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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种“ 年 味 儿 ”叫 坚 守

“寒潮天气即将来临，接班人员请注意开关六氟化
硫气体压力变化情况……”1月23日，大年初二，上午9
点半，在南京500千伏东善桥变电站内，变电运维工开
始交接班，已经在此值守48小时的叶昱媛想到马上就
能回去，和家人热热闹闹补过一个团圆年，嘴角就忍不
住微微上扬。

变电运维工被大家形象地称为变电站的“体检
师”。1994年出生的叶昱媛是南京供电公司500千伏
变电运检中心仅有的5位女“体检师”之一，她所在的东
善桥变电运维班主要负责东善桥、廻峰山、秦淮等7座
变电站的运维管理，及时发现缺陷和隐患，确保设备处
于健康状态。

绝缘手套、望远镜、测温仪，这就是叶昱媛和搭班同
事为变电站做“体检”的装备。在此次除夕和大年初一
当班的48小时里，两人至少进行了4次整站巡检。

进入设备区，迎面而来的是变压器运行的轰鸣声和
“滋滋”作响的放电声。“外面的人听了可能会觉得这是
噪声，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信号，突然变大或变小了，
就意味着有异常情况发生。”叶昱媛告诉记者，东善桥站
是城市枢纽站，面积大、设备多。该站占地139亩，相当
于13个足球场大小，每次巡视时全站1900个设备、1.8
万余个点位都要逐一仔细察看，巡视一趟就要近2小
时。“整站‘体检’下来，平均要爬20层楼，在设备下方钻
进转出50多次，行走近5千米，腿脚不好可不行。”

叶昱媛看上去娇小瘦弱，干起活来却十分麻利。只
见她双手托举着测温仪，地毯式地缓缓扫过500千伏设
备区的每一个点位，测到容易发热的设备与导线的连接
位置，她就稍作停留，确认没有过热之处再移向下一点，
直到该区域全部巡视完，她才放下仪器继续前行。

天气寒冷，叶昱媛拿着测温仪的双手已被冻得通
红，“绝缘手套是检查端子箱时戴的，测温时戴手套不方
便操作。”在变压器区，叶昱媛弓身钻到空间狭小的变压
器风扇下方，即使巨型风扇吹得她几乎睁不开眼，冷气
也直往骨头里钻，她依然一丝不苟地观察有无异物吸附
在冷却器进风口，细听主变压器运转声是否正常、风扇
是否启动，检查周围油路管道有无渗油。她还将每一个
端子箱打开仔细检查，密密麻麻成百上千个部件全部做
到“仪器到、眼睛到、精神到”。

在叶昱媛看来，作为东善桥站的“体检师”，不仅要
能吃苦，还要细心，练就“绣花功夫”，因为这是南京“年
龄最大”的500千伏变电站，已建成投运30年，设备不

可避免地老旧、容易“生病”。“东善桥站还是南京高铁的主供电源之一，春运期间正
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三九天，站内零件可能会因受冷收缩而松动，一个小小端子接触
不良都可能影响高铁供电线路正常运行，容不得一丝马虎。”

“因为平时‘绣花功夫’的细致‘呵护’，这个冬天我们一共只发现了15条缺陷，
都第一时间消除了。”叶昱媛笑眯眯地说。

女孩子干变电运维工作，既枯燥又辛苦，一轮值班就是48小时，“不仅要克服心
理上的孤独，更要忍受夏天脖子和手腕被晒到分层、冬天耳朵和双手被冻得开裂。”
2019年从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扎根在变电运维一线。叶昱媛说，上个月
疫情防控放开后，不少同事“阳”了，班组人手不足，她连续工作6天没回过家。

“每次下班回城看到一路灯火通明，我就会不由自主想到这些繁华景象正是由无数
电网人用坚守点亮的，心里挺骄傲的。”变电站早已成为叶昱媛的另一个家，去年春节初
一初二值班，今年的年夜饭则是在变电站里吃的，“自己动手准备的火锅，红红火火过大
年嘛！”叶昱媛说，万家灯火团圆时，自己在一线守护平安，同样是幸福的。 摄影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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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节假期，许多职工坚守岗位，在建设工地紧张施工，在工厂车间辛勤劳动，

在社区基层守卫平安。他们辛勤付出，默默奉献，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守望万
家灯火，成为新春的亮丽风景线。

