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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刘煜谦、陈倩男 记
者邹伟锋报道 十多年前，一位
雁门边塞的小镇姑娘，带着丰富
的电工理论知识，豪情万丈地踏
上浙江这片热土，从此便扎根在
电力行业，战斗在基建一线。
她，就是国网浙江建设公司目前
唯一一位女项目经理——李树
卿。两年来，她建管的诸暨主变
扩建、乐清网架优化、乐清电厂
三期送出线路等500千伏重点
工程先后优质高效按期投产，有
力支撑浙江电力保供稳价。她
也因此被誉为绽放在电力工程
一线的一朵“蕙兰”。那么，她的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从江南水乡到西北大漠的
工程情怀

在加入国网浙江建设公司

之前，李树卿曾在国网嘉兴供
电公司设计院从事十年多的变
电设计，共计完成200多项输
变电工程的可研、初设、施工图
设。

2020年，怀揣着工程建设
的满腔豪情，李树卿正式调入国
网浙江建设公司，负责前期管
理、基建技术管理、对接网调/省
调、项目管理等工作，现任乐清
和玉环网架优化工程项目副经
理，明州扩、诸暨扩项目经理。

“我还是想干基建，当看到
一块空地，一点一点地出落成
一个变电站时，就很有成就
感。”谈起转岗的初衷，她这样
解释。

在她的职业生涯里，负责
的工程从最近的嘉兴到最远的
青海柴达木盆地，对行业的热

爱是她持续奋战在基建一线源
源不断的动力。

李树卿始终专注于工程技
术的研究与创新，一谈到工程
创新时，她便滔滔不绝。正是
凭借这份热爱与投入，十余年
间，共取得十余项专利，撰写了
十余篇论文专著，获得了多项
设计竞赛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奖
项和项目，也为行业的发展贡
献了力量。

从技术到管理的能力底气

李树卿经历了变电站从常
规站到智能站再到能源站的技
术变革，见证了电力建设从粗
放施工到模块化、装配式的模
式变迁。她从“身居闺中”专注
搞技术到冲锋一线，变化的是
岗位，不变的是对工作的热情。

即便专业知识过硬，一开
始在工程现场，因其女性身
份，也曾受到过质疑。面对这
种质疑，李树卿不仅没有退
缩，而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
予了有力的回应。在一次停
电计划编制时，她凭借多年的
工作经验，果断地找出其他人
没发现的漏洞。正是那一次，
此前质疑她的人纷纷对其竖
起了大拇指。

除了工程现场管理外，她
还同步开启并推动了多个研究
课题的申报和实施，不断在实
践中丰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
践。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在以男性为主的项目经理
岗位上，如何协调工作与家庭

的关系，是李树卿作为女性面
临的难题。2022年，乐清电厂
三期送出线路投产前攻坚时，
李树卿连续十多天没回家，连
中秋佳节都是在工程一线度过
的。作为一名孩子的母亲，她
直言：“有收获，也有不能与家
人常伴的遗憾。”

不过只要有空，她都会尽
力多陪伴家人，多带孩子出去
走走，增加些交流。“孩子现在
自主性变强了，还是非常欣慰
的。”乐观的李树卿笑着说，些
许遗憾也许无意间促成了另一
种收获。

李树卿用自己的经历，诉
说着什么叫不忘初心；用自己
的力量，诠释了什么叫巾帼不
让须眉，这犹如春季里的一朵
蕙兰，飒爽挺秀、刚柔并济。

本报讯 记者吴晓静 通讯
员丁佳意、来莉敏报道“听说这
个博物馆可以模拟体验点燃主
火炬塔，今天我可以‘喝头汤’
了！”环卫工人封梅在杭州亚运
会博物馆展厅门口开心地不停
拍照留念。

近日，杭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市城管局）组织13个区、
县（市）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的一
线环卫劳动模范、亚运保障先
进个人和优秀城市美容师等代

表，走进杭州亚运会博物馆，近
距离欣赏亚运遗产、了解亚运
背后的故事、分享亚运保障经
验。

封梅是拱墅区电竞中心道
路保洁班组的红旗班班长。电
竞项目在杭州亚运会上首次成
为正式项目，关注度很高。为
了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封梅和
同事们在场馆外默默付出。参
观完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她连
连感叹，“我们这点辛苦不算什

