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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长，我也想去培训，帮忙增加一个

名额吧！”

“你现在都是副班长了，要学的是管

理。还钻那么细吗？”

“管理也不能浮在面上啊。不搞明白

细节，怎么指挥呢？”邱中华——国家电网

四川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

一班副班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很认

真地说。

“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培训。人家

只给了两个名额。要增加名额，估计有点

难。”班长有些为难。

“在高海拔地区做直升机吊人进出电

场带电作业，是我们多年的梦想。我如果

不先学到胸有成竹，现场指挥起来心里就

没底。”邱中华的犟劲上来了，想了想，他

说：“只要给我一个培训的机会就行，我自

己掏培训费。”

1986 年出生的邱中华，性格有点犟。

2010 年大学毕业，他应聘到四川省

电力公司超（特）高压运行检修公司。入

职实操培训的第一天，他发现自己有点恐

高。爬训练铁塔，到 10 多米高的地方时，

他就四肢发抖，感到天旋地转。他甚至不

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地面上的。老师让

他暂停登高训练，他无比沮丧。他怀疑自

己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跟同学打电话

聊起来，同学劝他干脆换个工作。一个恐

高的人怎么能去从事“高空作业”呢？家

里人也支持他再择业。

这个时候，邱中华的犟劲却上来了。

他觉得不能遇到困难就绕着走。他决心

要战胜“恐高”这个困难。

训练铁塔旁有一个专门用来观摩的

旋转楼梯。邱中华就在楼梯上做俯视地

面的训练，从三层，到四层，再一层层往

上……每一个高度，他都要训练到眼看地

面心不慌、靠近栏杆脚不颤，以慢慢适应

那种从高往低看的感觉。

这样练了近一个月，从旋转楼梯的顶

层往下看，也没有了不适感。邱中华有了

信心，开始去练习爬训练铁塔。每天早上

第一个来，晚上最后一个走，中午也不休

息。到实训结束的时候，他的恐高症克服

了，爬塔水平也上去了。

公 司 精 心 挑 选 人 员 组 成 带 电 作 业

班 。 进 行 体 能 测 试 的 时 候 ，3 公 里 跑 下

来，邱中华吐了血丝。师傅饶建彬劝他退

出。因为带电作业也是个体力活，要受得

住屏蔽服里的高温高热，身体素质不好可

不行。邱中华不服气，犟劲又上来了，说

等半年训练完了再看。长跑、仰卧起坐、

俯卧撑、蛙跳、冲刺跑、快速登塔训练、50
公斤吊重拉绳训练……他每一样都比别

人练得更多。6 个月后，他的身体强壮起

来了，跑 5 公里都没问题。

经过战胜恐高和体能训练，邱中华不

仅在体质上有了提升，在心理和意志力上

也实现了跨越。他相信只要努力，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邱中华犟赢了。

邱中华不怕别人说他“犟”。“带电作

业”本身就是同“停电作业”犟啊！人的安

全耐受电压是 36 伏，带电作业却要在一

两万倍于安全电压的情况下工作，这不是

“犟”吗？可是，电网不能停，一条± 800 千

伏的线路满功率运行，可以为 4 亿盏 20 瓦

的电灯提供电力。如果停电一小时，直接

经济损失就是几百万元。带电作业这个

“犟”，犟得有价值。

屏蔽服是带电作业的保命服，是用特

殊导体材料和纤维材料制成的。衣服并

不重，但封闭性极好，一旦穿上就不散热

了。到了夏天，身体在里面就像被捂在蒸

笼里一样，很容易中暑。因此，夏天进电

场前，邱中华会先吸两支藿香正气液，再

抓过钢化杯喝几口夏桑菊茶，既是漱口又

是补水。但他又不敢多喝，因为高空作业

有时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为减少麻烦只能

补充少量的水。

二

邱中华喜欢同工器具犟。

他刚刚参加带电作业没多久，就对在

绝缘子上作业时要费力弯腰取吊物，感到

不满意。下了班，他找来废旧的角钢，焊

了个滑车支撑架。支撑架卡在两串平行

的绝缘子之间，利用一个固定点，把滑车

的位置移到高点位。这样就不用在高空

弯腰到低点位取东西了。这个小发明挺

实用，让大伙儿干活更便利了，班上的人

对这位大学生多了些亲近感。

接着，他又将目光对准滑车。他把

滑车变成防缠绕开口灌绳式滑车。对绝

缘 子 拆 换 时 的 受 力 卡 具 ，他 也 较 上 了

劲。以前针对不同样式的绝缘子要带不

同的卡具，卡具多得连库房都快放不下

了。有没有一种办法让绝缘子的卡具通

用 ？ 他 和 小 伙 伴 动 起 了 脑 筋 。 有 了 想

法，再找办法。他们很快想出了“拆分”