看到同事朋友陆续转来的网上视频，孟
婷婷还有点懵，没想到自己结束工作后在站
台上随意跳的一段舞步，一不小心让她成了

“网红”，铁路职工的辛苦工作也因此受到社
会关注。而在婷婷看来，“这一天”并没有什
么特别，忙碌与坚守是春运期间铁路人的常
态。

出生于1993年的孟婷婷是南京南站客
运二班一名普通职工，2014年毕业于南京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从实习期间第一次踏上列
车开始，婷婷已经历了第十个年头的春运。
这十年中，有9个除夕都是在岗位上度过
的。由于岗位的特殊性，孟婷婷和她的同事
们常年的工作节奏是“上一休二”，每次当班
从早上8点半到次日8点半，连续24小时在
岗。日常送走末班车最迟工作到24点前，可
以回宿舍区休息到清晨5点左右迎接早班车
的到来，再继续工作到8点半结束一整班次
的工作。而在春运客流高峰期间，车站增开
了通宵夜班车，一旦忙起来，当班的客运员也
就没了回宿舍睡觉的时间。

列车提前13分钟开始检票，客运员需在
开检前3分钟到达站台，列车停站3、4分钟
上下客，这期间，孟婷婷要做好下客扶梯防
护、站台秩序维持、与车长办理交接、接车、防
护出站口、引导乘客、扶老携幼，还要不时地
用对讲机与同事保持联系，处理突发情况；直
到列车启动，目送离站，车走站台清，整趟列
车的接送流程平均20分钟。春运期间，当班

客运员每天平均要接车七八十趟，在站台上
来回行走的步数都要近两万步。有时，这趟
列车刚刚启动，下一列已经驶来。车与车之
间最长的间隔也就10来分钟。

这几天的最低气温都低于零下5摄氏
度，行色匆匆的旅客捂得严严实实。身材修
长的孟婷婷也被工作服裹得有些臃肿，“这
里都是穿堂风，长时间在站台上室外工作不
得不多穿点，否则扛不住。”婷婷笑着告诉记
者，在工作棉服里面，她还穿了毛衣和小羽
绒服，腿上是两条绒裤。回忆起前几天的那
段站台舞蹈，婷婷不好意思地说：“当时是早
上5点多钟，很冷，也有点困，但送走了所有
的通宵夜班车，工作告一段落，心里也轻松了
许多，便忍不住在空旷的站台上跳了一段。”
当天婷婷值守的是京沪线，车次密集，连续在
岗21个小时，接车71趟。因距离早班车到
站就一个多小时了，来不及回宿舍睡觉的她
便在站台休息会儿。在走向一侧的临时休息
室的路上，她心里哼着网红歌曲《早安隆回》，
踩着节奏舞蹈起来，“很快又元气满满啦”。
这段站台监控视频被车站意外发现后立马引
起了各家媒体的兴趣，舞者的动作优美、阳光
自信，感染到每一个人。“可爱、温暖、治愈、乐
观向上……”“致敬每一位了不起的劳动者”
视频在网上被广为转发点赞。

熟悉孟婷婷的同事和朋友对她跳出这么
美的舞步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原来，从小学习
舞蹈的婷婷在校期间就是大学生艺术团舞蹈

队成员以及校礼仪队队长，舞台上的C位“明
星”，现在也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跳舞一直是
我的兴趣爱好，学生时期，各种文艺汇演和技
能竞赛是我展示的舞台；工作后从事客运服
务，站台便是我新的舞台，踏踏实实立足岗
位，用自己掌握的技能服务好乘客，相信在这
里可以有更精彩的展示。”

“近三年都没看到车站有这么多人了！”
孟婷婷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前几年春运期
间人员流动相对少，虽然那时车站工作压力
小些，但大家心情并不轻松。今年春节明显
客流增加，加班车次也多了，高铁南京南站共
有500多名像她这样的客运职工坚守在岗位
上，每天需接送列车近700趟。“工作很忙很
辛苦，但看到逐步回归的烟火气，看到在我们
这里平安出入的乘客，真的很开心。希望在
新的一年里，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所有的乘
客都能平安健康！”

孟婷婷：站台，我的舞台
本报记者 鲍晶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首
个春节，当万家团聚时，有一群人，面对生命
的托付，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成为春节

“医”线的“不归人”。
“爷爷，我们一起跨年啦！恭喜你又大

了一岁，争取康复出院，活到 120 岁呀！”
“唉！争取！”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重症
医学科病房内，90多岁的老人眼含泪光与为
他翻身的护士一起许下新年愿望！

