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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递 小 哥 的 飞 驰 人 生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上海大机运用检修段钢轨打磨二车间高级技师陶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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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职称评审

﹃
直通车

﹄
开进民企

康琼艳

陶建良在检查打磨砂轮。

赖雨辉摄（中经视觉）

上海动车段虹桥动车运用所存车场整装

待发的高铁列车。

陈铭逸摄（中经视觉）

2 月 5 日零时许，沪春联络线上海莘庄

站内，灯火通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大机运用检修段钢轨打磨二车

间高级技师陶建良和他的同事正在检查道

岔打磨车。他们要对莘庄站道岔钢轨进行

打磨作业，及时消除道岔区钢轨病害。

陶建良告诉记者，道岔是控制列车运

行方向的“中枢神经”。在列车高速运行动

荷载冲击下，道岔区钢轨很容易出现波浪

纹、岔尖磨损等病害，需要及时打磨修复，

以保证列车运行平稳。

陶建良总是面带微笑，说话柔声细语，

给人以亲切感。扎根钢轨打磨领域 30 多

年，他带领团队奋战在京沪、合福、沪苏湖等

长三角铁路施工一线，为铁路安全畅通保驾

护航。因成绩突出，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上海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勤学善思练技能

陶建良的职业生涯伴随着中国铁路养

护方式变革和列车大提速进程，他既是见

证者又是参与者。

陶建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守护

高铁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必须用心用力做

好！”陶建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89 年，刚从学校毕业的陶建良进入

铁 路 系 统 工 作 ，从 此 与 钢 轨 结 下 不 解 之

缘。当时，正赶上铁路养护方式由人工向

机械化转型，陶建良有幸成为第一批大型

养 路 机 械 操 作 人 员 。 面 对 高 科 技“ 大 家

伙”，陶建良既兴奋又好奇，立志要征服它。

陶建良开始琢磨捣固车（一种大型养

路机械）附带的一堆图纸资料，从最基本的

电器、液压、机械元器件符号学起。夜晚，

他对着图纸上的元器件符号画出电器、液

压等系统的走向原理图；白天，他对着部件

到车上找实物，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努力

将每一个部件型号都熟记于心。

“那段时间，我满脑子都是元器件符

号，连做梦都在看图纸、查资料、做笔记。

虽然很辛苦，但当一个个疑问被解答、一个

个难题被解决时，我又很有成就感。”陶建

良自豪地说。

经过不懈的钻研学习，陶建良熟练掌

握了该车的操作和故障排除方法。

2012 年，道岔打磨车、铣磨车等设备不

断从国外引进并投入使用，陶建良又承担

起技术攻关的责任。

令陶建良记忆犹新的是，在一次京沪

线道岔打磨中，铣磨车右侧打磨砂轮突然

不能调整角度。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问题，

打磨后的钢轨轮廓线就无法符合设计要

求。打电话请教国外厂家技术人员时，对

方却说“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当日打磨

施工被迫取消。

“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陶建良暗

下决心。由于随车技术资料都是英文版，

陶建良购买了一本英汉词典，每天泡在车

上，对着上万个用英文标注的零部件和原

理图，边翻译边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陶建良最终翻译整

理出中文版的图纸资料和操作说明书，为

后续排除打磨车故障奠定了基础。

正是怀着对铁路工作的热爱，陶建良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钻研中积累了丰富的理

论知识，练就了过硬的技术。2013 年以陶

建良名字命名的“陶建良技能大师工作室”

成立。

立项攻关解难题

伴随着长三角铁路的快速发展，铁路

养护技术和工艺面临新挑战，长期摸爬滚

打在铁路施工一线的陶建良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为更好提升养护质量，陶建良坚

持在实践中创新方法，解决技术难题。

一次，陶建良在和材料科同事聊天时

了解到，用于切削钢轨的进口刀粒不仅价

格昂贵，而且采购手续繁杂、供货周期长，

现场也常常因为刀粒供应不及时而影响铣

磨车使用。

“我们能不能与国内科研机构联系，合

作研发生产这种刀粒？”2022 年 3 月，在一

次技能大师工作室研讨会上，陶建良提出

想法。

“我觉得可行，使用进口刀粒既费钱又

受制于人。如果能自主研发出刀粒，还能

节支降耗呢。”工作室成员蔡嘉也这样说。

陶建良随即与设备科联系，邀请铁科

院专家到现场座谈研讨，并对刀粒的材料、

使用环境和周期进行数据采集，为研发收

集第一手资料。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陶建良扎根在京

沪、陇海线等施工现场，观察记录刀粒铣磨

后的钢轨轮廓数据，以及每公里铣磨作业

后刀粒的损坏率等，对比现场数据和实验

室数据，不断优化完善刀粒材质和加工工

艺，最终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陶建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台进

