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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写下230万字的笔记

1987 年 3 月的一天凌晨，陕西省岐山
县杜城村东北角上，一座平房安静地伫立
在夜色之中。突然，老旧的小黑木门被打
开，走出一位不满 25岁的青年。青年背着
行囊出了村，可他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出
了长达 29年的铁路电气化工人之路。

他就是近日身处聚光灯之下的巨晓
林。

时间倒回到 1979 年。高考放榜时，
巨晓林名落孙山，想到家中的6个兄弟姐
妹，他决定放弃复读，挑起家庭负担。
从此，他当泥瓦匠，做油漆工，后来成
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这样一干就是7
年。1987 年，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在
岐山县招工，他抓住了机会，应招成为
了铁路工人。

巨晓林被分派到北京至大同的铁路
复线工地。面对集铁路电力、电务、工务等
多种专业技术为一体的电气化铁路施工
技术，以及一张张犹如“天书”的图纸，他
脑袋有点发蒙，但选择了咬牙攻破难题。

从那时起，巨晓林口袋里多了个小笔
记本。为了看懂这些复杂的图案，他在工
地稍有空闲，就围着师傅问这问那，连师
傅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也蹲在一旁，询问
些技术要领。工友们劝他“那是技术员干
的活，咱这里大学生那么多，你一个农民
工，再折腾也是白费劲！”听到这样的话，
巨晓林心里有些不服气：“只要肯学多问，
技术员干的活儿，农民工也能干！”

工人干活一天累了，晚上回到工棚赶
紧睡觉休息。巨晓林却拿起书本，开始整
理笔记。夜深人静时，他仔细梳理在施工
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每天他都会
抽出 1 到 2 个小时，专门琢磨一天工作的
得失，一旦有新的发现和好的思路，他便
及时记录下来。别人熄灯了，他就打开
自己的小台灯。怕影响别人，就用床单
把床围起来，躲在里面看书。

《钣金工艺》《机械制图》《接触网》等
30 多部专业书籍，堆在他的床头，其中有

一些还是大学的课本。不管工地转移到哪
儿，他都随身携带着这些书。靠着刻苦自
学，20多年来，巨晓林写下了70多本、超过
230 万字的笔记，成长为工地上赫赫有名
的技术人才。如今，他的笔记已经编纂成
书，公司给每一位新入职的接触网专业员
工发放一本巨晓林编写的《接触网施工经
验和方法》。

研发革新工艺工法98项

1989 年夏天，北同蒲铁路施工接触
网架线作业现场，工人们每到一个悬挂
点，就需要肩扛电线，在杆塔上爬上爬
下，异常辛苦。

一天下午，一场大雨突袭，巨晓林
披着雨衣留在工地照看工具和材料。他
望着杆塔上的悬挂点，琢磨着用什么办
法干活才能省点力气。通过观察和测算，
他用一个铁丝套挂住滑轮试了试，果然能
省不少劲儿。工班弟兄们按照这个办法架
线，功效提高了两倍。经专家组论证后，这
个方法当即在全线推广。从此，巨晓林迷
上了工艺改进与创新，在工班和作业队逐
渐成为“难不住”。他身高只有 1.62 米，却
被工友们称为“巨人”。

巨晓林知道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施工
和普通铁路施工对工艺和标准的要求有
很大区别。每天忙碌在施工现场的他，习
惯性地琢磨起了工艺改进。接触网支柱运
输时，炮车平衡不好掌握，容易导致支柱
一端触地磨损镀锌层，巨晓林与团队就一
起研制出“炮车运输支柱防磨镀锌法”。在
京沪高铁施工现场，他带领技术攻关团
队，发明改进了“支柱标高测量法”“悬式
绝缘子巧绑扎法”等 10 项施工工艺工法，
为安全优质建成京沪高铁作出了贡献。

2010 年 5 月，巨晓林作为高技能人
才，被选调到京沪高铁参加施工技术攻
关，其所在的一队三班被命名为“巨晓林
班组”。公司为他配备了图书柜、电脑，购
买了工具书，还聘他为“工人导师”。

