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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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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新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做技术工作就喜欢创新

■刚刚接触电缆施工 他就发明了电缆剥皮设备
■注重新技术的推广 工作室50项成果48项见效
■编写多部技术著作 他面授技艺带年轻人创新
■他就是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生活要像静水一样平和 ，
工作要像水滴一样坚韧， 持之以
恒。” 张文新接受表彰时说出了
这番话。 听上去有些文气， 其实
都是多年来他自己的心里话。 从
“北京市经济技术标兵” 到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张文
新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 正是用
滴水穿石的精神， 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技术高地， 为首都电网做出
了贡献。

肯干加上巧干
新发明提高电缆剥皮效率

年底了， 在北京电力工程公
司的 “张文新创新工作室”， 张
文新忙着与创新小组核心成员开
年度总结会， 研讨最新的创新项
目。 “技术功底是在一线一点一
点磨出来的 ， 要把一线当实验
室。” 张文新常常对年轻职工这
么说， 就像概括他20多年的技术
创新之路。

1988年7月 ， 20岁出头的张
文新拿着电缆工程专业的大学学
历， 来到北京供电局工程处 （现
北京电力工程公司） 电缆一班实
习。 满腹理论的张文新第一次接
触到实际电缆施工现场， 发现满
脑子的公式、 数字， 竟然派不上
用场 ， 要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实
践， 必须依靠真干。 于是， 他和
工人师傅们一起挖电缆沟、 人力
牵引敷设电缆、 生火烧沥青膏子
……这个工人师傅们眼中的 “书
生”， 一下变成了一名利落干练
的电缆工人。

当然 ， 张文新并不是蛮干 ，
他一边干活， 一边观察， 思考如
何利用理论知识的优势使得工作
内容更加优化。 在对电缆废品进
行处理时， 张文新发现手工操作
费时费力， 他经过摸索实践， 在
电缆输送机上装上刀片， 便可自
动将电缆皮剥掉， 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 这是他的第一个技术发
明。 之后， 张文新的创新之路越
走越宽。

从参加工作起张文新就有一
个座右铭———滴水石可穿。 他正
是以生产一线为实验室， 积累每
一次实践经验， 用滴水穿石的精
神 ， 锲而不舍地钻研 ， 完成了

110千伏电缆鉴定装置的研制 ，
填补了国内不能准确鉴定单芯电
缆的空白； 研究了ERC－8016绝
缘树脂在油纸电缆接头中的应
用 ,解决了油纸绝缘电缆接头在
不能用火场所施工的难题……

注重技术推广
50项创新已有48项见效

张文新是一位不喜欢墨守成

规的人，他善于思考、不断求新，
正像他的名字，不光要有文化，还
要创新。在张文新看来，创新就是
一场头脑风暴， 而真正把技术应
用起来才是创新的成功。

搞电网工程建设的人都知
道， 应力锥是高压电缆附件———
终端或中间接头的核心部件， 它
的质量直接影响电缆线路的安全
稳定运行， 但传统的检测方法却
无法准确发现应力锥的缺陷。 深

处行业一线， 张文新感到有责任
开发一种检测装置， 定量测量并
记录应力锥内部的缺陷， 为产品
质量判定提供科学的依据。

于是， 以张文新为组长的技
术攻关小组成立了。 他带领大家
利用头脑风暴法想象了各种可行
的方案， 最后成功发明了应力锥
内表面质量检查内窥镜， 为保证
产品和工程施工质量作出了突出
贡献。

2010年8月 ， 以张文新名字
命名的 “北京电力工程公司张文
新职工创新工作室” 成立了， 他
愉快地接受了领头人的任务。 创
新工作室从此掀起一次又一次技
术创新高潮： 整体复合密封式电
缆接地系统试验方法， 获全国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荣誉称号； 沼泽
软地基施工平台， 获北京市第五
十七次QC小组二等奖； 轻型落
地式双平臂钢抱杆组塔施工技
术 ， 获科技成果技术改进二等
奖； 电动钢丝绳卷线检查装置的
研制， 获科技成果技术改进二等
奖。 四年多来， 工作室共有50项
技术创新， 其中48项创新成果已
经运用到施工生产中， 极大提高
了生产力， 每年为北京公司节约
成本上千万元。