“按照护理流程，我和值班的同事们
今年跨年的时候正是为重症患者翻身的
时候，因为既要尽量不打扰他们休息，又
要照顾到他们的病情，平均每个人完成翻
身要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么多患者全
部翻身完毕大概要用时一个小时。常人
觉得很简单的翻身动作，对他们而言却是
不容易的，很庆幸我们护理的这些患者都
能顺利跨年，新的一年新的希望！”南京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 护士袁
欢告诉记者，今年是她在这个科室的第五
年，除了有一年生孩子，其余四年的除夕
夜都是在科里与值班的同事和患者一起
度过的，她说自己是南京姑娘，能用自己
的力量来守护这座城里人的健康，很有成
就感！

虽然没能在家吃年夜饭，但袁欢觉得，
跟同事们一起吃的感觉也像亲人一样，“这
里也是我们的家呀！”上班前袁欢还自己动
手做了一些“萌兔糖”，每个甜点上都有两只

“兔耳朵”，希望能给辛苦工作的大家带来一
点甜。

“我一般早上7点就到科室了，赶在8点
钟交班前所有床位走一遍，看过才放心！”该
院重症医学科ICU护士长曹晶晶是一位徐
州姑娘，她告诉记者，今年是她从事护理工
作的第13年，春节在岗的第12年。

在重症医学科，护士工作相对显得更为
繁重，因为这里的患者都是急危重症且需进
行高级生命支持的重症患者。因为疾病的
特殊性，突发情况很多，医护人员随时要做
好抢救的准备，护士们都要随叫随到。与普
通病房的护士相比，重症医学科病房实行24
小时无陪护制度，每位患者的治疗、护理及
生活照料等都由护士负责。曹晶晶感叹：

“很多年轻的护士在家还是个孩子，也是被
父母捧在手心里的，但是在ICU，她们不怕脏
不怕累，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我真是打
心眼里挺佩服的！”

疫情防控“新十条”实施后，重症医学科
的医护人员经历了一场严峻的挑战。“我们
ICU收治的老年患者相对较多，96岁的王奶
奶是一年来我护理的第208位气管插管的患
者，因为年龄大，病情重，这类患者往往比其
他患者更难以脱机拔管。 （下转第三版）

重症病房内，春节“医”线“不归人”
通讯员 杨璞 记者 徐嵋

1月22日，兔年正月初一，王长明上白班。从1985年18岁入厂的那年春节算
起，到2023年兔年的新春，他已在岗位上度过了自己的第38个春节，用实际行动
确保装置生产安全、社会洗涤日用品原料供应正常。

王长明是金陵石化烷基苯厂烷一车间操作员、高级技师，整个职业生涯都在
连续生产型石油化工行业度过，24小时三班倒、节假日无休，他说这是他的“正常”
工作和生活方式。

作为脱氢装置主操，200多个DCS仪表控制点和显示点，需要王长明每隔两
小时逐个“过一遍”，以便发现其中隐含的“风险点”。同时还要精准操作调整，保
证装置安稳运行。作为有着30多年操作经验的石化“老把式”，他练就了一双“火
眼金睛”，只要坐在操作台前，就会打起“十二分”精神，每抄一个数字，都会深深地
印在脑海里。

当天，王长明和往常一样，一趟表抄下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温度、压力、流
量、液位，每一个数值是否处在正常范围内，他都了然于胸。尤其在冬季的寒冷夜
晚，他特别关注是否有重要数据出现假指示或数据“偏移”。

“每个数值的趋势需要时刻关注。”9:25分，对P-305A泵运行状态数值不放
心，他调出机泵“点检”趋势图，“D点”振动有加大趋势。同时他和相邻岗位确认有
关动作，在得到“无异常”回答后，他还是不放心。在与班长汇报沟通后，他叫来徒
弟李映雪：“拿上测温仪，检测一下P-305A泵的轴承温度。”

与此同时，他通过对讲机与正在巡检的另一位高级技师葛永成沟通，要他与
小李一起检测在运机泵运行参数。经过他俩现场仔细检测，确认轴承温度异常。

向值班领导和技术员汇报后，他们决定按照工艺规程，严格操作，将异常机泵
紧急切换至备用泵。

“已切换至备用机泵。”现场对讲机传来葛永成的声音。 （下转第三版）

1月25日，大年初四，5：10，天还没亮，
陈兔良就蹑手蹑脚地起床。5：25，对镜检查
着装是否规范。5：30，他拖着飞行箱，轻轻
关上家门，开车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执行他
兔年的第一个航班。

