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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盒子是我做的一个销钉传感

器……”在摆满各种线路器具的何冰劳模

创新工作室里，何冰对每件“神器”的用途

和来历都能脱口而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冰是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

检中心的工程师，也是一位博士工匠。

7 月刚到小暑，何冰的肤色已较旁人

深了几个色号。“整天和铁塔、电线打交

道，自然就‘美黑’了。”何冰笑言。

何冰所在的部门管理着上海电力供给

的动脉——全市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

路。温度传感器、声呐传感器、线路反外损

系统装置……这些工作室自主研发的创新

成果，消除供给动脉上的电力隐患，确保城

市“电力十足”。

多年来，他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

机、无线通信等技术与输电专业跨界融

合，有效解决了超大城市输电线路安全运

行的诸多难点和痛点问题，成长为上海电

网输电数字化的转型先锋。

创新源自“拔刺”

面对前来参观的输电运检中心的大

学生新人，何冰亲切得像个“学长”：“你们

有什么好想法都可以和我交流。”

看着眼前这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

年轻人，何冰深知他们身上蕴含的创新能

量。而何冰自己的创新故事，也早已在同

行业年轻人中“圈了一波粉”。

何冰走上创新之路，还要从“拔刺”

说起。

当时，何冰担任输电运维五班班长，吊车、

风筝线等线路外力损害一直是输电运维管理

者们的“心头刺”，何冰就曾被这根“刺”扎疼。

那天，上海下着大雨，何冰接到电话，

班组所辖的一条 220 千伏线路发生跳闸。

到达现场后，附近另一条线路发生剧烈晃

动，也跳闸了。

第二条线路的故障点很快被找到，但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心惊胆战——一根风筝

线结结实实地缠住了旁边的线路，部分尾线

挂在了路边的树上。就在所有人都惴惴不

安之时，只听“啪”一声，线路再次跳闸……

如果能及时对线路进行监控，这样的

故障不就可以避免了吗？一场攻关马拉

松由此开始。那段时间，他时常工作到

深夜两三点。半年后，他研发的“输电线

路反外损预警系统”问世，成为输电线路

“反外损”的利器。

此后，何冰发挥自己在科研领域的特

长，从“空、塔、地”三个维度对输电专业数

字赋能，带领工作室团队先后发明了输电

可视化监测装置、无人机自主巡检等先进

装备，极大节省了人工成本，保障了电网

安全。

从最初的 220千伏一直到如今的特高

压 1000千伏输电线路，何冰的成长与上海

电网的发展“同频”。如今，他带领同事们

对所辖输电线路开展无人机巡检，平均每

年 400 小时，累计飞行距离超 3000 公里，

通过 AI智能缺陷识别技术，发现各类隐患

缺陷 1000余条。

数据多“跑路”，检修人员少跑腿

检测到销钉缺陷后，铁塔不仅自己会“说

话”，还可以让隐患“自愈”。在上海输电数字

化监控中心里，不时上演着这样神奇的一幕。

实现这项智能突破背后的创新故事，更

加精彩。

架空输电线路的导线和铁塔横担通过绝

缘子和金具连接，而销钉就是用来固定绝缘

子和金具的重要组件。如果销钉脱落不及时

发现，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专业硕士毕业后，何

冰继续在上海交大在职攻读企业管理专业博

士。学科领域的跨界，让他注意到了工作中

的“矛盾”——企业负责维护的输电线路里程

持续增长，线路越长，涉及的人为活动隐患就

成倍增加，而负责日常巡检的人员数量却不

增反减。如何在企业效益增长和电网安全上

取得统一？

2021 年初，他看到一则智能家居广告后

立即想到：如果有一种传感器能实时监测铁

塔运行数据，让线路运维人员远程了解铁塔

健康状况，就能解放人力，提高工作效率。

他阅读了大量文献，对机器学习、模式识

别、无人机、无线通信等技术在传感器监测方

面的应用开展调研，并带领项目创新团队开

始研发销钉传感器监测装置。

为了解决装置电池续航问题，何冰和他

的团队在铁塔下反复试验以获取准确数据，

先后测试了十多种供电方案。他和团队用时

3个多月，终于突破了传感器和数据接收端之

间的无线通信技术瓶颈，于 2021 年 6 月完成

铁塔销钉传感器监测装置的研发，实现了铁

塔销钉缺陷的智能感知，可以 24 小时全天候

监控销钉是否脱落。

如今，销钉传感器监测装置已在上海 500

千伏及以上重要输电线路试点应用，提高了

输电线路本体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问题越复杂，钻研越有劲头

同事们说，何冰的职业习惯就是爱爬坡

过坎，“问题越复杂，他钻研越有劲头”。

2021 年，何冰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何

冰根据工作室队伍结构和人员特点，划分不

同技术小组，通过导师带徒、自主研发、集体

研讨等方式，营造出浓厚的创新氛围。

随着上海电网的不断发展，国网上海超

高压公司先后投运了在线监测装置、无人机

