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纤熔接冠军的诞生光纤熔接冠军的诞生
本报通讯员 王文

0.1 毫米细如发丝的光纤在山东大汉手中轻松实现精准

对接，保障畅通的同时美观耐用。2024 年 12 月初，在全国电

信和互联网行业通信网络线务员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上，中

国联通山东枣庄分公司智家工程师朱士安，以 10分钟熔接 18
芯的速度刷新了全国通信行业的赛会纪录，拿到全场唯一的

满分。

光纤俗称玻璃丝，弹性小脆度大，熔接时要借力卸力，

保证过弯丝滑且美观稳定，顺力熔接的尾纤可高质量抵御

外力冲击。竞赛中，朱士安展示出的稳定娴熟的手上功夫

令人叹服。

朱士安的成长之路，也是一条在技术比武中不断自我挑

战、不断自我超越的蜕变之路。

2017 年获得山东联通智家工程师三等奖、集团技能大赛

优胜奖，2019 年斩获山东省技能大赛三等奖，2022 年获得山

东联通技能竞赛二等奖，2023 年获得山东联通技能竞赛一等

奖，2024 年获得山东省“技能兴鲁”技能竞赛一等奖、中国联

通选拔赛一等奖……最终，朱士安在全国行业职业技能总决

赛中拔得头筹。

多年砥砺深耕、打磨技能，让朱士安和一大批像他一样的

能工巧匠迅速成长起来。此次参加行业竞赛的山东联通代表

队的 8 名选手中，有一半是通过竞赛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

他们当中，4 人获得竞赛一等奖，4 人获得竞赛三等奖，其中 2
人获得中国通信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在一次又一次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的锤炼下，朱士安和他

的团队宛如经历无数次淬火的精钢，愈发成熟、坚韧，他们原

创的“朱士安光纤熔接法”在全国通信行业得到推广，山东联

通也在此次竞赛中获得团体一等奖。

“光缆接续是个细致活儿，不仅需要手上功夫，还要以心

养技，唯有心稳手稳，怀揣匠心才能水滴石穿。”这是朱士安和

团队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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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2024 年的最后一天，高峰等来了集大原高铁开通运营

的喜讯。15 年来，高峰先后奔跑在 10 条高速铁路的建设工

地上，架设了近 5000 榀箱梁，终于等来了家门口的这条高铁

开通。

回想起集大原高铁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中铁十七局

二公司架梁队队长高峰百感交集。他所在的标段，承担着贺

家堡跨荣乌高速特大桥、冯村跨韩原铁路特大桥等 4 座桥梁

的架梁施工任务，架梁作业占全线 3491榀的 44.7%。

刚进场施工，高峰实地查看现场条件后就发现了问题：

高铁线路宽度只允许运梁车单向通行，为错车通行，常规做

法是加宽路基形成会车点，但这不仅会带来征地难题，还会

延长施工周期、增加成本。

经过连续数日在施工现场不断勘探、反复测算，高峰建

议，引进全国首台 900吨运梁车桥面会车装置，由会车提升装

置将空载运梁机提至半空中，待重载运梁机从下方通过后，

再将空载运梁机下降至桥面，实现桥上会车作业。

这一方案实施后，不但解决了特大桥运梁车会车难题，

在不增设会车点的情况下，还实现了在单桥、单线中两台运

梁车同步作业，将日运、架梁工效提升 40%以上，整体工期

将较计划时间提前 3 个月，并创造了单月架设 135 孔的全线

纪录。

挑战接踵而至。

冯村跨韩原铁路特大桥全长 16.2 公里，是全线难度最

大、安全风险最高的营业线二级架梁施工，该线路与既有铁

路线路夹角不足 9 度，跨越榀数达 7 孔，也是全国夹角最小、

跨既有线门式墩架设箱梁孔数最多的线路，每个星期只在凌

晨时分有两小时的天窗作业时间。

操作 900 吨的大型机器，把每一孔箱梁稳妥运送到现场

架设好，需要架梁队步调一致，听从指挥。这时，协调各个工

序、指挥全局的高峰就成了团队的“最强大脑”。

最终，他带领 16 人的架梁团队拧成一股绳，及时进行预

案和复盘，确保每道工序时间精准到秒，不仅圆满完成箱梁架

设作业，还将架设一榀箱梁的时间从 3.5小时缩短至 2小时。

当一片片箱梁运抵施工现场，不论是山区寒夜，还是烈

日当头，头戴安全帽、背着斜挎包、手持对讲机的高峰，是肩

头责任最重的那一个，也是嗓门最大声的那一个。

从集大原高铁项目工地，到雄忻高铁项目工地，高峰这

几年连续在家乡施工，但能够赶回家的次数却并不比往日

多。“这是筑路人的使命。”他说。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 博 士 工 匠 ”黄 毅 向“ 新 ”掘 进 ，破 解 城 市 地 下 超 窄 空 间 施 工 难 题——

