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夜工作
行走8公里为隧道精细“体检”

最后一班地铁，载着稀稀落落的
夜归人，开走了。深夜11点，何小玲
和维保工人准时来到隧道，开始用双
脚丈量城市地下的同时，为隧道精细
地“体检”。只见她手拿强光手电，炫
目的光束照在隧道壁上，抬头四顾间
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虽然现在有扫描仪、摄影仪，可
以一路拍摄地下设施的状况，但何小
玲坦言，要把工作做到更精准，还是
需要人工排查、“把脉”。

1993年，化学专业毕业后，何小
玲进入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从事
科研工作。在具体的工作中，看着自
己研究的材料成功运用到了施工中，
何小玲内心充满了成就感。“慢慢地，
我就从科研转到了施工一线，专注于
隧道维保，进行隧道防渗漏处理。”何
小玲说。

从此，每天深夜11点出门，凌晨
三四点回家，就成了何小玲的工作常
态。长达几小时的时间里，在幽暗潮
湿的隧道内穿行，片刻不停，让她成
为隧道的“守护者”。

“最开始从事隧道维保时，这种
日夜颠倒的作息时间，我也很难适
应，容易打瞌睡。”何小玲坦言，不停
地巡检，与工人聊技术、沟通方案，让
工作变得有趣起来，人也精神了很
多。“隧道是冷的，但对待工作的心是
热的，带着愉悦的心情，适应环境，才
能把工作做好。”

“我现在是公司维保事业部经
理，同时还是公司副总工、市场计划
经营部副部长，担任技术、经营和施
工管理等多项职务。”对于何小玲而
言，随着工作的深入，她除了晚上进
入隧道，进行防渗漏处理之外，白天

还要与客户讨论沟通合同和方案，同
时还要带领团队，指导协调团队的工
作内容，异常忙碌。“压力之下，除了
技术提升，我还学习了预算、概算、经
营等知识，获得了快速成长。”何小玲
说。

相比薪资
更加看重工作带来的满足感

“何小玲创新工作室”成立后，
何小玲带领团队在治理隧道沉降的
过程中，总结经验，进行技术创新，
将微扰动注浆工法应用于地铁隧道
收敛变形治理中，并在上海多条地
铁隧道的整治中取得成功，得到了
地铁运营方的高度肯定。同时，她
所在的防水堵漏项目部也创下了维
护隧道里程数最长、维护车站数最
多的世界纪录。

作为项目负责人，何小玲深刻意
识到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多年来，她
通过言传身教、现场操作等形式，帮
助多名工人从单一型的劳务型人才
转变为技能型人才，并成长为企业的
带队骨干。如今，她先后培养出了3
个项目经理、12个项目副经理和15
个带班骨干，为企业人才的储备贡献
了力量。

谈到薪资，何小玲坦言，随着企
业的发展，个人的薪资待遇也有了相
应的提升。但在她看来，薪资并不是
第一位的，她更看重工作所带给自己
的满足感和成就感。“领导和同事对
我的工作非常认可，也给予了很多支
持，这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何
小玲说。

虽然，隧道维保的工作充满了艰
辛和挑战，但对何小玲而言，对工作
的热忱可以战胜一切。“未来，我将继
续学习、积累和提升自己，培养更多
的维保人才，将隧道维保进行到底。”

●地铁隧道的“守护者”何小玲

“隧道是冷的，对待工作的心是热的”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三八红
旗手”……望着眼前的一个个奖项和荣誉，何小玲内心感慨万
千。作为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地铁维保应急救援队技术负责人，多
年来，她和团队肩负着上海140多个车站、150多个隧道区间、170
多座联络通道的建设安全重任，用行动践行着“护隧先锋”的神圣
梦想与诺言。

好
情“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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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空”的能工巧匠：解“疑难杂症”攻“技术难关”
何小玲与张华都是优