的方法：把卡具拆分为卡具座和内衬套，

卡 具 座 通 用 ，内 衬 套 采 用 不 同 型 号 搭

配。这样每次去工作现场，只需选用不

同的内衬套就可以了。一个问题就这样

解决了。当看到青年员工每每为绝缘子

绑扎不牢而担心时，他又发明了“绝缘子

金属吊钩”，像钓鱼一样把绝缘子“钓”上

去，又快又稳当。

但邱中华有时对自己发明的东西也

不满意，他不停地进行改造升级。在有三

串绝缘子的特高压场所，他改进了自己之

前制作的支撑架。他还和同事研制出了

一种新型装置，可以让工人在绝缘子更换

时坐着工作，这样不仅更加安全，而且更

加舒适。

还有一次，邱中华本来在家里整理资

料，师傅饶建彬让他给施工现场送个工器

具去。他跟师傅说，反正要送工器具过

去，就顺便安排他进电场参加带电作业好

了。饶建彬知道这个徒弟是想多干、多

看、多积累，他对徒弟的脾性慢慢开始喜

欢了。饶建彬重新提交了第二天的作业

计划，把邱中华派进电场作业。这一次带

电作业，邱中华还真有收获。他发现了金

具之间连接的 O 形环有锈蚀的隐患。O
形环带电更换，怎样最省事？以前没考虑

过。从现场回来，他睡不着了。与几个同

事一起，花了一个月时间，研发出了单根

子导线卸力装置。

就这样，不到 10 年时间，邱中华和他

的 团 队 创 新 发 明 了 23 件 带 电 作 业 工 器

具，申报了 30 项专利。

邱中华的革新动力，最初是想获得班

里同事的认可。他要改变大家对他“文弱

书生”的印象——那可不仅仅是体能提升

就能做到的。后来，他的目标提升了，变

成了想把带电作业中以前不能做的变成

能做的；把以前不好做的变成好做的。他

喜欢一句话：创新，就是要实用。

邱中华还同带电作业方法犟。

四川有 2 万多公里的 500 千伏超高压

线路和 5 条±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的起始段。线路经过的地方，地形、地

貌、气候都很复杂。这给四川的带电作业

提出了更多要求。以前，高压带电作业进

电场的常用方式有跨二短三走进法、秋千

入场法、绝缘软梯攀爬法等。还有没有其

他方法呢？邱中华琢磨上了。他从攀岩

杂志上看到国外有一种电动自提升攀岩

装置。他来了灵感，把这种方法借用到了

带电作业中。邱中华与同事从机械原理

分析到 3D 建模画图，从受力理论研究到

附件加工定制，加班加点完成了无人机配

合自动起降装置的设计，并于 2015 年进

行了实用检验。他们终于让带电作业从

“爬楼梯”升级为“坐电梯”。

在超过 3000 米的高海拔地区进行特

高 压 带 电 作 业 ，2017 年 以 前 是 个 空 白 。

邱中华立志带领团队填补这个空白。他

们做了多次计算、演练。2017 年春节前，

在海拔 3100 米的地方，他穿上屏蔽服，戴

上面罩，进入± 800 千伏的等电位中，成功

消除了线路隐患，确保了春节期间人民群

众的用电安全。

邱中华的犟，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

大家说，这个大学毕业生，还真有两下子。

三

邱中华也同自己犟。

优秀人才，哪里都想要。有部门想让

邱中华离开班组到部门工作。邱中华回

绝了。他想起了“竹子定律”：竹子用 4 年

多时间来长根，才能在后面用很短的时间

迅速长高。他觉得他“长根”的时间还没

够，带电作业的工作还没做精。他和伙伴

们还有好几个想法没实现。对于高海拔

地区直升机吊人进出电场带电作业，他们

从 2013 年就开始计划和争取，但是好几

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听说让直升机

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地方飞，都摇了头。

这一次，终于有家航空公司愿意来尝

试。进电场的人要严格培训同直升机的

配合。邱中华虽然不进电场，但他是现场

指挥。他想，只有参加培训，才能掌握关

键点，进而制定稳妥的方案。所以，他倔

强地申请，一定要参加培训。

邱中华这些年参加了不少培训、交

流。以前每次都只能听，后来有时候也能

做点分享。他觉得每次参加培训都有巨

大的收获。同时，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

去，让别人少走一些弯路，他也有一种成

就感。

为了参加这次培训，他去找工区主

任，找副总经理，找总经理。单位最后向

