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会新闻部： 025-83279180
综合新闻部： 025-83279175

83279178
记者通联部： 025-83279187（含传真）
副刊评论部： 025-83279183

编务出版部： 025-83279189
83279190

网络新闻部： 025-83279189
发行外联部： 025-83279184（含传真）

83279185

理事会办公室： 025-83279188（含传真）
广告信息部： 025-83279186
专题专刊部： 025-83279195
报社办公室： 025-83279191（含传真）

83279192（含传真）

南京记者站： 025-84551259
无锡记者站： 0510-82710644
镇江记者站： 0511-84413010
苏州记者站： 0512-65232007
南通记者站： 0513-85518389

扬州记者站： 0514-87329339
盐城记者站： 0515-88323997
徐州记者站： 0516-80277966
淮安记者站： 0517-83956961
连云港记者站： 0518-85400641

常州记者站： 0519-88117396
泰州记者站： 0523-80818683
宿迁记者站： 0527-84388197
张家港特派记者： 0512-58226335
海安特派记者： 0513-88869196

本报新闻网： 025-83279186
本社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
邮政编码： 2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0004110909
定价：216元(全年) / 18元(每月)

4 工会新闻部电话：025-83279180 读者报料热线电话：025-83279195

责任编辑/谢丹娜 版面编辑/晓 强 校对/于长彬 2025年3月13日

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清爽干练的着
装以及永远带着笑容的脸庞……在国网徐
州供电公司鼓楼供电服务中心营业班，有
这样一位以无私奉献和出色业绩而赢得广
泛认可的优秀班长——李琨。

李琨用19年的坚守与付出，在平凡的
营销服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她
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饱满的服务热情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把平
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不平凡”这一人
生信条，不仅赢得了用户的赞誉，也为班组
建设和企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22年，她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创新引领，班组建设再上新台阶

2018年 6月，李琨接过鼓楼供电服务
中心营业班班长的“接力棒”。彼时，营业
厅正朝着创建省级青年文明号的目标奋
进，这意味着班组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亟待
提升。为了快速适应新角色、补齐短板，李
琨每天抽出4个小时，钻研团队管理知识
和沟通技巧。

在学习调研的基础上，李琨深耕精益
化特色服务，提炼出“亲情四季服务法”和

“精益化服务七字法”，并创新提出了“管理
标准化、培训程序化、考核规范化、内容系
列化、形式多样化”的“五化”培训机制。这
一机制很快在全市营业厅得到广泛推广，
为提升员工整体素质和服务质量提供了有
力支撑。

在营业厅“三型一化”改造过程中，李
琨作为主创人员，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精
心编制了详细的改造方案，开辟了智能家
居厅和综合能源展示区。她参与撰写的
《基于客户多维需求感知的“三型一化”供
电服务模式精准落地实施方案》，成功入选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三型两网”管理创新计
划实施方案，为供电服务模式的优化升级
贡献了智慧力量。

亲情服务，以真心换真情

在李琨的职业生涯中，她始终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凭借扎实的业务知识
和精湛的服务技巧，再加上真诚和耐心，化

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紧张局面。
“张大爷，这几天大降温，您就别来营

业厅了。用我上次教您的‘网上国网’缴费
就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一
声，我去看您。”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李琨在
电话中耐心地嘱咐着营业厅的常客张玉
华。

6年前，营业厅进行“三型一化”改造，
因办公场所空间有限，缴费时队伍排到了
马路边。82岁的市民张玉华前来缴费时，
看到这一场景十分不满，冲着李琨大发雷
霆。李琨没有丝毫怨言，她耐心安抚老人
的情绪，详细解释营业厅整改的目的和好
处。在沟通过程中，张玉华逐渐明白了营
业厅的良苦用心，也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
悔，并给李琨写了一封感谢信。得知张玉
华子女不在身边，李琨便常去老人家中探
望，两人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张玉华把李琨
当成了自己的“好闺女”。他们的故事被改
编成作品《我女儿马上就到》，荣获第十五
届“电力奥斯卡”微电影组二等奖。

