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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练基本功 为患者校出一个清晰世界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今年28岁的武晶晶， 两年前
硕士毕业后， 来到北京同仁验光
配镜中心工作 。 今年10月，在北
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眼镜验
光员决赛上，她从全市近400名验
光员中脱颖而出，夺得总冠军。

说起武晶晶从事视光师这个
职业， 还得从2007年她高考报志
愿时说起。选择大学专业时，武晶
晶偶然看到眼视光学这个专业，
知道了验光配镜竟然也是一门学
科。 由于老家河北县城没有专业
的视光师， 自上初中就一直配戴
眼镜的武晶晶和身边佩戴眼镜的
同学们大多是在不专业的眼镜店
里验配眼镜的， 眼镜质量参差不
齐，给学习也带来了不便。于是，
武晶晶毅然决定填报这个专业，
并立志为患者校出一个清晰世界。

6年的眼视光学本硕专业背
景， 让武晶晶留在了北京同仁验
光配镜中心工作， 从入职初期到
在各岗位轮转学习验光技术、眼
镜验配、销售技巧，再到现在成为
一名独立熟练作业的视光师，她
一直怀着学以致用的信念， 苦练
基本功。随着工作的深入，武晶晶
接触的患者多了，“粉丝” 也多了
起来。

“今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年
过七旬的大爷独自到店， 要求配
一副花镜。我给他做检查时，他看

我年轻还担心经验不足， 就在试
镜的过程里向我提了很多问题。 ”
武晶晶说，“虽然当时诊室里的患
者挺多的， 但为了能最大程度地
减轻大爷的顾虑， 我还是详细解
答着大爷的提问， 并依照他的要
求一次次调整镜片度数， 最后老
人特别满意。 ”

让武晶晶意外的是， 没过几
天， 大爷就带着自己的老伴儿来

找她配眼镜了，还直夸她技术好、
有耐心。 武晶晶说：“作为一名刚
参加工作的员工， 我想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来做好本职工作， 这样
才会获得大家的信任。 ”

有时候， 一些术后患者需要
来配戴绷带镜片， 武晶晶总会先
认真询问患者的病情， 了解其治
疗的进展，讲明戴镜的方法，再将
注意事项详细地嘱咐。

今年5月，角膜移植术后的患
者李先生， 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
到 门 店 更 换 新 的 绷 带 镜 片 。
“李先生第一次来就诊就是我为
他配戴的镜片。其实，佩戴绷带镜
片的过程当中 ，患者会有一些
不舒服， 我就把注意细节讲得比
较仔细，所以一次就帮他带好了。
之后， 他每次到店都主动找我帮
他佩戴。有时我在忙，他就在镜片
操作区等待。 ”武晶晶说，“我做了
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且还帮助到了
其他人，赢得了信任，我觉得挺荣
幸的。 ”

谈及参赛获得冠军， 武晶晶
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努力付出是一
方面， 她更是感谢单位的老师和
同事们的帮助。 “这次技能大赛是
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也可以看
到自己的不足， 我就是抱着这种
锻炼自己的心态去比赛的。 ”武晶
晶说，“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
赛 ，时间比较长 ，领导在安排工
作时都会给我们参赛 选 手 留 出
学习的时间 。 每当我向前辈们
请教时， 他们都愿意帮我答疑解

惑，我很感谢他们。获得全市眼镜
验光员决赛的第一名， 武晶晶觉
得这使她在工作时更有底气，变
得更加自信了。

除了认真对待日常工作，武
晶晶还多次参加单位组织的公益
活动。 今年夏天，她参加了“世界
爱眼阳光活动行”活动，和同事们
一起为偏远山区的孩子免费诊
疗，帮助这些孩子们检查视力、作
讲解员宣传爱眼护眼的知识。 “虽
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我很乐于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帮助别人。 ”
武晶晶说。

———记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中心视光师武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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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彧 文/摄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列车行驶覆盖面积、 行驶速度、
服务质量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提
高， 尤其是高铁的大发展， 方便
了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旅
客在行车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站
台窗口服务人员， 但还有千千万
万的铁路职工从事幕后工作却并
不为人所知， 而他们的工作是确
保列车正常行驶的根本保障。 北
京铁路局北京供电段职工贾利锋
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设备检测工长 ，22年的
职业生涯中， 他消除各类设备隐
患1000余处， 保障了列车行驶安
全。贾工长有一个绝招，埋在地下
长达几十千米的电缆哪个点出现
故障，他借助仪器一听便知、一挖
就准，大大减少了作业时间。凭借
过硬的技能， 贾利锋于2012年获
得北京铁路局“火车头奖章”。

好钻研
从一窍不通到业务骨干

贾利锋所在的北京供电段丰
台电力设备试验二工区， 担负着
唐张、丰沙、京原、京承四条铁路
干线和丰台西、 双桥两大枢纽站
的26个配电室 、5000余条电缆的
设备检测工作。 “急、难、险、重是
我们工作的一大特点” 该工区主
任也是贾利锋的师傅于如秋告诉
记者， 铁路电力设备是保证列车
行车信号供电和沿线安全生产及
职工生活供电的中枢， 该工区的
主要任务便是对高压设备保护装
置和低压设备保护装置进行检查
测试，消除各类设备缺陷，提高设
备运行效率。

于如秋所指的 “急 、 难 、
险、 重” 是指检测工作任务急、
技术难、 环境险、 责任重。 以贾
利锋承担的电缆检测工作为例，
这些电缆负责铁路沿线信号供
电， 如果电缆出现故障导致信号
灯断电 ， 列车将不得不停止行
驶， 从而造成工作事故。 由于这