2013年9月，京沪高铁建设的征尘未
洗，巨晓林和工友们就转战到合福高

铁，结束后又转战津保高铁，他创新的
脚步从未停歇过。

巨晓林先后参加了北同蒲线、大秦
线、鹰厦线、京郑线、哈大线、侯月线、渝怀
线、迁曹线、京沪高铁、京福客专等十几项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他研发和革新工艺工
法 98 项，创造经济效益 900 多万元，成为
一名当之无愧的工人发明家。

不忘初心依然朴素如一

当选全总副主席的巨晓林表示，他
只是兼职全总副主席，平时主要还在原
单位工作，每个月固定要到中华全国总
工会参加会议。如果中华全国总工会通
知其他具体事务，他则前往办理。

如今的巨晓林已经 50 多岁，不再适
合登高作业，公司领导特意嘱咐他别逞
强，多做“传帮带”的工作就好。可实
心眼的巨晓林看见别人干活就闲不住，
非得搭把手才感觉心里踏实。

外出参加公务活动时，只要距离不
是太远，巨晓林都会谢绝单位派车，自
己挤公交车。在合福高铁施工的两年多
时间里，他多次到京参加会议和活动，
几乎每次都买普通列车硬座票。

从普通农民工一跃成为全总副主席，
不少工友都向他表示祝贺。“咱身份变了，
本行工作不会变。不过，身上的责任更重
了。”巨晓林说，“工会是一条桥梁纽带，自
己平时工作中和农民工接触最多，当选后
会更加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维权问
题，积极反映基层农民工的合理诉求，为
农民工做好服务。”

走下演讲台，远离聚光灯，收起勋
章，铭记掌声，脱下西装，换上工装，
他依然还是当初那个不忘初心，始终憨
厚、朴素的铁路接触网工人。

巨晓林的妻子至今仍在老家务农，
照顾老人。“家里有 9亩地，主要种的是
玉米和小麦，去年收成挺不错，还留了
口粮。每年春节只要不是工期紧，我都
会回家过年，今年的火车票已经抢好
了。”说着，巨晓林腼腆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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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四

次执委会上，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

会副主席。“农民工”与“副主席”，这两个反

差强烈的词汇出现在一起，旋即使巨晓林成为

舆论焦点。

他曾高考落榜，却是京沪高铁建设过程中

重要的技术攻关人才；他身高只有 1.62 米，

却被工友们称为“巨人”……事实上，正是众

多的反差，构成巨晓林独特的人生。
歙砚因产于歙州（今安徽歙县）而得名，它肇始于汉，驰名于

唐。唐元和年间，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一文中，将歙砚与端砚、
洮砚、澄泥砚列为全国四大名砚，此说一直沿袭至今。

歙砚的制作工艺更是讲究，每一块砚台都得经过选料、制坯、
设计、雕刻、磨光、上光等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时时考验着工
艺师的眼光和工人的技艺，面对雕刻过程中石材突然出现的色变
和天然纹理，更需要匠心独运，因势利导，因材施刻，方可让一块
沉默寡言的石头彰显金声玉德。缘其弥足珍贵的石品和精美绝伦
的雕工，歙砚受到了历代骚人墨客的青睐。南唐后主李煜曾称：

“歙砚甲天下。”
但是，由于现代书写工具的普及，歙砚渐渐门前冷落鞍马稀。

为了保护这项古老的技艺，2006年，国务院将“歙砚制作技艺”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文化部又确
立曹阶铭为“歙砚制作技艺”首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曹阶铭，现任安徽省歙县工艺厂 （安徽歙砚厂） 副厂长、
歙砚研究所副所长。他1954年生于“中国歙砚之乡”歙县，自
幼爱好书画艺术，受到传统文化的陶冶。1973年，他进入歙县
工艺厂，师从砚雕大家汪律森，学习歙砚雕刻。曹阶铭心慕手
追，很快掌握了砚雕技能。

1983年，曹阶铭担任歙县工艺厂歙砚设计组副组长，主持
就型 （不规则形状） 砚设计，各依砚石形体纹色，巧作布局。
他在继承传统雕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积极开发新品种，取得
了丰硕成果。1989年，被破格评为工艺美术师。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博采众长，悉心探索，坚持创新，形
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品设计布局得体，尺幅千里；造型高雅，
跌宕遒丽；刀法刚劲，银钩铁画；线条流畅，挥洒自如。无论山水、
人物，无论花鸟、鱼虫，皆涉笔成趣，丰筋多力。其代表作《东坡赤
壁游》《唐模小西湖》《歙州竹砚》《松云砚》《兰亭砚》等，多次参加
国内外工艺美术展览，屡屡获奖。

