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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核电浇筑核电““安全壳安全壳””的混凝土专家的混凝土专家
王槐艾 华文

吹响工人先锋号

他们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通讯员 薛春莉 记者 吴文龙

一线职工风采

品酒“最强夫妻档”
本报记者 丁彬彬

养蚕人胡掌传养蚕人胡掌传：：
用心呵护蚕宝宝用心呵护蚕宝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丹娜谢丹娜

初夏时节的清晨5点，不冷不热，很多人
还沉浸在睡梦之中。位于吴江丝绸小镇震泽
的太湖雪养蚕基地里，养蚕人胡掌传已经开始
了他一天的忙碌。

今年68岁的胡掌传，是震泽当地人，以前
一直在家种田和养蚕，积累了丰富的养蚕经
验。2018年，他进入太湖雪蚕桑基地，成为基
地的养蚕负责人。

“现在是第一轮蚕宝宝，已经三龄了，再过

半个月就该上山了。”胡掌传告诉记者，太湖雪
每年养蚕4轮，因场地原因，分为春蚕早期、春
蚕晚期、早秋蚕和晚秋蚕，一共约500张蚕，每
张3万粒蚕种、结茧90斤以上，总共可以收获
1500万粒左右的茧子。目前，太湖雪有养蚕
技术人员5名、养蚕长工16名，临时采桑叶人
员若干。

蚕宝宝非常娇贵，稍有照管不当，就容易
因外带病菌而感染蚕宝宝，产生病蚕。据介
绍，往年养蚕人员与采叶人员没有明确的职责
区分，既养蚕又采叶，这样，就容易将外部的病
菌带入蚕室。今年采叶与养蚕人员分开，由养
蚕长工喂养照看蚕宝宝，采叶临时工采叶。长
工除基本工资外，按养蚕产量奖励，采叶临时
工按照采叶重量发放工资，工资预计均可在
4500元/月以上。这些蚕农都是本村的村民，
现在不仅能照顾家庭，又能兼职养蚕补贴家
用，最有成就感的，是能将他们多年练就的养
蚕手艺，传授给年轻的蚕学专业的大学生们。

“每天喂3次桑叶，早上5点，中午12点，
晚上7点，每次两小时左右，长时间的弯腰，对
身体也是一种考验。短短25天，要付出比平
常农活强度高几倍的辛苦和汗水。”胡掌传说，
作为养蚕人，最艰苦的环节，要数早晚两次撒

鲜石灰粉和防僵粉，对蚕体蚕座进行消毒，“以
前全靠手工操作，粉末飘散到空气中，眼睛都
睁不开。但是，现在现代化的新养蚕大棚，都
安装了自动轨道，轨道上有石灰自动喷洒器，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我们的劳作。”

“当然，相比坐在办公室里，干农业还是蛮
辛苦的。”胡掌传承认，“活儿最累的还是采桑
叶。”蚕宝宝只吃桑叶，吸取里面的蛋白质和水
分，桑叶越新鲜越好，所以桑叶都是当天采
的。采叶的临时工也是早上5点就开始干活，
这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碰到天气预报说第二
天刮风下雨，下午就还要去采叶子。“如果连续
下几天雨，那还得冒着雨出去采，蚕宝宝不能
不吃饭呀。”

随着蚕桑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养蚕劳动强
度越来越大，太湖雪蚕桑基地开启了自动化机
械化养殖模式。胡掌传说，一龄、二龄的蚕宝
宝对于温度最为敏感，控制蚕室的温度是关
键。以前温度都是靠养蚕人的经验以及水银
温度计，但往往不是很准确，而且有滞后性。

“现在技术好了，在我们的现代化小蚕共育室，
都安装了温度传感器、空调、排风系统、喷淋，
温度和湿度的数据，都直接在大屏幕上显示，
电脑自动控制，这样真的是又准确又省心。而
蚕宝宝进入三龄、四龄，蚕室通风就成了重点，
要保持室内空气新鲜。现在我们大蚕房里，都
安装了双向排风系统、雨淋降温系统，以及自

