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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护 列 车 安 全 驰 骋
——记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昆明机务段工长郭为华

本报记者 管培利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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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牵引机车的

稳定可靠，是列车安全行驶的基本保障，而

机 车 电 子 设 备 质 量 稳 定 又 是 其 中 关 键 一

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铁路昆

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机务段检修车间电

子组工长、高级技师郭为华，正是一名火车

头电子设备的“守护者”。

工作 20 多年来，郭为华将“安全稳定”

铭记于心、践之于行，一路刻苦钻研，不断探

索创新，突破技术难题，从检修领域的“小

白”成长为带头人。他如同“机车大脑”的健

康 管 理 师 ，守 护 着 列 车 在 云 岭 大 地 安 全

驰骋。

勤学知识练本领

走进昆明机务段检修车间，记者看到，

电子脉冲检修线上，一排标准化检修工位整

齐排列，技术工人将拆解下来的机车电子配

件仔细检查后，拿到试验台进行模拟试验。

通过调整参数，发现机车设备在运行状态下

可能发生的故障。这种智能化的检测方式

既减少了搬运距离，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里共有 33 个试验台，其中 17 个是我

们团队自己研发制作的。这些试验装置从

里面的芯到外面的壳全是我们自己做的，有

些单位还想购买我们的装备。”郭为华说，有

了这些试验装置的帮助，公司机车的检修质

量在全国排名前列。

记者见到郭为华时他穿着工装，戴着眼

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谁能想到，如今的

车间技术专家，在 20 多年前也曾是个贪玩的

小伙子。

2000 年，刚从学校毕业的郭为华来到昆

明机务段检修车间工作。那时，他经常跑到

网吧打游戏，车间的工长很是担心。

“老师傅们都很严谨、尽职，他们经常语

重心长地跟我说，天天玩游戏啥也学不到，

要把知识和技术装进脑子，才能练成真本

事。”郭为华回忆，有一次，他在工长的引导

下，查找到一个机车故障并成功解决，一股

强烈的自豪感让他产生了研究机车检修的

动力。此后，他开始刻苦学习钻研机车检修

知识，不断提高机车检修技能。

创新研发提效率

2004 年，郭为华被调往整备车间工作。

与检修车间分解车体不同，整备车间需要在

整车运行状态下发现隐患并解决故障。班

组里只有郭为华一人是学电子专业的，遇到

问题时，他只能靠自己。有一次，列车上线

后，郭为华跟车查找问题，直到七八个小时

后才把故障解决。

“那次，我深刻感受到，跟车查找问题、

解决故障的过程不太可靠，效率比较低。我

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创建一个能够模拟实

际环境的线上试验平台，对电子装置进行检

测，这样就可以在地面找到故障，减轻工作

强度、提升工作效率。”郭为华说。

2006 年，回到检修车间的郭为华，带着

这 样 的 想 法 ，开 始 探 索 自 主 研 发 试 验 台 。

“2009 年，我们负责检修的韶山型机车已经

累计行驶到一定程度，故障率比较集中。我

们班组到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学习，发现

云南地处高原山区，海拔落差大，昼夜温差

大，隧道长、弯道多，即便是在平原地区能正

常行驶的机车，到了云南有时也会发生故

障，一些修好的返厂配件回到云南还是会出

问题。”郭为华说，他与班组里的党员和高级

技师进行研讨，大家都认为，解决问题不能

完全依靠厂家，自己也要主动作为。

在广泛搜集资料、分析各类故障后，郭

为华与团队于 2013 年开始动手制作检修试

验台。在国铁昆明局和昆明机务段的大力

支持下，郭为华与其团队在当年底制作出第

一代试验台，配件不用装车、在试验台上就

可以发现问题，有效提高了检修效率。

每台机车返回库房检修时，班组人员不

仅要对故障进行维修，还要发现隐患苗头。

“不仅要治已病，还要治未病。”郭为华说，

“检在前，通过各种仪器设备来检测电子配

件，看看它有没有衰减、有没有老化、有没有

达到疲劳极限、性能是否发生变化。电子检

修就像手术室跟康复中心，除了修，我们还

要日常维护电子设备的健康度”。

找准症结解难题

铁路不断发展，列车一路向前。无论是