自主巡检等各类先进数字化装备，然而平台

多、资料多、数据独立不统一等问题接连出

现，成为数字化转型路上的“拦路虎”。

何冰挑起重任，他带领团队重新整合各

类数据流格式，搭建统一数据端口，克服数

据安全、传输协议、系统构造等难题，将精益

化巡检系统、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和社会化

巡检系统融合进统一管理平台，于 2021 年 8

月建成上海输电数字化监控中心。基于该

中心，运维人员可实时获取输电通道及周围

环境的监测预警信息。同时，无人机智能管

控平台还能自动分析无人机回传的巡检照

片，判断线路及输电通道内的情况。

守护万家灯火的何冰，在疫情中也成了

别人的一道光。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虽然声音已经沙

哑，但何冰却总是这样鼓励自己、鼓励身边

人。本轮上海疫情发生后，何冰被封控在

家。他第一时间请缨，为社区防疫贡献力

量。他那温暖人心的“男中音”经常出现在

社区和楼道里。

奋战社区抗疫一线的日子里，何冰每

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上门入户摸底，协助

社区排查区域内居民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健

康状况，逐门逐户通知核酸检测，确保筛查

无遗漏，每天要走3万多步。

做社区志愿者的同时，何冰也牵挂着

在公司坚守岗位的同事。

面对部分同事封控在家，电网运维保障

出现临时性缺员的问题，何冰积极与在岗同

事视频沟通，根据反馈的问题优化改进系统

识别算法技术，提高智能识别率。他和同事

一起帮助公司通过输电可视化系统每天对

输电线路进行不间断巡视，解决因疫情导致

的线路巡视盲区问题，为上海主网 5500 公

里输电线路筑起“数字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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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医生”

何冰为上海电力供给动脉安上智能哨卫，确保城市“电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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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稻瘟病，被称为水稻“癌症”，水稻一旦患

病，轻则大面积减产，重则颗粒无收。辽宁省

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郑文静带领团队，6 年扎

根泥土，培育出带有抗病基因的品种，攻克了

这一顽症。

26 载守望稻花香，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9 件，发表高

水平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4 篇，

研发水稻品种 12个，新品种推广面积累计达

3000万亩以上。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郑文静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农家子弟决心学农

郑文静出生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杨大城子

镇，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农民。

农家子弟考学大多都想跳出“农门”，可

1992年，郑文静填报志愿时却果断选择了北京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生物学专业。

母亲急了：“考这个学校，你就得一辈子

种地。”

但郑文静却有自己的坚持。她的父亲患

有严重胃溃疡，那是 20世纪 60年代因为忍饥

挨饿留下的病根，看到父亲胃疼时脸冒虚汗、

痛苦呻吟，她心里特别难受。

高中生物课上，老师讲到，大豆用 γ射线

照射，就能长成花生大小。“用了先进技术，粮

食能实现高产，农民也会过上好日子，再不会

有人像父亲那样饿出病来了。”郑文静想。

从那时起，她下定决心学农。

大学时，郑文静格外努力，成绩一直非

常优秀。1996 年，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实验室。5 年

后，她报考了沈阳农业大学，通过 6 年在职

学习，先后获得植物病理学专业硕士和博士

学位。

10 年求学经历，为她实现培育高产品种

的稻香梦奠定了基础。

向水稻“癌症”宣战

2010 年，辽宁水稻主产区大面积发生穗

茎瘟，有些田块甚至 90%是死穗。看着一片

片枯萎的稻田，郑文静心如刀割。

当时，农民对付这种水稻病的“土办法”

就是大剂量打农药，这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病

情”，但会污染空气、土壤、河流，产出的稻子

也会因农药超标影响百姓健康。

郑文静知道，根治办法是利用抗病基因

改良水稻品种。但发掘一个基因至少要 10
年，且难度很高，多由中国科学院等“国家队”