这是一位与兔年有着特殊缘分的机长，
他不仅名字里有兔，而且也是兔年出生，今年
正是他的本命年，同事们纷纷叫他“兔机长”。

5：50，陈兔良到达空勤楼机长停车场。
当天，陈兔良执飞的是南京到沈阳的往返航
班。下午回到南京后，他又马不停蹄地飞往
昆明。“就这一两个月，航班一下子就多起来
了，经常要驻外飞行，一出去就是三四天。”

对于这些机长来说，春节连续三四
天不能回家是很正常的，此前，陈兔
良也连续四天在外执行飞行任务，
除夕夜里才到家，“初六上午飞回南
京，然后下午再飞一趟南京到深圳
的往返航班。”

做完一系列的航前准备工作，
等待机组车发车时，陈兔良手机响
了，里面传来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爸爸，爸爸，你看看你口袋里有
啥？”陈兔良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

一个戴着飞行帽的兔子。他腼腆一笑，说两
个女儿特别可爱。小女儿刚刚3岁多，很黏
他，因为这三年航班少，他就有很多时间在
家，除了学习和锻炼，就是陪孩子。“有得有失
吧，大女儿就可怜了，她小时候我老在外面
飞，都没怎么陪过她。”

陈兔良今年36岁，是东航江苏公司的一
名年轻机长。2011年开始飞行，2017年成
为机长，已经飞行8583个小时，完成2512次
起降操作。

在陈兔良看来，作为机长，最重要的是沉
着冷静，应对各种情况忙而不乱。在飞机驾
驶舱，围绕着飞行员上下左右有数百个按钮，

即使一次常规的飞行，也需要操作大约200
多个按钮。一旦出现小偏差，都需要飞行员
及时纠偏，确保飞行安全。“今天满客满载。
他们回家团圆也好，旅游也好，作为飞行员，
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准点地送达目的地，我就
感到很快乐。”陈兔良一边查看电子飞行包里
的舱位数据一边说。

之前三年受疫情影响，民航陷入持续低
迷。如今，疫情防疫进入新阶段，今年假期，
人们被压抑的出行需求极大释放出来。“飞行
员飞行员，就是要飞行嘛，终于可以好好飞
了。”陈兔良的眼睛里闪着光。

与飞机整天起起落落相比，航班少的日
子，给了飞行员以及民航其他工种更多的培
训时间。“我们飞行部一直在抓培训，线上线
下各种安全大讲堂经常开。最近和好多副驾
驶飞，随便问什么问题都难不住他们，感觉他
们的肚子里装的都是知识。”

今年春暖花开之际，也是民航的“春
天”。对此，陈兔良充满了信心。疫情三年，
从抗疫驰援包机、复工复产包机到赴海外“拼
经济”包机，到如今航班恢复常态，陈兔良在
自己的飞行小时数据里也看到了整个国家经
济运行的上行线。

“兔机长”的兔年首个航班
通讯员 李传华 记者 谢丹娜38个春节，他在岗位上度过

通讯员 窦富吉 陈平轩 袁宏桥

据新华社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
布《军人勋表管理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军事政
策制度改革总体要求，聚焦备战打仗主业，融入
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坚持传承历史与创
新发展相统一、保持特色与吸收借鉴相结合，全
面构建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导向明确、彰显功绩
的军人勋表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军事职业吸引
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营造珍惜荣誉、崇尚英
雄、争做先锋的良好局面。

《规定》是我军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军人勋表
管理工作的重要法规文件。坚持根本遵循，深入
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功勋荣誉制度建设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勋表制度建设根本指

导；坚持为战导向，在略章设计、佩戴顺序、佩戴
数量等各个方面，突出战时，彰显战功，注重励
战，着重体现作战、执行重大任务、艰苦地区服役
等特殊经历和荣誉；坚持体系设计，项目设立兼
顾全军共同和军种特色，内容设置覆盖功勋荣誉
表彰、岗位贡献和服役奉献，样式呈现注重色彩
搭配协调美观，体现全局性、整体性、协调性；坚
持官兵一致，不论军官士兵、不论职位高低一律
以获得荣誉、服役奉献授予略章和确定勋表佩戴
排数和数量，充分彰显荣誉面前官兵一致人人平
等；坚持继承创新，既注重传承我军光荣历史传
统，汲取我军勋奖制度有益经验，大量运用我军
红色基因元素，又积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创新发
展，构建更加富有新时代特色、符合新体制特点、
体现新使命要求的军人勋表制度。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人勋表管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