十 年 磨 一“ 盾 ”

“霜花夫妻”零下 40℃的坚守

本报记者 徐新星 本报通讯员 丹辰

“20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矩形盾构机是欧

洲人发明的，而我的中国同行赋予了这项技术

新的生命。”近日，在浙江宁波举办的宁波轨

道类矩盾构技术成果评价会上，德国波鸿鲁

尔大学副校长、德国科学与工程院院士贡特

尔·梅施克如是评价黄毅团队的研究成果。

黄毅是宁波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

工程师。他向“新”掘进，十年磨一“盾”，对标

世界最前沿，带领团队研发类矩盾构。10 年

间，黄毅和团队获得 42项国内外专利、4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受命：“阳明号”破土而出

2008年 8月，宁波市开启“地铁时代”。宁

波轨道采用圆洞单轨盾构技术，仅用 4年时间

便打通了 3条城市地铁线路。不过，这种技术

遇到狭小逼仄的空间便难以适应，2013年，宁

波地铁 4号线建设正是因此被卡住。

宁波轨道建设分公司党委书记黄贵彬回

忆说，最初，想从国外买一台矩形盾构成品装

备解燃眉之急，但被外商以“目前暂无出售计

划”为由婉拒。于是，宁波轨道决定抽调精兵

强将研发适用于宁波地质条件的矩形盾构。

2012 年入职该公司的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

业博士黄毅成为技术负责人，一支由一流高

校、专业机构组成的地铁盾构攻关团队迅速

组建，建设工地变身科研现场。

彼时，黄毅与团队成员经过多轮可行性

论证后发现，包括矩形盾构在内的众多现有

技术对 4号线都不适用。能否考虑椭圆形盾

构结构？用四段不同弧度的曲线，衔接成横

放的鸭蛋形状，这种结构受力更合理、抗压力

更强，类矩盾构技术的创意由此诞生。

黄毅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关，仅用 9
个月时间，宽 11.83 米、高 7.27 米，世界上首

