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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大大工工匠匠

□本报记者 白莹

老党员巧工匠
———记首发安畅路产三大队党员巡视车组员工马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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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记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高级技师王月鹏
万伏高压线上的电力“手术师”

名片：
王月鹏， 38岁， 国

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带
电作业高级技师。

荣誉：
全国五一劳动 奖

章、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
员、中央企业先进职工、
首都劳动奖章 、 “国企
楷 模 、北京榜样 ”优秀
人物。

绝活：
拥有超强的电力现

场危险点分析及掌控能
力，能够胜任高危险、高
难度的电力工作， 作业
速度快，从不拖泥带水，
从事带电作业以来 ，实
现了安全零事故。

研制成功 “配电线
路带电作业绝缘引流线
支架”， 获得国家专利；
研发的 “抱立杆型边相
导线固定装置”，填补了
行业空白。

心中的工匠精神：
“我觉得， 工匠精

神就是一种承诺、 一种
执着、 一种传承。 我是
从我师傅那里学到的专
业和技术， 而我在拜师
的那一刻即是一种承
诺， 要尊师重道、 要用
心学习。 在学习的过程
中， 要有敢想敢钻的那
股 ‘拧劲儿 ’， 要有不
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执
着。 同时， 有责任也有
义务把自己所学的理
念、 技术传承下去。”

一根电杆、 三条导线、 万伏
高压。 18年间， 6000多个日日夜
夜， 王月鹏扎根带电作业一线，
守护着首都电网安全运行， 被称
为兼具高超技能和匠人之心的
电力巨匠。

匠人之才：
勤学苦练成就电力高手

15米的高空中， 在一平方米
的作业空间内， 操控着1万伏的
高压电……带电作业对作业人员
的技术和动作要求极高， 一个不
小心， 眨眼间就会 “网断人亡”。

什么是带电作业 ？ 通俗地
说 ， 就 是 在 带 电 的 线 路 和 设
备 上 开展安装 、 检查 、 维修等
工作。 1998年从电力技校以优异
成绩毕业时， 王月鹏本可以选择
相对轻松、 安全的工作， 可他却
偏偏选择了最富挑战的带电作
业。 入行的第一天， 王月鹏的师
傅就十分严肃地告诉他： “电力
行业本就是一个高危精细的行
业， 而你选择了带电作业， 那就
是选择了高危中的高危， 精细中
的精细。”

他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冬
天， 为了保持臂力和手劲， 在绝
缘服内只穿单薄的衣服， 十几米
的高空， 寒风一打即透。 他咬牙
坚持 ， 戴了三层厚重的防护手
套， 却能将直径8毫米的螺丝拧
的得心应手。

夏天 ， 他穿着厚厚的绝缘
服， 绝缘手套里的温度更是高达
50摄氏度 ， 带着护目镜不能擦
汗， 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滚落，
流进眼睛， 但他的技术动作却仍
然标准规范。

正是这份毅力和执着的精
神， 使王月鹏练就了一身超凡本
领 ， 被 称 为 电 力 “手 术 师 ” 。
2005年， 他在北京市电力公司专
业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2009
年， 他成为最年轻的带电作业高
级技师， 并被国家电网公司聘为
生产技能专家。

大匠风范：
冲在抢修一线服务百姓

2005年， 王月鹏在党旗下庄
严宣誓，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从
那一刻起， 他就以更高的标准要
求自己， 时刻冲在各种急难险重
工作现场的最前线， 充分展现了
富于职业精神的大匠风范。

今年8月的一天， 采石厂路5
号杆被卡车剐碰， 急需抢修。 他
接到电话直奔现场， 立刻上杆抢
修。 大桑拿天， 人光着膀子、 扇
着扇子都浑身冒汗， 他穿着厚厚
的绝缘服， 心里想的却是赶紧抢
修， 好让百姓尽快用上电， 打开
空调。 他用最快的速度顺利完成
任务后， 从绝缘靴里竟可以倒出
一大碗汗水。

而这只是他工作的一个缩
影。 自2003年担任班长以来， 他
带领班员完成各种重大而艰巨的
带电作业任务： 2008年北京奥运
会， 开展危机处缺及事故处理87
次； 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 ，
开展外电源工程建设33项； 2016
年 “煤改电” 工程， 带电作业64
次。 18年间， 王月鹏带领班组共

安全开展带电作业15634次 ， 相
当于平均每个工作日开展带电作
业3.4次； 累计多供电7565万度，
相当于多生产钢材 11.35万吨 ，
多加工面粉121.04万吨。

别具匠新：
带电作业的 “教科书”

不仅有手艺， 有绝活， 王月
鹏还积极主持创新研发， 填补行
业内多项空白， 被称为带电作业
专业的 “教科书”。

2009年， 王月鹏迈开技术革
新的第一步。 为解决线路带电作
业时高压引流线摆动过大， 易造
成作业危险系数高、 人员劳动强
度大、 作业时间长的问题， 他带
领班组人员通过一次次尝试、 一
次次改进， 最终研制成功了 “配
电线路带电作业绝缘引流线支
架”， 从根本上简化了工作程序，
降低了作业风险， 缩短了作业时
间。 该项成果2009年获得国家专
利。 短短6年， 王月鹏就带领班
组收获了4项国家级专利成果 ，
还有一项正在申报中， 这些创新
成果填补了行业内多项空白， 并
在北京市电力公司范围内得以推