领衔，地方农业科研单位很少去啃这样的“硬

骨头”。

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郑文静决心向水

稻“癌症”宣战。这年她 36岁。

为了找到抗原材料，郑文静在田间一垄

一垄地仔细调查、筛选，终于在东陵区大庙子

村试验田中发现了两行 30 株完全没有染病

的水稻，这让她看到了攻克稻瘟病的希望。

这个水稻品种名为“港育 129”，抗谱达

98%以上。郑文静团队将其与产量很高但抗

病性较差的“辽星 1 号”进行杂交，基因发掘

工作由此开始。

农业科研人员的试验室就在农田里。春

天是插秧季节，虽然试验田面积只有几十亩，

但一个池子稻秧插多少株、每个品系插在什

么位置都有讲究，只能手工操作。虽然插秧

时雇了当地农民，但科研人员同样要站在冰

冷的水田里指导。年复一年，郑文静患上了

膝关节炎和慢性肾炎。

北方只能种一季稻，为了加快进度，冬

天，郑文静就在海南的基地继续试验。那

几年，她的春节基本都是在海南的稻田里

度过的。

经过 6 年奋战，2016 年，郑文静团队成

功发掘一个名为 Pi65 的抗稻瘟病基因，带有

该基因的水稻品种“辽粳 168”于 2017 年通

过审定，当年 11月，“一种携带抗稻瘟病基因

Pi65 水稻新品种的分子育种方法”获国家发

明专利。

这一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后，被引用 163 次。郑

文静将这一研究成果无偿分享给了 8个省的

24个农业科研单位。

女儿成为“农二代”

郑文静不仅要在事业上做出成绩，在培

养孩子、照顾老人方面也倾力付出。

为了方便照顾患有慢性病的父母，郑文

静买来医学方面的书籍研读，掌握了基本医

疗知识，还学会了注射操作。

为了不缺席女儿的成长，郑文静在田间、

实验室工作时，常把女儿王依然带在身边，让

女儿在一旁学习或者玩耍。女儿放暑假，正

是她在稻田查看水稻发病情况之时，女儿也

学着母亲的样子在稻田里钻来钻去，小脸被

晒得通红。

“如果要学农，就得这样风吹日晒，你能

行吗？”郑文静担心女儿吃不了苦。没想到

女儿却说:“可以啊，我觉得在田间地头很有

意思。”

2019 年，王依然考入武汉大学，所学专

业也是生物学。母女俩通电话时，经常进行

“学术交流”。

眼下，王依然正准备考研，专业依然还是

生物学。“我想成为像妈妈一样的农业科研工

作者。”她说。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博士工匠和他的供电“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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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网添智，用科技赋能，守护城市的万家灯火。”

——何冰

本报通讯员 李江波 本报记者 毛浓曦

“出发!”6月 15日 11时，西安城墙永宁门外，骄阳似火，室

外温度达到 37 摄氏度。身高 1.89 米，身披黄金甲头，头顶凤

翘盔，腰悬宝剑，脸戴面罩的“金甲武将”米昕园，带领 8 名手

持长矛的金甲武士，昂首挺胸，列队入城巡游城墙。

2013年，大专毕业后，米昕园怀揣儿时的演艺梦，成为西

安城墙礼宾仪仗队的一名演员，从饰演武士到武将，他十年磨

一剑，最终成为队里的顶梁柱。去年他被推选为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火炬手，今年荣获西安市五一劳动奖章。

从武士开城仪式表演《金甲相迎》，到互动巡游表演《铁甲

征戎》，再到换岗仪式表演《皇城羽林卫》，这些再现盛唐城墙

守城军队威武形象的表演章节，都要求金甲武士在身着 30余

斤重盔甲的情况下，始终保持队列及动作的整齐划一。

“他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学习新动作快、节奏感好。”在礼

宾仪仗队队长刘明眼中，米昕园是棵勤学上进的好苗子。

那时，初来乍到的米昕园，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不断给自

己加压。

节假日，他把照料两个孩子的重任交给妻子，跟城墙艺术

团专业演员练习舞蹈表演，对着镜子随着音乐节奏反复练习

面部表情。遇到操矛舞剑的动作吃不准时，他就缠着领班田

永涛陪他加练。

为保持体型、增加力量，米昕园一有空就泡在休息室旁的

健身房，或是到城墙上跑步。他还通过 3年自学，取得了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在每天的 5 次巡游和一场表演中，队形、队列、持枪及交

叉步等一系列动作，米昕园都演绎得惟妙惟肖。特别是他在

天下第一礼——“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中，将武将的形象演

绎得入木三分，在观众中“圈粉”走红。

为了让城墙文化“破圈”，米昕园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自

媒体拍摄技术，与团队成员一起探索短视频拍摄技巧。

目前，米昕园的个人新媒体平台已发布宣传城墙文化的

短视频 385 条，累计浏览量达 2.63 亿人次，点赞量达 566.3 万

人次。

“金甲武将”守古城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高达 45米，供人行走的区域只有一人宽——当山东港口

