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曜

过去，靠着一把扳手、一颗螺丝，手
磨出泡成茧，换来了公厕的干净整洁；如
今，通过操作专业环卫设备，管理智能监
测系统，成为了环卫工人中的“弄潮
者”。沙坪坝区环卫处工作人员肖志强
以自己二十年的工作经历，讲述技术型
环卫工人怎样炼成。

生活经验应用于工作

2003年，肖志强来到沙坪坝区环卫
处从事设施维修维护工作，一干就是二
十年。

“那时候环卫工人没有作业车，也没
有喷枪，夏天一身大汗。”肖志强告诉记
者。在接近40℃的高温天气，他和同事
提着油漆桶，拿着刷子，给街边的果皮箱
保洁刷漆。“过去，重庆酸雨较严重，果皮
箱频繁掉漆需要经常维护。”

“沙坪坝区有1700余个果皮箱，维
护工作量非常大。”肖志强说，“洗和刷很
容易操作，但有些垃圾不容易抹和刮，比
如牛皮癣、口香糖放一起特别难处理。”
肖志强称。

“牛皮癣刮掉还会留下一层胶，非常

难清洗，要用风油精来擦拭。”肖志强介
绍说，风油精可溶解胶也不伤漆面，非常
有效。“这算不上什么‘发明创造’，就是
把生活中的小常识应用到工作上。”肖志
强笑称。

公厕维护学问多

公厕虽小，学问却多。除了果皮箱，
肖志强和同事还要负责当时沙坪坝区
150多座公厕的维护。

“我刚参加工作时公厕设施全是金
属架，特别是铁质水管容易生锈断裂。”
肖志强称，铁质水管维修起来需要切割
焊接，操作起来十分不便。

有更适合的替代管道吗？“我就去网
吧查资料，了解到市面有一款新型PPR
水管。”肖志强介绍，PPR水管具有高韧
性、高温耐受性和耐腐蚀性等优点，是理
想的替代品。

随后，肖志强自费参加了职业学校
的水电工培训，向老师请教了PPR水管
的安装办法。“后来，我为沙区的所有公
厕更换了PPR水管。”肖志强说。

2014年，车载公厕投入使用，这种
公厕通过微生物对污物进行生化降解
处理，密闭无异味，对周边环境影响

小。“但对比普通公厕，车载公厕配备了
车内清水箱、真空储粪箱、吸污器、生化
处理管道等设施，各个设备连接更为复
杂，一旦出现故障需要几天才能修复。”
肖志强说，为此，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摸索并与售后相关技术人员沟通，掌握
了该设备的维修操作流程。“现在一般
小问题我都可以自己上手，不用麻烦厂
家了。”

环卫监测守护城市安全

4 月 25 日上午，“嘟……嘟……
嘟……”的警报声响起，沙坪坝区环卫
处危险源在线监控系统的大屏幕上弹出
醒目信息：三峡广场永辉超市门口化粪
池沼气浓度超标！

“这是老问题了，沙坪坝区老旧小区
比较多，随着入住率的提升，原来设计的
化粪池容积已经不够。”正在值班的肖志
强介绍了相关情况。通过物联网设备，
肖志强迅速锁定了化粪池位置，安排物
业公司就近处理隐患。

大概一小时后，警报解除，该化粪池
沼气浓度回到正常水平。“这是我现在的
日常工作，对沙坪坝区257个重点化粪
池点位进行实时监测。”肖志强称。

“化粪池是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生
命线’，然而它的问题往往隐藏在地下难
以察觉，一旦爆发就容易酿成大患。”肖
志强表示，监测工作守护着一座城市的
安全，责任重大。

沙坪坝区环卫处工作人员肖志强：

技术型环卫工懂硬件也懂软件

奋斗奋斗 人生最亮丽人生最亮丽的底色的底色
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中，许许多多紧跟时代步伐的劳动者，在各自领域

和行业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转型升级，以不懈奋斗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报采访了3位基层一线的劳动者，让我

们从这些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肩上有担当的劳动者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邱悦

4月 25 日晚，“新时代奋斗
者——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
人”发布仪式举行，“最美产业工人”
获得者文娟穿着一身工服亮相舞台。

今年40岁的文娟是重庆建工
工业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焊工、
江津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16年
来，她一头扎进焊接领域，潜心钻
研、努力攻关，把焊枪当作绣花针，

“编织”出桥梁和城市的钢筋铁骨，
从一名农民工转型成为一名技艺精
湛的产业工人。

转行当焊工
把书本和砖头吊在手上练臂力

文娟的老家在江津。2007年，
她和丈夫到厦门打工，丈夫到工厂
里做铆工，文娟便找了一家电子厂
打工。

平日没事时，文娟会到丈夫工
厂里陪他，看到丈夫和工友们使用
的焊枪闲着，文娟想自学一门手艺，
便萌生了转行的想法。

工厂师傅们了解文娟的想法
后，就给了她面罩、手套等工具，让
她边看边学。

学习一周后文娟准备上手了，
厂里的师傅对她进行了指导，还给
了她一台焊接机器。文娟就去捡
一些废料来练手。第一天工作下
来，重达10多斤的焊枪和管线就
让文娟的手酸痛得连筷子都拿不
稳。

