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球、传球、奔跑、
跳跃、扣杀……为迎接
第19届杭州亚运会，进
一步推广全民健身运
动，丰富职工文化体育
生活，近日，2023 年“亚
运添精彩 职工展风采”
杭州临安区职工气排球

比赛举行。来自全区的
28个代表队220名运动
员在赛场上共同竞技。
比赛由杭州临安区总工
会、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区体育总会主
办。

通讯员刘杨、罗逸 摄

展活力
添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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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金钧胤 通讯员徐蓉蓉报
道 舟山，是一座旅游城市，无限的
海景风光总会让人情不自禁想拿出
手机与亲朋好友分享。但随着乘船
离岸而去，手机信号也变得飘忽不
定。如何让海上信号也能和陆地上
一样稳定？是中国移动浙江有限公
司舟山分公司（简称“舟山移动”）长
期在探索研究的课题。

周靖皓是舟山移动网络部动
力专家，他一直以来在研究如何利
用新能源解决基站持续供电问题，

“海上不像陆地，需要面临没有电、
没有光缆的难题。”为此，公司专门
组建了一支以年轻研发力量为主
力的队伍——“织网人”，周靖皓是
其中一员。“织网人”共有8名成员，
平均年龄29岁，其中35周岁以下
青年占比62%。

为了解决普陀山航线信号覆
盖问题，经过多方考察，舟山移动
最终选定了普陀山航线中途的柱
子山无人岛作为建设基站的地
点。这座悬水小岛面积小，地处偏
远，岛上无居民、无淡水、无市电，
是个名副其实的“三无”小岛。想
在这样一个小岛上建设基站，其建
设难度不言而喻。

在建设前期，周靖皓与队员对
实地进行了多次考察，制作模型进
行模拟建设评估。经测算，如果用
传统建设方式，需要接入海底电缆，
通上市电，再把设备用船运上岛并
定期派人检查和维修。“这样一来，
一座5G基站的建设周期就要100
天以上，耗费时间长，日常能耗高。
这既不符合效率最大化，也与我们
公司的绿色行动计划背道而驰。”早
在2021年，中国移动就发布了《中
国移动绿色行动计划白皮书》，在周
靖皓看来，对于舟山这座东海之滨、

千岛之城来说，建设绿色网络构架，
弘扬绿色低碳理念，更是建设美好
家园的题中之义。

“织网人”多方联动研究前沿
技术，反复论证确定最优方案，最
终决定采取攻坚动力高续航保障
与大带宽数据回传方案。“这个方
案在全国海岛内也是首例。”周靖
皓介绍道。有了计划，“织网人”第
一时间付诸行动。项目组成员及
施工人员乘坐着小船，经过两三个
小时的海上颠簸到达岛上进行勘
测、施工，依靠着肩挑手扛将设备
运输上站。去年，柱子山无人岛基
站成功开通，这也是浙江首批通达
5G信号的无人岛。截至目前，类
似的建站技术已广泛应用至舟山
的12个偏远小岛。

其间，“织网人”还创新实现了
“风光油储+10G微波”一体化建站
模式，即光伏作为主用电源、风机
作为补充电源、电池作为后备电
源、油机作为应急电源、10G微波
作为传输路由，叠加AI技术进一
步降低无效能耗，以满足“无市电、
无海缆”海岛场景下供电及传输保
障需求，打造不间断电力输出与大
带宽高性能传输接入的新型业务
保障模式。

经效益测算，基站入网后，带
动航道数字经济发展，成功打造了
数字普陀山口碑，仅航道手机流量
可每日增加200~450G，语音话务
可每日增加30~50erl。通过绿色
无污染的光伏及风力发电保障，绿
电发电量可达到90kW·h/天，绿电
占比达到95%以上，减少油机运行
油耗达5000L，减少碳排放达14.5
吨，有效保护了普陀山旅游环境，
也贯彻落实了国家“3060双碳”战
略目标。

在“三无”小岛上
“织网”

解决海景不能即时分享的尴尬

通讯员陈烨、陈红报道 上周
六上午，全国劳模虞成安如约来到
北仑新碶芝兰社区。在这里，他有
一个工作室，每周六“坐诊”，为居
民免费维修家电。这项公益服务
从2014年开始，未曾中断。

如今，“周六之约”走进第10
个年头，迎来一些可喜的变化。
往日，工作室里只有他一人，而上
周六则多了三个人，都是虞成安
的“徒弟”。

千余条维修记录，见证近十
年公益路

“你们看，这是控制板上的电
容器坏了……”笔者走进工作室
时，一台扫地机器人摆在桌面上，

虞成安一边拆解，一边给身旁的
三名志愿者讲解。

说话间，居民唐阿姨拎着一
个消毒液喷雾器走了进来。

“虞师傅，有空时帮我修一下
好吗？不着急的。”

