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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明张恩明：：为智能矿山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智能矿山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乔兰蓉：桃花坞里的守艺人

这个全国工人先锋号，赋予机器人更多可能

蔡保来：49万件包裹的温暖传递

袁俊球袁俊球：：
玩转创新玩转创新 匠心筑梦匠心筑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又一代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杰出代
表，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傲。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省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喜获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表彰，其
中，我省推荐评选全国五一劳动奖状11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56个、全国工人先锋号43个，省五一劳
动奖状170个、省五一劳动奖章412个、省五一劳动荣誉奖章20个、省工人先锋号635个。

这些被表彰对象都是在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有来自基层
一线的职工、教师、医生、公安干警和班组，也有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社会管理人
员和单位，涵盖了我省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等多个行业，充分反映了江苏各行各业职
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体现了广泛性、先进性和时代性。他们在平凡的劳动中创造了不平凡的
业绩、在普通的岗位上奏响了动人的劳动者之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杰出代表，有了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使得广大职工群众有了学习的榜样、有了奋进的目标。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新时代新征程上，让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把树立远大理想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以“真正挑起大梁”的责任担当，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努力交出“走在前、做示范”的好答卷。

17年来，他扎根一线，敢为人先，致力
于煤矿的智能化建设。他就是今年的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洋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电子信息工程师张恩明。

2007年，从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后，张恩明一直从事人工智能、智能矿
山建设关键技术等学科方向的研究及应
用，并于2010年3月入职华洋通信。“一开
始我就是一名普通员工，是公司给予的平
台让我逐渐成长。”张恩明说，“我学的是
机电一体化，比较喜欢自动化这个行业，
我们可以编写代码，通过计算机控制煤矿
井下设备的运行、采集相关设备的信息
等，能够减少煤矿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
煤矿的安全性。”

张恩明告诉记者，在煤炭行业，经常会
遇到煤矿安全事故，而事故会影响一个家
庭。有一次发生的安全事故深深触动了
他，“一个煤矿工人在事故中不幸离世，家
里有刚出生不到一周岁的小孩，还有年迈
的父母，工人们议论说这一家往后的生活
会很艰难。”当时张恩明就想到，智能化设
备在煤矿一线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等
危险场所广泛应用，可以降低安全隐患。

他主动请缨成立技术攻关组，带领小
组成员坚持发明创造、自主创新。大家齐

心协力，经过艰苦努力，公司立项的研发项
目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并转化成了生产
力，解决了很多生产中的难题，同时培养出
了一批善于学习、工作扎实、创新意识强的
人才。

张恩明在智能矿山建设领域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技术，为煤矿信息化、自动化改
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带领研发团队赴郭
二庄煤矿，针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薄煤层开采关键技术及装备项
目“三机”协同控制技术课题做工业性试
验。该工作面平均采高0.8米，操作工需要
弯腰移动甚至匍匐移动以分别控制综采面
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运输机及其配套设
备，不但生产效率低、成本高，而且安全隐
患大。经过半年努力，通过对运行参数的
实时提取和综合分析，实现三机运行控制
参数的自适应调整、匹配，达到“三机”协同
控制，最终在离采煤工作面2公里的安全
区域实现对采煤工作面采煤机、运输机、液
压支架、乳化泵、转载机、皮带机等装备的
协同控制，大幅提高了煤炭开采效率，而且
大大降低了煤矿安全隐患。该项目获得
2017年度徐州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通过创新研发，张恩明获得5项实用
新型专利。他参与的“山西中煤华晋集团

综合信息化系统与实践”项目，获2018年
度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撰写
多篇论文在煤炭类杂志上发表，其中两篇
论文发表在《煤矿机械》中文核心期刊上。

“煤矿从传统生产到智能化生产，是革
命性突破。”张恩明说，煤矿智能化建设应
用了科技前沿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他将
继续苦干实干，为智能矿山建设贡献智慧
和力量。 本报记者 谢丹娜

“我就是喜欢向不可能的事发起挑战，要做就做第一！”常州金
坛金能电力有限公司博源智慧能源服务中心主任袁俊球30年不
改初心，在能源转型、绿色发展、产业改革的服务实践中，问“需”于
企，送“技”上门，带领团队累计完成创新成果30余项，开展助企活
动170余次，覆盖企业300余家，为企业节省成本近1.3亿元，切实
帮助企业提升了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日前，他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早在2010年，袁俊球敏锐地发现，客户用能管理凸显真空，于
是大胆提出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智能服务的设想。2016年，“金
广场”4座无人值守配电房投入使用，常州市金坛区率先步入智能
运维时代。

在探索过程中，袁俊球愈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电力供应不仅
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服务、一种智慧。2017年9月，国家电网公
司营销部来金坛调研，他大胆建言，提出了“国家电网公司由单一的
电能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的想法。他在基层成功的先行
先试给了顶层信心，国家电网公司综合能源服务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综合能源服务这盘棋上，新入局者最重视的是抢占客户。
袁俊球觉得，国网既是参与者，更是引领者，在开局阶段该取势而
非取地。因此他提出了“立足客户视角、主动感知需求、价值创造
驱动服务”的理念，在技术上、模式上抢占制高点，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于是，他带领团队打造了包含15个主题、58项业务场
景、108个服务功能的综合能源服务云平台。这样的平台犹如最强
大脑，能够灵活适应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如今，已经
为超过300家用电企业提供“私人定制”式的综合能源服务。