种电缆一般以深埋的方式在铁路
沿线铺设， 作业多处于崇山峻岭
之间， 绝大多数时间里， 检测员
都需要在艰险异常的环境中迅速
地检测出电缆 “病灶”， 为恢复
电力做准备。 此外， 电缆深埋的
方式也对检测工作在技术上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

如今的贾利锋是该工区当仁
不让的技术骨干， 他多年来消除
各类设备隐患1000余处， 曾荣获
北京铁路局 “火车头奖章”、 北
京铁路局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供
电段 “技术能手” 等16项荣誉称
号 。 然而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 只有高中文化的他可以说在
电力设备检测方面是十足的 “门
外汉”。

“他就是好学 ， 好钻研 。”
于如秋告诉记者。 虽然对自己所
从事的工作一窍不通， 但贾利锋
并没有想过放弃， 当过通讯兵的
他干起工作有一股子韧劲， “不
会就学呗， 那能怎么办？” 贾利

锋说。 每到工余时间， 贾利锋便
开始潜心钻研书本知识， 自己不
懂不会的地方一定记录下来。 22
年来， 光是学习笔记他就记录了
20万字。 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以及
日常工作中， 他还学到了不少在
书本中学不到的方法和绝招。 随
着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贾利锋一
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丰台电力
设备试验工区工长的职位。

一招鲜
用“听诊”检测电缆故障

如果用一个职业形容贾利锋
的工作， 医生无疑是最为贴切的
一个。 不仅在于工作要求他检测
出破损电缆的病灶， 同时检测的
方式甚至工具都与医生很像。

“我们一般用电缆故障测试
仪粗测电缆故障大致在哪里，然
后用电缆故障定点仪对故障进行
定点。 ”贾利锋告诉记者。 虽然在
他看来， 目前工作中使用的检测

仪器已经相对来说非常先进了，
但仪器的精度误差仍然不小。 这
意味着长度达20千米的电缆，通
过电缆故障测试仪只能把故障点
粗测定位到100米的范围之内，怎
样能在这100米的长度范围内找
到出了故障的那个点， 就完全考
验检测员的技术和经验了。

定点仍然需要仪器的配合，
为了方便记者理解， 贾利锋给记
者看了一张他操作电缆故障定点
仪检测电缆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
戴着耳机抱着仪器， 用立于地面
高达一米左右的听筒检测电缆故
障， 像极了医生用听诊器为患者
听心音。

“因为电缆一般都在地面以
下1米左右的沟里埋着， 出了故
障我们不可能看到， 只能靠仪器
查找故障点。 这个仪器的原理是
通过声磁同步信号， 我们戴着耳
机听电缆的声音 ， 如果有故障
点， 那么这里便会出现放电的声
音， 根据或大或小的声音以及仪
器上显示的数据来分析故障位
置。 然后把线挖出来， 处理故障
后检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供电
了。” 贾利锋解释道。

虽然原理并不难理解， 但对
于检测职工来说， 电缆故障查找
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题目， 由于
再先进的仪器都会有误差， 谁都
不敢保证一找就能找到。

“检测不准确直接造成的一
个问题就是影响施工单位的工
作 。 如果我们不能精确定位故
障， 施工单位挖一次不对， 再挖
一次还不对， 人家自然就会有情
绪。 而且挖坑的时候并不全都是
土层， 很多都是在硬化水泥地上
挖， 300毫米厚的水泥地定位不
准， 挖错了非常麻烦。” 于如秋
说 。 他听过的抱怨可谓数不胜
数 ， 甚至有人直接指责他们 ，
“你们找得着找不着 ， 找不着你
们自己挖。”

这样的指责 ， 贾利锋也听

过， 不服气的他通过长时间与检
测仪器接触， 逐渐了解到仪器的
“秉性”， “每次出错， 就会去想
为什么会有误差， 通过不断地摸
索与总结， 在反复的失败中校正
仪器和自身的判断。 ”贾利锋说。
在与仪器的日夜相处中， 贾利锋
与检测仪器真有些“人机合一”的
境界。 “现在不敢说百分之百，不
过基本上在地上画一个十字，一
挖都能对。 ” 对于爱徒的工作能
力，于如秋感到非常欣慰。

条件差
维护铁路安全的心不差

电缆检测工作的环境一般都
很艰苦， 由于铺设电缆线路的野
外路况条件差， 车辆常常无法抵
达检测地点， 设备便需要人力徒
步几十公里搬运， 如果赶上雨雪
天气， 职工们抬着几十斤的设备
在泥泞的登山路上行走， 危险也
很大。 “下完雨雪， 道路很滑，
摔跟头是常有的事， 摔了跟头也
不能丢了设备， 只能抱紧设备。”
贾利锋说。 对于他们来说， 受伤
都是 “很正常的事情”。

除了极差的路况， 贾利锋和
工友还要面对工作、 休息时间都
无法保障的问题。 “我们都是24小
时待命， 哪里出了问题就要赶赴
现场。 ”贾利锋说。 2012年“7·21”
抗洪救灾时， 贾利锋和工友奔赴
涞源检测线路，一去就是十几天，
工作餐常常是饼干、 干吃面等。
“因为时间太紧张了，我们必须得
保证尽快恢复供电， 有时候回来
晚了 ， 晚饭都在 10点多才能吃
上。 ”贾利峰说。

虽然工作条件差， 但贾利锋
只是秉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 ，
“干一行， 爱一行。” 他认为， 既
然自己从事了电力设备检测工
作， 就要时时把维护铁路安全放
在首位， 所有的付出和辛劳都是
自己肩上的责任。

电缆有病灶 一“听”就找到
———记北京铁路局“火车头奖章”获得者贾利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