台截断面最大、掘进利用率最高的类矩盾

构——“阳明号”就破土而出。

攻坚：掘进翠柏里

“新出厂的类矩盾构运抵施工现场后，大

家心里都有些忐忑，毕竟从工厂模拟到现场

实操变数太大。”上海隧道公司高级工程师潘

涛回忆说。果然，首环试拼装便遭遇下马威。

按照设计要求，类矩盾构要将每环 11
片、每片重达数吨高强度钢砼管片，拼接成高

7米、宽 11米的类矩环空间，其精度需要控制

在 5毫米以内，大家耗费多时却未能如愿。

黄毅在现场观察了两天两夜，终于发现

问题。原来，随着盾构掘进，管片出现了位

移。为此，黄毅设计了限位器，将管片夹住定

位，接着把拼装机原来各自运行的三个动作

串联成环臂式一个动作，使管片拼装精准控

制在误差缝隙之内，这才闯过起步难关。

初战告捷，整个团队移师 4号线，一气呵

成打通了位于翠柏里的超窄地下段，节省各

类费用达 11.4亿元，且不拆房不扰民。

宁波地处我国东部沿海软土地带，地下

土层含水率高达 50%，此前，有人用“在嫩豆

腐上打洞”做比喻，认为宁波不适合建地铁。

如今，黄毅团队运用类矩盾构系列化技术工

法，有效破解了地下海泥层软土开掘作业的

国际性难题。

创新：6次迭代升级

类矩盾构问世后，从 1.0版到 5.0版，黄毅

与团队不断对其迭代升级，实施了一系列重

大技术改革创新，掘进速度由原来的每天

2～3米达到了如今的 10米。

黄毅还千方百计创新类矩盾构的应用

场景。

2024 年 8 月，宁波 8 号线丽园南路站的

会车线建设中，为抢时间需单双轨同步相向

施工，这使得单圆洞与类矩洞容易出现互吸

偏差。根据模拟预期，偏差可能超过 12 厘

米，这一难题全世界也找不到参考先例。

黄毅建议，将盾构轴线向外侧偏 3 厘

米。“这个纠偏角度远低于测算估值，大家有

些将信将疑。”宁波轨道盾构部工程师刘腾回

忆说，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反弹值为 4厘米，两

相抵冲仅 1 厘米之差，安全通过了最危险的

交叉段，大伙喜出望外，对黄毅叹服不已。

黄毅介绍，目前团队正在面向六代机加

强技术研发与储备，努力在国际竞争的赛道

上持续保持领军地位。

作为浙江省劳模，黄毅发起成立劳模创

新联盟，集聚 20余家单位的劳模、技术骨干，

交流探讨技术，解决一线难题。目前联盟已

形成标准化手册 13份、QC成果 24项、新工艺

工法 14项、论文 30篇，获国内外专利 60余项。

因 热 爱 而 执 着 ，梁 启 征 凭 借 精 湛 技 艺 成 为 专 业 首 席——

“汽车医生”炼成记
本报记者 窦菲涛 赵亮

在梁启征工作台旁边的墙上挂着一

张《神探加杰特》的漫画。“这是我小时候

特别喜欢的一个动画片人物，他明辨是

非，拥有一些别人没有的能力，比如动手

能力强，遇到问题能协调资源去破解，这

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梁启征告诉《工

人日报》记者。

梁启征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的

质量专业首席技师，今年 40岁的他从小酷

爱动手操作，甚至在读初中时就有了“将

来学汽车维修”的想法。二十多年过去

了，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精通汽车装

配、调试、返修、检验、质量问题分析的汽

车工匠，先后荣获北京青年榜样、北京经

开区“亦城工匠”等荣誉，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从一名普通维修工人到班组长，再到