“10千伏线路自动调压系统”是袁俊球的第一个创新成果，它
的研发源于一起光伏客户连续低电压投诉，由于配网线路长达15
公里，且客户冲击负荷较大，生产部门通过新增变电所，缩短供电
半径的方案短时间难以实现。袁俊球急客户所急，根据在调度、运
行上多年的工作经验，历时两个月，带领团队成功研发“10千伏线
路自动调压系统”。新产品实现了秒级响应、智能分组投切，直接
解决了困扰客户多时的电压不稳定问题，实现了配网节能降损目
标，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好评。该产品已经在多地推广应用。
2022年夏季，连云港地区渔场158个台区出现低电压，渔民增氧困
难，运用该产品现场救急，投运即解决问题。

“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袁俊球带领服务小组，
在原有助企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发力，为综合能源服务开辟新
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为绿色发展再添新动能。

创新无止境。袁俊球的创新故事还在续写新的篇章，2024
年，更高效的负压闭式循环粮食电烘干系统、手持式PDA智能巡
检终端研发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吴文龙

五百年前，唐伯虎的一首《桃花庵歌》，让
桃花坞成了诗意和浪漫的代名词。桃花坞大
街位于苏州市古城区，以唐寅故居和桃花坞年
画闻名。街道两侧的住宅大多粉墙黛瓦、古色
古香。信步其中，一家门面虽不起眼，却人群
往来、络绎不绝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工作室必然
会吸引你的目光。这里，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州市
代表性传承人、省五一巾帼标兵乔兰蓉的年画
工作室。

最近，她正积极为苏州城市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的学生们准备一场交流讲座，以《桃花
坞木版年画的前世今生》为题，为他们讲解桃
花坞木版年画的发展脉络以及自己在学习、创
作、和市场推广过程中的经验。

乔兰蓉和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缘分也始于
校园。2002年，当时还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攻读装饰艺术设计专业的乔兰蓉被
学院美术馆举办的桃花坞年画展深深吸引。

第二年，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学校
开设的年画技艺传承班，师承房志
达、王祖德、张晓飞等名师，开始了
20年如一日的桃花坞木版年画探
索之旅。

从熟悉的毛笔到陌生的刻刀、
棕刷，在角色转换的初期，乔兰蓉并
未能迅速适应，花了3个月时间磨
刀，也没能磨出想要的效果，受伤更
成了家常便饭，但内心对木版年画
的热爱让她坚持了下来。从入门到
精通，她花了将近10年。

“一版一色”是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工艺特
点，也就是说，一幅作品有多少种颜色就需要
刻多少块版，所以完成一幅作品快的话也要
几个月，慢的话则需要一两年时间。乔兰蓉
说，表面上是人在刻版，实际上版也在雕刻
人，这不仅是一次技艺的训练，更是一种心性
的磨砺。

作为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乔兰蓉从未停止
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探索和推广。近些年，她
不断寻求创新，以更加细腻的线条与淡雅的色
彩，突破传统木版年画相对单调的主题和画
风，另外还积极开设体验课程，供有兴趣的人
亲身感受年画的魅力；开发文创产品，将年画
元素与丝巾、包具、抱枕、台灯、点心等融合起
来，制作出随手可用、随心可赏、随口可尝的

“年画”，广泛推广桃花坞年画这张亮丽的“江
南名片”。

念兹在兹，必有回响。乔兰蓉的桃花坞年
画作品荣获全国首届木刻年画联展金奖、第三
届东方工艺美术之都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
（苏州）民间艺术博览会精品奖等荣誉。2023
年，她创作的《姑苏食景图》系列版画被中国国
家版本馆收藏。

去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平江
历史文化街区，并现场体验了桃花坞木版年画
制作技艺。这更加坚定了乔兰蓉传承弘扬非
遗文化的信心。时至今日，她依然保留着每年
复刻一幅经典、延续一幅生肖年画、创作一套主
题系列年画的初心，用一幅幅风格秀丽雅致、江
南特色浓郁的年画作品，实现着她“守护年画之
美，让年画回归百姓生活”的承诺。 苏工宣

扫描、装货、驾驶、派件、卸货……每天一大
早，淮安顺丰速递金湖分公司快递小哥蔡保来都
会准时出现在服务网点，娴熟地操作各个环节。

蔡保来当过兵，8年前退伍后做起了快递
员。行程33万公里、送出49万多件快递，这是他
入职以来的成绩单。淮安市劳动模范、江苏“最
美交通人”……这些荣誉见证了他穿行在湖城大
街小巷、田间地头的无数平凡日子。今年五一前
夕，蔡保来被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

“快递员这个工作，不是说你把一车快件送
出去就万事大吉了。”在蔡保来看来，“除了做‘时
间管理大师’和‘沟通达人’，快递员脑子里还得
有一张活地图。”

