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柯桥区首届美发美容职业技能大赛日前
在柯桥区职教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千家美发美容
门店的205位选手参赛。期间举行了发型秀和新娘
化妆秀，12名美业功勋、美发大师和美容大师上台
受奖。

近年来，柯桥区美发美容行业快速发展，从业人
员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全区有美发美容门店近千
家，从业人员超过6000人。今年11月还成立了柯桥
区美发美容行业工会。本届赛事由柯桥区人社局、
总工会、商务局联合主办，从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
部分考量技术水平，其中实际操作分男士剪吹造型、
女士剪吹造型、创意时尚造型、女士色彩电棒造型、
创意新娘化妆、创意时尚化妆等六个项目。

钟伟 盛永良

谁是美发美容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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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舟山各处海边的滩涂上，
经常能看到一群年轻大学生的身
影，他们踩着泥沙，手持垃圾钳，
在滩涂、灌木丛内翻寻垃圾，一忙
就是半天。他们是来自浙江海洋
大学青年志愿者总队的学生。

作为队里的副队长，吴洪微
要负责组织协调每次的志愿活
动，面对脏活累活，她更是义无反
顾地冲在最前面。

“希望通过我微小的行动，能
让舟山的海洋环境变得更加美
好。”吴洪微说。

吴洪微是浙江海洋大学大三
学生，刚进校门时，她抱着好奇心
加入了青年志愿者总队。她开始
利用课余时间到市博物馆做讲解
员，去市图书馆整理图书，并主动
参加路边清理栏杆和舟山马拉松
大赛等志愿活动。去年上半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与到青年
志愿者总队“与人语海”的志愿服
务项目中，负责定期招募并组织
学校同学到海边滩涂捡拾垃圾。

“海边垃圾里的塑料瓶和玻
璃制品比较多，有时候挖出来黑
乎乎一大坨，都辨认不出是什么，
肯定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吴
洪微说，一次活动要持续将近半
天，海风长时间吹在脸上有些难
受，但每次看见海边变得干净，她
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那么多的塑料瓶该如何处
理？吴洪微带领同学将可回收利
用的塑料瓶带回学校，制作成工
艺品进行展览。“这样既环保又能
提高参观者保护海洋的意识，一
举两得。参观者还可以拿塑料瓶
来跟我们兑换多肉花卉，提高参
与度。 ”吴洪微说。

吴洪微想做的不仅限于保护
一片海洋，“舟山的海也是浙江的
海，更是中国的海，是我们赖以生
存的环境，一切自然资源都值得被保护。”吴洪
微说。

正是心中这颗环保的“种子”慢慢生根发
芽，吴洪微渐渐成为了一名环保达人。

乐佳泉 丛琳

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
限公司储运服务部徐杰飞赴北京，从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宁高宁手中接过

“中化工匠”的荣誉证书。
徐杰于 2004 年加入中化兴中公司成为一名普

通的电仪技术员工，他化茧成蝶，成长为电气行业排
头兵。他因高超的技术素养及敬业精神，3个月后便
被提拔为变配电岗位班长。2006 年，中化兴中岙山
基地许多运行了十多年的设备已发生老化，设备维
修工作量急剧增加，成立一支专业化的维修队伍成
了当务之急。于是电气仪表班组应运而生，徐杰被
选派到电气仪表班组工作。为了使高低压电机、登
船梯、输油臂、搅缆机、电动执行机构等主设备完好
率保持在 99.8％以上，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夜晚和
节假日在岙山基地度过，唯一记得的是他对工作的
完成率是100％，在他手里从未发生一次因电气设备
故障造成生产作业延期。徐杰随手从工作柜中抽出
一本台账，是 2016 年的，那一年，徐杰完成了 675 张
维修工单，确保了基地生产主设备完好。

近年来，他主持和参与的“库区底油泵远程检
测”“2#泊位输油臂前梯改造”“电动阀双回路快速切
换”等近十项解决生产经营难点的课题获得省、市各
级奖项，两个课题研究项目获国家级专利。

