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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记者一大早从北京市区出

发，驱车近 3 个小时，才来到延庆西北部

的山区。佛爷顶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观

测员韩文兴早早地在山脚下等候。沿着

宽阔平整的山道上山，韩文兴颇为感慨，

“我刚来这里工作时，山上的路还没修好，

都是从家里骑车到山下，把车放到老乡家

里，再爬 3 个小时上山。”

海拔 1225 米的佛爷顶，就是韩文兴

工作了 30 年的地方。这里冬季最低气温

达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最大风力 12 级，全

年大风日数超过 100 天。条件如此艰苦，

韩文兴一守就是 30 年。

上山之后，车刚停稳，韩文兴拉着记

者就去了观测场。“我去检查检查仪器。”

山顶寒风刺骨，韩文兴迎着北风一路小

跑，比年轻人还要轻快，“跑跑暖和点，习

惯就好了。”

迈上 39 级台阶，来到观测场。这里

占地面积不大，却打理得十分精细。“这

是雪深观测仪、降水现象仪，这是地温采

集 系 统 ……”韩 文 兴 如 数 家 珍 地 介 绍 。

一旁，还有个老式的暗筒式日照计，韩文

兴俯下身，检查透光孔有没有堵塞，也让

记者看了看内部构造。“现在用的是光电

式数字日照计，比过去先进，但维护起来

一点也不能马虎，有异常情况要及时排

查报告，还要做好仪器的清洁……”

沿着观测场内的步道巡了几个来回，

韩文兴一抬头，发现竖立着的前向散射式

能见度仪有些脏，他赶忙搬来梯子，爬了上

去。山顶正午的阳光格外刺眼，记者的眼

睛都被晃得有些睁不开。“你就别上来了，

有点滑，太危险。”他小心踩着梯磴擦完一

侧，又跨了过去，仔细地擦完另一侧。气温

很低，忙完一圈下来，韩文兴才裹上大衣，

额头上已有些微微见汗了。

平日里还好，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恰

是韩文兴最忙碌的时候。别人都往屋里

躲，他得往外跑。冬季大雪封山，每小时

都要加密观测，他有时三天两夜不合眼。

遇上降水、雷暴、大风天气过程，他都从头

盯到尾，直到天气过程结束。赶上下雹

子，他要冒着被砸伤、雷击等风险，跑出去

捡来最大的那个测量直径……

回到屋内，韩文兴丝毫不见放松。计

算机上的数据实时变化，他紧盯屏幕，认

真地逐项检查。随着气象事业的发展，佛

爷顶上添置了很多先进的观测仪器，韩文

兴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严谨

细致的工作态度丝毫未变：“过去用纸笔

记录，现在是自动化观测，但数据始终是

气象工作的‘生命线’。数据记得准，天气

预报才能准。”

艰苦的生活条件，也让韩文兴成了生

活中的多面手。当年，佛爷顶上只有 3 间

破瓦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用水储存在

4 个大水缸里，还得省着用，衣服都要拿

回家洗。如今，山顶小屋修葺一新，水电

网齐全，冬天住着也不冷。这天中午，韩

文兴还露了一手，给记者做了盘拿手菜

——炒豆腐。

一人值守，最大的挑战还是孤独。这

些年，韩文兴学会了“跟自己做伴”，山间

有行人，他就吆喝两声。他还利用业余时

间学习大气科学课程，参加科研项目，积

极学习新型设备维护维修技能。有时候

拍到好看的云海视频，他还会精心剪辑几

条，留存下来。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韩文兴更忙

碌了。测试赛期间，由于天气复杂多变，

他主动放弃休息，每 3 小时开展加密观

测，严格做好数据质量控制。“就算不在山

上值班，我也会主动要求到山下参与北京

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希望尽自己最

大努力做出一点贡献。”

北京佛爷顶国家气象观测站气象观测员韩文兴

山顶“探晴雨”云中“测风云”
本报记者 谷业凯

深冬的皖北大地，虽未降雪，寒意已

颇重，一座座伫立的高压铁塔在阴沉的天

空下显得格外寂寥。

“ 到 了 ，出 故 障 的 导 线 断 股 就 在 这

里。”田野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维修车停

在淮北市濉溪县的一座高压铁塔旁，国网

安徽淮北供电公司超高压运检班班长张

涛率先拿上工具包跳下车。跟随他体验

户外作业的记者也紧随其后。

仰望高高的电塔，张涛给记者讲解：

“导线断股是巡检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

果不及时处理，长时间运行就会导致断

线、最终停电，带来严重的电网事故。”