秀“医生”，一位守护的是
地下交通隧道安全，另一
位则确保地上动车电路

“健康”。李硕和顾京海都
是技术能手，一位是船体
焊接难题的“解困人”，另
一位则是运载火箭装配的
巧手工匠。从地下交通到
陆上列车，从蔚蓝海洋到
浩瀚星辰，这四位劳动者
各司其职，用勤奋擦亮劳
动本色。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明玉君

夯实理论
总结经验“把脉”电气部件

动车同家用轿车一样，运行一段
路程后也需要保养检修。张华从事
的是动车组高级修的调试及故障处
理工作，即对行驶120万、240万、480
万公里后的动车“全面体检”。

动车“医生”要做好“全科检查”
必须完全掌握动车原理构造。2010
年上海动车高级修基地成立，张华从
普速客车电气检修岗位调入动车检
修工作。这对他来说可谓是不小的
挑战。在经过系统培训后，立志要熟
练掌握动车技能的张华几乎把所有
时间都放在了技术钻研上。

为熟知CRH2系列9种细分车型，
张华将车型近千张电气图纸、上万张
配线图纸反复研究。在实际调试检
修中，张华将经历的每一个故障要
点、难点都一一记录，注明其现象、原
因、处置措施。靠着过硬的知识储备
和在铁路 13 年的电气检修经验，
2010年张华成为上海局集团公司第
一组高级修动车的调试“主控”。

“牵引变压器、变流器、换气装置、
牵引电机等这些动车的主要电气设备
都在车体底板下。它们‘工作’时所产
生的振动频率都是不一样的。”在张
华看来，车底部的震动相当于动车的

“脉搏”。他从脚底感受到的区域振
动频率就能帮助判别设备是否“健
康”。除了感受震动外，听声、闻味都
是辅助他检测的有效方法。

攻克难题
掌握50余项生产关键技术

“求助华哥，CRH2A-2185动车组
第二动力单元501C线路绝缘不良。”
去年春运开始前夕的一天晚间，同事
急匆匆地找到张华请求技术支援。

眼看着春运将来临，检修人员
若逐一对主变压器、牵引变流器、牵
引电机等电路部件排查，该组动车
可能将延后数天出库。若无法及时
找到绝缘下降的故障部位，动车上
线后可能随时会引发单元动力丢
失，受其影响严重时还会导致后续
车次陆续晚点。

时间紧迫，张华带着班组里的青
年突击队伍连夜通过图纸分析、查看
代码、数据检测等方法，在两个小时
内，他们发现是7车车端跨接电缆母
接头电蚀，因而导致绝缘故障，当晚
便“火速”解决了故障。

除了保证动车“健康”外，张华也
肩负着技能创新的任务。原先一些
动车故障部件维修的相关技术资料、
维修技术、相应配件等由国外供应商
垄断。动车检修的维修成本始终难
降下来。下决心攻克！张华带领团
队没日没夜地“钻”在了动车人机交
互控制界面的研究中。

5个月后，团队掌握了动车组相
关故障件的逻辑原理和维修工艺，同
时自主研制开发了其离线检测平台，
在全路率先对动车组人机交互控制
系统部件实现自主检修和试验，突破
了相关供应商的技术封锁。据介绍，
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为企业创效
400余万元。

作为第一代动车检修人员，张华
始终觉得技艺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2015年1月，以张华名字命名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在工作室
成立后，张华带领9位成员开展优化
动车检修工艺、改研工装工具、处理
重难点故障、开拓动车部件自主维
修、培养青年技能人才等工作。30
余项技术革新已陆续完成。50余项
生产关键技术完成攻关。其中一项
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发明奖。

●动车段电气调试专家张华

做好动车组“望闻问切”的全科医生

“我们的调试工作相当于是排查动车疾病的全科医生。”
上海动车段调试车间电气调试班工长张华介绍说，车内旅客设
施、车顶高压系统、车下走行部等关键设备都需要他“望、闻、问、
切”的关键点。在加入动车检修的8年时间里，张华练就了短时
间内排查动车故障的技能，也总结了“望、闻、问、切、慎、畅、核、
闭”调试作业八字法。