李琨常说：“当别人感谢你时，说明你
有帮助别人的力量。”这份力量支撑着她在
服务岗位上默默耕耘，用真心换来用户的
真情。

传递爱心，汇聚温暖力量

李琨所在的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亲情天使服务队”。自创建以来，19
年间，服务队在她的带领下，形成了良好的
班组“家文化”。成员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积极开展各类志愿活动，用爱汇聚成
一股股暖流，温暖着身边的人。

她们定期走进社区、校园、养老院，为
人们送去温暖和关怀，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解决用电难题。创新开展的环卫工人“夏
日送清凉”等活动，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李琨还编写了《光明心连心安全用电服务
指南》，为盲人群体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一次志愿服务中，一位独居老人办
理完业务后，队员的一个拥抱让老人在寒
冬中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老人动情地
说：“姑娘，我能抱抱你吗？看你让我想起
了我女儿……”这样的故事，在“亲情天使
服务队”中数不胜数。在李琨的言传身教
下，队员们将“优质服务 优秀做人”的理
念深深烙印在心中，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以奉献为笔，以爱心为墨，李琨用她的
实际行动证明：平凡岗位亦能绽放耀眼光
芒。

江苏油田真武油区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
娇小的身影穿梭在油井之间，那一身“石油红”
显得格外醒目。她们技术精湛、勇于担当，是
100多口油水井的贴身“护士”，用智慧和汗水
守护着油井安全的脉搏。在“三八”妇女节来
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她们的世界，一探她们如
何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故事。

坚韧不动摇 扎根在一线

真武采油班站位于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
前身是真十班组，诞生于1975年4月23日。
在50年的风雨历程中，这里的真20井是江苏
油田的千吨井、真12井是累计产油最高的井，
真6井是江苏油田第一口井，诞生了油田第一
个女子采油班、油田第一个女子民兵班、油田
第一个女劳模、油田第一任女队长、油田第一
个女技师等无数个油田第一，铸就了这个女子
班组的光辉岁月。当时的她们虽初出茅庐但
已“声名在外”，聚焦了石油汉子们的目光。

女子班组的油井分布散，管理难度大、技能
水平要求高，要想做好日常生产必须苦练技能。
为此，“石油姑娘”们刻苦训练、提升技能，熟练掌
握各项生产操作，技术水平甚至在男职工中也是
出类拔萃。爬游梁保养抽油机、换盘根、换皮带、
平井场……这一切看来似乎只有男职工能够完
成的工作，她们一一拿下。她们常打趣道：“女人
当男人使，没有我们干不了的活。”

巾帼有风采 铿锵显芳华

翻开女子采油队的事迹簿，感受到跨越时
空的感召力，不仅带给这支队伍与生俱来的荣
誉感和自豪感，更激励着他们用攻坚啃硬的斗
志做好每项工作。1990—1991年江苏油田开
展强“三基”工作，在原试采一厂采油一队进行

试点，当时由时任副局长孟宪铎带队吃住在队
上，在采油一队做标准化示范井场，就在当时
写下了“足下永是起跑线”的口号。

自此以后，“足下永是起跑线”成为了队伍
口号，开拓出一条巾帼建功之路，她们在工作
中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由“打破专业壁垒，成
为油井管理好手”的吴巧云劳模带领全员共商
共议、优化工具构造，发明了“巧云调节器”，使
女职工也能轻松移动几百斤重的电机，让更换
皮带这种挑战力量的工作成为采油女工的拿
手强项，最终独自完成抽油机皮带更换任务，
被局工会命名为“优秀操作法”。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女子班组全
体员工的辛勤耕耘下，班组多次获得了“全国
青年文明号”“全国能源化工系统女职工建功
立业标兵岗”及局“工人先锋号”“双文明标杆
班组”“党员责任示范区”等荣誉。据统计，女
子班组成立至今，先后培养出8位局、厂劳模，
以及15位采油大师及采油高级技师。