广使用。
与此同时， 王月鹏还多次参

与国家电网公司和北京市电力公
司组织的带电作业操作规程、作
业指导书、培训题库等编写工作，
并作为第二作者编写出版了 《10
千伏配电线路带电作业实操技
术》，这些成果成为带电作业理论
实践的重要指导和宝贵财富。

匠心传承：
陪伴徒弟真操实练

在昌平供电公司的训练场
上， 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拉
线还得再过一点儿， 不行不行，
重来！ 绷住劲儿， 一圈一圈绑！”
“我们再比一次， 准备， 开始！”
仔细一看， 原来是王月鹏在陪着
徒弟练技术。

对徒弟， 王月鹏的要求十分
严格 ， 达不到标准 ， 就重头再
来。 王月鹏说： “师傅是徒弟最
好的教练 ， 更是徒弟最好的陪
练。” 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配电
线路决赛前， 他陪要参加决赛的
徒弟杨鑫备战了整整一个月， 他
们一起拽着又糙又硬的钢线， 一
次次窝弯、 绑扎， 一次次相互比
赛。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杨鑫
获得了该项比赛的第一名， 并于
同年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带电作
业人员， 先从最基本的技能 ‘爬
杆’ 练起。” 这是王月鹏对徒弟
杜炳超说的第一句也是最多的一
句话。 从2013年两人签订师徒协
议开始， 王月鹏便将所学毫无保
留地教给了杜炳超， 把帮助他
取 得 了 配 电 线 路 高 级 工 技 能
等级证书。 如今， 杜炳超已成为
班组技术骨干。

“师傅对带电作业的每一个
细节都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和极
致。 在师傅身上， 我学到的不仅
是带电作业的技能， 更是对待工
作 、 对待人生的态度 。 我 希 望
将来也能像师傅那样， 成为新
时期的电力工匠。” 杜炳超说。

“马哥 ， 你来看看我这车 ，
是不是出问题了？” “老马， 有
空吗？ 帮我的车换个刹车片吧，
老感觉不灵啊。” 一声声同事的
召唤， 一个憨厚朴实的声音总是
爽快答应， 随后他便拿出车里的
工具沉默而熟练地忙活起来。

在首发集团安畅分公司路产
三大队， 提起马永光， 无人不翘
起大拇指： “马哥可没少帮我们
修车 ， 还亲自跑到汽配城买配
件， 人好得没话说！” “老党员
了， 虽然平时不言不语， 觉悟高
着呢！”

马永光是路产三大队党员巡
视车组的一员。 因为退伍之前在
部队里学过汽车维修， 渐渐喜欢
上了这项技术， 专心钻研， 练就
了一门好手艺， 就连自己的爱车

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保养维修。 来
到队里， 同事请他帮忙更换刹车
片、 清理节气阀、 保养汽车空调
等， 他从来没二话。 怕同事买来
的配件不合适， 还得来回跑， 所
以每次他都自己去买。

马永光不仅对待同事热心周
到， 对待工作更是一丝不苟， 也
是个难得的热心肠。 一个烈日炎
炎的下午， 正在日常巡视的马永
光和同事注意到在应急车道上停
着辆打着双闪的小轿车， 一位女
士趴在驾驶位的车窗上， 无力地
冲着巡视车摆手。 看到后， 马永
光赶紧上前， 发现这位女士脸色
苍白， 虚弱无力， 称自己可能是
中暑了， 无法开车。

上报后， 马永光驾驶这辆小
轿车将人送到了附近的卫生院，

背着她挂号就诊 ， 帮她联系家
人， 又陪同她一起等待。 在得知
这 位 女 士 需 要 转 院 ， 但 因 为
女 士 只 有 一位家人开车前来 ，
所以无人驾驶另一辆车而一筹莫
展时， 马永光自告奋勇将人送到
医院才悄悄归队。

事后， 这位中暑的女士在家
人的陪同下， 特意从天津蓟县赶
来向马永光表示感谢， 并送上锦
旗 。 而马永光只是憨厚地说 ：
“这没什么， 服务车户是我们的
责任。”

工作中， 他时刻以党员巡视
人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每班次
的 “一日三检”， 他一直保持认
真和坚持的态度， 细心地检查车
辆及车上配备的每件物品。 他经
常严肃地说： “不要把检查车辆

和物品当成负担， 保证驾驶车辆
行 驶 安 全 是 为 车 户 提 供 保 障
的前提。”

作为京平高速公路上的巡视
员，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 马永
光时刻谨记作为一名党员巡视车
组成员应恪守的服务准则 ， 将
“畅行高速·一路有我” 的服务理
念传递给每一位车户。

喜喜迎迎十十九九大大
岗岗位位做做贡贡献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