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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陈慈林报道 100多
年来，中国铁路先后经历了蒸汽
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高铁
动车等阶段。20多年前蒸汽机车
退出运行，蒸汽机车司机也已陆
续退休，同时拥有4种机车驾驶证
的在岗“大满贯”司机已寥寥无
几。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

杭州机务段职工陈茂正就是这少
数之一。

陈茂正出身于浙江东阳农
家，1986年初中毕业时，15岁的
他舍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到南昌铁路机械学校蒸汽机车
专业就读，就是想当一名火车司
机。

从“黑”司炉到“大满贯”司机

1990年中专毕业，他分配到
杭州机务段，当了蒸汽机车司炉。
他值乘的杭（州）牛（头山）线，线路
坡度大、小半径曲线多，值乘一趟
车要烧掉四五吨煤。这些煤都由
陈茂正和副司机轮换，一锹锹投进
炉膛，下班时常累得连话都不想
说。车上不是煤就是油，全身上下
除了眼白外，都是黑的。列车通过
长达1200多米彭公隧道时，废气
和浓烟经常呛得人喘不过气。

从司炉、副司机到考上司机，
一般需要七八年。陈茂正凭借学
校打下的专业知识基础，一年后就
考上副司机；4年后，经过一系列
严格考试，23岁的陈茂正成为当
时该段最年轻的司机之一。

1997年，蒸汽机车全面退出
运行，陈茂正经培训转岗为内燃机
车司机。驾驶内燃机车虽比蒸汽
机车劳动强度低，但每次出乘前检
查也要经历冷却室狂风呼啸、动力
室热浪滚滚的“冰火两重天”考
验。陈茂正刻苦学习相关资料，很

快熟悉了繁复的内燃机车电路图、
油路图与水路图，掌握了安全驾驶
的主动权。因他学习认真、安全运
行，还获得段2003年至2004年度

“生产能手”称号。
进入新世纪，长三角铁路完成

电气化改造，陈茂正转岗为电力机
车司机。2014年，陈茂正“过五关
斩六将”，经本段初试、集团公司培
训、中国铁路总公司复试、西南交大
提升培训并系统考试，获得国家铁
路J1型驾驶证，可驾驶包括复兴号
在内的所有高铁车型，成为一名同
事们羡慕的“大满贯”火车司机。

刻苦学习炼就“英语达人”

业务上肯钻研，业余也爱学
习，陈茂正还是一名获得浙江大学
自学考试英语专业本科文凭的“英
语达人”。

2003年，陈茂正报名参加浙
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自学考试。
在单位领导和家人支持下，他妥善
处理工学矛盾：出乘时全神贯注、
遵章守纪开火车，下班后放弃所有
娱乐活动，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

为了提高口语能力，他经常到河坊
街和西湖六公园等处“英语角”，与
外国旅游者和英语爱好者交谈。
为了提高听力，他在嘈杂的环境中
戴上耳机，反复学习数千个英语单
词和各种语法结构；他经常锁定央
视英语频道看新闻，从中感受原汁
原味的英语氛围。

经过三年多艰苦努力，他终于
获得大专毕业文凭，又继续报考英
语本科段学习。本科段需选修一
门第二外语，他选择了法语。为了
掌握更多法语词汇，他短时间内频
繁使用耳机听法语教材，导致内耳
道受伤，不得不去医院就诊。

陈茂正说，掌握英语对了解各
类型高铁列车性能、提高行车安全
提供了更坚实基础。动车组在运
行中偶尔出现故障报警，大都用英
文提示，他就能在第一时间通过随
车机械师报告给后方应急处理中
心，为及时处理故障提供第一手资
料。

同时他也经常通过网络，用英
语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铁路发展
情况，讲好中国和铁路的故事。

通讯员陈梦洁报道 对宏
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沈
雅明而言，她的匠心之道，正是
缘于指尖上那枚磨了24年的穿
纱针。

1980年出生的沈雅明，海
宁市许村荡湾人。16 岁入职

“宏达高科”，成为一名挡车工，
从此与穿纱结缘，开始了她20
多年的“穿纱引线”生涯。

穿纱这门活，简单地讲，就
是把纱线手工穿到经编机的导
纱针上。以28针经编机为例，
每一个间隔是0.09毫米，而穿纱
工要做的，就是用梳把纱线排列
整齐，然后将纱线穿入针眼，接
着过筘……穿纱在生产环节中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效率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流程的
快慢，穿纱工动作越快，产量就
越高。这些特质，使其成为目前
经编织造过程中，唯一一个机器
无法替代的流程。