航空公司解释说，邱中华是全国能源化学

地质系统的“大国工匠”，是全国劳模，去

了可以讲讲高海拔施工的注意事项，还可

以分享工作经验……对方也许是被这份

执着感动了，同意多给一个培训名额。

在长达一个月反复、枯燥的培训中，

邱中华学得最认真、练得最刻苦。白天训

练飞行操作，晚上总结。模拟训练、技术

演算、安措考量的稿纸写了一摞又一摞。

为了确保作业方案万无一失，他还积极联

系兄弟单位的技术人员、行业内带电作业

的专家，在研讨中完善了《高海拔地区直

升机带电作业方案》。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高海拔地区

直 升 机 吊 人 进 出 电 场 带 电 作 业 终 于 正

式 实 操 。 2021 年 10 月 的 一 天 ，大 凉 山

上 林 木 葱 茏 ，温 暖 的 阳 光 照 耀 着 万 物 。

在 锦 屏 到 苏 南 ± 800 千 伏 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 52 号塔位附近，一架直升机稳稳

地悬停在 200 多米高空。直升机腹部垂

下 4 根挂着吊篮的吊绳，两名作业人员

站 在 吊 篮 里 ，从 两 根 地 线 间 穿 过 ，平 稳

降 落 在 导 线 上 …… 听 着 直 升 机 返 航 的

嗡嗡声，作为工作负责人的邱中华抑制

不 住 内 心 的 激 动 。 成 功 了 ！ 一 个 空 白

被他们完美地填补了！

10 年来，邱中华和他的团队进行了

1300 余 次 带 电 作 业 ，减 少 停 电 时 间 达

2800 余小时，创造的经济效益以亿元为

单位。他的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犟

出了成绩。

四

不过，邱中华并不是事事都犟。当同

事给他提建议意见时，邱中华很虚心。师

傅饶建彬批评他在工作中的失误时，他没

犟过半句嘴。

邱中华以前工作完成后，喜欢在高空

做“V”形的胜利手势，然后发个微信朋友

圈。一次，他同另一位师傅王利华在高空

带电作业。在中间歇息的片刻，邱中华抓

拍到了王师傅一个帅气的姿势。下塔后，

他拿着手机得意地对王师傅说：“师傅您

看，您这个状态好有英雄气。发给师娘看

看吧！”不料王师傅却对他说：“发这些给

她干什么？难道还不够担心吗？”这句话

击中了邱中华的心，他半句也没犟，因为

他想到自己每次外出作业后，必须要给家

里打电话，否则妻子会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他还想起妻子唯一一次在电话里带

着哭腔骂他，就是因为一次作业后，手机

没电了，与家里失联了一段时间。

“犟人”邱中华，所有的犟都只为了一

件事：把工作做得更好。

题图为输电塔远眺。

王 刚摄（影像中国）

图①为邱中华在 500 千伏线路上带

电作业。 廖 望摄

图②为白鹤滩—江苏± 800 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线路凉山段。 卢忠东摄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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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 心 故 事 ②

湖北恩施，真是山清水秀的一

座城。

我爱这里的山，从大巴山和武

陵山脉汇合而来的起伏群山，一年

四季都郁郁葱葱，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我爱这里的水，碧玉般的清江穿

城而过，蜿蜒数百里，携带着一路的

民俗风情、歌谣传说，灵秀清丽地投

入长江。

7 岁多时，因父母工作调动，我

从长江边的巴东来到了恩施，然后

在舞阳附小上二年级。从那时起，

我在这座城里生活了许多年。1983
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恩

施为自治州首府。从那以后，恩施

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尤其

是近 10 年来，迎来了从全域贫困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我上小学时，恩施城区分作老