么，听了解说员的介绍，亚运会
开幕式开场节目的舞蹈服重达
100多斤，演员们更辛苦。”

来自上城区的环卫工人葛
迎和，是杭州市劳动模范，也是
杭州亚运会的第 82 棒火炬
手。他站在火炬展示品前和同
事们分享自己当时的心情，“火
炬传递彩排了好几次，正式跑
的时候路边好多热情市民群众
看着，还有转播车一路在跟拍，
紧张肯定有一点的，但是这些

柏油马路我们比谁都熟悉，想
到这里就安心了！”

滨江区的环卫工人杨素
琴，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带领班
组人员负责杭州奥体中心主体
场馆外围飞虹路周边的道路保
洁工作，对于“大莲花”既熟悉
又陌生。她说，“观众到场馆的
时间很集中，一下子几万人，加
上赛程短、赛事间隙短，留给我
们作业的时间非常短。要确保
观众来时干净整洁，退场时人
走场清、垃圾快速清运，大家都
在和时间赛跑，我们对于场馆
外的角角落落都太熟悉了。”但
同时，在这些奋战的日日夜夜
里，她从来也没有真正看到过
亚运会期间“大莲花”里面的样

子，这次走进亚运会博物馆，重
温了近距离接触亚运的感觉。
她说，“看到、听到各国嘉宾、运
动员、游客评价‘杭州真干净’，
这是对我们的最大褒奖。”

杭州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杭州亚（残）运会期间，
全市2万多名一线环卫工人兢
兢业业奋战在城市环境卫生保
障的最前线，他们用心用情和
辛勤汗水铸就了“杭州真干净”
的环卫品牌，圆满完成亚（残）
运会保障任务。本次活动得到
了杭州亚运会博物馆的大力支
持，专门为100余名环卫工作
优秀代表开设绿色专场，给大
家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送
上一份惊喜。

通讯员张晓曦、胡张远、徐
宇文报道 近日，余姚39岁的
墙绘小哥王松，从4米高的桥
上跳下救起一位落水女子的事
迹传遍了朋友圈。4月8日晚，
当笔者联系到救人者王松父亲
王蕾时，他说：“救人是应该的，
但没想到儿子为救人竟然摔断
了4根肋骨，我的眼泪一下就
忍不住了……”

身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的王蕾，在热泪盈眶中，为儿子
写下了一首诗……

“我是救援队队员，一定要
救人！”

事情回溯到3月31日晚，
王松和同事干完活，下班驾车
回家，途中经过阳明街道长城
桥时，发现桥上围满了人，还听
到阵阵呼救声。

两人立即下车跑过去，看
到桥下有一女子在水中挣扎。
危急时刻，王松将手机往周围
群众手里一塞，瞅准落水女子
身后的位置，奋不顾身跳了下

去。
“我是救援队队员，参加过

急救培训，再加上自己水性不
错，当时就没多想，直接跳下去
了。”王松事后说。

王松跳下河时，身体撞到
水下石块，但他还是强忍疼痛
用力拽住落水女子，谁知却被
女子给挣脱了。此时王松同事
见状也跳入河中，两人合力将
女子拉到浅滩，闻讯赶来的姚
城救援队划着橡皮艇，先后把
三人送上了岸。

为救人断了4根肋骨

他们都被送到医院进行身
体检查，那时已经是4月1日凌
晨 1 点多了。同事尾椎骨受
伤，而王松被医生告知是肋骨
骨折了，刚受伤还看不清楚，要
他过两天再来检查，于是王松
先返回了在凤山街道剑江村的
住处。

王松老家在河南商丘，10
多岁时就跟着父亲王蕾来到余
姚，至今已有20余年，目前在

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墙绘工作。
那时，家里就王松一个

人。妻子回河南老家照顾生病
的岳父岳母，59岁的父亲住在
厂里，他就谁也没说。

谁料，第二天疼痛来袭，第
三天更是疼得动弹不得。“连上
厕所都困难，一用力就胸口
疼！”4月3日，王松再次前往医
院，接受住院治疗。

医生通过CT检查发现，王
松的第8根至11根肋骨骨折，
完全康复需要半年时间。无
奈，王松只好打电话告诉了妻
子和父亲。

心疼丈夫的妻子忍不住在
电话里数落王松“要救人也要
顾及自己的安危”，匆匆赶回余
姚照顾丈夫。

父亲为儿子自豪：“我给他
写了一首诗……”

