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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没有白吃的苦，每一分都值
得。”对中国电信泰兴分公司网络操作维
护支撑中心副主任常亚峰来说，在“自找
苦吃”中超越自我，就是他的成长密码。
凭着“自找苦吃”，他跨越了一个又一个技
术难关，从一名普通的电信技术人员成长
为高级工程师、一级专家人才、“江苏省产
业教授”，今年获评全国劳模。

“自找苦吃”练就精湛技艺

1998年，常亚峰从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毕业，进入中国电信泰兴分公司工作。

“想象中的电信公司工作，就是待在宽敞
整洁、窗明几净的通信空调机房中，坐在
电脑前敲键盘、编代码、发指令。”常亚峰
回忆说，“但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
被分配到通信电源设备维护岗位。”

电源维护是出了名的脏、累、苦，而且
当时的设备智能化程度很低，更多地依赖
人工和手工，体力劳动强度大。大家都戏
称这里是“职业黑洞”，很多同事工作一段
时间后就想方设法申请调离。

“再小的岗位，也是支撑巨轮的铆
钉。”彼时的常亚峰暗下决心：既来之，则
扎根！从此，他成了单位的“铁脚板”——
每日与机器为伍，同设备为伴，认真对待
枯燥无味的设备巡检，有条不紊做好隐患
整治……手指被工具磨出血泡，工服被汗
水浸出盐渍，他也从未想过调岗。

2003年，为实现机房无人值守，所有
机房实施动环监控建设安装，这本是厂家
全包的“交钥匙”工程，但常亚峰意识到这
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不愿意“坐

等”工程交接，而是选择了一条“笨”路
——全程陪同厂方技术人员一道下基站。

当时，基站内的温度高达40℃。在
基站内站了不到5分钟，常亚峰就汗流浃
背，如同洗桑拿。而且，由于多数基站地
处偏远，为节省来回路上耗费的时间，午
饭就是矿泉水加面包。近四个月的时间，
常亚峰没有休息一天，加班加点、起早贪
黑。他一方面做好施工管控，另一方面主
动虚心学习，向书本学理论，向厂方工程
师学实践，并动手参与系统调试。

“自找苦吃，让我的维护水平有了质
的飞跃。”常亚峰非常感激那段岁月，庆幸
当时的选择。渐渐地，他从“门外汉”蜕变
成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并作为动力专
家圆满完成亚青会和青奥会通信保障支
撑工作。

锐意创新带队攻坚克难

据常亚峰的同事小陈介绍，他总是一
身工作服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厚厚的
笔记本、资料和文件，旁边放着一个工具
包，像是为了方便随时出发。尽管名气很
大，但他见到前来请教的同事，总是立马
站起来，谦和地问好，耐心地释疑解惑。

接触过常亚峰的同事都知道，他看上
去严肃古板，但骨子里却是个勇于突破、
锐意创新的实干家。

2019年，常亚峰劳模创新联盟工作
室创建，旨在围绕企业重点工作，以创新
促发展，打造高技能人才成长的“孵化器”
和“蓄水池”。工作室成立以来，常亚峰带
领团队组织培训600多人次，发表专业论

文18篇，建成了一支高质量嵌入式维护
创新团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带动更多人走上科技强企之路。

常亚峰善用新方法、敢啃硬骨头，将
网络安全、通信电源、绿色节能等技术上
的难点、堵点、卡点作为突破点，攻克了一
系列技术难题，并以小革新推动大效益，
多项创新成果被复制推广落地，累计节约
成本数百万元。他积极落实“双碳”行动，
深耕通信行业绿色低碳节能降耗领域，创
新试点建成“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和“智能预付费电表系统”，累计节省
电费近千万元。此外，他还获得两项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11项创新成果，相关案例
入选全国职工“五小”成果库。

27年坚守绽放独特光彩

为最大限度降低网络安全风险，常亚
峰将所有割接都安排在零点以后进行。
白天布放电缆，做好割接准备，优化割接
方案和操作步骤，晚上则通宵达旦地割接
施工。

“春夏秋冬的日出美景都被我独占
了。”他的脸上呈现出享受和自豪。

2022年，泰兴分公司中心局实施高
低压配电绿色智能扩容改造。从前期立
项设计、方案会审，到制定精细化割接方
案；从组织模拟现场操作演练，到完善风
险评估与应急响应机制，他全部亲力亲