由于穿纱对精度要求极
高，穿纱工必须眼疾手快。评
判一个穿纱工水平高低，经编
业内有两个默认参考标准，其
一是手脚快，其二就是准确率
高。纱的质地比线更细更软，
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技术娴熟
的沈雅明，最多可以一把抓起
90多根纱，一气呵成穿入到对
应的针眼。

常年处于生产一线，从事着
单一、枯燥的“穿纱连连看”，很
多人都受不了这种乏味，但沈雅
明却十分热爱这个岗位，一直专
注沉浸其中，一干就是24年，以
满腔热情燃烧着青春岁月。

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
准，她每次都会参加海宁市总
工会的技能培训，在孜孜力学

中汲取着经验教训。一边自己
刻苦钻研，常常趁着机器休整
的空当，抢着时间琢磨怎样才
能更高效地“穿纱引线”，这股

“不求最好，只求更好”的信念，
让沈雅明克服了很多工作中的
难题。

随着技术的逐渐纯熟，沈雅
明还研究起了经编机的工作原
理和结构特点，从理论联系实
际，由表及里地优化自己的经
验；她还主动参与到公司的新品
研发中，从一线的角度为技术员
改良花色样式提供思路，近5年
来共参与开发了20多个新品项
目，为公司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
份心力。

几十年如一日的磨炼，锻
造了如今沈雅明的耐心和韧
性，而她也从当初的学徒工一
步步成长蜕变，成为了独当一
面的业内佼佼者。2013年，沈
雅明代表公司参加全国纺织行
业“润源杯”经编工职业技能竞
赛，荣获“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
手”的荣誉称号和单项第二名
的好成绩；2018 年，在海宁市

“超达杯”经编工职业技能擂台
赛中，她斩获一等奖；去年，全
国纺织行业“佶龙杯”经编工职
业技能竞赛里，她更是获得了
全国综合第一名，被评为全国
纺织行业技术能手。近日，又
有佳讯传来，沈雅明被评为海
宁市职业技能带头人。

“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其
实就是勤能补拙，熟能生巧罢
了。在我这行，还有许许多多的
穿纱工，很多人都能做到这样的
水准。”沈雅明说，“只要耐得住
寂寞、沉得下心，就一定能够把
事情做得更好。”

近日，120余名衢州村播新手，脖子上挂着红领巾，在
乡村振兴村播学院上农创IP实训课。网络直播“大咖”手
把手向村民学员传授带货经验。6月初，村播学员还将进
行淘宝直播训练。

衢州柯城与阿里巴巴结缘“农民当主播”村播计划，打
造出全国首个“阿里巴巴村播基地”。今年5月8日，全省
首个乡村振兴村播学院，落户万田乡乡村振兴综合体。

通讯员胡江丰 摄

村播新手
集结练兵

本报讯 通讯员朱曙光、郑胤
报道 日前，“REBRAND100”公
布了2020年获奖榜单，由三门县
设计师朱小海领衔设计的“汉翔书
法教育新品牌形象升级”案例，荣
获含金量最高的“最佳奖”。这也
是该奖项设立以来，华人团队首次
夺得这一最高荣誉。

“REBRAND100”是品牌重

塑领域最早也最权威的全球性奖
项，旨在评定嘉奖行业内最佳品牌
重塑案例。由来自不同国家设计、
商业、营销、学术等领域专家组成
评委会，针对全球范围内品牌重塑
案例进行评选。自2016年起，每
两年评选一次，共设三个奖项，包
括“最佳奖”、“卓越奖”和“嘉选
奖”。其中，含金量最高的就是“最

佳奖”，只颁给获奖案例中得分最
高的5个作品。

朱小海是三门县海游街道
人，2004 年毕业于中央美院。
2014年创办及第品牌咨询，先后
为雅迪电动车、中央电视台、中粮
集团、中国民生银行、华润集团等
国内知名企业提供专业品牌设计
解决方案。他本人先后获得

“GDC平面设计中国奖”“国际商
标标志双年奖”“全球标志设计双
年奖”“全球海报双年奖”等多个
荣誉。

朱小海所在的团队凭借精准
的设计，将“用东方经典滋养生命”
的品牌贯彻始终，重新塑造了“汉
翔”书法的定位以及品牌形象。而
全新品牌形象一亮相，便受到社会

高度认可。
“今天的中国市场已是一个全

球市场，中国品牌必然成为全球竞
争品牌。参加‘REBRAND100’
评选，就是要让世界看到中国品
牌。”朱小海介绍，此次能够将这样
一个重分量的大奖收入囊中，证明
中国品牌已与国际接轨，也让世界
看到了中国的设计能力。