王松救人受伤的事迹渐渐
传开，河南商会的老乡、余姚的
朋友纷纷赶来看望，为他奋不
顾身、舍己救人的行为点赞。

余姚舜江救援队队长张海
滨告诉笔者，王松是2020年救
援队创建时入队的队员，也是
民兵，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他
热心仗义，在“梅花”台风陆埠
救援、2023年余慈救援队联动
寻找失踪老人等行动中表现出
色，“他是我们队的骄傲”。

4月8日，当父亲王蕾看到
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后，禁不住
潸然泪下。20多年前，离异的
他带着儿子独闯余姚，靠着平
时做墙绘、业余写诗歌搞文学
创作，成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
员。他在余姚站稳了脚跟，儿
子也继承了他墙绘的手艺。

“他很要强，绑着夹板不让
我看，还努力地坐起来说自己
就是下床走路有点吃力，其他
都还好，还说毕竟救人一命，不
亏……”王蕾说着说着就哽咽
了。

4月9日清晨，王蕾给笔者
发来他给儿子写的一首诗，对
儿子的自豪之情和深沉的父爱
跃然纸上。

通讯员周可阳报道“我做
的乌毡帽，不仅老绍兴喜欢，就
连萧山、杭州甚至山西等地都
有客人赶来购买，就因为坚持
老手艺，坚持纯手工。”近日傍
晚，刚下班回到家的王加顺还
没来得及吃口饭，就向笔者介
绍起自己的得意之作：一顶耗
时一周、纯手工制作的绍兴乌
毡帽。

乌毡帽、乌干菜与乌篷船
被称为绍兴“三乌”。在鲁迅作
品的宣传下，“头戴乌毡帽”成
为了老绍兴的标志性装束。在
乌毡帽尚是“潮流”的年代，绍
兴本地不少村子以此技艺为
生，王加顺所在的陶堰街道茅
洋村便是其中佼佼者，全村老
小都会制作乌毡帽。

今年64岁的王加顺告诉笔
者，传统乌毡帽必须纯手工鞣
制，要挑羊毛、除油腻、脱油脂、
压制成坯、染色……整整72道
工序，每个步骤都得亲力亲为。

传统乌毡帽都选用上好的
湖羊毛，除杂质、干泥土法去油
脂，然后通过弹、捻、揉、压等工
序，将松散的羊毛加工为制帽
素材。再“粘”上热水，反复揉
搓挤压，利用羊毛缩绒的物理
特性，使之紧密相连，形成帽
坯。通过木质帽模塑性后，用
植物与皂矾合成的染料染色，
再次定型，如此，一顶通体乌
黑、结实耐用的乌毡帽才算正
式制作完成，前后费时近一周。

王加顺的手艺大多传自他
的父亲。其父王关林是原绍兴
县首届“十佳民间艺人”之一。
王加顺说，自有记忆起家中便
以制作乌毡帽为生，自己从小
耳濡目染。30多岁时他结束异
地打工生涯，跟着父亲一点点
学艺。“那时候父亲说，学点手
艺总是不错的，他希望我能将
这份技艺传下去。”

做乌毡帽的所有工序中，
揉羊毛这一步极费“手筋骨”。
待父亲年岁渐长，王加顺主动
接手了这部分工作，每次揉搓
都累得满头大汗。跟着父亲学
习 10 余年，他的手艺日渐成
熟。2010年前后，因父亲年事
已高，王加顺正式接过父亲衣
钵，开始独立制作乌毡帽。

在茅洋村老宅的储物间，
王加顺用了几十年的“老伙计”
就藏在这里。一条40厘米的
小木条，一长一短两根竹条，拳
头大的鹅卵石，数根藤条，还有
一个毡帽形状的木质帽模。这
些工具皆是祖传，已经用了近
百年。