“好的，你留个电话，修好了
联系你。”

这天，虞成安8点就到了工
作室。在修好一台电风扇后，他
计划还要修好一台扫地机器人、
两个智能电饭煲。因为这三个电
器都是控制板出了毛病，维修时
间会比较长。虽说很有可能要

“加班”，但他还是特意把手上的
动作放缓，让三名志愿者看仔
细。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有人接棒，才能服务更多人。
虞成安今年56岁，入党19

年。工作岗位上，他是行家里手，
2020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入
职宁波油港轮驳有限公司近30
年，他带头攻克各类船舶“顽症”
上千起，累计为企业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1200多万元；公益路上，
他是先行者，早在1999年就获得

“宁波市优秀志愿者”荣誉。步履
不停的他，一身红马甲，车上常备
三个工具包，穿梭在各类志愿服
务现场。

2014年，芝兰社区专门为虞
成安打造了一个便民服务工作
室。从那时起，居民便把修不好、
没处修的家电陆续送来。

单页20多条，正反两面写了
40多页。桌面上放着的一本本
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千余条维修
信息，这是他在工作室近10年来
的维修记录。

“这些都是不能当场修好，我
就记录下来，修好了再联系居民
来拿。”虞成安说，“有些家电只有
一点小毛病，当场很快就能修好，
人家等在一边，马上拿走，那就不
用记。”

修复的不只是电器，还有居
民与之的情感

“高中时，我有一台收音机坏
了，找人修太贵，就请物理老师帮
忙。后来老师组建了一个兴趣
班，教我们机电维修技能。毕业

后我想开店，就咬咬牙花了900
元考出彩电维修证书，还在维修
店里实习了大半年。结果，店没
开成，当了一名技术工。”虞成安
说，当初本想学一个赖以谋生的
技能，没料到这项技能不仅让他
在工作中融会贯通，做出了一些
成绩，还能在业余时间为居民服
务。说起往事，虞成安觉得这当
中的“机缘巧合”是如此有趣。

也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
让他的生活多了许多光彩和难忘
的回忆。“经营”工作室这些年，很
多时候，虞成安修复的不只是一
个个电器，还有居民与老物件之
间的情感。

“以前有个独居老人送来一
台收音机，我花了20分钟修好
了，他非要给钱，我不肯收。为了
表达感谢，老人向我鞠了个躬。”
虞成安说，原来，那台收音机已经
陪伴老人多年，老人对它有很深
的感情，不舍得扔。得知背后的
故事后，虞成安觉得自己所做的
事特别有价值。

还有一位居民曾找到虞成
安，称自己的弟弟患有小儿麻痹
症，平时很少出门，就在家里看电
视解闷，电视机坏了之后情绪有
点低落。虞成安答应，忙完手头
的事情就上门去看看。那是一个
老式电视机，高压包坏了，要重新
点亮显像管，必须更换合适的零
件，且需不断调试。虞成安索性
把电视机拉回工作室，修好后又

送了回去。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三名志
愿者加入工作室

前几年，虞成安搬离芝兰社
区，但每周六依然会开车15分钟
来工作室为居民服务。

坚持公益，让他名声在外，有
人会开车大半个小时把有故障
的家电运过来。对虞成安来说，
维修不难，很多时候费时费力的
还是寻找合适的零部件。为了
一个小配件，他会跑遍大大小小
的市场，市场里找不到，就到网
上淘。很多配件都是他自掏腰
包买的，这么多年来，为此花了
多少钱，他从未算过。“本来就是
为大家服务的，这笔账没啥好
算。”虞成安说。

“虞师傅这人交关好，我们也
想以他为榜样。”说话的是党员志
愿者陶广，这天，他和另外两名志
愿者施金、叶贺添一起，现场拜
师。这份仪式感的背后，包含了
他们对虞成安的敬佩，也包含了
他们投身公益的热忱。

“在众多志愿者中，我们挑了
这三位，都是有一点家电维修基
础的，希望在虞师傅的帮带下，能
为工作室提供助力。人多力量
大，我们考虑接下来让工作室在
平时也能为大家提供便民服务。”
芝兰社区党委书记李静琦的一番
话，让虞成安眼前一亮。因为，这
正是他所希望的。

通讯员方俊、洪锐报道 生
命的存续离不开适宜的天气，在
苍穹之下，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
是穿越风云雷电，搏击冰霜雨雪
的“神秘力量”。无数个日夜，他
们在荒郊野外艰辛蹲守，观云测
雨、分析研判，只为找寻空中那朵
雨做的云。

他们就是衢州市的人工影响
天气（以下简称“人影”）作业队伍，
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
过程进行人工影响，趋利避害，合
理开发云水资源，守护一方水土。

