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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商

瑞

守 护 城 市 供 电 动 脉
——记国网天津电缆公司电缆运检四班班长张华

本报记者 周 琳

汽 修“ 土 专 家 ”的 担 当
本报记者 齐 慧

陶巍（左）在云南指导学员学习汽修技术。 （资料图片）

在施工工程现场，国网天津电缆公司电

缆运检四班班长张华正在对天津城市电网

动脉进行一次“焕新”手术——为电缆终端

更换新型复合型终端套管。张华手中的螺

丝刀和钳子好似灵巧的“手术刀”，面对运行

年限较长、已经硬化的电缆终端尾管绝缘带

材，他的每一厘米剥切都如抽丝剥茧，每一

刀都精准不差分毫。“在剥切打磨过程中，任

何一点操作失误，都会对未来设备的安全运

行留下隐患。”他说。

扎根电力运检生产一线 20 多年，张华一

直不惧艰辛，将个人理想融入电缆事业，从

一名普通电缆工人逐步成长为守护城市供

电动脉的创新先锋。因成绩突出，张华获得

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天津市

海河工匠等荣誉称号。

精益求精

“ 电 缆 是 城 市 的 生 命 线 ，必 须 精 心 维

护。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地下水位高，电缆

隧道一定要关注是否有渗水的隐患⋯⋯”

在天津北辰区地下 16 米深的一个电缆隧道

中，张华正带领班组开展带电检测工作。

“守护城市供电动脉安全平稳运行”是

张华不变的工作信条。电缆日常巡视是保

障供电可靠性的关键，城市地下管网的各个

角落遍布张华的身影。他的徒弟、电缆运检

第四中心检修工董子健说：“张华师傅工作

20 多年，走过 5 万余公里的巡视里程，相当

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多。他对线路的参数指

标、安全状况、沿线环境等了然于胸，被同事

们称为‘电缆运检活地图’。”

电缆运检工作艰苦繁杂，电缆接头制

作十分考验“手上功夫”，精细程度与外科

医生的“微创手术”相当。多年来，张华自

创了“中压电缆耐压试验七步工作法”等绝

技绝活儿，通过“挑火”“一套”“接线”“二

套”“试验”“拆除”“搭火”7 个步骤，杜绝了

电 缆 试 验 因 距 离 受 限 产 生 故 障 隐 患 的 可

能，实现人身、设备安全“双保险”，工作效

率显著提升。

在 2024 年的一次巡检中，张华和同事负

责为开闭站内新投运电缆做试验。开关柜

内狭小的空间让试验电缆终端头与柜体间

很难保持足够试验距离，过度掰弯电缆又可

能损坏终端头，带来运行隐患。张华开动脑

筋想办法，通过查询资料、设计图纸、挑选材

料，设计制作出电缆耐压试验套筒，用这样

的“小发明”解决了工作中的“大难题”。

国网天津电缆公司运检部副主任、自

管实验室负责人魏占朋说：“张华不仅在技

能上精益求精，还致力于推进专业领域新

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张华积极推动城市

地下电缆管网绿色转型，为提升城市治理

水平贡献智慧和力量。比如，在施工现场，

他提出采用聚丙烯绿色环保电缆的合理化

建议。事实证明，这类电缆具有可降解、耐

高温、载流量高等优点，能够节省地下管廊

空间。

用心服务

“城市地铁按期投运，能为居民绿色出

行提供便利。作为工程建设者，通过提高工

作质效，缩短地铁建设工期，是我们的责任

和使命。”张华说。

在天津地铁 7 号线、10 号线、11 号线建

设等电缆迁改工程中，涉及破土、破路等事

项，需做好多方协调。张华坚持 24 小时待

命，严格审定施工措施，完成现场勘查上百

次，及时高效接洽协同相关管线部门，确保

电缆迁改工程按期完工。

2024 年 1 月，在天津地铁 7 号线海光寺

站电缆迁改过程中，由于施工地点在天津市

比较繁忙的交通路口，地下管线复杂，施工

难度极大。张华和同事协调多个地下管线

产权单位联合勘察，做到对各类管线情况了

然于胸，在作业过程中加以保护。同时，张

华将所有作业都安排在夜间开展，不影响居

民出行。他和同事在低温中连续奋战多个

夜晚，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为了工程的顺利推进，张华除了“跑断

腿”，还经常“磨破嘴”。由于部分电缆路径

紧邻周边居民楼，对周边 1000 余户居民出行

和商铺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张华带领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征集居民