在中化集团公司“科学至上”理念的感召下，徐
杰不忘初心，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在团队老师傅的帮
带下，业务技能快速提高，表现突出。

徐杰面对一些生产设备技术难题常常深入问题
核心，从源头出发，找原因、寻方案，不断尝试才获得
了成功。

近年来，随着岙山石油基地库区不断扩大，油库
区域管线地下桥涵积水问题也日益突出，他和工务
的同事一起参与了“兴中库区桥涵自动抽水系统”课
题，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岙山基地由于十几年来
边生产边建设，管线设置比较复杂，跨路及十字路口
处的管线除了走高架以外，更多地选择地下，以桥涵
形式出现，但管线经过桥涵处时也存在诸多不利的
因素，最大的问题就是露天桥涵中的低位管线、阀
门、支架、管线排污系统及连接附件等，每次大雨以
后桥涵底下的阀门、管线如果不及时抽去积水就会
产生浸泡的可能，极易产生上述管线及相关附件的
腐蚀、老化及损坏。对于进出油业务相对繁忙的兴
中库区，存在的安全隐患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库区
的不断扩大而导致桥涵的增多，公司每年都必须投
入不少资金用于桥涵的抽排水工作，费时、费力、成
本高，一旦滞后，就会出现管线及阀门浸泡在水中的
情况，造成安全生产隐患。

开展“兴中库区桥涵自动抽水系统”课题的目

的，就在于能够在连续下雨过程中直接、无间断、快
速、自动抽水，全天候地解决桥涵积水难题，确保在
桥涵底部无积水，减少人工成本，为公司节省因桥涵
抽水所付出的额外支出，减轻企业负担，且不影响生
产作业，实现仓储行业中库罐区桥涵积水历史难题
以自动抽、排积水的形式给予解决，同时也为并轨及
普及库区全面自动化进程开辟了新的技改思路。

中 化 兴 中 岙 山 基 地 2 号 泊 位 承 担 着 公 司
5000～100000 吨级油轮靠泊作业任务，是公司最为
重要的生产设备之一。但由于 2 号泊位使用的登
船塔旋梯为三角梯，不仅自身重量大，而且占地面
积较大，靠泊 2 号泊位作业船只中已经多次出现部
分船型甲板无法放置登船梯，造成旋梯架空使用，
严重加大了泊位作业安全风险。首先是旋梯在悬
空使用中容易摆动，造成三角梯与船体部件相撞，
容易导致在用三角梯护栏现在已经撞击变形；其次
是由于三角梯自身重量较大，再乘以力臂作用，在
旋转部位的力量以几何倍数增加，因此作业期间，
登船梯由于受力过大曾出现扭曲变形现象；最后是
原登船塔液压控制系统只完成了旋梯前两节的油
路控制，而三角梯的角度只能根据船体相对高度自
调节。因此在靠泊作业中旋梯位置摆放就相对困
难，并且发生过扭矩和系统自锁等安全隐患。为确
保泊位作业安全性、机动性，改造 2 号泊位登船梯
前梯的想法在徐杰心中逐渐形成，于是和班组同事
们一起成立专项课题组，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改
造。他们历时 9 个月，三易其稿，提出了将三角梯
更换成小梯，增加小梯液压油缸方案，设计出“前梯
液压锁定+主梯浮动”装置，经测试效果非常理想。
在船况复杂情况下改造后的登船塔成功地将前梯
放置在甲板之上，角度调整操作灵活，油品装卸过
程中也未发生悬空、过扭矩、碰撞和控制系统锁死
等情况发生，课题研究和技术改造达到预期效果，
从而解决了 2 号泊位多年存在的登船梯安全隐
患。这一技改方案后来还被登船梯生产厂家采纳，
新型登船梯产品还出口了越南等地。