口铣磨车每年铣磨钢轨 100 千米为例，需要

消 耗 平 面 刀 粒 约 6000

颗 、轨 距 角 刀 粒

约 5000 颗，进

口 刀 粒 费

用 总 计

400 万元左右。国产刀粒使用寿命与进口

刀粒相当，但采购价格却降低了 30%。

2024 年 2 月，上海局集团公司计划对

沪宁城际高铁进行钢轨铣磨，延长钢轨使

用寿命。对无砟高铁进行铣磨作业，其技

术标准和作业质量要求都极高。

接到任务后，陶建良倍感压力。在既

无同类案例可学，也无经验可鉴的情况下，

陶建良多次召集工作室和机组人员进行技

术探讨和方案研究，为施工做准备。

为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陶建良组织

成立了攻关小组。他们从铣磨车作业速

度、刀粒位置、下刀时间、参数设置、故障应

急等环节逐一进行技术研判，推演可能出

现的后果，并在作业基地反复模拟演练，最

终找到最优打磨方式。

匠心传承育新人

陶建良认识到，随着大型养路机械种

类不断增加，要更好发挥其功能，提高铁路

养护质量，必须加强相关技能人才培养。

在陶建良看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为做好传帮带工作，陶建良将自己几

十年的工作经验总结成作业方法，通过讲

座培训和实践指导等形式，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徒弟。他常说：“学习不能仅靠书本上

的理论，更要到实践中去锻炼。只有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练就过硬本领。”

2022 年，一次京沪线集中检修施工时，

陶建良的徒弟蔡嘉负责的打磨车发动机启

动后，发电机输出电压显示 0 伏，无法给电

瓶充电。蔡嘉判断是发电机问题，但现场

又没有发电机进行更换，只得向师傅陶建

良求助。

陶建良迅速赶到现场，打开斜挎包，拿

出万用表、螺丝刀和图纸，对

发电机每个分支节点和电器

元件进行电压测量。经测试，

陶建良发现故障源自电缆与

发电机桩头连接处短路，烧毁电压调节器，

造成发电机无充电电压输出。

“师傅，你是真牛！”蔡嘉向陶建良竖起

大拇指。

2023 年，在大型养路机械集中年检中，

工作室成员姜磊森被传感器调试工作搞得

焦头烂额。“能不能研发一种便携式传感器

检 测 仪 ，在 实 验 台 上 就 能 完 成 传 感 器 调

试？”姜磊森的想法得到支持。

在陶建良的帮助和指导下，姜磊森从

传感器工作原理入手，通过定方案、建模

型、现场试验等环节，研究出便携式传感器

检测仪。该成果在第二十三届上海市优秀

发明选拔赛上获得铜牌。

陶建良还充分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辐

射带动作用。为帮助青年职工成长，陶建

良组织工作室成员开展一对一帮带，每名

工作室成员与青年职工结成对子，签订师

徒合同。通过面对面传授经验、手把手教

授技能，工作室先后培养出 13 位高级技师、

23 位技师、81 位高级工。

因选择而热爱，因责任而坚守。30 多

年来，陶建良始终坚持用精湛的技术为钢

轨轨““ 把 脉 问 诊把 脉 问 诊 ”，”，守 护 着 一 列 列 高 铁 安 全守 护 着 一 列 列 高 铁 安 全

运行。

“来，搭把手”“这箱放那边”⋯⋯1 月 24 日上午

9 点多，在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的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水贝工业区营业店内，快递员组长赵志超忙着将刚

运送到的快递打包物料卸下车。“近期，店内寄递业

务量激增，为确保寄递服务顺畅进行，我们将打包物

料数量由每天一车增加至每天两车。即便加班加

点，也要确保客户包裹如期发出。”赵志超说。

装卸并整理好物料后，赵志超又投入包裹分拣

中。“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他边忙边说。

2019 年，赵志超来到深圳，进入顺丰公

司，成为一名快递员。“那时，我每天穿行在社

区楼宇间，日均收派 700 多件快递。在大量的

派送任务中，我逐渐养成了规划时间的习惯，

工作效率不断提升。”

2024 年 5 月，赵志超被调到水贝工业区

营业店，负责前台管理工作，管理着 20 多

名快递员。由快递一线转入管理岗，他

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了，涵盖解决快递

业务难题、维护站点秩序、协调运送资

源、维修办公设备等各方面。他把这

些挑战当作成长机会，仅用半年时

间，就成为营业店的“多面手”。

中午，3 辆满载快递的货车驶来，赵志超赶忙上

前调度。“店门口马路窄，需要及时调度卸货。”赵志

超说，这只是今天需要签收和分拣的一部分货物。

他所在的营业店业务辐射方圆 1.5 公里左右，日均发

出约 4.6 万件包裹。“每一件快递都是沉甸甸的责

任。我要对经手的快递负责，不能有一点马虎。”