公司质量专业首席技师，遇到疑难杂症

时，梁启征总是迎难而上，冲到前面，“首

席技师就是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别人干不了的，我一定要试一试”。

2021 年，梁启征接到一项特别棘手的

任务——一批整车顶衬因供应商操作不

当，A 面残胶无法清除，导致大量零件报

废。企业向国内外各大化工企业和机构

求助，但均以失败告终。“只要是问题就有

解决办法。”不信邪的梁启征带领工作室

成员开始攻关。

梁启征搜集了十几种化学试剂，做了

上百次实验，结果都不理想。但不久他就

从洗牙找到了灵感，“超声波震动可以洗掉

牙结石，能不能清除残胶？”梁启征尝试用

电动毛刷配合蒸汽来清理残胶，经过多次

优化，残胶清理问题迎刃而解。这项成果

创造经济效益 1200多万元，并在行业内推

广，梁启征也因此获得企业的“爱迪生奖”。

梁启征先后参与奔驰10余款新车型的

投产和新技术导入，其间，累计攻克整车各类

疑难杂症280余项，被业界称为“汽车医生”。

在一次次的创新攻关中，梁启征不局限

于一个问题的简单解决，更注重思考如何通

过工具创新、流程优化从根源上消除问题。

最难的一次挑战，是某车型大量整车出

现尾门姿态故障。一辆车的故障就得 3 个工

人至少花费 3 小时才能消除，但梁启征带领

的班组只有 16 个人，即使大家都没日没夜地

干也做不完……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梁启征连做梦都在琢磨办法。

“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梁启征摸索

着自制了一款专门用于调整尾门间隙平顺度

的工具，一名工人使用此工具 5 分钟内就能

完成问题车的调整，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年实

现经济效益 4300 多万元。后来，这款工具被

同事们称为“神杵”，伴随了这款车型的整个

生命周期。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梁启征从小就在动手操作能力上展现出

了天赋，“小学三四年级时，就开始修家里的

手表、闹钟、自行车”。学用电烙铁焊接电器

零件时，梁启征手上被烫了很多泡。有一次，

给电子表焊接纽扣电池，用变压器给电池充

电时，电池爆炸差点弄伤眼睛。

“一个多星期眼睛都是红的，也不敢和家

长说，怕家长把我的工具扔了，好在眼睛没什

么事自愈了。”梁启征回忆。

小学四年级那年，梁启征收到了一本《电

工学》的旧书。那是一位在造纸厂工作的阿

姨从旧书里捡回来的。梁启征如获至宝，虽

然很多内容还看不懂，但他只要一有空就翻

看。“好多基础知识就是这样自学启蒙，无师

自通的。”梁启征说。

初三毕业时，梁启征没参加中考，而是提

前报考了北京汽车维修学校。“当时老师觉得

有点可惜，想让我把档案要回来，但我就想学

修车，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003 年，梁启征开始在亚运村附近的一

家汽车 4S 店实习。每天从家骑车到次渠镇

的车站，再倒 3趟公交车，两个小时才能到单

位。“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执念，决定做一件

事，就要把它做好。”梁启征坚定地说。

在 4S 店工作的 3 年里，梁启征跟着师傅

们学习破解各种疑难杂症。“睡觉前我会再

回顾一下，今天有没有走弯路，最优的解决

方式是什么，再遇到类似问题，怎么精准解

决。”那段时间，梁启征的维修技能和综合素

质有了显著提升。

2006年，梁启征入职北京奔驰汽车有限

公司，先后任维修工、重修班长、质量专业首

席技师。在每个岗位，他都把时间和精力花

费在锤炼技能和创新研发上，有时为了搞攻

关吃住在工作室，最长的一次连续 36小时没

合眼。

“ 因 为 热 爱 ，就 会 付 出 百 分 之 百 的 努

力。”梁启征说。

“技艺是教学相长的”

“车间是个让我上瘾的地方，我平常不

是在车间就是在去车间的路上。”在梁启征

看来，在车间一线最能发现生产流程中的细

节和问题。2009年，梁启征成为总装车间重

修班长，开始带徒弟。在梁启征带领下，重

修班连续 8年获得先进班组荣誉。

2017年，梁启征工作室应运而生。作为

技术带头人，梁启征依托工作室，系统整理

经验，创建“梁启征发动机线下点火系统

故障排除法”，编制《基于 GLK 整车电器系

统培训教程》，主导开发培训平台及教具

10 余套，面向一线员工开展“装、调、检、

诊、排”专项技能培训，累计受训超过 3000

人次。

“技艺是教学相长的。”在带徒弟的过

程中，梁启征也学到不少新技术，“现在好

多新员工熟悉人工智能、游戏，有些技术可

以应用到培训中，比如虚拟现实技术”。如

今，梁启征带出来的 32 名徒弟已经成长为

技术骨干，匠心传承中，不少徒弟已经成为

师傅。

梁启征热爱造车，精通修车，更喜欢开

车。生活中，他会时不时地买来主流车型

的二手车开，“我就是体会一下其他车型的

底盘、操控、电器，给自己学习的空间”。业

余时间里，梁启征不仅帮亲友看车，有时还

为同事维修咖啡机、电饭锅、冰箱等电器。

现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迅速，梁启

征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最近，梁启征

工作室牵头组建了讲师团，向员工开展新

能源实操培训。

“我经常在想怎么才能不被新技术淘

汰。”梁启征开始跨界向航天、医疗、人工智

能等领域学习，“技术都是相通的，有时候

灵感就来自跨行业的思考”。

梁启征在排查
汽车发动机电气系
统故障。

受访者供图

2024 年 12 月 26 日，史先强和妻子在
巡边前把儿子“洛洛”送到村民家照看。

近日，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洛古河
村最低气温突破零下40℃，史先强夫妻把
4岁的儿子送到村民家后，像往常一样来
到中俄界江黑龙江踏雪巡边。

2020年 7月，民警史先强和辅警妻子
沈欣接过黑龙江大兴安岭边境管理支队北
极边境派出所洛古河夫妻警务室的“接力
棒”，开始了巡边执勤的工作。洛古河村冬
季长达 8 个月，天气极寒，在 44 公里的边
境线上，两人时常挂着满面霜花巡边，被村
民称为“霜花夫妻”。4年多来，史先强夫
妻巡边步程上万公里。

除了界江巡逻，入户走访、调解纠纷、
法律宣传也是夫妻俩的日常工作。在洛古
河夫妻警务室历任警务人员的努力下，洛
古河辖区延续了14年无案件的佳绩。

新华社发（刘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