动 卷 帘 控 制 光 线 系
统。”胡掌传感慨地说，
养蚕机具的应用，从喂
蚕、消毒、上簇、摘茧等
环节提升了生产效率，
大大减轻了养蚕人的
劳动强度。

喂给蚕宝宝的桑叶也很有讲究。胡掌传
告诉记者，一龄蚕吃的是桑枝自顶芽数下第
3片叶，叶色黄中带绿，最为鲜嫩；二龄蚕则
吃自顶芽数下第4片叶，三龄蚕吃第5~6片
叶。而且一、二龄蚕吃的桑叶，还要切成蚕体
长1.5倍的小方块。小蚕期间，养蚕人在喂养
和消毒的剩余时间里，会对桑叶进行处理。
而随着蚕宝宝一天天长大，喂蚕时间也越来
越长，养蚕人还要仔细观察蚕座，挑出体弱的
蚕，提早防治蚕病，防止传染。他拿起病蚕，
指导身边的年轻大学生。“蚕宝宝的病，基本
不能治，只能靠防范。那这个防，就需要多年
的经验了。所以，现在农业大学蚕学专业的
大学生来，就是跟着我们学这些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经验技术。”

“第二茬蚕宝宝5月12日开始养，到6月
10日左右全部结束。然后进行蚕室消毒、桑
园管理等，到秋天再开始下一轮的忙碌。”从小
受蚕桑文化浸润的胡掌传，非常喜欢养蚕这一
古老的行当，尽管年近古稀也依旧乐此不疲，

“ 每 次 看
着蚕宝宝吃桑
叶的欢快样子，我心里就满是喜悦，浑身都是
劲，我打算干到75岁再退休！”

没有蚕桑便不是江南，没有丝绸便不是
苏州。蚕桑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产业文化，是
长三角一体化和乡村振兴中很有特色的一
个领域，吸引了许多大学生返乡创业，跟着
蚕农学经验、做实践，传承中国千年的蚕桑
文化。这让震泽这个中国特色丝绸小镇，充
满了年轻的活力。这些年来，震泽镇逐步形
成了金花领衔、小花跟随、百花齐放的产业
格局，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太
湖雪的桑蚕实践，也为乡村振兴开启了全新
的“路径思维”。

大家都知道，核电和高铁是当前中国制造
享誉全球的两张名片。由于核电站是以核燃料
在核反应堆中发生特殊形式的“燃烧”来加热水
产生蒸汽而发电，因此，核电站反应堆厂房又被
称为核电“安全壳”。中国核电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职工陈晓兵，就是一位负责浇筑核电“安
全壳”的混凝土工。35年来，他沿着祖国的海
岸线一路前行，把伫立在祖国海岸线上的一座
座巍峨核岛串联成了一条美丽的弧线。这道弧
线见证了陈晓兵从一名混凝土工人到主工长再
到区域经理、从普通职工到核电混凝土专家再
到全国劳模的蜕变成长。

“能吃苦”换来师傅悉心指导

1985年，陈晓兵还在上高中时，恰逢中核
华兴公司招工，他背井离乡，从如东来到扬州，
成了中核华兴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混凝土工。

一个月下来，陈晓兵瘦了一大圈，太阳也褪
去了他脸上的稚嫩，把他的脸颊晒得黝黑。在
那些老师傅们眼中，像陈晓兵这样的年轻人是
最吃不了苦的，干两个月就回去了。然而三个
月后，与陈晓兵一起来的同村人都回了如东，只
有陈晓兵留了下来。

当时，混凝土班长赵德元见眼前这个黑瘦
的小伙子踏实肯干，又能吃苦，便对他悉心教
导。那时候，陈晓兵每天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把混凝土浇好”。
1997年夏季，陈晓兵被抽调参加广东岭澳

核电站建设。刚到核电没几天，他偶然间听到
这样一个故事：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一位姓王
的老工人在混凝土里发现了一根1米多长的橡
胶管，异物会影响混凝土质量。情急之下，王师
傅纵身跳进了一米多深的混凝土中，把橡胶管
捞了上来。31岁的陈晓兵被这个故事感动得
热泪盈眶。