苦练技能
22岁获得国家一级竞赛一等奖

李硕来自河北秦皇岛。在亲戚
建议下，2008年他选择家乡一所技
工学校学习基础电焊技能。一年后，
他作为河北省委培生来到上海江南
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船舶制造与
修理专业学习。

为提升焊接技能，李硕在实践课
上把握着每一次操作机会。他手上数
个烫伤的印记证明了这位青年刻苦练
习的过程。2010年，勤学苦练的他被
评为“上海船舶工业公司系统技工学
校三好学生”，接着又被选入全国比赛
集训队，并在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现代制造技术技能焊
工比赛中一举获得一等奖。他也凭借
这一成绩破格获得焊工技师资格，并
被授予“2011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
技能标兵”荣誉称号。

2011年，比赛场上表现优异的
李硕被安排进了江南造船进行为期
一年的顶岗实习。进入工作岗位不
到一年，他就可以熟练焊接船体上各
种位置的结构。企业多次选派他代
表江南造船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并获
奖。李硕在各种技术“练兵比武”活
动中逐步提高了科学素质和技能水
平，也在带教老师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中配合进行了技术攻关。

李硕目前在制造一部装焊四区做
焊工。平日里，李硕在造船车间完成
船壳部位焊接后，他所焊接的产品还
需要经过一道“X光”检测。若焊接后
的船体大接头关键位置有气孔和夹
渣，整条片位要重新返修焊接。李硕
介绍说，船体甲板基座的焊接要求也
很高。在使用测试时，焊好的甲板所
受压变形高度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

为保证焊接质量，李硕和同事配

合攻克了这一难题。“我们通过控制
电流大小保证焊接面平整。”李硕说，
团队配合也是关键。他们拿起焊枪
焊接时会默数拍子，通过保持焊接匀
速状态来实现。

“见材推法”
做焊接组的解困者

谈到焊接方式，李硕一改采访时
的腼腆状态，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二
氧药性焊通常用来焊接平板。在船
体焊接中，我们如果需要焊污水管，
那就需要用抗腐蚀焊接法。”李硕介
绍说，判断焊法离不开经验总结。学
习焊接已10年的时间，他在工作和
竞赛中已培养出“见材推法”，即看到
不同的金属材料便可大致分析出最
适宜的焊接方法。

“小李，我们在焊接时出现了问
题，能帮我们看下如何解决吗？”在李
硕同事眼中，常参加技能竞赛的小李
是技术攻关能手。通常同事们焊接时
遇到“疑难杂症”，李硕总会被叫去研
究一番。在7厘米见方的焊接空间中，
零配件需要在焊接人员的手中精准焊
接。如何在成人手掌心大的空间里完
成焊接工作？李硕将师傅教他的镜面
反射焊接用在其中。这方法听起来简
单，但应用起来十分考验熟练度。镜
面反射后，看到画面与实际情况是对
称的。要想精准操作，焊接者还需“眼
看、心到”。李硕遇到此焊接困境时，
先在脑中勾勒出内部焊接情况，再稳
步将每个部位焊接完成。李硕虽常被
邀请解决技术困难，但他清楚，年轻技
能人要走的路还有很远。“我还是要再
深造，再学习，再进步。”今年李硕还多
了一个身份——上海第十五次团代会
代表。这位90后团代表也希望更多投
身技术的青年人在时代发展中不断锤
炼真本事，打磨自身技能。

●江南造船青年焊工李硕

精细把控1毫米的“解困者”

今年26岁的李硕是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制造一部
装焊四区的焊工。别看他年纪轻轻，却获得了国内外不少焊接技
能荣誉，对待工作也并不含糊。“船体焊接是一项必须严肃认真对
待的技术活儿。”李硕介绍说，在他参与的船体建造项目里，焊后
甲板基座变形不超过1毫米，焊缝内部不得有气泡。这些细节的
高精度要求保证了成品船在大风大浪中安全前行。