数十年来，曹阶铭不仅亲手制砚千余方，将歙砚制作技艺
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带领他的团队，使歙县工艺厂始终
居于全国歙砚业务旗舰地位，为歙砚传承守住了一块阵地。

1999年，歙县工艺厂改制，不少员工先后跳槽。一些砚雕个体
户趁机上门，欲以高薪聘用曹阶铭，但他不为所动，坚守在自己的
阵地上。失望而去的小老板们都说他是块石头，开不了窍。曹阶铭
笑称：“其实我就是一块石头。”

为了培养歙砚制作技艺接班人，他不仅在企业内亲自带出
了数十名新一代传承人，还与安徽省行知中学合作开办了讲习
歙砚雕刻的美术班，并亲自担任该班的指导老师，手把手教授
孩子们学习歙砚制作。
为了扩大歙砚的影响，
曹阶铭还主动带领他的
团队走出去，先后在北
京奥运会和全国各地举
办非遗展示活动，获得
成功。

曹阶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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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鹏城助力鹏城外贸转型升级外贸转型升级
——深圳海关改革创新服务地方经济

汪绍文汪绍文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里进出口
贸易繁荣，据深圳海关统计，2015年该市外贸
累计进出口 27516.6 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16415.4 亿元，位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在这
座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里，海关肩负着促进
贸易便利化和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职责。

过去一年，全国外贸形势严峻，深圳也不
例外。针对外贸企业实际情况，深圳海关不

断开展各类业务创新，通过“汇总征税”、“主
动披露”、“互联网+”等手段，推动企业从主要
依靠低成本竞争，向以智力投入取胜转变，积
极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2015 年，深圳市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11418.2 亿 元 人 民 币 ，增 长
6.2%，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41.5%，所占比重
较2014年提升5.6个百分点，已超过加工贸易,
成为最大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关员上门为企业宣传政策关员上门为企业宣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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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减法”为企业减负

为支持企业发展，拓宽外贸发展途径，深圳海关在
“简”和“减”上做足文章，推行了不少创新举措，“汇总征
税”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将逐
票征税改为一段时间内汇总计征。

深圳海关这项看似简单的创新“减法”，仅 4个月就为
东莞玖龙纸业节约成本 28万元。东莞玖龙纸业关务负责
人吴通彦介绍，在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增加、人民币升
值等给外贸企业造成持续压力的情况下，海关的业务创新
为企业提高运营效益、开源节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目前，该关共受理100多家企业汇总征税申请，已通过
评估 98 家，受理汇总征税报关单 12.5 万票，涉及税款 140
多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5倍和10.2倍。

让守法企业享红利

“主动披露”是深圳海关开展的又一项改革新政。该
制度规定，对于“主动披露”的进出口企业，如存在涉嫌违
反海关监管规定的，海关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
政处罚；如存在涉及企业信用等级认定的，海关可将其作
为企业信用等级认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涉及少缴、漏缴
税款的，海关可以依法减免税款滞纳金。

目前，该政策也开始在前海自贸区推行，对主动报告
违规问题或差错的企业，海关将有针对性地实施帮助和辅
导，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减轻或免除处罚等优惠政策措
施。

深圳海关稽查处处长吴浪华介绍，企业“主动披露”制
度是海关总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改革项目。深圳海关
是海关总署首批10个试点海关之一，是学习借鉴国际现代

海关制度普遍采用的“守法容错”管理理念，有利于中国海
关更好地与国际海关通行做法接轨，有利于国家诚信体系
建设，也有利于促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

传统加贸迸发新活力

“互联网+”是近年的热门词汇，深圳海关也将这一思
维运用到传统加工贸易监管中，把加工贸易全程信息化作
为创新的“重头戏”。

据了解，加工贸易全程信息化改革是以电子数据网上
申报替代现场递交纸质单证，实现企业足不出户网上办理
海关业务。信息化改革的核心在于简政放权，改革后通过
系统控制，作业环节减少一半，单证提交量精简7成。