站在新起点 逐梦踏征程

真6井是女子采油班管理的第一口功勋
井，来到该井附近，只见井场规范、井口干净清
洁、标识清晰醒目，管理高标准的背后是班组
员工平日里的精心呵护，更是全员严细实的工
作作风的写照。“在我们看来，维护好这口井就
是守护好女子班当年的光辉历史。”这口井的
负责人付洋说。2007年，她接过前辈的接力
棒，成为真10女子采油班的班长。迄今为止，
她在真10班组已经有28年，28年最美的光
阴，都在与真10相伴。

近些年，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的时
代浪潮下，女子班组再次走到了发展转型的重
要关口，集基础设施升级、数据自动采集、井站
可视巡查、参数智能调控等功能于一体的“最
强大脑”，大大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女子班
组的成长发展顺应了时代的召唤，数字化油田
的建设，让她们因势利导，重新定位，传承好女
子班组精神，努力打造一支能战斗、敢担当、能
出彩、可信赖的女工队伍。续写好女子班组发
展转型的精彩篇章。

“班组人员在变，但坚韧不拔、勇于突破、
团结奋进的本色永不变；班组年龄结构在变，
但扎根一线、干事创业的初心永不变。我觉得
我们班组干劲儿不减反增，因为家庭的需要让
我们更懂得责任的意义、担当的价值，也更感
恩企业的给予和忠诚的内涵。”付洋说。

在东航技术江苏分公
司的生产控制中心，有一位
女性工程师，凭着精湛的专
业技能和对工作的无限热
忱，成了同事们眼中的榜
样。她就是周伽——2024
年度东航技术年度女职工
先进。她以女性特有的细
腻和坚韧，在男性主导的航
空维修领域中，书写了一段
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刚工作时，周伽被分配
到 EMB145 飞 机 维 修 小
组。在这里，她跟随经验丰
富的师傅们，从零开始学习
飞机各个系统的工作原
理。面对复杂的机械结构
和繁多的技术细节，她没有
丝毫退缩，而是以极高的热
情和专注投入其中。每一
次拆卸与安装，每一次故障
排查与修复，她都认真观
察、仔细记录，不断积累经
验。

第一次看到自己参与维修的飞
机顺利起飞时，周伽心中充满了无
尽的自豪感。她深知，这份工作不
仅关乎技术，更关乎无数乘客的生
命安全。从那一刻起，她便在心中
默默立下誓言：要用自己的双手，守
护每一架飞机的安全起降。

后续，周伽的工作重心转向了
系统和部附件的可靠性管理。这份
工作对专业能力和责任心的要求极
高。飞机的飞行系统复杂且精密，
一旦出现故障，需要在极短的时间
内完成排查和修复。而换下的部件
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她与
修理厂家进行及时、准确的沟通，并
将信息反馈给一线工作人员，从而
实现对飞机故障的闭环管理。

在一次对A320飞机的维修工
作中，周伽发现了夏季大量更换热
交换器的现象。经过现场跟踪和细
致分析，她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根
源：春节期间毛絮污染导致热交换
器性能下降。这一发现不仅为公司

节省了大量的维修成本，更提高了
维修效率，保障了飞机的安全运行。

周伽深知，飞机上的部件不仅
有使用寿命，修理也需要成本。因
此，她在工作中结合部件的寿命和
费用进行更换评估，力求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实现维修工作的科学
性和经济性。正是这种对工作的深
度思考和严谨态度，使得她在2015
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随着公司体系的改变，周伽目
前从事的岗位是飞机技术支援及运
行控制。在这个岗位上，她直接地
参与到飞机的技术状态管理中。从
一个封圈到一根液压管，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消耗件，都可能对飞机
状态产生深刻影响。