熬夜奋战
确保总装产品100%合格

技校毕业后，顾京海进入上海
航天局，成为一名钳工，主要从事
单个产品的生产零件加工。酷爱
生产岗位的他，潜心钻研，在实际
操作中积累和提升技能，并积极参
加集团职工技能竞赛，还取得了装
配钳工第二名的好成绩。“可以说，
那段时间奠定了我的技能基础。”
顾京海说。

2011年，喜欢挑战的顾京海，从
钳工岗位转向运载火箭总体装配工
岗位，从事更加精细的装配操作，如
嫦娥系列和空间站分系统的总装工
作等。在他看来，钳工主要进行单个
零件的生产加工，而运载火箭总体装
配工则是把单个的零件总体装配起
来，二者存在很大的区别。另外，运
载火箭产品大多与科技前沿的内容
相关，需要不断补充和学习系统的知
识，并随时向同行请教。

不仅如此，对顾京海来说，更
大的挑战来自于预研型产品，在技
术上无从借鉴，只能通过已有的知
识和经验逐步摸索，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来完善产品性能。“装配
产品时，我们经常晚上 10 点以后
下班。有时为了赶工期，加班到凌
晨 3 点才收工，很疲惫。”顾京海
说。

作为预研项目负责人，顾京海
坦言，除了装配，还要进行各项测
试和试验，如产品性能的测试、高
低温测试、极限试验等，收集并确
保数据的精准性，保证总装产品
100%合格。“整个过程工作量很大，
有时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测试和
试验，才能最终保证产品 100%合
格。”

坚定目标
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在具体的生产加工和装配过程
中，也不乏多种创新。顾京海表示，团
队通常根据需求设计专用的工装和设
备，并申请多项发明专利。“我们还会
把掌握的新技术和产品成果及时总
结、整理，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

对于技术出身的顾京海来说，写
论文也是一大挑战。由于平时工作忙
碌，顾京海坦言，只能利用下班时间静
心思考，梳理思路。“有时我会把日常
的数据资料收集起来，写论文时也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顾京海说。

担任运载火箭总体装配工7年
来，顾京海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断提
升技能，获评为高级技师，并于2009
年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几年前，
他开始带徒弟，在具体的项目中传
授和培训装配技能。“我的徒弟目前
已经是嫦娥四号主要负责人了，成
长很快。”

谈及薪资，顾京海脸上露出了灿
烂的微笑。他坦言，对于目前的薪酬
待遇，自己比较满意。除了享有高级
技师的补贴之外，企业福利也不错。
在他看来，除了薪资，兴趣是自己多
年坚守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份充满
了自豪感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很有
价值。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而奋斗，也
是我的职责所在。”

未来有哪些技能目标和追求？
顾京海抬头望了望车间门口悬挂的

“王曙群大师工作室”，眼神中充满了
坚定。“目标就在我眼前，希望未来有
一天，我也可以像王曙群一样，成立
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带领团队完成更
多高技术含量的项目，培养出更多的
高技能人才，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助
力。”顾京海说。

●运载火箭总体装配工顾京海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顾京海认真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工匠》和《大国重器》系列节目，那一个个充满智慧的装配制
造产品和无数技能劳动者用巧手匠心筑梦的故事让他深受触
动。作为上海航天局一名运载火箭总体装配工，顾京海在多年的
岗位历练中逐步成长为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在他看来，这
是一份充满自豪感的工作。

未来，将继续学习、积累和提升，培养
更多的维保人才，将隧道维保进行到底。

作为第一代动车检修人员，张华始
终觉得技艺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李硕希望更多投身技术的青年人在时
代发展中不断锤炼真本事，打磨自身技能。

希望成立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带领
团队完成更多高技术含量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