通讯员马敏报道 初次见面，
感到周江林不善言辞，但真正聊起
来，你很快就感受到他的诚恳。周
江林正担任浦江城中村（棚户区）
EPC改造工程一二期的项目经理，
1981年出生的他头顶已爬满了白
发，责任和压力从没有缺席过他从
事建筑行业的这些年。

实干，一步一脚印

周江林是浙江三建从施工总
承包向工程总承包（EPC）转型、落
地并执行的先行项目经理之一。

“如何才能使设计、施工双方
真正的融合？”作为一个具有大型
房地产企业全过程管理经验的专
业人才，周江林和他的团队边干边
调整，力求体现EPC的集成优势、
综合效益。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周江林指着墙上的深棕色带中国
元素的楼栋号牌说。通过这个项
目，周江林在景观、绿化、消防、市
政、智能化弱电等方面俨然成了半
个专家。小区公园的小路上，两旁
花草竞相开放，一派生机盎然，周

江林弯腰除去几株杂草介绍道，
“别看栽树种花好像很简单，其实
并不容易，什么时间种合适，浇多
少水，如何提高存活率，里面处处
是学问。”

在城中村一期项目建设中，周
江林坦言，没有完全转变思想真正
从工程总承包角度去考虑问题。
特别是后期验收阶段，未能提前策
划，导致很被动。项目团队仅对施
工主体验收较为擅长，但对后续的
有关房产部门的验收，备案工作计
划不足。当时，公共配套、市政景
观、规划核实以及消防、人防等多
部门多专业系统性验收一股脑儿
涌进来，把项目团队搞得措手不
及。周江林迅速采取措施，他以楼
号为单位任命楼号长，把每个分部
分项工程落实到人，带领大家参与
整个验收流程。

管理，细节做极致

在项目管理上，周江林一直倡
导精细化。

周江林高度重视成本管控，他
秉承“策划在前、实施在后，多方入
手，发挥优势”的原则，项目拿到手
后，对标书进行透彻分析，建立项
目管理规划大纲，对工期计划各节
点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事项，各
项施工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办
法，岗位生产、安全责任制、班组劳

务费控制都作了全面详细的统筹
规划。在施工过程中，周江林加强
与设计院沟通联系，紧密协作，充
分利用好EPC工程效益，尤其利
用集团集采平台，做好招标及询价
比工作和资料留底。

在二期施工现场，周江林一一
指着临边围护、基坑上下通道、茶
水亭、讲评台、钢筋堆放架说，“这
些都是一期移过来的，当时做的时
候就采用定型化设施，做到标准
化、规范化，光这一项就节约了大
量成本。”

在周江林眼里，建筑业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BIM技术仿真模拟整
个项目让施工的每个人都心中有
底，二维码扫一扫各种信息一目了
然，无人机全面监控施工现场，钉
钉、微信群随时处理问题。

他要求每个项目管理人员在
钉钉上写施工日志，周江林做到逐
条确认、回复，“施工日志作为施工
过程取证，对后期工程变更、工程
结算以及追溯原始记录尤为重
要。对提高现场人员精细化管理
意识、提升团队职业化水平也有一
定作用。”

团队，携手并肩行

由周江林设计的徽派风格的
项目部宿舍门廊，质朴高雅，每个
屋角有个篆体“家”，周江林表示，

要让员工在这里有家的感觉。浦
江城中村项目部不仅是温暖的
家，也是一个人才蓄水池，年轻大
学生在这里打磨、锤炼，被输送到
各个项目的重要管理岗位。周江
林在这一行十几年，他认为高标
准的项目是做出来更是管出来
的，各个步骤的安排和决策，各个
环节的衔接和协调，都是管理，都
需要用对人、用好人。2018年 6
月，刚毕业的施工员柴雷带着满
脸学生气来到这里，也是项目部
为数不多还没有调离的年轻人之
一，“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柴雷
很庆幸在这里工作。

只有团队有了凝聚力和向心
力，才能铆足力气做出优质项目，
才能给业主一份满意的答卷。为
此，周江林带着项目部人员去五
保户家庭送面送油、去敬老院看
望孤寡老人、帮助农户修理葡萄
棚，为村民修筑水泥路，还帮助困
难果农销售水果……周江林认
为，在浦江待了三年了，能为当地
老百姓多做点实事，也是作为一
家国有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2018年该项目荣获全国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称号。