从那时起，他开始全面地学习和
钻研核电混凝土施工知识和技能，查
阅资料方案自学，主动向老师傅请
教。陈晓兵的抽屉里常年放着一摞笔
记本，上面记着每天学到的知识，空闲
的时候，他总会拿出来看看。这些年
陈晓兵一直将它们带在身边，多少次
工作转场都没舍得丢。一门心思扑在
工作上的陈晓兵快速成长起来，成为
一名脑中有干货、手上有技能、熟悉作
业全流程的优秀混凝土班长。

“爱琢磨”成就核电浇筑专家

熟悉陈晓兵的人都说：“他这个人工作较
真，肯钻研爱琢磨。”田湾核电站3号机组设备
闸门贯穿件就位前夕，陈晓兵负责的工作还没
开始，他就早早地出现在施工现场了。他拿着
图纸，皱着眉头，一会儿盯着图纸上的钢筋看，
一会儿又去查看施工现场的布置。

钢结构队吊装指挥李家平看到陈晓兵，开
玩笑地说道：“陈工，你这是要转行去搞吊装
啦。”陈晓兵放下图纸，眉头却还没有舒展开，他
说：“我看图纸上这个贯穿件周围的钢筋这么
密，形状和走向都不一致，我得琢磨琢磨浇筑时
怎么把振捣棒给弄进去。”

“这贯穿件还没开始吊，钢筋也还没开始
绑，你这来早啦！”“不早不早，现在不想好，到时
就来不及了！”陈晓兵说完，目光又回到手中的
图纸，直到太阳都快落山了，他还在专心致志地
琢磨着。正是因为陈晓兵事先做了充足的准
备，才给最终确定的用弹簧圈作为振捣棒引入
通道的方法留足了预制时间，使其能够与钢筋
同步绑扎就位。

一天凌晨，台山核电现场正进行1号核岛
的混凝土浇筑。“赶快停下来！”一直站在操作平
台上观察的陈晓兵高声喊道。旁边的技术员吴
小康一脸诧异。陈晓兵说：“感觉混凝土上升有
点慢，你快去查查浇筑量！”当吴小康再次返回
厂房，发现陈晓兵不见了踪影，只听见堆芯平台
板底部传来阵阵敲击声。大约过了半小时，满
身水泥浆的陈晓兵从平台板下部爬了出来，对
吴小康说：“现在可以了，模板下部有根高强拉
杆没有固定紧，漏了不少混凝土，还好发现得早
处理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正是这种敬业
精业、专注执着的态度，陈晓兵被工友们誉为

“神医”之神。
30多年来，陈晓兵的身影总会出现在全国

各地的核电现场，解决各种混凝土问题，11座

核电站，17台机组施工，121万方混凝土，陈晓
兵前行的脚步从未停下。在他看来，一辈子只
专心去钻研一件事，就一定能做好。

“善奉献”带出徒弟征战海外

2019年底，霞浦项目进入施工高峰期，现
场急需经验丰富的混凝土工长。12月 1日，
接到调令的陈晓兵第一时间从田湾赶赴霞浦
示范快堆项目支援救场，细心的他很快就发
现了影响施工进程的关键。项目上，新人占
多数，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混凝土骨干工人
不多。他马上找到项目领导：“咱们办个培训
班吧，我来讲，混凝土工不够的问题咱得从根
上解决。”

培训班很快就办了起来。陈晓兵作为讲师
站在讲台上，平时话不多的他忽然变得滔滔不
绝起来，对于工作的热情，对于想把一件事做好
的渴望，让他变成了“话痨”。他讲自己的从业
经历：“我名叫晓兵，但干混凝土是老兵了。”他
讲程序要求、操作要领、注意事项：“别小看我们
的工作，混凝土是电站的防护墙，安不安全就掌
握在大家手中。”