王加顺说，一顶好的乌毡
帽冬暖夏凉，一遇雨水会变硬
变实，绝不会漏进一滴雨，大风
刮面时，又能挡风遮耳起到保
暖作用，因而旧时极受欢迎。
父亲制作的乌毡帽因为质量上
乘、用料考究，销量十分不错。

“当时陶堰渔场渔民的乌毡帽
都出自父亲之手，则水牌、萧山
等地也常有人赶来采购。”

然而，低产量、高成本、繁
琐的工艺与实惠的价格，让入
行做乌毡帽的师傅越来越少。
随着老师傅们年岁渐高，这门
手艺面临失传。“现在绍兴还会
做、还在做乌毡帽的人，几乎只
有我一个了，没人学，乌毡帽技
艺的传承变得越发困难。”如今
他在制作乌毡帽时，儿子、孙子
常会搭把手，让他颇感欣慰。

“绍兴‘三乌’中，乌篷船和
乌干菜的传承态势良好，唯独
乌毡帽技艺陷入失传困境。‘三
乌’是绍兴文化代表，缺一不
可。留给下一代学习的时间越
来越少，老手艺要传承首先要
更重视，这不仅仅是一顶帽子，
它承载的是我们的历史和文
化。”他深情地说道。

本报讯 通讯员成良田、徐
超报道 互联网时代，如何做到
在“聚光灯”下有底气、更从容、
会表达？宁波镇海区聚焦全面
加强“三支队伍”建设，近日启动
实施新媒介素养“聚光灯”计划，
着力提升人才队伍本领水平。

一见麦克风和摄像机就慌
了神、乱了阵脚；人人都有麦克
风的时代，却不敢说、不会说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少人
都会感到媒介素养不足的“本
领恐慌”。

镇海区坚持问题导向，从提
升媒介素养入手，按照实用、实
效、实战原则，深入调查研究，广
泛征求意见，系统梳理全区“三
支队伍”在媒介素养上存在的短
板和不足，突出覆盖全面、分层
分类、靶向施训，按照新闻发言
人、年轻干部、基层网格员等10
类群体，有针对性实施10项计
划，强化互联网背景下思维方
式，全面提升媒介素养。

推出“媒体邀你来策划”系
列活动，让群众参与讲好镇海
故事；实施“信息到家”工程，让
村（居）民多了“新闻发布官”的
身份；用好镇海网络问政平台，
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近
年来，镇海在实践探索中形成
不少好做法、好经验。

“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实
施‘聚光灯’计划，打好‘聚’合
知识、‘光’明洞察、‘灯’照视界
三套组合拳，抓好专业实训、技
能实练、模拟实战、岗位实践四
种模式，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和
工作本领。”镇海区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说。

在计划实施中，镇海将采
取“机关+基层”“线下+线上”

“实训+实战”“模拟+现场”“日
常+节点”等多种形式，把媒介
素养纳入日常教育、融入岗位
锤炼，使大家在正视问题、补齐
短板中提升工作实效。

实战实训是提升媒介素养
的“磨刀石”。“聚光灯”计划将
每月安排2次“最镇海我来说”、
每季度安排1次新闻发布会、半
年举行1次技能大比武，通过创
设情景，模拟现场，让大家在身
临其境中掌握基本技巧，提高
工作本领。

“要把媒介素养作为‘必修
课’。”镇海区骆驼街道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将主动投身“聚光
灯”计划，把自己置于“聚光灯”
之下，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做好本职工作的本领，为奋力
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科创强
区、品质之城提供有力的舆论
支撑。

杭州亚运会博物馆
迎来首批“橙衣客”

同事给封梅拍照留念。

首批“橙衣客”参观杭州亚运会博物馆。

为了救人，他摔断 4 根肋骨

自豪但又心疼儿子的父亲
为他写了一首诗

李树卿：

绽放在电力工程一线的一朵“蕙兰”

聚焦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

镇海启动
“聚光灯”计划

72 道工序，做出一顶
正宗绍兴乌毡帽

“绍兴还在纯手工制作乌毡帽的，
几乎只有我了”

王加顺挑羊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