几十米高的电塔，怎么维修？

“踩着软梯上去，没问题。”张涛说着，

晃了晃一旁从高空中垂下来的软梯。在

记者的一再要求下，张涛同意让记者先体

验一下。没想到人刚刚站到上面，软梯就

开始四处摇晃，勉强爬上三四阶，记者摇

晃得厉害，只好匆匆结束了这次体验。张

涛笑着说：“高空作业有一整套安全守则，

要把安全带和保护绳分别系在杆塔不同

位置的牢固构件上，以免发生高空坠落事

故，必须是专业人员才能进行高空作业。

特别是像这种带电作业，要经过考试，有

证书才能干。”

再看张涛，脱下身上的棉衣，穿着全

套带电作业屏蔽服，背上工具包，轻松灵

活地沿着软梯爬到了导线损伤处。“导线

断股程度不一样，要按照损伤程度采取不

同的方式进行处理。”在地面提供协助的

工友向记者解释。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

下，张涛和工友们一干就是两小时，断股

处才修补完毕。

今年 49 岁的张涛，对脚下的这片土

地无比熟悉。从高中毕业参加工作至今，

张涛三十年如一日，一直巡查在淮北总计

1700 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上。

别看现在身手矫捷，张涛至今还记得

第一次登塔时的情形。“几十米的杆塔让

人眩晕，在师傅的示范和鼓励下，我一边

攀爬，一边熟悉高空环境。”

从那之后，每天的例行巡检和高空作

业，成了张涛工作的日常。1700 公里的巡

检线路、6348个基杆塔和 50多本工作笔记

……近 30 年来，张涛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巡

检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先后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质量工匠”等荣誉。

高空作业，不仅要能吃苦，还要动脑

筋。走进“张涛劳模创新工作室”，记者看

到各种实用工具和创新技术。“有了师傅

设计的这个拔销器，在高空更换绝缘子瓷

瓶时，又快又省力。”张涛的徒弟兼同事唐

喆自豪地说。原来，一次高空作业中，张

涛发现两个徒弟在杆塔上轮换操作，用了

两个多小时才把需要更换的绝缘子销子

拉出来。于是，张涛多次试验，自制出钳

式拔销器，解决了难题。国网安徽淮北供

电公司总经理郝韩兵介绍，“钳式拔销器”

已被命名为“张涛拔销器”，并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维修归来，回到智能管控中心，张涛

又开始密切注视大屏幕。“现在，通过安装

在杆塔上的视频设备，在管控中心室内就

能观测到线路情况，还有无人机也开始广

泛应用。”张涛坦言，自己也学会了操作无

人机，但高空作业仍然离不开人工，对一

些复杂故障的确认和处理，少不得要登塔

操作。

也因为这个缘故，张涛有好几次机会

可以换到更舒服的岗位，但他选择了坚

守。“哪个岗位都需要有人干，我愿意把一

生奉献给输电线路岗位。”

国网安徽淮北供电公司超高压运检班班长张涛

高空巡检 守护光明
本报记者 韩俊杰

“明天凌晨有小雪，咱们早上得加把

劲 ，提 前 半 小 时 到 岗 ，把 雪 清 扫 干 净 。”

2021 年 12 月 15 日晚，在家休息的环卫工

人姜洋洋接到通知，二话不说就把起床的

闹钟调早了半小时。

第二天凌晨 4 点，这座城市的大多数

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姜洋洋已经轻手轻

脚走出家门。作为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

济技术开发区环卫保洁有限公司的一名

环卫工人，32 岁的姜洋洋已经在这个岗位

上工作了四五年。

雪 下 得 有 点 大 ，漫 天 雪 花 纷 纷 飘

落 ，地 面 像 是 盖 上 了 一 层 糖 霜 。 凌 晨 4
点半，姜洋洋和同事们已经投入紧张的

工 作 中 。 白 天 车 水 马 龙 的 东 风 大 街 上

鲜 有 行 人 ，只 有 清 雪 车 来 回 作 业 ，一 群

身 着 橙 色 棉 服 的 环 卫 工 人 顶 风 冒 雪 在

清扫。

尽管记者已做好防寒措施，但站在大

街上，仍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掏出手机

一看，此时的温度为零下 17 摄氏度。

“ 雪 下 得 大 ，估 计 6 点 半 之 前 停 不

了。”姜洋洋边扫边说，“下雪天一般会提

前出来会儿，我们尽量把雪扫干净，避免

结冰，这样大家上班时不容易滑倒。”