城、舞阳坝、土桥坝、小渡船几地。

如今，只有老城还留有一些过去的

痕迹。恩施人对老城的改造一直持

谨慎态度。老城在清江的西岸，历

史久远，曾建有东西南北四座门。

后来，北门没有了，叫做“北门”的其

实是指一条沿江的长街，街上店铺

林立，是城里最为繁华热闹之处。

离此不远的南门仍然保留着一

段宋代老城墙和城门洞。依山而建

的城墙高处达山顶，低处临清江，陡

坎加垒巨大的石块，以江河、溪沟为

堑壕，十分坚固，可谓古代山区城池

的标本。前年我回到恩施，见南门

城墙巍然依旧，不由在城门洞里走

了好几个来回。仰头看那斑驳的墙

面，摸一摸长了苔藓的石砖，很想知

道城头经历的风云，是不是都刻进

了这一道道布满沧桑的纹路里。

舞阳坝过去可算是恩施城的中

心，耸立着全城当时最新最高的几

幢建筑。一幢是邮电大楼，一幢是

舞阳百货大楼，还有一座东方红电

影院，以及城乡人民都特别重视的

客运站。那时的恩施交通极为不

便 ，这 座 客 运 站 是 唯 一 的 来 往 枢

纽。黎明时分最为忙碌，大批背背

篓、扛箱子的乘客拿着头天买好的

车票，天不亮就在车站门口排队等

候。从恩施到巴东 204 公里，盘山

路、柴油车，早晨 6 点半发车，要走

整整十几个小时，天色黑尽才摇晃

到达巴东县城。如果要接着去武

汉，还得再坐上两天两夜的轮船，才

能抵达汉口码头。

最近这些年，恩施的交通状况

得到了彻底改变，铁路、高速公路和

新修的机场，一下子拉近了恩施与

世界的距离。 318 国道、209 国道、

宜万铁路和沪渝高速公路贯穿恩施

全 境 ，全 市 共 有 四 级 及 以 上 公 路

4932 公里。天上地下，四通八达。

为了修这些铁路、公路，恩施儿女不

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我曾在

北京多次见到恩施铁道办的一些老

朋友，他们那些年全身心扑在宜万

铁路工程的设计、修建、技术攻关

上，很多人累弯了腰，熬白了头发，

但他们从不后悔，因为这是鄂西人

民多年来的梦想。

如今梦想终于成真。从北京坐

着火车可以直达恩施城。火车经过

宜昌之后，感觉便如腾云驾雾。火

车不是行进在与群山之巅平行的高

架桥上，便是钻进长长的大山隧道

里，穿山越岭，风驰电掣。遥望窗

外，沿途的乡村房屋从过去的土墙、

石板屋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小楼。

大片山地退耕还林，恩施的森林覆

盖率已接近 70%，本就是山清水秀，

如今更加绿意盎然。

火车直抵恩施，走出具有土家

吊脚楼风格的车站，顿时发现熟悉

的恩施城变得陌生而又新奇。

如若要看恩施城的全貌，是一

定要到五峰山上去的。过去常在节

假日，呼朋唤友去登五峰山。山不

算高，但从山脚爬到山顶的连珠塔

跟前，也有好几里沙石路。有时会

抄近道拾级而上，也要爬出一身大

汗。当年站在五峰山顶可将恩施全

城尽收眼底，老街新市各有特色。

最爱看的是清江桥下一湾碧水，宛

如绿绸。近年再登五峰山，只见清

江上新添一座座形状各异的大桥，

车流人群穿梭往来。沿河的“亲水

走廊”宛如花园，现代化的高楼鳞次

栉比，一圈又一圈伸向远方。从前

被人们视为偏僻乡野的七里坪、核

桃坝、旗峰坝等已尽成街市。金山

大道、施州大道、东风大道、龙凤大

道……全市以大道为名的区街竟有

了数十条。前两年，因在建和已建

的 60 条道路的命名或更名，还引发

市民的热议，可见城市建设的日新

月异。

我站在山顶看山城，想找到从

前住过的地方，还有常年行走的小

街。朋友们伸着手臂，一一指点，却

总觉似是而非，心中有几分惊喜，也

有几分憧憬。看近处，有欢歌热舞

的硒州广场、风雨桥；眺远处，云雾

飘渺之间有神奇的大峡谷、梭布垭

石林，青山绿水好风景。恩施，这座

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在大自然赐

予的秀美山水之间，正在新时代实

现绿色崛起。

下图为恩施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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