和他熟识的同事很是惊讶，原本一口如东
腔的陈晓兵站在讲台上竟然也字正腔圆起来。
三个月的时间，“混凝土课堂”开讲21场次，陈
晓兵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参培人员
累计300余人次。

经过结业考试，霞浦土建施工分部更是很
快新组建起了5个混凝土班，有效解决了现场
混凝土工紧张的局面。陈晓兵坚持把“带徒弟”
作为自己的职责。一提起这事，陈晓兵的语气
中充满自豪：“这些年跟我干过的有13人已经
当上混凝土工长，47人当上混凝土班长。”

“刚参加工作时，就是陈工长手把手地教
我，我打心眼里感谢他。”早在陈晓兵当班长时，
李兴辉就在他手下当混凝土工，如今他也早已
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经验丰富的混凝土工长。

眼下，陈晓兵的“徒弟”们正在核电建设现
场发挥着核心骨干作用，更有王国建这样的公
司劳模“徒弟”跟随中国核电出海的步伐，征战
海外参与中国出口核电站的建设。

近日，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五届
全国品酒师大赛中包揽前十名、蝉联四届冠军的
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可能不少朋友会说，“全国
品酒师大赛前三届冠军都是洋河，这次夺冠也是
意料之中。”但是你一定不晓得，此次品酒师大赛
第一名田锐花和第三名毛淑波是一对夫妻。

田锐花和毛淑波是夫妻，同时也是同学和同
事。2012年，田锐花和毛淑波顺利获得了南京
农业大学食品类专业硕士学位，进入洋河酒厂成
为品酒师。成天和酒样打交道，夫妻俩却并不

“心醉神迷”，而是高度自律。为了保持味觉的
“清醒”和灵敏，夫妻俩一向饮食清淡，对麻辣等

刺激性口味吃得非常少。作为一名85后，田锐
花的生活跟同龄人相比显得有些单调，清淡的三
餐，规律的作息，过着佛系生活。“除了天赋、技术
和经验以外，有时候品酒师的心情好坏、身体状
况以及是否专注，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为了保证工作时不“串味”，品酒师不能喷
香水，也不能化妆。“因为化妆品带有香气。同
样，香气重的护肤品也不能用。”多年坚守职业
规范，让田锐花早已习惯素面朝天。在工作中，
田锐花和毛淑波相互学习，时常切磋。“每当我
品得不准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帮助我、指导
我。”田锐花回忆，每天工作之余两人一起练习，

相互倒酒、品酒、交流，那画面还真有相敬如宾、
举案齐眉的感觉。“从前品酒都是他比较厉害，
这次赢过他，真的很开心。”说到这里，田锐花笑
了起来。

对于这次获得全国品酒师大赛第一名，田
锐花表示特别感谢公司，“很庆幸来到洋河酒
厂，在洋河众多大师身边，我的成长很快，而且
公司对品酒工作一直都高度重视，经常邀请白
酒专家亲自授课、讲解，为我们品酒师的品评技
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据悉，在多年不懈培养下，洋河现拥有由
31位国酒大师、2名国家评委专家组核心成员、
69名省级品酒委员、1861名技术人员构成的人
才梯队。田锐花和毛淑波同是国家级白酒评委
中的一员，夫妻俩携手在追求品质增长、为消费
者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努力着。 在生活中
相互扶持，在工作中共同进步,这样的“最强夫
妻档”真棒！

一种积极的态度、一项创新的尝试、
一次真诚的交流，都可能触发生命中意想
不到的变化，它能带来的也许远远不止是
一点点喜悦或是物质上的报酬。2021年
4月，国能常州公司运行乙值荣获常州市
工人先锋号。优异成绩源于14名班组成
员心手相连、勇往直前、共同努力。

开拓路上攀高峰

邵宁和葛雪鹏，是一对明星师徒。同
为运行乙值的值长，他俩先后参加了原国
电集团600MW集控运行值班员技能竞
赛，分获二等奖和一等奖，荣获“国电二级
奖章”。师傅邵宁还是常州市“文明职
工”，徒弟葛雪鹏则是“中央企业技术能
手”“常州市劳动模范”“国家能源集团劳
动模范”。