为，全程把关，连续三天高度紧张割接指
挥，值守现场72小时，出色完成了高低压
配电扩容改造。

2024年9月，超强台风“贝碧嘉”来势
汹汹，在江苏沿海强势登陆。狂风暴雨导
致多地的市电中断，大面积停电派单潮水
般涌来。面对险情，常亚峰立即带领抢修
队伍奔赴一线，在狂风暴雨中连续奋战
15个小时。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科学调度、沉着应对，成功守护了城市通
信“生命线”。

27年来，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因
为他的执着和坚守，泰兴分公司保持通信
电源27年零中断。

以执着为刃，永葆强劲动力。常亚峰
带领团队相继完成2000KVA供配电扩
容改造，362套开关电源更新、468组蓄电
池更换、296个机房标准化建设、182台空
调更新，36个智慧机房建设、5G新基建等
工程，夜间不断电割接300多次。他犹如
团队的“定海神针”，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
和执着的敬业精神，经受住了无数次的
考验。

正因如此，他在看似平凡岗位上绽放
出独特光彩，用匠心铸就非凡业绩，收获
了一个又一个“军功章”——泰兴工匠、泰
州市最美通信人、泰州市劳动模范、江苏
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这些荣誉，
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的见证。

从2021年到2024年，梁晓军被江苏
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苏工匠”称号，获得

“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江苏省卓越技
师”等荣誉，并捧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些荣誉的背后，凝聚着梁晓军的辛
勤付出与坚持。而他的故事，更是乡村振
兴道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作为“北狐
南养”的先行者，梁晓军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

“北狐南养”——
各项专利填补国内同类空白

初中毕业后，梁晓军回到家乡，曾尝
试养殖鱼和猪，但因缺乏技术而屡屡失
败，甚至背上了债务。面对家人的劝说和
周围人的质疑，他并未选择屈服于命运，
而是执着地寻找着致富的道路。1996年
初，他在一本杂志上偶然瞥见了养殖狐狸
的致富信息。受到启发，他毅然决然地借
来12000元，从河北省购入了8只狐狸，
开始了他的养殖尝试。

经过他的精心照料，小狐狸们逐渐长
大。然而，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他饲养
的狐狸在毛绒质量上不及北方的同类，皮
薄、毛短、绒疏、色泽暗淡。最终，到年底
时，他一张狐狸毛皮也未能售出。这让周
围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们再次开始嘲笑他，
闲言碎语如影随形，让他倍感压抑。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所专家和南

京农业大学教授的指导下，梁晓军终于找
到了“北狐南养”的关键问题所在——饲
料和环境。他精心调整了饲料比例，加入
了狐狸偏爱的小杂鱼，并补充了猪皮、植
物油和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同时，针对
金湖地区多雨、地面湿气重以及夏季高温
等挑战，他潜心研发出适合南方养殖的

“北极狐棚舍”，成功攻克了“北狐南养”的
技术难题。

经过这些努力，梁晓军终于克服了地
域差异，饲养出了毛色光亮、体形丰满的
狐狸，打破了我国北纬30度以南不能养
狐的观念。他的成功经验不仅让南方农
民找到了新的致富途径，更让他成为了

“北狐南养”领域的先行者。
如今，梁晓军的狐狸养殖项目已荣获

江苏省和淮安市科学技术大奖6项，获国
家专利2项，填补了国内同类空白，成为
行业内的佼佼者。

“合作社+基地+农户”——
规模品种质量均在全国前列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养狐技术，从

2000年起，梁晓军就将自己积累的狐狸
养殖技术和实践经验，利用夜晚时间写成
科普文章。他的稿件被《农民日报》《农村
百事通》《特种经济动植物》等上百家报刊
刊登和转载，影响力日益增强。2020年8
月，他更是荣获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委员会颁发的“高
级乡村振兴技艺师”称号。