在张文新的创新工作室， 展
出的技术创新成果有几十项 ，
其中，电缆加热碳，隧道井口安全
吊篮……都已经广泛应用到北京
电力工程中。张文新说，工作室的
项目都是自下而上申报，大家在
一线施工中根据遇到的技术难题
进行探索创新， 创新成果直接应
用于工程 ， 不需中间的转化过
程。

编写多部著作
面授技艺带年轻人创新

北京市经济技术标兵、 “首

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国家
电网公司劳动模范、 电力教育培
训新星……自参加工作以来， 荣
誉的光环一直围绕着张文新， 但
他从未因此而自满， 而是更加沉
稳谦虚地潜心开展技术攻关研
究， 并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培养
技术人才。

作为北京电力工程公司电缆
专业的首席工程师， 张文新将理
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编写
了北京公司大截面电缆和明开电
缆隧道典型设计方案； 参与制定
了北京公司的电缆隧道建设原则
和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的实施细
则； 参加了国家电网公司电缆敷
设典型设计的编制与审核， 对全
国电缆工程设计有重要指导意
义； 编写了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出版的 《国家职业标准———
电力电缆安装工》 一书， 为规范
电力工程的施工和管理作出了贡
献。

如今张文新创新工作室已有
成员20余人， 他们主要是30岁到
45岁的技术人才， 分布在不同专
业小组。 工作室成立以来已成为
员工技术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
“带动起一批有技术、 肯吃苦的
年轻人是我们的责任。” 谈起创
新工作室的平台作用 ， 张文新
说。

为让劳模先进、 技能人才的
技术优势得以凸显 ， 2010年以
来， 工作室共举办了8期技能培
训班 ， 参培人数达300人次。 在
施工工作现场， 经常看到年轻人
紧跟工作室成员身后， 工作室成
员则不失时机地给年轻人仔细讲
解和传授。 在张文新创新工作室
的带动下， 胡进辉、 李海生、 吴
昊亭、 张磊等一大批中青年技术
创新人才飞速成长。 如今他们已
经成为推动公司发展的中坚力
量。

“公司总部不同意我们分公
司加入工会， 我们不办手续了。”
2012年11月， 汤玲来到南磨房地
区总工会担任工会社会工作者
后， 不久一件棘手的事就摆在了
她的面前。

一家外资服饰企业北京分公
司已经办理了建会手续， 却得到
公司总部的拒绝指令。 企业的工
会联系人不断地联系汤玲， 说如
果处理不好， 她和北京分公司的
职工都可能被辞退。

一方面不能让职工因此受
罚， 另一方面还要说服该企业总
部的外籍领导支持建会， 汤玲处
于两难的境地。 作为一名工会新
手， 她通过互联网、 工会书籍学
习工会法等相关知识， 并且梳理
出了企业必须成立工会的法律条
文。 满满的4张A4纸花了她一个
星期的时间。

随后， 她把条文发给了该企
业的工会联系人， 并请她翻译成
英文， 呈给外籍领导。 还从 “只

要有员工愿意加入工会， 任何人
不能阻拦” 的角度， 支持员工提
出入会申请。

一周后， 汤玲得到回复： 总
部的领导同意了， 支持北京分公
司加入工会。

“当时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
而且借这个机会， 自己也熟悉了
工会工作。” 通过边干边学， 如
今她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路，
工作效率也有了大大提升 。 今
年， 在她的努力下， 南磨房地区

建会率达到了 48% ， 涵盖企业
539家， 会员10490人。

说起自己的工作诀窍， 汤玲
说 ， 除了善于总结 ， 处处留心
外， 还要用好的服务态度， 通过
耐心地讲解， 让对方明白工会确
实为职工服务， 并且感受到工会
的温暖 ， 那么建会就不再是难
事。

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 汤玲
已连续两年获得朝阳区优秀专职
工会社会工作者称号。

梳理法律条文说服外籍老板支持建会
朝阳区南磨房地区工会社会工作者汤玲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