为提高派送效率，蔡保来练就了随时规划最
短送件线路的本领，但在送快递的路上也会突发

“小意外”，“比如，这边客户刚要求必须几点前把
快件送到，那边客户又忽然发出了揽件任务信
息，由于揽件和派送都有时效性，就要随时调整
派送路线并预约好上门时间，设计出配送和取件
的最优路线。”

在工友们眼里，蔡保来就是配送快递的
“活地图”，送件线路内遇学校商场等
固定时间段会堵车的地段，他都
会精准避开。他负责的片区
内哪里有快递柜、哪家客户
需要送货上门、哪些快件可
以放快递柜、哪些不能放等
等，都心中有数。“秘诀”加
持，从业以来，他从未出现一
次服务类投诉、一件违禁品。

从部队战士到快递小
哥，蔡保来认为，两者最大的
共同点就是责任，“战士的责
任是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快
递员的责任是不管严寒酷暑
还是刮风下雨，都要将快件
及时安全地送到客户手中。”

蔡保来回忆说，有一年
大年三十，下着小雨，天色已
晚，手中最后一份快件是要
送到一个偏远乡镇的村子
里，但地址不详。与寄件者
电话沟通后，得知这是外地
女儿给父亲邮寄的急需药
物。他在泥泞的小路上一边

快走，一边打听老人的住处。成功将快件送达
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天空飘起雪花，肚子饿
得咕咕叫，但他的内心却是热乎乎的，“我们的工
作不仅是将货物准时、完整地送到客户手中，更
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温暖、善良的情感，我
越来越爱这个职业。”

对工作充满热情，对生活无比热爱。疫情期
间，蔡保来组建青年突击队，主动要求参加防疫
物资转运；他热心公益事业，认领并长期帮扶两
名困难儿童；作为业务骨干，他始终关注新人成
长，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

“任何荣誉都是靠脚踏实地的付出和努力得
来的，这是我对奋斗的理解，我也是一直这样要
求自己。今后，我会带着这份信念，更好地投入
到快递工作中，用更专业的服务，把温暖传递给
千家万户。”蔡保来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耿晓喆

在无锡市宇正铁路油封制造有限公
司，机器人集成班组首次突破国内复兴号
高铁座椅的国产化全自动生产，这个项目
获得2018江苏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三等
奖。在新能源行业攻克了电解制氢板的难
题，深受行业的青睐。日前，该班组获评全
国工人先锋号。

机器人集成班组成立于2002年，目前
拥有9名成员，平均年龄 30 岁，是一支朝
气蓬勃、敢打敢拼、追求卓越的年轻队
伍。 赋予机器人更多可能，这是机器人集
成班组的使命。在班组长林乔宇的带领
下，他们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团队先后攻克了包括氩弧焊机器人集

成、铝合金焊接集成等高难度工装集成，同
时，在高压容器、散热器、新能源、电动车、
家电等多项领域中都有突破。他们完成汽
车涡轮增压器放气阀（执行器）项目，并成
功自主生产了青岛DISPEN防尘罩和储油
缸产品；协同主机厂，开发新型的柴油发动
机支架焊接生产线；开发国内首台全AI乳
腺检测设备中的全自动跟踪检测系统，并
生产制作了高精度乳腺检测旋转杯体，能
够在 360°乳腺检测杯体旋转中保持
0.001°的精度，更加精准地定位乳腺病灶
体，将误判率降低到几乎为零的状态。

成功并不是偶然。他们在数千次的调
试和验证中来回穿梭，机器的轰鸣声与焊

接的火光交相辉映。一次，厂里接到一个
重要项目，需要焊接一种高耐腐蚀性的材
料。这种材料的焊接难度极大，传统的焊
接方法很难满足要求。在不断的调试中，
林乔宇决定尝试一种全新的焊接技术——
激光焊接，它利用高能激光束作为热源，具
有焊接速度快、热影响区小、变形小的优
点。然而，这项技术在国内的应用还相对
较少。班组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路。他们
轮流守岗，相互交流经验，大量查阅专业文
献，向国内外的专家请教，甚至动手制作了
一套焊接激光设备。期间他们遇到了无数
困难和挫折，但从未放弃过。

2020年至2023年，机器人集成班组
先后完成了电动车的全自动机器人集成项
目、与主机厂签订了两条龙门式全自动化
机器人集成的生产线、健身器材全自动化
机器人集成的生产项目以及新能源汽车全
自动化焊接变位机的交付，成功自主研发
6轴机械手，其举重性能超过同类机械手5
倍，为公司创造了较高收益。近年又开发
了德国林德叉车自动踏板门架的项目，并
高效率地研制出国内首条生产线。

企业拥有的2项发明专利和30多项
实用新型专利，背后离不开机器人集成班
组的创新“加持”。该班组已成为中国高
铁、动车油压减震器主部件的主要供应商，
产品覆盖率50%，也是德国林德叉车自动
踏板门架的供应商，机器人周边自动化集
成销售量已达5000万元以上。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班组员工的思想
政治引领，用先进理论和创新意识武装自
己的头脑，勇于并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
行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青春力
量。”林乔宇说。 本报记者 谢丹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