这项改革目前已推广到深圳海关全关区，据企业反
馈，改革后，单项业务办理时间缩减了70%以上，一年节省
打印纸质单证等相关费用约过千万元。该关的这项改革
2015年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改革项目”。

此外，该关正在探索运用互联网+支持外贸新兴业态
发展，包括支持一达通等新型外贸服务平台企业，助力企
业拓展市场等。海关目前正在与深圳龙岗区政府合作研
究建设加贸电商平台，探索加工贸易产品销售“工厂到消
费者（M2C）”模式，帮助加贸企业拓展国际和国内终端消
费市场。

无纸化通关全覆盖

目前，深圳海关在海、陆、空、铁、邮以及保税区等全部
货运通关现场，都实现了通关作业无纸化全覆盖，企业足
不出户就可办理申报、放行等海关业务。2015年，深圳关
区通关全程无纸化报关单已达 890.1 万票，占总量的九成

以上，以无纸化方式报关的企业达8.5万家。
这项改革使得海关办理业务环节大幅精简，人力时间

成本明显降低。据粗略统计，原先平均每一票货物涉及的
随附纸质单证12张左右，按照深圳海关年近千万的报关单
量，无纸化通关改革年均可为企业节省打印纸张1.2亿张，
使进出口企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此外，深圳海关在2015年4月启动“泛珠”四省海关区
域通关一体化改革，7月实现区区联动，9月实现关区内一体
化。海关接受“泛珠”四省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报关单申报
占区域内总量的近一半，查验的异地申报、口岸查验报关单
占区域内九成以上，为全国一体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支持企业“走出去”

简化报关手续，实现快速通关；实行归并申报，对随海
油工程船舶出境作业物资采用清单式申报，按“免税物资
清单”“非免税物资清单”进行备案登记，企业无需逐项申
报物资，很大程度上节约了人力、物力成本。这是深圳海
关在2015年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支持对外承包海洋石油工
程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促进了我国
重大设备和优势产能输出，实现了互利共赢。

深圳海关还通过不断完善国际海关合作机制，引导更
多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便利。比如，海关通过关务辅导等方
式，帮助企业提升内控管理和供应链安全水平，帮助自贸
区企业参加中美海关 C-TPAT 联合验证、AEO 国际通关
互认等国际海关合作项目，符合条件的企业将优先在美
国、欧盟各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香港地区享受简化办
事程序、快速通关等优惠措施。

如今，深圳高科技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消
费者的认可，去年前11个月，深圳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已占总额的近一半，增长6.6%。深圳

机场实行 24 小时通关，助力深圳市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枢纽作用。

拓展特殊监管区功能

2015 年 7 月，深圳海关在广东自贸
区前海蛇口片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
关将从创新海关监管制度、拓展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功能、支持新兴业态发展、支
持发挥区域产业优势、培育法治化营商
环境五个方面，推出 30项具体创新监管
措施，举全关之力支持广东自贸区前海
蛇口片区发展。

目前，该关已成功复制推广上海自
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制度8项 ，取得
较好效果，其中“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实
施后，货物进出区平均通关时间从 2 小
时缩短为 30 分钟；“简化无纸化通关随
附单证”实施后，每月累计减少企业递交
随附单证近40万份；“智能化卡口验放”
则将载货车辆通过卡口时间由几分钟缩
短为30秒。

深圳海关还积极推动特殊监管区域
整合优化，盐田综合保税区（一期）、前海
湾保税港区二期等项目稳步推进，使得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对外贸的拉动作用有效发挥。

培育新业态“增长极”

深圳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跨境
电商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超过4000家电子商务类企业在
深圳前海注册，240家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试点企业完成
海关备案。

海关在前海湾保税港区开展网购保税进口、特殊区域
出口两种模式试点，实施跨境电商商品单证、实物“全天
候”验放，通过“三单”信息严格比对规范新业态发展。

近几年来，无人机行业浪潮涌动，深圳凭借强大的制造
能力，成为全球民用无人机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科研基地。
为支持深圳无人机产业发展，深圳海关深入企业调研，了解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量“企”定“制”便捷通关措施，为企
业提供政策指导。全球知名无人机生产企业深圳大疆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关的支持下，在保税区建立了检测维修
中心，大幅压缩了境外产品返修周期和通关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