意见，开通临时通道，最终消除了居民和商

户的顾虑。

过去，天津主要采用油纸绝缘电缆供

电，随着交联电缆的迅速普及，天津电力开

展了油纸绝缘老旧电缆改造工程，张华积极

参与到改造工程中。2024 年初，天津城市电

缆“焕新”工程圆满完成。

传承技能

在做好服务保供工作的同时，张华还热

衷于动手搞创新。在张华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工匠风采展示中，“我创新，我快乐，我传

承”一直是张华的创新箴言。

“机器人的优势在于，可以精准控制电

缆剥切的深度和速度，提升剥切精度和打

磨 精 度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在 全 国 职 工

“五小”优秀创新成果发布活动中，张华和

同事共同发布了“高压电缆接头剥切打磨

机器人”。

“过度依赖人工和经验是制约电缆安装

质量提升的瓶颈，但这不代表工人的手艺要

‘过时’。只有练熟技能，才能在生产实践中

发现和解决问题。”张华说。

张华被同事称为“草根发明家”。他以

解决高压电缆生产实际问题为突破口，先后

参与研制电缆终端头胶质绝缘套筒等成果

32 项，获专利 29 项，推动了电缆专业智能化

作业革新。

近年来，张华劳模创新工作室先后开展

80 多项创新项目攻关，联合多所高校共同开

展创新。工作室挂牌天津市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中国职工技术协会电

力行业“卓越创新工作室”。

在张华的徒弟董子健看来，师傅一直痴

迷于技术创新。天津电力开展了“百年电

缆”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张华创新运用

“油纸—交联”对接工艺，用技术“绝活儿”破

解电缆接头对接质量难题。

一声“师傅”，让张华的肩上担起千斤重

任。张华常常教育徒弟：“电缆中布满了铜

芯等材料，往往比较重，各种工具初次使用

时不会得心应手。想干好这项工作，第一别

怕苦，第二别怕脏。”

在张华眼中，“没有力气”不是打退堂

鼓的理由，想要精进技能，就得沉下心来练

“手劲儿”，弯下腰去练“腕劲儿”。在实训

场上，张华带领徒弟用钳子掐铅丝，用锯子

锯铜芯。在张华的鞭策下，徒弟渐渐手稳

了、眼准了，现场操作的精准度、自信心也

更强了。

“干咱们这行，做的是个良心活儿。”当

年师傅给张华的教诲，张华又传承给徒弟。

多年来张华躬身做好传帮带，致力于

培育更多技能人才，先后示范带动 200

余人实现电缆专业技能等级提升。

“时代在变，工艺在变，但

电 缆 人 的 工

匠 精 神 永 远

不 会 变 。”张

华说。

在汽车维修行业，提起上海幼狮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巍，几乎无人不知。作为改

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汽修人，陶巍专注汽车维修研

究与实践，积极开发新技术，为我国汽车维修行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大国工匠”等荣誉称号。

陶巍的学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回忆道，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汽车维修技术基础薄弱，“那

时候，国内不少车辆是从国外引进的，维修手册几

乎全是外文。我一个字都看不懂，只能请人翻译

后，再拿来反复琢磨”。

在学习相关知识后，陶巍便在车间灯光下反

复推演，动手操作，逐一攻克技术难题。在一次抢

修中，他成功解决一辆汽车因水箱设计不合理导

致的故障，仅用 4 小时就完成了原需两天的维修工

作。类似的高效精准操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屡见

不鲜。他主导的轿车全系统修复案例，因代表了

当时中国先进的汽车维修水平，被国外媒体争相

报道。

随着维修经验的积累与技术水平的提升，陶

巍创立上海幼狮高级轿车修理有限公司（上海幼

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前身），公司主要提供轿

车维修、故障诊断和客户服务，逐步发展成为多家

企业单位指定的维修服务商。

“没有国家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要为

国家培养出更多汽修人才。”陶巍说。2014 年 5 月，

国家级“陶巍技能大师工作室（汽车修理）”正式挂

牌成立，成为技能人才培育的重要阵地。

借助这一平台，陶巍不仅着力传授维修技术，

更注重培养徒弟的思维方式。“拆一个变速箱，不

能只满足于完成操作，更要懂构造、明原理。我要

求徒弟先画图，再模拟操作，然后到车间实操。”