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韶山系列、和谐系列，

还是最新的“复兴号”集中型动车组，多年

来，郭为华在见证我国机车技术快速进步和

铁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总是要求自己走在

机车检修的前沿。

2021 年 12 月，中老铁路正式开通。郭

为 华 和 同 事 们 承 担 着 中 老 铁 路 的 检 修 工

作。中老铁路国内段沿线山高谷深，地质

情况复杂，桥隧比近九成，列车要经过长大

坡道和上下起伏不断的线路，并穿越热带

雨林地区，行驶情况复杂。在中老铁路开

通前，郭为华团队就对线路提前作出分析，

发 现 其 与 成 昆 线 具 有 很 多 相 似 之 处 。 比

如，沿线高温高热容易导致电子插件性能

出 现 动 态 故 障 ，隧 道 容 易 引 发 散 热 不 良 。

针对这些问题，团队研究提出了对应的检

修和解决方案，保障了中老铁路的安全稳

定运行。

作为班组的技术骨干，面对技术难题，

郭为华总是冲在前面。有一次，郭为华休班

期间，车间将一条诊断问题反馈给他：昆明

南站站台感应器出现故障，开关门作业司机

发现释放灯不亮，容易造成错误开门。了解

情况后，郭为华立即返回岗位，检查站台感

应器，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发现是由站台

高度不够造成感应器检测不到位引起。对

此，郭为华带头研究开展站台感应器检修攻

关，经过反复试验，优化装置设计，有效解决

了这一问题，确保列车安全正点运行和站台

停车精准对标达成率。

近年来，郭为华带领的质量控制小组还

完成 12 项攻关活动，先后被评为“国家优秀

质 量 管 理 小 组 ”“ 云 南 省 优 秀 质 量 管 理 小

组”，昆明机务段机车电子配件自主检修率

达到 90%以上。

精益求精零误差

“要做到零故障、零缺陷、零误差。”在检

修车间里，郭为华常常把“三零”目标挂在嘴

边。郭为华说，铁路就两根钢轨，机车一旦

出现故障停了，整个线路就可能瘫痪，因此

铁路对火车的行驶安全要求很高。

运行在中老铁路上的“复兴号”动车组，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动车组，电器模块集

成化程度高，电器部件组合复杂。“复兴号”

新机型上路时，缺乏数据、经验，郭为华带队

不等不靠，以最快速度联系厂家，熟悉机车

运用参数，搞清运行原理，每天与厂家的工

程师和技术人员“泡在一起”。在不懈努力

下，他们制定了“复兴号”动车组 C1 修、C2 修

和 C3 修的检修工艺标准，为机车运用检修奠

定了基础。2019 年，“复兴号”在昆玉河线顺

利投入运行，运行期间故障处置效率大大

提高。

“复兴号”发生故障时，很多电器元件及

模块需返厂修理，制约了设备维修和机车运

行效率。对此，郭为华团队积极推动机车属

地维修，并不断开展技术攻关，提升机车自

主维修能力，先后实现了机车干燥器控制盒

等部件自主维修。

“ 如 今 ，中 老 铁 路 已 是 国 家 的 一 张 名

片。作为机车检修人员，我们要精益求精完

成每一项检修工作，保障每一台上线的机车

安全稳定运行。”郭为华说。

参与完成电网大修技改工程 200 余

项，拥有国家专利 20 项，获得省级质量创

新成果奖 8 项，发表专业技术论文 18 篇，

参与迎峰度夏、抗洪抢险、防疫保供等上

百次关键“战斗”⋯⋯国网安徽省电力有

限公司淮北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王

正波 16 年如一日，坚守一线解决技术难

题 、勇 于 担 当 作 为 ，用 匠 心 点 亮 万 家

灯火。

2007 年，王正波大学毕业，经过竞聘

成为国网淮北供电公司一名线路检修工

人。刚开始到现场，线路检修的老师傅们

都会调侃他，“这爬高上低的活，哪是你们

大学生能干的”。他总是笑着说，“你们能

干，我也能干”。

说到就要做到。王正波白天爬电杆

苦练技能，晚上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很快

就掌握了输电线路检修的各项技能。参

加工作第二年，他在安徽省专业技能竞赛

中获得第二名。

王 正 波 不 仅 实 干 、苦 干, 也 善 于 巧

干。有一次，一个采煤沉陷区地表沉降，

造成一处输电线路杆塔倾斜，构成电网

安 全 隐 患 。 实 地 勘 查 并 查 阅 大 量 资 料

后，王正波提出可以研发一种辅助矫正

倾斜铁塔的工具，无需停电操作就可以

调整铁塔倾斜角度。他和同事们反复试

验，经过近 3 个月潜心钻研，研制出矫正

倾斜铁塔专用工具，解决了杆塔沉降倾

斜技术难题。

在工作中，王正波不断总结经验，通

过 技 术 革 新 解 决 工 作 中 遇 到 的 实 际 问

题。他带领同事开发了智能移动巡检系

统，通过该系统和无人机开展协同作业，

实时监测并诊断设备运行状况，促进电网

运 检 工 作 从“ 人 海 战 术 ”向“ 智 能 运 维 ”

