
唐丹丹说，信号楼就像是车站的神经中枢，
每趟列车进出站、确认接车路线等都不能马
虎，必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

笑容写在脸上，幸福刻在心里。勉西站
距离唐家坝村仅几十公里，唐丹丹每次休假
回家，都会抽时间给邻居家的小孩辅导功
课，帮助村里的人收庄稼，还走进铁路定点
帮扶的勉县骆驼项村，为留守儿童上课，讲
述成长经历。

如今的唐家坝村，生态肉牛养殖、腊肉加
工等产业发展越来越好，马路更干净，山更
绿，水也更清了。

“铁路改变了我的命运”
通讯员 周道刚 刘 翔 葛永强 陈 燕

工作中的唐丹丹（右）。

近日，中铁北京局西渝
高铁康渝段站前 5 标项目
部将体检中心“搬”进施工
现场，为 1300 余名建设者
提供系统化健康体检服务。

体检涵盖心电图、胸部
DR、血压、血常规、彩超
等，还特别邀请专业医疗团
队，为大家提供一对一健康
咨询，让建设者进一步了解
自身健康状况，增强大家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通讯员 李鑫
曲晓雯 摄

3 月 28 日，咸阳市公路局礼泉管理段党支
部开展“以学铸魂强党性 从严管理践初心”主
题党日活动。 通讯员 王桃 摄

“为企业作贡献，并不是想象中的那
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大多数时间都在做
及其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近日，陕西
省卓越技能人才、中铁一局“十大”产业
工人标兵李军在座谈会上说。

他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试验检测事
业，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做，在中
铁一局三公司带领团队成员攻坚克难。

“匠心”如炬 “研心”不改
2009年，刚毕业的李军选择了试验检

测工作，成了一名工程
试验检测技术人员。

2017 年，吐小高
速公路路面基层施
工中，按照传统工艺
施工无法满足工程
进度要求。为加快
施工进度，项目经过
多次论证，引进新工艺——全幅大厚度
水稳基层施工工艺。

该工艺缩短了工期，也节约了施工
成本。但首次应用能否确保施工质量？
为打消疑虑，李军带领试验室工作人员
收集各项检测数据，包括平整度、芯样完
整性和摊铺机摊铺质量等，经过对比和
分析，确定了该工艺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担当如铁 迎难不惧
他迎难克难，敢想敢为，总把解决生

产中的“疑难杂症”放在首位，专注于生

产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充分运用
专业技术推动工艺优化改造。

在奎克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项目部
路基填料为盐渍土，且盐渍土覆盖面积较
大，工地试验室需成立化学分析室，对路
基填料进行化学分析，测定其盐含量。

在接触试验时，他发现这项工作并
不是简单的拥有化学知识就能干好的。
易溶盐含量是盐渍土路基病害的主要控
制指标，按规范规定的检测频率高，微量

数据检测精度要求高。日常施工期间，每
天易溶盐含量测定试验次数高达 20次以
上，重复性的工作让人感到枯燥无味。

李军没有向困难低头，他改进工作方
法，购买先进仪器——大功率离心机，一
次可同时检测三组样品，缩短了检测时
间，提高了检测效率。他总结“控料源，
勤检测”的工作思路，使得检测数据准确
真实可靠，有效提高了盐渍土路基质量。

初心不改 实干如常
2021 年底，三公司中标 CZ 铁路，李

军带领团队冲锋在项目建设最前沿。项
目海拔 4200米，山地陡峭、缺氧严重、温
差较大，冬季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以
下，地质结构复杂，施工技术难度大，安
全风险因素多，施工条件艰难。

实验检测部门要在项目开工前完成
投建运营，否则项目不能开工。施工点
是一片原始森林，李军接到任务，第一时
间带领团队在高原上运送集装箱房、帐
篷、取暖设施。

有一天半夜，发
动机因气温太低出
现故障，取暖设备不
能正常工作，在零下
24 摄氏度的恶劣环
境下，他和团队只能
用身体硬扛，几人挤
在两张床上抱团取

暖，夜不能寐。
经过多个不眠夜，在李军的带领下，

大家快速完成了试验室、拌合站、项目驻
地的建点任务。从高原下山后，李军的脸
出现浮肿，双眼只能看到一条缝，双唇紫
青，体检结果显示肺部有大泡。妻子心疼
得哭了，他却说：“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李军怀着把琐碎工作做到极致的初
心，努力成为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代产业工人，以
实干作答，用实绩交卷。