“要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
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这是周伽一
直铭记在心的使命，也是她工作的
最大动力。她以“严谨、踏实、细致”
的态度对待每一份工作，用专业和
责任守护每一架飞机的安全。

2023年，周伽参与了面向全寿

命周期的机载系统安全性评估技术
项目，这个项目最终荣获中国航空
运输协会民航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项目成果也被应用于国产大飞机
C919 典型系统的安全性评估中。
这是对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对
她长期不懈努力的最好回报。

作为一名女性工程师，周伽在
工作中展现出了非凡的坚韧和毅
力。在男性主导的航空维修领域，
她从未因性别而感到自卑，反而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工作。
她常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
要心怀热爱、保持专注，就能在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不凡。”她以自己的经
历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尤其
是女性同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
想。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一线
维修到可靠性管理，再到如今的技
术支援，周伽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
热爱和对专业的执着。这份热爱让
她在工作中不断成长，这份执着让
她在面对困难时从不退缩。

■■一线职工风采一线职工风采

周伽周伽：：守护每一架飞机安全起降守护每一架飞机安全起降
本报通讯员 高梓巾 胡剑波 记者 张旭

“一个人也许跑得很快，但一个
团队注定会走得更远。”这是金陵石
化物装中心仓储管理室保管一班全
体成员的信念。她们创建了一个名
为“标杆班组”的微信群，这个群不仅
是她们工作的“指挥中心”，更是她们
情感的“纽带”。在这里，她们分享工
作中的点滴，解决难题，互相鼓励。

班长杨芳常说：“班组就是一个
大家庭，只有团结一心，我们才能走
得更远。”正是这种团结、敬业、奉献
的精神，让保管一班成为了中心的
一面旗帜，而这个班全是女职工，她
们用行动书写巾帼班组的“保供传
奇”。

安全至上的“守护人”

在保管一班，安全始终是班组管
理的重中之重。仓库现场作业点多
面广，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安全事
故。班组成员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理念，严守操作规程，确
保每一项工作都安全有序地进行。

一次，班组在装卸一批大型电缆
时，杨芳发现叉车司机的操作区域存
在安全隐患。她立即叫停了作业，重
新规划了安全作业范围，并安排专人
进行安全监护。事后，她对班组成员
说：“安全无小事，我们不能因为赶时
间就忽视细节。”

为了提升全员的安全意识，班组
每月定期组织安全学习，大家相互探
讨，查找隐患，总结经验。职工小李说：

“在这里，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工作，更学
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正是这种入脑入心的安全意识，
保管一班多年来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岗位改变的“多面手”

2024年，保管一班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班组内有3名职工
在同一个月退休，而公司并未补充正
式工，岗位合并成了唯一的选择。面
对繁重的物资保供任务和人员短缺
的压力，班组成员没有退缩，而是选
择了迎难而上。

“我们不能因为人手少就降低工
作标准！”杨芳在班会上坚定地说。
为了顺利完成交接，3名即将退休的
组员主动带领新组员收发物资和技
能学习。她们利用休息时间，手把手
地教，从物资分类到收发流程，从安
全操作到应急处理，毫无保留地将经
验传授给新人。

职工小张回忆起那段日子，感慨
道：“那段时间真的很累，但也很充
实。杨班长她们不仅教我们技能，还
教我们如何用心去工作。”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保管一班不仅顺利完成
了岗位合并，还实现了“一岗多能”的
目标。班组工作量虽然增加了，但她
们没有怨言，默默地扛起了责任，并
完成公司多套装置大修数万件物资
的保供任务。

如今，班组每个人都成了“多面
手”。

小工走一线

■■兵头将尾兵头将尾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鼓楼供电服务中心营业班班长李琨：

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芒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光芒
本报通讯员 郑微

■■活力班组活力班组

女子采油班的女子采油班的““光辉岁月光辉岁月””
苏小萱 王槐艾

巾帼班组书写巾帼班组书写““保供传奇保供传奇””
本报通讯员 陈锡明 陈平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