徐杰记忆最深刻的是对岙山基地油品储罐的防
雷接地装置的改造。油品储罐的防雷接地是石化企
业安全工作重点，岙山石油基地的每一座大罐都有
两条滑动静电线，那是防雷的生命线，但是安装的传
统静电线经常会出现外皮皲裂、线芯因进水氧化断
裂现象，无法起到传递电荷的作用。针对这个问题，
徐杰利用业余时间从各种渠道收集了 11 种不同材
料的线材，并进行一一对比，最终决定采用 pvc材料
包裹的无氧铜线材，安装在C-26罐进行试验。一年
以后，该两条静电线光亮如新，且因为包裹材料为透
明pvc材料，能直接观察线材是否断股等实际使用情

况，使维修监测更为直观。随后，新材料被推广到整
个岙山库区的其他储罐上，解决了静电线安全隐患
的老大难问题。

中化兴中公司自兴源二阶段扩建完成以来，实
际罐容量已经达到256万立方米，目前已有3000~30
万吨级油码头六座，相应的设备维修和作业也随之
增多，对库区设备的整体安全性、可靠性要求也不断
提高。但是无论是炎热酷暑还是寒风凛冽，徐杰都
一如既往地认真坚守岗位，保障库区电器设备的安
全运行。

就在今年第 9 号和第 18 号台风期间，徐杰坚持
在岙山抗台一线进行现场值班，并在库区现场进行
冒雨巡检。风雨中，他接到抗台指挥部的指令，成品
油库区水池积水过高，排水泵出现故障，急需抢修！
他二话不说就钻进风雨中赶到现场，用其娴熟的技
艺以最快的速度让排水泵恢复运转。刚回值班房坐
下，徐杰再次接到指令，岙山基地 25 万吨级码头 20
多米高登船塔的电缆线在狂风中飘摇，必须立即抢
修，否则会有断裂的危险。冒着瓢泼的大雨，徐杰赶
到码头，切断电源，爬上登船塔开始抢修作业。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徐杰把电缆一段一段地加固，没有
因风雨的吹打而有丝毫马虎。

每次公司如果有生产设备抢修任务，徐杰都会
责无旁贷地自己留下来，深深的责任感让他无法推
脱岙山基地每一次抢修工作。前年一个夏天，调度
接到成品油泵房报告，输油泵电机在装油作业时运
转有异音，于是采取紧急停泵抢修。徐杰赶到现场
后，通过对电机监测确实听到运转时的异常响动，但
是经过全方位检查后，找不到具体的故障所在。徐
杰用螺丝刀一头顶住电机，一头贴着耳朵仔细倾听，
足足查听了半个小时，判断这有规律的异响可能是
电机平衡块松动导致异音被放大，于是做了相应调
整，清除了大泵电机运行的异音故障。岙山基地库
区的大泵、储罐、输油臂等设备每一次抢修，不管白
天还是黑夜，徐杰和他的团队，都没有因完不成任务
而影响生产的正常作业，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徐杰的努力和付出，得到公司各级领导和广大
员工的充分肯定，2008年，徐杰就被中化兴中公司聘
为首批电气技师，并相继荣获舟山市职工技术创新
奖、浙江省舟山群岛新区高层次人才证书，他带领的
班组被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评为全国质量信的班组，
并被授予浙江省工人先锋号、中化石油中心先进班
组等荣誉。

徐杰，就是这样一个一心坚守在一线、奉献在一
线的时代工匠。

应红枫

他从小就与葛根情结，痴迷葛根种植，被当地种
植户称为“葛根王”；他为了带动家乡葛根产业发展，
用十多年时间倾心葛根的生产和研发，让葛根的附
加值提高了几十倍，成功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成
为当地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2019年4
月，他被评为台州市劳模，他就是三门湫水山葛根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章爱国。

章爱国 1963 年出生，小时候，因为家庭困难加
上体弱多病，父母经常去挖葛根给他煎服。“可以说，
是葛根养活了我。”想起过去，章爱国感慨地说。

这样的经历，让长大以后的章爱国对葛根研究
情有独钟。高中毕业后，为弥补家用，章爱国先是外
出打工，而后在舟山创业，承包土地种植柑橘，赚了
一些钱，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葛根梦”。

