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北京时间2016年11月18日13
时59分， 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
载着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在内蒙
古中部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标志
着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 与此同
时， 为神舟十一号提供配套产品
的北京科通电子继电器总厂有限
公司的航天人们欢呼雀跃。 在这
群可爱的人中 ， 作为团队的骨
干， 高级总工程师李文兵在高兴
之余也终于深深松了一口气。 然
而还来不及庆贺成功， 李文兵便
又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测试与生
产工作中。

和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

从事军用固体继电器科研工
作已经20余年， 李文兵和航天事
业的不解之缘还在续写。

小时候， 李文兵便对航空航
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在他看
来， 从事航空航天事业是他的梦
想， 也是他必须去实现的人生目
标。 “姐姐从事航天建筑工作，
哥哥从事的也是半导体方面的工
作， 他们的耳濡目染， 让我最终
走上了这条倍感光荣的道路。”

中专时期， 李文兵在北京计
算机工业学校开始了半导体工艺
的学习， 通俗地讲， 就是学习芯
片制造技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技术的革新， 传统的半导体工业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当时年仅19
岁的李文兵刚到北京器件十一厂
参加工作， 恰逢传统半导体生产
向混合半导体模块技术转型期，
这对于他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对航天事业的热情和踏实
沉稳的性格， 让李文兵始终保持
着一颗勤学肯干 、 吃苦耐劳的
心 。 “那时要跟着老师傅多练
习， 多请教， 更要珍惜单位给的
深造学习的机会。”

1989年， 李文兵在自身业务
熟练的基础上， 开始了为期三年
的大专学习， 主修电子电路设计
专业进行芯片功能互联的研究。
为了让自己的羽翼更丰满， 能够

更加适应不断革新的技术需求和
不断变化的时代趋势， 他在1995
年至1998年进行了专升本的学
习， 主攻计算机应用技术。 学无
止境， 2003年李文兵又成功拿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学
位， 在计算机自动控制、 多芯片
组装、 芯片二次集成等方面实现
了自我突破， 将专业技术运用练
就得炉火纯青。

这时的李文兵， 已经是一名
自身业务精湛、 研究能力突出的
技术尖兵， 而他在学习过程中也
一直没有放掉手头的工作， 都是
挤出休息时间来充实着自己的知
识体系。

对本职工作的孜孜不倦

打开科通公司厚厚的产品手
册， 300多种产品的详细信息密

密麻麻呈现在记者眼前。 “这些
产品有大有小， 功率不同， 会被
应用在诸多不同的领域。” 李文
兵指着其中一个多芯片固体继电
器介绍， “这款产品要经历一系
列流水线作业， 到完成生产需要
一个星期， 并且不管是生产、 储
存还是运输过程， 都要严格保证
温度、 湿度的稳定。”

据李文兵介绍， 固体继电器
通俗地讲就是电子开关， 不管是
载着梦想航行的长征火箭和神舟
飞船， 还是捍卫祖国领空的歼10
战斗机， 它都扮演着必不可少的
重要角色。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
上讲， 它是运载火箭的控制程序
和其他零部件的驱动器， 就像是
支配人类行动的大脑中枢神经。”

1992年， 长征二号E运载火
箭因故障发射澳星B2失利， 使得
国家对火箭的零部件技术要求更

加安全、 先进。 “那时的火箭使
用的是传统的电磁继电器， 一旦
操作不慎很容易产生火花， 造成
火箭发动装置熄火， 在安全等方
面都无法得到绝对保证。” 李文
兵说， “现在的固体继电器完全
是电子操作， 无火花， 更不会存
在机械使用寿命问题。 只要保证
电磁阀的接通， 安全性能将大大
提高。” 目前， 李文兵和他的科
研团队也在不断致力于固体继电
器的小型化和可靠性研究。

从事航天产品的生产研发工
作， 就基本告别了清闲的生活。
去年是航空航天事业突飞猛进的
一年， 订单需求量格外大， 为了
保证国家生产的正常运行， 李文
兵和同事们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与全公司一起经历了 “5+1” 和
“8+1”， 即一周工作6天、 每天工
作9小时的小半年时光， 最终如

期胜利交货。 “那时每天到家得
8点多钟， 根本顾不上家里。” 李
文兵的妻子同样也是该单位的工
作人员， 夫妻俩就这样一年年共
同经历风霜雨雪， 默默地付出着
自己的青春和华年。

对航天梦想的执着追求

“作为一名航天工作者， 必
须要时刻响应国家的号召， 时刻
准备为国家挥洒自己的汗水 。”
李文兵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们
的国家还并不发达， 很多中国人
都更意识到了国家强大的重要
性。 那个时候， 每个人心中都会
有着大国梦、 富国梦、 强军梦，
包括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梦 。”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 能够让中
国的科技跻身世界前列， 李文兵
正是怀着这份简单而又伟大的梦
想 ， 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做
起， 一直仰望天空、 脚踏实地，
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最终成为了
高级工程师。