姜洋洋个子虽小，但拿着一把大扫

帚扫得飞快。记者看了也想体验一下，

接过扫帚才发现，比预想的要重。“人行

道比较宽，一个人扫太费劲了，我们一般

是两个人合作，各扫一半，这样更快。”在

姜洋洋的指导下，记者选择了人行道外

侧，开始扫雪。本以为简单的活计，干起

来才觉得吃力。扫了大约 15 分钟，记者

就 感 到 两 手 的 虎 口 处 有 点 酸 。 抬 头 观

望，才前进了 300 米，比同组的环卫工人

慢了不少。

与姜洋洋交流，她说，自己刚开始干

环卫时也不熟练，每天清扫完后都是手酸

腰疼。后来跟同事请教经验，自己琢磨出

握扫帚的正确方式，慢慢就习惯了。

在一众扫雪的环卫工人中，30 岁出

头的姜洋洋是最年轻的，为什么选择这

一行？

“起初家里人也都不同意，觉得年纪

轻轻咋能干这个呢？”姜洋洋一边扫雪一

边聊天，“但我觉得挺好，最开始干环卫就

是觉得既能照顾家，又有一份工作，每天

从 4 点半干到 6 点半，然后回家照顾孩子、

送娃上学，再从 8 点干到 12 点，就下班了，

一点儿不耽误事儿。”

干着干着，姜洋洋发自内心地热爱上

了环卫工作。“这几年，能明显感受到大家

对环卫工人越来越尊重，我们是扮靓城市

的劳动者，用双手把城市打扫干净，还是

很有成就感的。”姜洋洋说，近年来经常有

志愿者、爱心企业为环卫工人送热水、送

早饭，大家感觉很暖心。

时代在变化，环卫工作也与时俱进。

如今，长春市主次街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了 100%，清扫保洁车、大中型清雪设备等

成为主角。应对雨雪季节，长春市科学设

定清雪作业流程，所有清雪作业组和作业

路线都提前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方便指

挥调度清雪作业。

接近 6 点，城市即将苏醒，街上车辆、

行人渐多。此时，扫雪工作也逐渐接近尾

声。雪花还在飘落，刚刚清扫过的区域

内，地面又覆了一层薄雪。

“很多人马上就要去上班了，得再扫

扫。”姜洋洋说完，和其他环卫工人一道，

又拿起扫帚，将新雪扫去。

吉林长春环卫工人姜洋洋

城市美容

风雪无阻
本报记者 郑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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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韩文兴在检查暗筒式日照计的透光孔。 人民视觉

图②：张涛在高空开展带电作业。 王 文摄

图③：凌晨 4点半，姜洋洋正在扫雪。 本报记者 郑智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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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中说：“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

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回望过去

意义非凡的一年，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

新时代，每个人都在奔跑中拥抱梦想，用

汗水浇灌未来，用不懈奋斗书写属于自

己的人生精彩。正是一个个努力拼搏的

追梦人，一个个奋力奔跑的你我他，共同

绘就了“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壮阔画卷，

支撑着“中国号”航船行稳致远。

本期“体验”栏目将镜头对准坚守一

线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中有每天凌晨 4
点开始清扫的环卫工人，有三十年如一日

值守高山气象站的科研人员，也有多年奋

战在电网巡检路上的电力工人。他们在

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心

做好一件件小事，用汗水和心血标注出劳

动者的高度。他们的追梦圆梦足迹，不仅

实现了个人价值，也映射出行业进步与时

代伟力。他们身影既平凡又伟大，正是千

千万万奋斗者的缩影。

新 时 代 需 要 14 亿 多 人 民 的 共 同

奋斗。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

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任何伟大的

事业，都始于梦想、成于实干。更加美好

的生活，必须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奋

斗。新的伟大征程上，14 亿多“追梦人”

共同奔跑，定能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铿锵足音。

新的一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我们

一起向未来！

致敬每一个

拼搏奋斗的追梦人
冯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