威海港有限公司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电气机械工

宋维肖登上港口岸桥，任谁脑海中都会蹦出一个“险”字。然

而，这只是宋维肖日常工作的高度。

工作 16 年，他始终行走在码头维修一线，维护着码头健

康运转，被人们称作码头“医生”。

岸桥之上，宋维肖拿着工具细细检查机械装置安全。61T
岸桥的最高点达 66米，场桥也高达 24米，这座“庞然大物”的所

有细节，都需要耐心排查，丝毫不能马虎。不仅是在岸桥上，从

码头的大型作业设备到各种固机和流机设备的抢修、巡检、保

养工作现场，几乎都能看到宋维肖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

为应对设备维修突发任务，宋维肖在日常工作中总结出

“五到位”“四流程”，为保证设备抢修时效，宋维肖常年保持着

24 小时“待机”的习惯，一有设备报障，“五分钟内到位”是宋

维肖维修团队的速度标准。

“有一次周六休息，2号桥吊小车轮有异响，接到通知，我

立刻从家里赶过来。从上午 10点一直修到第二天凌晨，才把

问题解决。”宋维肖说，遇到紧急抢修任务，常常需要通宵达旦。

疫情发生后，宋维肖团队又有了防疫新任务，冷箱自动消

毒系统就是团队参与研发的最新成果。

传统消毒工作中，一个集装箱配备两名消毒人员，全面消

毒过程大概需要 3～4 分钟。消毒人员与集装箱近距离接触

存在风险，现在，冷箱自动消毒系统能够进行 360度无死角自

动消毒，且只需 2分钟就能完成消杀。

“一个集装箱节约一分钟，载货量大的时候就能很大程度

节约时间，最重要的是避免了人员直接接触集装箱，降低了感

染风险。”宋维肖介绍说。

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和层出不穷的创新点子，让宋维肖

很快就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现在有 8名成员，截至目前，宋维肖和团队已经完

成了包括桥吊光纤通信改造项目、轨道吊过通道减速等在内

的 40 余项技改成果，节约成本近百万元，并在 2021 年带领青

威公司固机维修班组荣获山东省水运系统创新先进班。团队

中 2人获评高级技师、4人获评技师。

成为“威海工匠”后，宋维肖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我

会继续学习先进设备管理经验，不断优化设备管理流程，保障

设备高效低耗运行，为建设智慧绿色港口贡献一份力量。”

郑文静扎根泥土，攻克水稻“癌症”——

26 载 守 望 稻 花 香

张世光

在全国数以万计的一线电力职工中，

何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恐怕就是他的学

历——博士。

更让人称道的是，何冰是在硕士毕业后的

岗位上，发现了工作中难以破解的问题，从而选

择继续深造、在职读博，一边在知识的海洋中淬

炼，一边用新知识在创新一线攀上新高度。

何冰的成长经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党

的十八大代表、首钢女焊工刘宏圆梦清华的

励志故事。

工作多年后，刘宏认识到自己在技能上存

在短板，想要报名参加培训机构举办的焊工培

训班，却因为她不是全日制本科毕业而被拒绝。

她和同事们求学无门的窘况得到了社会

关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专门为首钢的焊

工“定制”了 3 个月的培训课程，既有焊接理

论知识，又融合前沿技术，刘宏和工友们终于

圆梦清华园。

在生产一线的创新实践中，意识到自己在

理论知识和专业认知上的不足，渴望通过系统

学习获取新知，冲破创新瓶颈，这份求学的热

情、求知的冲动，对于想要脱颖而出成为新工

匠的技能人才尤为重要——新时代的新工匠，

不仅要手上有绝活，更要脑子里有绝学。

全方位“充电”之后，新知识转化为新能

力，让何冰在创新一线给电力供给动脉装上

了智能哨位，也助力刘宏圆满完成了北京冬

奥会首钢滑雪大跳台的焊接任务。梳理历年

全国劳模、大国工匠的成长经历，不难发现，

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选择再次走进课堂学

习，提升学历水平，或是接受专业培训。

高质量发展呼唤更多知识型、创新型

工匠。从思考解决眼前的、局部的、技术性

的难题，发展为谋划突破长远的、全局性、

行业性的瓶颈，格局打开、视野辽阔的新工

匠们，正用新知识为技能添翼。

用 知 识 为 技 能 添 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