下午 2 点 40 分许，忙活了大半天的赵志超终于

得闲坐下，准备吃午饭。“今天是周五，也是营业店

一周内最忙的一天。”赵志超介绍，营业店所在的

水贝片区汇聚近万家企业，每逢周五，片区内的商

户都要赶在当天下午 6 点前完成货物入库结算。

一旦延时，商户可能面临高达数百万元的成本积

压。营业店必须做到货物快进快出，帮助客户提高

取件效率。

“这对快递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忙中有

序，确保服务品质，保障货物安全。”赵志超告诉记

者，为了让客户安心，一方面，店内前台区域安装了

11 个摄像头，实现全天 360 度无死角监控；另一方

面，他对店内工作人员进行常态化工作规范培训，确

保服务品质。“如今，经常有客户直接将货物放在前

台，叮嘱几句就走了，后续我包好货、签好单，再把快

递信息发给客户即可。”赵志超说。

近年来，数智化发展为赵志超的工作带来更多

便利。他拿出一个手机大小的机器介绍：“这是公司

自主研发的第 8 代电子巴枪。我们可以用它扫描快

递二维码，查看客户签收时间、货物状态、异常信息

以及比对收件人电子签名，操作起来十分方便。自

从用上它，工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赵志超还针对物流运输中的痛点，创新研发

包装材料，进一步提升运输服务品质。赵志超介

绍 ，一 些 首 饰 在 寄 递 时 对 外 包 装 的 要 求 较 为 精

细 。 如 果 使 用 不 恰 当 包 材 ，很 容 易 造 成 物 品 损

坏。为解决这类问题，他联合公司包装实验室开

发新型包装材料，成功研制出含 54 个泡沫卡槽及

1 个泡沫顶盖的专用包材。“新包材正式推出后，

立即有客户订购了 400 套，预计后续还会下单。”

赵志超说。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高超的服务水平，赵志

超获得深圳“最美快递员”、最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快递无小事。我会继续做好分内事，用心对待

每一件快递，不断优化服务质量。”下午 5 点多，随着

店内收寄业务晚高峰的到来，赵志超边说边起身，继

续忙碌起来。

没有论文，缺少项目，奖项不够⋯⋯

民营企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时，往

往面临一些困境，既影响了技术人才

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企业人才流失，不利于企业发

展。如今，这种局面正在逐步改善。

2024 年，辽宁省将职称评审“直通车”

开进企业，1500 多名民企人才获评职

称。在湖北、上海、山东、安徽多地，越

来越多民企人才搭上职称评审“直通

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人才

底气。

注重实际效益、把人才对企业的

贡献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是职

称评审“直通车”的一大亮点。综观

各地实践，有的对论文、科研项目和

继续教育不作硬性要求，而是创新设

置更贴近岗位实践的差别化评价指

标，专利成果、研究课题、设计方案、

技术突破、行业工法、成果转化等均

可作为职称评审内容；有的实行“一

步到位”政策，未取得过职称的技术

人员可按学历、年限直接参加相应层

级职称评审；有的针对民营企业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优

秀青年人才设置“绿色通道”，积极帮

助企业招贤纳士。

不仅在评审标准上变“一把尺子

衡量”为“分类多元评价”，“直通车”还

设置了灵活的评审机制。在不少地

区，职称评审“直通车”进工厂、到车

间、上一线，随时申报、单独评价、一年

多评，帮助民企技术人员解决了参评

积极性不高、申报材料繁杂、评审周期

长等难题。

企业职称评审之变，折射出当前

人才评价与服务理念的深刻变化。传

统的职称评审指标相对单一、流程趋

于固化，对于很多长期坚守在生产服

务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来说，其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难以得到全面客观的评

估。破除职称评审简单化、一刀切问

题，优化人才评价机制，不仅能激发技

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创新动力，而且

是帮助企业解决留人用人梗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之举。

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大量高素质

人力资源，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畅通民营企业引

才聚才渠道，更好释放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完善民营企

业职称评审工作大有可为。

一是向企业延伸，健全人才分类评价体系。针对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不同工作性质的技术人才实行多元化评审方

式，充分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的正向激励作用，激发各类

人才创新活力。

二是与产业融合，发挥“直通车”的评审催化作用。应聚

焦本地特色，围绕重点领域和优势产业，摸清企业用人需求，

用好用足人才评价政策，帮助吸纳行业顶尖、技术过硬、企业

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扩大民营企业人才供给，涵养良好人

才发展生态。

三是与人才对接，加强职称评审长效服务。人社部门进

一步简化申报程序，提高评审效率，将有助于提高人才评价

和服务质量，帮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