转型。

凭借过硬的技术本领和丰富的一线

工作经验，王正波经常在有抢险救灾等急

难险重任务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群众哪里有需

要就奔赴哪里。2021 年 7 月下旬，河南省

遭遇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王正

波请缨带领党员突击队驰援郑州。作为

国网安徽电力第一批援豫救灾应急保电

队队长，他带领全省首批 26 名队员组成的

救灾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投入志愿抗洪救

灾保供电抢险工作中。

在救灾抢险现场，王正波和队员们蹚

过雨水过膝的泥泞地，睡过应急发电车驾

驶室，吃过冰冷的隔夜饭⋯⋯在应急抢险

的 9 个昼夜里，他心里始终想着早点给居

民送上电，每天最多休息 3 个小时，困了就

地打个盹，很快又投入“战斗”，为河南广

播电视台、马头港污水处理厂等重要用户

以及郑州、安阳两地 22 个小区持续供电

1511 个小时、发电 87761 千瓦时，为逾 12

万受灾居民第一时间送去光明。

作为一名奋斗在供电工作一线的共

产 党 员 ，既 要 心 怀 人 民 至 上 ，又 要 善 于

作为。在淮北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

王 正 波 以 身 作 则 践 行“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自发组建党员服务队，走巷串户收

集 意 见 建 议 。 经 过 3 个 月 反 复 论 证 ，最

终 编 写 了 77 个 老 旧 小 区 电 力 设 施 改 造

方案。

老旧小区改造开工前，他设身处地为

小区居民着想，提前组织供水、供电、供气

改造施工单位讨论优化同步施工方案，尽

可能减少小区改造地面开挖范围，缩短

施工周期，努力减少对小区居民生

活出行的影响。开工后，他常常

守在施工现场督查工作，不厌

其烦向居民解释施工噪声问

题，争取大家的理解支持。改

造完成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

更加舒适美观，安全用电水平大

幅 提 升 ，居 民 收 获 了 满 满 的 幸

福感。

心里有追求梦想的目标，眼中

有追求梦想的热情，脚下有前进的

道路。面对安徽省劳动模范、安徽

省五一劳动奖章、国网安徽省电力有

限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王

正波说，“荣誉是肯定，更是动力。奋

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我会铭记昨

天、把握今天、迎接明天，继续在岗位上

用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观”。

一手拿着喷枪，一手拿着陶瓷

片，一名文物修复师正在进行陶瓷

修复⋯⋯近些年，随着《我在故宫

修文物》等纪录片的播出，原本属

于冷门职业的文物修复师进入大

众视野。2021 年 10 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共同颁布

《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文物修复师作为新职业备受关注。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

民族基因血脉，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一流的文物保护需要一流的

人才，然而过去一段时间，文物修

复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于行业需求，

影响到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广大文物工

作者守正创新、开拓进取，探索符

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推动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

成效，我国文物保护修复人才队伍

建设取得较大成就。

我国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文物

资源，需要精心保护传承，文物保

护 修 复 人 才 拥 有 广 阔 的 发 展 空

间。同时，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

期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支

持，推动形成一支数量足、质量高、

结构优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队伍。

一方面，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

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规划布局，创新思

路、协同推进，为相关人才队伍建

设提供坚强保障。

当下，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养

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传统的学徒

制，通过“师带徒”机制培养相关人

才，但培养周期长、方式单一。二

是高校教育，国内不少院校开设了文物修复专业，但目前

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仍存在不匹配的情况。

为此，文博、文保等单位在沿袭传统“师带徒”技艺传

承模式下，可拓宽思路，采取专业培训、大赛历练、项目培

养等多种方式培养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在高校教育方面，

由于文物保护修复涉及多学科知识，应鼓励更多有条件

的高校开设相关专业，适度扩大招生规模，创新培养方

式，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培养更多高水平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自身要发扬严谨细

致的工匠精神，潜心钻研，加快成长。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2 年文博系统 18 万多从业人

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仅 5.5 万余人，具备精湛修复技艺与

知识水平的文物修复师更为稀缺。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

技艺技能不仅关系到文物安全，也影响着文物保护项目

的质量和水平。文物修复涉及冶炼、锻造、雕刻、模具、美

术等诸多领域，其要求不仅仅是修复，更追求还原历史，

延续文物背后的文化艺术内涵。这对文物保护修复人员

提出了很高要求，既要有纯熟的技艺，也要掌握多学科专

业知识。因而，相关人员要通过专业培训、高校深造、“师

承制”等形式，学习考古、生物、化学、艺术等多学科知识，

增强实践操作技能，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转化为不怕吃

苦、潜心钻研的情怀，用心用力用情磨炼好技艺。

保护修复赋予文物新生，也传承着光辉灿烂的中华

文明，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大有可为。随着文物技能人才

培养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

人投身文物保护和修复，成长为严谨细致的工匠，推动传

统工艺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