通讯员 师 岚

把每件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做

近日，在陕西化建第二公司
承担的榆能化技改项目现场，总
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时而
俯身检查设备，时而与团队热烈
讨论方案，蓝色的工装沾满灰尘。

他是刘生旺，37岁的专业工
程师，一名扎根检修一线的共产
党员，更是同事眼中“敢啃硬骨
头”的攻坚先锋，荣获了公司 2024
年度劳动模范称号。

用勤奋积攒工作经验
2012 年，刘生旺怀揣梦想加

入公司，刚入职就参与了榆能化
建厂大项目，负责动设备安装技
术工作。

那时的他以为凭所学知识足
以应对。在安装一台关键泵设备
时，他按图纸和规程组装完毕，设
备试运行却剧烈震动、噪声异
常。他一下慌了神，反复检查安
装步骤，又咨询同事，都没找到问
题。刘生旺急忙查阅技术手册、
安装图纸，并向老师傅请教。原
来是设备底座水平度有细微偏
差，严重影响设备运转。

找到问题后，刘生旺在团队
的带领下立即调整底座。为确保准确无误，他还反
复测量校准。经过几天努力，设备最终顺利运行。
这次经历让他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保持
谦逊，向他人学习，沉着冷静，方能解决问题。到今
年，已经是刘生旺在井边工业园区的十三载，从榆能
化建厂时参与基础建设，到投身榆能化填平补齐项
目，再到主导一系列技改项目等，这些宝贵经验让他
从青涩的技术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

以匠心守护检修质量
2023年，面对榆能化DCC装置停车抢修任务时

间紧、难度大的问题，刘生旺主动请缨带队攻坚。
施工过程中，他白天穿梭于装置间协调施工，深

夜伏案优化方案，提出“高度交叉、紧密结合、各自
为战、同步推进”检修理念，针对反再两器换热器的
抽芯难题，他与班组成员反复研究设备结构，最终
通过调整抽芯工具和操作流程，成功解决这一技术
难题。同时，在安全阀校验工作中，为提升校验效
率，我们创新采用分组同步校验的方式，在保障校
验质量的同时，大幅缩短了校验时间，确保项目按
计划顺利推进。

面对同事的惊叹，他摆摆手：“活干得漂亮，心
里才踏实。”最终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该抢修
项目顺利实现高标准中交，比预计工期提前了 2
天。业主竖起大拇指：“这样的队伍，信得过。”

用创新突破技术壁垒
“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刘生旺常挂嘴边的话。经

验丰富的他带领的党员突击队在 2024年榆能化检
修中承担烯烃中心二期DMTO装置“两器”、换热器
检修的重点任务，工程量大、技术要求高，部分检修
和技改与设备衬里施工单位交叉作业，检修作业受
限严重。其中，换热器 E1208A/B管束达到设计寿
命，清洗后效果不佳需更换。

他深知传统的检修方法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
存在安全隐患。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了一场技术
创新的攻坚战。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借鉴了国内
外先进的检修经验，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提出了一
系列优化方案。刘生旺更是亲自上阵，和工人一起
研究、试验，最终设计出“千斤顶+自制辅助工装”
的创新方案，硬是将原本五天的工期压缩至三
天。作业现场，他亲自示范操作，汗水浸透工装，
却笑着鼓励队员：“咱们这是给装置‘做手术’，是
精细活儿。”

如今的刘生旺，依然奔波在项目一线。他的办
公桌上，摆着一本翻旧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干一
行爱一行，精一行专一行。”这不仅是他的座右铭，更
是一线劳动者最朴实的誓言。他常说：“设备会老
化，但追求卓越的心，永远要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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