3月23日“世界气象日”来临
之际，笔者找到三名人影作业队
队员，了解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气象二代”的三天两夜
童励凯（34岁）

2022年，衢州遭遇极端高温
热浪天气，高温天数达到69天，
为历史最多。气象部门围绕农业
抗旱、森林防火、水库补水等工
作，共开展了71次人工增雨，发
射弹药602枚，其中下半年开展
63次，发射弹药525枚，有效缓解
了夏秋季的旱情。作为衢州市人
影作业队的队长，童励凯始终奔
波于人工增雨的前沿阵地。

一枚火箭弹发射升空只需要
几秒钟的时间，但在此之前，童励
凯和同事们往往要忙上数个小时
甚至几天几夜。

童励凯回忆起去年8月中旬
的“三天两夜”。

当时，衢州市气象台预计8
月16日至8月18日，衢州市部分
地区有分散性降雨云系影响，云
系整体自西向东移动。降水云系
中部分云区含有过冷水，具有一
定增雨潜力。

这是一次有利机会，带上装
备，童励凯和队友们坐车在山路
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抵达作业
点。

调整好方位、仰角，做好现场
的安全措施后，队员们开始耐心
等待。事实上，等待是人影作业
队的常态化工作。一般情况下，
他们会根据天气形势，在衢州全
市东南西北 6个作业点来回蹲
守，由于天气系统发展具有不确
定因素，他们可能上半夜在北面
的1号点，下半夜又跑到南面的2
号点。

杳无人烟的山野里，静谧得
只能听到蚊虫嗡嗡作响，童励凯
一边紧盯手机上的卫星云图，一
边与气象台的同事保持密切联
系，从黑夜等到白天，又从白天等
到黑夜，终于在第三天凌晨等来
了好消息。

“云团从常山东边过来，很快
就到这边！”气象台发出消息。

“收到！”童励凯第一时间联
系空管部门，得到允许后，马上开
始排兵布阵：“大家火速，空域只
给我们几分钟时间。”

尽管已经蹲守了几个昼夜，
但所有人一扫疲倦，马上投入
到紧张有序的战斗中：安全维

护、拆弹、装弹、通道检测、最终
发射……随着一声声巨响，数枚
火箭弹陆续呼啸而上，在星空划
出一道道绚烂的弧线。很快，目
标区域开始降雨。

看到这一幕，站在山岗上的
童励凯轻轻吁了口气。

童励凯的父亲也是一名气象
员，他坦言，自己之所以子承父
业，正是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
曾在温州北麂的海岛气象站工
作，不止一次迎暴雨、战台风，小
时候听他介绍这些往事，我心里
特别崇拜，久而久之就树立了职
业理想。”

军转干部16年坚守一件事
余维林（57岁）

在衢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
处，和童励凯同个办公室的余维
林是同事眼里的资深前辈，

“2007年，衢州开始实行人工增
雨常态化作业，我就加入到作业
队伍，一晃16个年头过去了。”余
维林回忆道。

余维林是军转干部，作业队
刚使用地面火箭开展作业那会
儿，年轻同事看着火箭发射器有
些发怵，但余维林不怕，这些技能
他在部队就实战演练过。他从车
上抱下七八公斤重的火箭弹，熟
练地装入发射器中，用手摇到一
个合适的高度，等到现场指挥一
声令下，按下按钮，装着催化剂的
火箭弹瞬间升空，整套动作行云

流水、一气呵成。后来，随着设备
不断迭代升级，操作过程变得更
加智能和稳定，“以前全部是手动
操作，现在可以远程操作，以前一
枚弹药发出时，车子都要抖上一
抖，现在稳如泰山。”说到这，他颇
为自豪：“我可是见证了一代又一
代技术和设备的革新和蝶变。”

16年坚守一件事，对余维林
而言，无数次枕戈待旦的辛苦付
出，都在甘霖落下那一瞬间化为
了满腔自豪。他向笔者描述了自
己脑海中一些片段：2013 年 8
月，衢江区大洲镇狮子山突发山
林大火，火势迅速蔓延且反复肆
虐，人影作业队第一轮作业刚完
成，黄豆大的雨就降下来了，第二
轮作业结束后，小伙伴们淋成了
落汤鸡，当天，现场下了23毫米的
降雨。余维林说，甘霖落下的几分
钟内，原本浓烟滚滚的山头上烟雾
渐渐消散，自己和队友激动得顾不
上擦去脸上的雨水，而是互相搂着
肩膀，在雨中静静遥望，“这是一种
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气定神闲的“绕指柔”
胡道衍（32岁）