梁晓军的成功经验不仅激励了更多
农民投身于特色养殖行业，更推动了产业
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2008年12月，梁晓军创立了金湖县
良氏狐狸养殖专业合作社，专注于狐狸的
养殖、研发、推广及技术服务。他与众养殖
户签订了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
疫措施、统一产品收购及统一销售的市场
运作协议。梁晓军以高于基准价10%~
15％的价格收购成熟狐狸，同时，定期邀
请专家为养殖户提供指导，并通过设立网
络店铺“晓军在线”，助力省内农户实现增
收超过5000万元，成功探索出一条“公
司+基地+农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今，梁晓军的良氏狐狸养殖专业合
作社已成为江苏地区规模最大、品种质量
位居全国前列的佼佼者。该合作社已获
得多项荣誉称号，包括江苏省“科普教育
基地”、江苏省“科普惠农服务站”、江苏省

“乡土人才传承示范基地”以及中国毛皮
动物养殖“十佳专业合作社”等。

今年66岁的严定俊，与梁晓军是同
村人。他年轻时曾参军，并因患有多种慢
性病而被称为村里的“药罐子”。三年前，
梁晓军看到严定俊家境困难，便邀请他加
入合作社，负责喂养狐狸。在获得工资的
同时，梁晓军还亲自指导他养殖狐狸的技
术。一年后，严定俊掌握了养殖技术，并
希望回家自己养殖。虽然缺乏资金购买
种狐，但梁晓军理解他的想法，赊给他10
只种狐，并鼓励他成功后赚钱再还。在梁
晓军的支持和技术指导下，严定俊的狐狸
养殖已初具规模，每年能繁殖100多只狐
狸，年收入达到8万元，成功脱贫致富。

“带头富带领富”——
把心中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梁晓军养狐走上了致富之路，成为远
近闻名的特种养殖能手、致富能人。他的
事迹引起了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包括
《人民日报》和《农民日报》等。央视的多
个栏目如《科技博览》《生财有道》和《致富

经》等也多次拍摄专题片介绍他的故事。
2017年12月，央视《乡村法制剧场》更是以
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电视剧《北极狐创
富记》，这在我国的养狐历史中尚属首次。

梁晓军认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
于能干人和明白人的引领。为了帮助省
内外养殖户掌握科学的养殖方法，他聘请
专家作为技术后盾，并开通了全国首条

“养狐热线”，惠及多地的养狐专业户。无
论是通过电话、信件还是亲自登门请教的
狐农，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技术
和经验。对于上门考察的残障人士，他更
是会报销他们的差旅和运输费用。

通过制定技术标准、举办讲座、组织
观摩以及网络、热线等多种方式，梁晓军
成功解决了良种选择、饲养环境、饲料安
全等技术难题，让北极狐的健康养殖技术
得到了广泛推广。

现年58岁的桑贤明，来自安徽省蚌
埠市，曾因生意失败而心灰意冷。然而，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目睹了梁晓军养
狐致富的辉煌成就，并深受启发。桑贤明
随即前往梁晓军的狐狸养殖场进行考察，
被那里洁白如玉、活泼可爱的小白狐所深
深吸引。他当场决定购买6只白狐，开启
了自己的养狐之路。经过几年的辛勤耕
耘，桑贤明的养殖规模已稳定在3000多
只，年纯收入更是突破60万元大关。

梁晓军先后为全国各地养殖户举办
了 127 次技术培训班，受益人数高达
3910人次。如今，他的狐狸养殖网络已
经遍布全国22个省、区、市，引领5800多
名养殖户走上了特种养殖的致富道路。

在央视《科技博览》专题节目中，梁晓
军信心满满地说：“以前我把北方的狐狸
引到南方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是不会
成功的，现在我已经把南方的狐狸卖到北
方去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
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我要在狐狸的王国
做最大的养狐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
个梦想，我的梦想是实现乡村振兴。”

从种狐养殖引进到传承发展和转化
创新，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梁晓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宏伟
目标变为美好现实，为当地乃至全国的乡
村振兴、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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