面对诸多荣誉，师徒俩很谦虚，总是
说“组织的培养碰上了自身的运气”，却绝
口不提“运气往往是机会碰到了自身的努
力”。备战的日子里，废寝忘食是他们的
工作常态——每天长达12小时的学习时
间，白天刻苦钻研运行规程、专业教材、原
国电集团29条反事故措施、事故通报等，
晚上进行仿真机训练，提升事故处理能
力，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娴熟的操作
技术。

葛雪鹏很感谢师傅邵宁，说优异成绩
的取得“是因为师傅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
授给了自己”。而邵宁则说“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作为班组的领头羊，邵宁和葛雪鹏在
平时的工作中，始终关注细节、力求完美，
他们说，“只有在最初15％的部分做到尽
善尽美，才会收到蝴蝶振翅引起强大风暴
的效果，才能加速成功。”

怀揣梦想往前冲

小邹、小滕和小潘都是班组的95后，
才踏上工作岗位没几年。在“丧文化”流
行的影响下，他们却不是“垮掉的一代”，
而是成长为踏实认真、未来可期的新时代
青工代表。

工作三年后，小邹就顺利通过了值班
员考试，成为他们那一届新职工的佼佼
者。对于自己的出色表现，小邹绝口不
提。他觉得自己离“优秀”还有很大的距
离，所以平时总是沉下心来钻研创新课
题，每次QC成果发布会上，他都是当仁
不让的班组发言人。

不想当值长的巡检，肯定不是一个好
巡检。所以小滕给自己订制的职业目标
特别明确——两年内先升到值班员。有

目标就得有行动，小滕在一趟趟巡检过程
中不断摸索，总结出了一套简洁、安全、环
保、节能的运行优化细节。2019年，小滕
被评为常州市优秀共青团员。

小潘刚参加工作还在实习期，他说自
己的爱好“不明显”，所以平时就“逛逛”机
房，熟悉设备、了解系统，每次巡检回来，
还要在脑海里回放一遍当天的动作，查阅
资料来验证自己的判断。新人小潘很庆
幸遇上了一群很“关照”他的好师兄，“不
然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在大家的帮助
下，小潘进步飞快，还被推为班组代表参
加了2021年常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大会。

各有所长香满园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优秀
的集体，势必要齐头并进、不留短板。为
此，班组创新采用“领学+引导”的方式，
制定了“白班现场学习，中班理论授课，夜
班考试摸底、休息天消化巩固”的培训模
式。两位值长更是化身“魔鬼教官”，发起

“夺命十连问”，常常问到组员们“退避三
舍”，以免被训。

三年来，班组绩效得分均排名第一，
于2018年、2020年两次被评为常州市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组织实施的“电厂化
学取水温排水项目改造”，全年可节约生
产成本50余万元。在“运行岗位能手评
比”中，班组也多次荣获第一名，还培养出
数名高水平技术骨干，并为兄弟班组输送
了多位技术型人才。因为成绩显著，这套
培训方案还被推广到运行各值，成为教科
书式的典型案例。

除了专业技术精湛，乙值的组员们还
多才多艺，综合实力非常抢眼：单元长“钱
大师”的书法多次在国家能源集团获奖；
小陈是“主持一哥”，多次担任江苏公司各
类活动的魅力“男主播”；小邹擅长制作视
频，小潘擅长文字工作，他俩都是班里的

“宣传担当”。
一直以来，班组都十分重视党建工

作，主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4名党
员职工先锋模范作用的引领下，班组成员
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提高。

如果说企业是一面大旗，他们就是旗
台上的粒粒石子；如果说企业是一艘巨
轮，他们就是甲板上的条条木板，虽然微
不足道，却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他们
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为了共同的
事业、共同的目标，奋力挥舞、旋起暖流，
最终形成了一股可以战胜一切的强大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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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叶是养蚕人最累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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