在人影作业队伍中，出生于
1991年的胡道衍是为数不多的
女性。

2017年，胡道衍回到开化老
家，进入开化县气象局上班，做了
一段时间气象预报员后，被调到
减灾科。

人工增雨作业是科室的一项
重点工作，胡道衍说，去年，开化
县气象局总共开展了18次人工
增雨，发射了85枚火箭弹。

对女生来说，从事野外工作，
除了要克服漫长等待带来的枯燥
感，还要克服如厕、个人清洁等实
际问题。胡道衍说，开化县目前
有个别发射点，没有公厕也没有
水源，是纯天然的野外，为了减少
如厕的次数，自己只能忍着少喝
水。

不过，只要任务来了，胡道衍
立马化身干练的“女汉子”，有条
不紊地指挥和操作。在现场，她
总是手持两个手机，一个跟空管
部门联系，一个跟气象台联系，捕
捉天机、伺机而动。

自从负责人影作业，胡道衍
成了亲友眼里的“天气控制员”。

“有一阵子没下雨了，亲戚就打电
话问我，什么时候发点火箭弹上
去，给大伙解解‘渴’，我听了有些
哭笑不得。”

碰到这种情况，胡道衍会不
自觉地化身“宣传委员”，耐心普
及知识：“人工增雨的方式有飞机
作业、地面火箭弹、高山烟炉等，
但在衢州地区，还是采用地面火
箭弹多一些。人工增雨不是想增
就能增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
结合天气状态、空域情况来综合
考虑，我们虽然通过技术手段影
响天气，但绝不是强制性干预，我
们希望避免或减轻某种气象灾
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十年了，全国劳模从不曾爽约
修复的不只是电器还有居民与老物件间的情感

枕戈待旦觅甘霖
看衢州人影作业队如何“翻云覆雨”

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坚持，她证明——

女娃子开塔吊，
一样行！

记者邹伟锋 通讯员章诗航、
吴佳妮报道 “你一个女娃子，当
时怎么就选择开塔吊的呢？”闲暇
之余，常有工友这样问董艳。“不
是我选择了塔吊，是塔吊选择了
我，塔吊让我看到了许多人看不
到的风景，更让我实现了自己的
价值。”每次谈起塔吊司机这份职
业，董艳总是觉得感恩。

1989 年出生的董艳，是安徽
阜阳人。2017年入职隶属于浙江
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从事塔吊司机工作。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塔吊司
机，她每天都会早早来到项目工
地，不断练习操作技巧，努力完成
吊装任务。一次次操作、一天天
重复，让她越来越熟练，三分钟不
换气就能爬上四五十米的塔顶，
精准地把吊钩停在地面工人眼
前，将钢筋水泥稳稳地吊到几十
米楼高的施工处……这一切都证
明她努力付出是值得的。如今，
娴熟的技术和不畏艰险的勇气，
让她收获了大伙的一致认可，也
让她在岗位上实现了自身的价
值。

“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实验
室、省之江文化中心……这些年，
我参与过不少重点重大项目工程
嘞！”董艳自豪地说。2021年，董
艳在同事们的鼓励下，第一次参
加了公司塔吊司机技能比武，获
得了理论测试第一的好成绩。在
2022年的公司比武中，董艳作为
唯一一名参赛女司机，以理论、实
操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领先一

众经验丰富的男选手拔得头筹。
尤其是在调运水箱的环节，她做
到了零触碰障碍物，稳稳当当地
将水箱吊至终点。“这个姑娘很厉
害，脑袋瓜子灵活，眼神也尖，我
输得心服口服。”赛后，同台竞技
的“老司机”们纷纷给她点赞。

“做好自己的本职，不给公司
添乱子。”是董艳对自己、对工作
的态度。事实证明，她不仅做到
了这一切，更是用自己的行动为
公司创造了价值，成为了集团公
司的骄傲。

六年来，董艳独自在杭州打
拼。“丈夫在老家上班，两个儿子，
一个在读初中，一个还在读幼儿
园。”谈及家庭，董艳有道不尽的
思念。长期与丈夫孩子分隔两
地，问起董艳会不会后悔，她笑了
笑：“现在努力就是为了把自己喜
欢的人和事都留在身边，让日子
过得更美好嘛。”虽然日子过得辛
苦，但她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
度。

平日，同事都喜欢称呼董艳
叫“董三郎”，因为项目工地无论
何时需要塔吊，她都会积极响应、
服从安排，每一次操作中，她都对
每一项作业认真检查，做到万无
一失；遇到难题时，她也会努力钻
研解决；面对新技术，她虚心请
教，积极学习掌握相关知识。

谁说女子不如男！董艳日复
一日坚守自己的岗位和初心，她
用女性的细致在塔吊司机的钢铁
队伍中，绘制着别样的风景，用汗
水在云端筑梦，展示着巾帼不让
须眉的风采。

在塔吊机上工作中的董艳。

虞成安对三个“徒弟”现场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