2007 年，章爱国在网上看到四川、江西、贵州等
外地山区许多人种植葛根，收入相当可观。“三门土
地比较多，适应种植葛根，并且三门乃至台州都没有
人种植葛根，开发前景广阔。经过考察、市场调查，
我决定种植葛根。”章爱国说。

在捞到创业的“第一桶金”后，2007年底，章爱国
回到老家三门县，在浦坝港镇沿江村承包了 200 多
亩土地，经过整理改造，建成标准化葛根种植基地。
2008 年 3 月，章爱国投资了 9 万元，从中国农科院引
进了30万株“宋氏1号”葛根良种进行试种。

2008 年 5 月，章爱国将位于悬诸村的原三门林
场场部 10 多间闲置的房屋租赁下来，成立了集种
植、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三门湫水山葛根专业
合作社，并注册“湫水山”牌商标，发展社员12户，并
在亭旁、沙柳、横渡等山区乡镇（街道）建立了 2000
多亩葛根种植基地和加工、科研基地，其中合作社种
植基地500多亩。

在当时，葛根种植在省内还属于非常小众的技
术。为了种植成功，已年近半百的章爱国毅然前往
江西、湖南等地学习参观，并购买了有关葛根种植技
术的书籍，一边种植一边学习葛根种植技术知识。

2008 年 7 月，该合作社又投资了 100 多万元，购
买了粉碎机、脱水机、过滤机、叠片分离机、烘干机等
加工设备，建立了自动化加工流水线，将社员种植的
葛根收购起来加工成葛根片出售。

在章爱国的悉心管理、辛勤种植下，2009 年 11
月，葛根终于迎来了丰收年。章爱国也成为了三门
县“葛根种植第一人”。

虽然种植成功了，但章爱国发现，葛根片的鲜销
效益很低。于是他购置了设备，开始研究葛根粉的
生产。但是，由于前端设备清洗不彻底和后期搅拌
不均匀，出粉率和产品质量都不过关。

“一些环节还需要人工辅助，效率低的同时，还
有安全生产隐患。”章爱国说：“必须要对设备进行改
造！”于是，他从一名种植户化身为技术研发人员，带
着工作团队通过 3 个月的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成
功打造出一条安全、有效的全自动葛根粉生产线。

在葛根产业的拓荒路上，章爱国的脚步一直没
有停歇。2010年，他与郑州农业大学合作，推出了新
产品——葛根茶和葛花茶，一经上市，就受到上海、
杭州等地消费者的喜爱；他通过技术攻关，将葛根粉
与红薯粉合成，开发了葛根粉丝系列，销售一路看
好；随后，他又成功开发出葛根饮料，以口感良好、营
养丰富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下一步，我计划与台州
学院合作，利用微生物技术将葛根加工后的残渣，制
作成生物纤维面膜，最终实现葛根的全方位开发利
用。”章爱国欣喜地告诉笔者。

葛根产业是三门县的特色产业，但长期以来一

直处于低、小、散状态，缺乏技术管理和加工能力，没
有形成品牌和规模化种植。

“卖的都是初级产品，利润薄，销路难。”章爱国
说，“如果不转型升级，葛根产业将难以为继。”

对葛根充满情怀的章爱国不愿看到葛根产业没
落，他将自己辛苦积累的“拓荒”经验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种植户。“我们合作社引进株葛根苗种，在种植
基地里育苗，苗种培育出来后分给社员种植。同时，
要求社员按照国家有机食品操作规程和要求，实行
有机种植，确保产品安全。2008 年 12 月，合作社生
产的‘湫水山’牌葛根粉通过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章
爱国告诉笔者。