他说。

“今天必须把这辆车修好啊！”闷热异常、机器

轰鸣的汽修车间里，陶巍向徒弟下达了任务。来

车间转转，手把手传授业务技能，已成为陶巍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陶巍积极参与到职业院校学生的培

养当中，推动更多人成长为高级汽车维修人才。

而从“修才”到“教授”，光凭经验是不行的。陶巍

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四处学习、进修和充

电，总结的汽车使用和维修理论，成为多家高校教

材。他还多次主动参加汽车专业讲座。

2023年起，来自云南的多名职教学员被选送至

上海幼狮接受两年制脱产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

将回到学校任教，把先进技术带回当地，传授给更

多学生。”陶巍说，技能传承的精髓就在传帮带，他

希望培养出一批能教书、懂技术的“土专家”。

陶巍介绍，培训课程不仅涵盖传统燃油车，还

拓展至新能源电驱系统、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内

容，助力学生完成从学徒到骨干教师的转变。

作为深耕行业多年的资深汽修人，陶巍还积

极推动产教融合，与相关职业院校合作共建汽车

维修技术培训学校；在人才评价方面，探索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技能等级标准体系，推进我国汽车维

修人才的全球化认证进程。

“师傅平常要求我们要多学习，学深学精、学

有所用，并反复告诫我们，学无止境，学到的东西

总会有用的。”陶巍的徒弟、持有国际认证的高级

维修技师林创创说，“真正的工匠精神，是不断精

进、不懈攀登。”

“我们虽非汽车的设计者与制造者，却承载着

让精密机械重现生命活力的使命。每个螺栓的扭

矩、每道油封的密封性、每个传感器的反馈值，都

是对原厂工程智慧的致敬。现代汽修人应当扮演

技术翻译官的角色，将机械语言转化为可感知的

服务价值，在毫米级的精度追求中，让经典设计焕

发新生。”陶巍说。

如今，陶巍依旧坚持每天走进车间，亲自检

查维修现场、指导学员操作。他说：“只有站在一

线，才能感知技术发展脉动，才能把工匠精神传

得更远。”

中办、国办近期公布《关于加快

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发挥创业

带动就业作用，优化大学生创新创

业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发挥专业

优势到新业态新模式、中小微企业

等就业创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新创业不

仅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还可以带动

经济转型、实现产业升级。大学生

朝气蓬勃、富有创新精神，是推动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科 技 创 新 的 主 要 力

量。但在实践过程中，有人创业准

备 不 充 分 、信 心 不 足 ，应 变 能 力

不够。

近年来，聚焦大学生就业创业

面临的需求和痛点，从中央到地方

都提出很多具有针对性、创新性的

举措。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

设，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环境，加强

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财税扶持和金

融政策支持。从各地来看，湖南打

造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

提供创业场地、启动资金等各方面

的优惠政策；上海开办创新创业青

年论坛，举办青年创新创业研修营；

天津通过建立双创学院、创新创业

大赛等措施，鼓励大学生持续提升

创业能力⋯⋯相关政策支持为大学

生成长成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着力满足他们多样化、多层次发展

需求。

在这个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环

境中，大学生如何实现自身进步与

社会发展“双向奔赴”？

要做足基础功课。创业涉及商

业模式、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内

容，要掌握相关知识，做好充分准

备，比如提前了解实现降本增效的

有效办法，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统筹管理能力。同时，还要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和相关

政策法规，预测市场变化以及潜在风险。

要珍惜“练兵”机会。要善于在干中学、学中练。一

方面，要在丰富的实践项目中积累相关经验，洞悉市场

发展潜在需求，找准创业突破口。另一方面，要广泛拓

展视野，了解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轮工业

革 命 重 点 领 域 的 前 沿 趋 势 和 最 新 成 果 ，发 掘 新 的 发 展

赛道。

期待更多人才放手一搏，踏着干事创业的“桥梁”，

让 理 想 信 念 在 创 业 奋 斗 中 升 华 ，让 青 春 在 创 新 创 造 中

闪光。

张华（左）带领班组成员开展线路巡视。 郭 斌摄（中经视觉）

天津地铁 11 号线电缆迁改应用预制电缆工井现场。 郭 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