几代航天人， 前赴后继地在
一线岗位上摸索追求， 李文兵作
为其中的一员感慨万分。 “我第
一次在基地从事航天工作， 看到
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同志， 却像个
孩子一样为各项工作快步奔走，
甚至要几个月或多年与世隔绝，
且能以苦为乐 。 他们的一举一
动， 正是中国航天精神的最好写
照， 也是我下定决心继承他们的
事业、 坚守岗位的精神动力。”

“信息产业部载人航天工程
三等功”、 “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市西城劳动奖章” ……诸
多荣誉背后， 是李文兵二十余年
如一日的坚持不懈和积极进取；
每一项荣誉， 都是他迎难而上的
新起点 。 “能力越大 ， 责任越
重， 对工作的投入就应该越多。”
李文兵肩上的担子， 不仅是对自
身工作的严格要求， 更是国家航
天 事 业 展 翅 翱 翔 伟 大 梦 想 的
召唤。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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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北京科通电子继电器总厂有限公司高级总工程师李文兵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文/摄

调解1300余件纠纷的村民“掌中宝”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杜晓婧 文/摄

———记昌平区百善镇百善村人民调解员张宗宝

“谈什么谈 ？ 没什么好谈
的， 别再来找我了！” 好不容易
敲开的门， 又被重重地关上， 被
关在门外的是昌平区百善镇百善
村人民调解员张宗宝， 这已经不
是他第一次吃闭门羹了。

自2000年到百善村委会工作
以来， 他已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
上奋战了17年。 17年来， 在剑拔
弩张的纠纷处理现场， 他总是习
惯性站在最前头， 千方百计做好
疏导化解工作， 被村民视为家家
离不开的贴心人。 村民根据他名
字的谐音， 把他称为 “掌中宝”。

村民刘卫东 （化名） 三兄弟
因赡养老母亲的问题出现意见分
歧， 连续两个月对80多岁的老母
亲不闻不问。 2016年7月， 无奈

的老母亲找到张宗宝求助。 听完
刘家老母亲的哭诉， 张宗宝意识
到， 讨要到赡养费只是矛盾的表
面， 其实老母亲内心更希望的是
孩子们能常回家看看她。

“如果任由刘家老母亲去起
诉， 事儿倒是省了， 可三兄弟和
母亲之间的矛盾会就此激化， 亲
人间的感情势必会受到影响 。”
张宗宝说， 为此他先后几十次来
到兄弟三人家中了解情况， “刚
开始连门都敲不开”， 张宗宝说，
后来 ， 他以老大刘卫东为突破
口， 耐心劝解， 一次长达4个小
时的 “拉锯战” 后， 刘卫东终于
答应调解。 “老大做出了表率，
二弟和三弟随后也答应调解 。”
2016年7月19日， 张宗宝将刘家

老母和三兄弟召集在了一起， 进
行 “面对面” 调解。 一次次直击
心灵的追问， 让刘家三兄弟流下
了悔恨的眼泪。 现如今， 刘家三
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孝顺， 三世同
堂的家庭其乐融融。

《继承法》《物权法》《老年人
权益保护法》 等调解纠纷牵涉到
的法律， 张宗宝条条熟稔于心，
“碰到相关问题，脑子里马上跳出
来，法律是怎么讲的。 ”一切调解
在法规政策框架内进行， 使他的
工作极具说服力。 就连司法局的
工作人员都叹服张宗宝懂法。

这些年， 感谢他的人不计其
数， 被他 “盯” 过、 “骂” 过的
人同样数目可观。 17年来， 张宗
宝共调解了大小矛盾纠纷1300余

件， 累计替群众、 农民工挽回损
失约20万元， 先后荣获2014年度
昌平区人民调解先进个人， 昌平
区 “法德之星” 等荣誉称号。

但在张宗宝看来， 调解的宗
旨，也在一个“情”字，因求助者的
遭遇而动情， 是他坚持调解的动
力。 “法和理，都是不可或缺的底
线。但要真正做好调解，还得讲公
序良俗。 ”张宗宝在每次调解成功
后，看着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完字，
他都会有一番“临别赠言”：“想想
大家都是有亲情的，平时让一点，
又如何呢？ ”很多人会若有所思地
点点头， 初来时的气势汹汹或哭
哭啼啼， 大多化作一声谢谢并牢
记在心。对张宗宝而言，这是他最
感欣慰的时刻。

让神舟飞船用上长寿“电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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