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况下，
周江林却十分有底气，他相信这是
一支很“虎”的团队，大家在一起可
以打硬仗。

出发前确认各项数据显示准确。 通讯员陈慈林 摄

“大满贯”司机陈茂正：

用技术和英语讲好铁路故事

三门设计师作品获全球品牌重塑“最佳奖”
成首夺该奖的华人

实干先锋周江林：

转型路上带领“虎”团队打硬仗

通讯员王幸儿、赵鸣婵报
道 从业34年，他是宁波市技
术能手，也是宁波市交通运输
行业的“五一服务标兵”，还是
宁波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优秀共
产党员，一直扎根一线，用实际
行动诠释干一行爱一行，爱一
行精一行，他就是宁波市公交
集团529路“五星级驾驶员”张
剑雁。

我随时待命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而
且把音量调至最大，怕漏接每一
个电话。”今年的1月30日到3
月6日，整整37天，张剑雁都没
敢好好睡，只要一有动静就会立
马醒过来，因为他加入了宁波市
公交集团抗疫防疫党员突击队，
承担从外地返甬人员的接送转
运任务。

张剑雁回忆起自己在深夜
接到的第一个转运任务：当时
已是零时，有一架航班抵达宁
波栎社机场，飞机上的乘客需
要接送转运。接到任务的张剑
雁立马从床上爬起来，迅速穿
好防护服，检查好车辆就出发
了。虽然是第一次在深夜里执
行任务，心里难免会有些许紧
张和不安，但接上乘客后，张剑
雁觉得内心油然而生的使命感
把那份紧张和不安彻底驱赶
了。从南站到机场再到防疫安
置点，一趟转运下来将近3个小
时，送完一批旅客，就要对车辆
内部进行长达40分钟的彻底消
杀，当所有工作完成后返回驻
地已近凌晨4点。这样随时待
命的状态在那段日子里成了常
态化。

2月9日晚上10点半左右，
张剑雁接到家人的电话，病重的
哥哥去世了，而他因为一个个突
发的紧急任务，将原本打算一有
时间就去看望哥哥的计划一拖
再拖，最终变成了一生的遗憾。
但张剑雁相信，哥哥一定会理解
他的。

只为开好车

自从1985年进入公交公司
开始，张剑雁便开始了起早贪黑

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地重复着
看似枯燥的工作。每天清晨5
点，天刚放亮，他就在公交车停
保场忙开了，为自己的“好搭
档”——529路公交车做好出车
前的例保检查，看看车辆的水、
油、仪表盘等是否正常，敲一下
车辆的前后轮胎是否饱满。离
发车前的这一个小时仿佛是张
剑雁为自己展开一天工作而预
留的前奏和序曲。

对于公交老司机张剑雁来
说，每天要在40个站点间来回
穿梭，这一路有多少个路口、信
号灯、斑马线……早已绘制在脑
海；哪个路段危险系数高、哪个
路口有安全隐患，什么时候人
流、车流量大也都了然于心，因
为安全意识高、驾驶技术过硬，
在这30多年的行车记录里，张
剑雁从未发生过一起有责交通
事故。

成为一名公交驾驶员是张
剑雁从小的梦想，但当他握上
方向盘的一刹那，发现自己想得
太简单了。一名公交驾驶员除
了开好车，还要照顾好车厢里的
乘客，确保他们安全出行。

记得曾有一段时间，一对
行动不便的华侨老夫妇经常乘
坐张剑雁的车，细心的他一直
关注着这两位乘客。考虑到老
人行动不便，张剑雁总是尽可
能地将车停在他们跟前，方便
他们上车；车厢里乘客多的时
候，张剑雁也总是想方设法动
员其他年轻乘客为老人让个
座，等老人坐稳后才开车。一
次、两次、三次……张剑雁的这
些细微贴心的举动被老人看
在眼里、记在心中。二老在离
甬之际，还专程坐了一趟张剑
雁的车，亲自跟他道别：“谢谢
你，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
切，我们非常喜欢宁波这座充
满爱心的城市。”

公交车是一座城市的移动
名片，而公交驾驶员则是这张名
片最好的注脚。张剑雁不会说
什么大道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
爱以及三十多年的坚守都在重
复的路线、重复的站台、重复的
风景里尽显无疑。

沈雅明：

穿纱引线廿四载
沉心磨出“匠心针”

张剑雁：

重复的风景
不变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