在生产中，该合作社采用统一培植种苗、统一种
植管理、统一加工、统一产品销售“四个统一”生产管
理模式，并在全县各乡镇（街道）推广种植经验，促进
全县葛根产业结构调整。

10 多年来，章爱国每年无偿为当地的葛根种植
户开办短期培训班 2 次以上，受训人员达到 1000 多
人次。为提高学习效果，他还将课堂开到田间地头，
手把手传授葛根高产栽培技术，毫无保留地将安全、
优质、高产的种植新模式与广大葛根种植户共享。
同时，他还利用与高校的合作关系，聘请高校专家、
教授到三门，为种植户进行实地技术指导和培训，进
一步提升种植户的技术。

除了提供无偿技术服务，他的企业还对贫困种
植户实行先垫资苗款、盈利后收回等措施进行帮
扶。到目前为止，已帮扶贫困种植户 23 户，帮扶他
们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目前，全县已发展葛根种
植户 180 多户，种植总面积达 1.2 万多亩，带动就业
岗位2000多个，葛根产业已逐渐成为当地农业支柱
产业之一。 朱曙光

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西湖村
党总支书记周焕梁是一名退役军
人。退役 36 年来，他退伍不褪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 1994 年
担任丰惠镇原郑家堡村党支部书
记以来，他带领全村村民壮大集体
经济，改变村级面貌，使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村先后获得了全国文
明村、省模范集体、省民主法治示
范村、省基层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示
范村等重量级荣誉称号。

19岁那年，热血青年周焕梁积
极响应党与祖国的号召，参军入
伍。从当年《奖励登记表》可以看
到，他在服役期间表现出色，屡次
受到嘉奖表彰，曾被破格提升为班
长。

1983年，退伍回乡的周焕梁进
入原郑家堡村，担任村支部委员。
那一年，他才 23岁。1994年，他众
望所归地挑起郑家堡村党支部书
记的担子，那一年他 34 岁。2006
年，行政村规模调整，周焕梁用他的
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党员村民的
信任，被组织任命为西湖村党总支
书记，那一年他46岁。

自从周焕梁走马上任后，他第
一项工作是摸清郑家堡、屈华、后
湖、甑底山 4 个自然村的家底，他
发现村里共有 3268 亩土地，村民
人均拥有土地 1 亩左右。如何将
集体经济落后的村子发展起来，成
为他日日夜夜思考的首要难题。
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他给西湖村找
准定位：以土地发展为主，加快农
村土地流转，搞适度规模经营，让
土地这个“聚宝盆”生产出更多的
财富。凭借军人骨子里的那份责
任、担当、智慧、魄力，他与村委班
子一起呕心沥血办企业、置物业，
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时，他时常自掏
腰包解决，从未要求任何回报。就
这样，村级集体收入突破 20 万元，
逐渐使西湖村从贫穷落后走上富裕幸福的道
路。

全村路网改造、桥梁建造、河道整治、土地
整理、宅基地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村庄环境
整治、路旁绿化和亮化，老年幸福之家、青少年
活动中心、文化礼堂、全民健身广场，公共服务
中心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迁建……这些扎扎
实实关于民生的实事工程，不仅让村民们如数
家珍，也被有心的党总支书记记录在了电脑
中，成为佐证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的有力证明。

村委班子成员郑江桥向笔者介绍，周焕梁
始终秉持“思想端正、定位准确、工作做实、原
则把握、热情服务、是非分明”这一理念，在发
展集体经济、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不断丰富
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真正在村民家门口构
建起一个精神家园。

同时，周焕梁的用心也如春风般“润物细
无声”。就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怀揣军人情怀
的他邀请了散布在省内外的全村109名退役军
人，回家乡参加“退伍不褪色，始终保本色”的
退役军人座谈会。他自学制作 PPT，现场向与
会人员汇报西湖村的发展变化，介绍自身退伍
经历，号召大家在工作、生活中保持军人本色，
永远传递正能量。 陈晓潮

徐杰 始终坚守一线的“中化工匠”

章爱国 村民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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