焊接工作对焊工的手部力量和
平衡性有着极高的要求，为了增强
手部力量，文娟把一些书或是几块
砖头绑在一起，吊在手臂上。

除了锻炼臂力，文娟还坚持练
习焊接技术。短短几个月时间，文
娟的焊接技艺就得到迅速提升，工
友们都夸她“焊得好”。

学习半自动化设备
反复练习成为全能型焊工

2009年，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
司在江津珞璜工业园建成投产。

为了照顾家庭，文娟从厦门回
到家乡，成为重庆建工的一名焊接
工人。

刚进公司，文娟就遇到了难题。
“我们在外面是手工焊接，回来

后这里很多设备都是半自动化的，
我从未接触过。”文娟以电渣焊为例
解释说，它的焊丝是在导管里，从外
面无法看到，如果角度不对，就很容
易焊偏。

通过不断摸索，文娟很快掌握
了诀窍。

公司钢结构制造车间是H型
钢、异形钢结构等主力生产车间，加
工品种多、产量大，生产节奏快。

一次，文娟准备接手更复杂的
钢结构焊接，可车间主任却对她说：

“你的技能水平达不到，现在还不
行。”

这让不服输的文娟燃起了又一
个念头——成为电焊、气焊、自动埋
伏焊样样精通，钢材、铝材、不锈钢
材件件能行的全能型焊工。

此后一段时间，文娟反复练习，
手磨出了血泡，走哪都抱着一本书，
扭着师傅不停地问。

通过努力，文娟的焊接技艺越
发精湛，成为了一名全能型焊工。

按时交付产品
焊接技术用在重大建设项目中

2019年底，璧山“云巴”秀水湾
至秀湖公园三个区间站的轨道梁开
工，文娟成为了工程的焊接主力。

“这个工程量大，难度高，工期
只有4个月，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
了文娟。”公司负责人说。

文娟要焊接的璧山“云巴”轨道
梁，最长一段有140米，重495吨，
全部采用双支偏心H型钢桁架构
件，对焊缝质量要求非常高。

焊接是一项对技艺要求十分严
苛的工作，除了对焊接电压、电流的
精准控制，焊枪进入的角度、焊接方
式等也将直接影响焊件质量。

文娟和工友反复调试、改进，最
终，轨道梁焊接部件全部保质保量
按时交付。

除了璧山“云巴”，这些年文娟
还先后参与了重庆大足体育馆、重
庆国泰艺术中心、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重庆长安总装厂房等百余个重
大桥梁及高层异形复杂焊接专项工
作，每年加工近2000吨钢构件，产
值超1800万元。

近年来，文娟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
荣誉。2018年，“文娟工作室”成
立。文娟把自己的技能、经验毫无
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先后培育出郭
宝华、梁承刚等技术能手、行业标
兵，在众多技能技艺比赛中斩获佳
绩。

“在一项项工程中，我们见证了
重庆日新月异的高质量发展，能够
用手中的焊枪，把焊接技术应用在
重大建设项目中，我感到非常自
豪。”文娟说。

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文娟：

把焊枪当作绣花针
“编织”城市钢筋铁骨 □本报记者 黄乔

赛力斯汽车与华为合力打造的AI-
TO问界M5，2022年3月开启交付，全
年累计销量达到56855辆。赛力斯科技
中心产品开发代表、高级工程师刘宗成
正是该款车的项目研发负责人。

从一名汽车工业学院的“理科男”到
汽车电气工程师，再到项目开发代表，刘
宗成经历了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转型升
级的过程。

“时代在进步，汽车行业也在发展转
型，我必须一起成长。”刘宗成说。

设计手摇式调光结构
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刘宗成2006年从湖北汽车工业学
院毕业后，进入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赛力斯汽车子公司），成为一名汽车电
气工程师。

“当时小康的产品是微车，我负责整
车灯具产品的技术工作。”刘宗成回忆，
进公司后碰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
车灯进水的问题。

通过不断学习请教，他历时5个月
终于找到了原因，并从设计上进行优化，
及时建立了灯具防水设计及测试相关标

准，攻克进水难题。
在生产一线，刘宗成还注意到一个

细节——工人们弯着腰，用螺丝刀对每
台车的灯具进行调光，费时费力。

刘宗成来到产线，拿起螺丝刀跟着
工人们一起干。每天八小时，几乎不停
歇地拧螺丝，在拧的过程中，他记录下每
次螺丝刀旋转的圈数和角度。几个小时
下来，他的拇指、食指以及虎口处都酸痛
不已。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宗成得到了大
量调试数据，迅速优化了产品结构。刘
宗成还设计了一套手摇式调光结构，大
幅提高了灯光调整效率，减轻了一线工
人现场调光的劳动强度。

编写整车性能开发流程
为后续开发奠定基础

2012年，小康集团从微车向乘用车
转型，并新组建与管理整车性能室。

“对我和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刘宗成告诉记者，电气覆盖的
产品门类10多个，但整车性能涉及产
品门类上百个，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补
课”。

查阅资料、内部研讨、参加培训、实
车测试……那段时间，加班成了刘宗成

的家常便饭。“除了学习和实操，我们还
要把日常工作中的经验，条理性地记录
下来。”刘宗成举例说，比如，对车辆进行
实车测试，在40℃高温下，收集车辆噪
音、动力等性能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
流程等编写入手册。

通过一年时间，刘宗成和团队编写
了《整车性能开发流程》，理清了流程规
范以及开发标准，为后续整车性能开发
奠定了基础。

研发设计
全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2016年，小康集团开始开发新能源
汽车，并在后来更名为赛力斯汽车。

“从传统汽车制造向智能网联汽车
制造转型升级，这个过程极富挑战。”刘
宗成告诉记者，2021年，赛力斯汽车与
华为达成合作，双方签署了新能源汽车
领域合作备忘录。这次，他被任命为赛
力斯AITO问界M5车型项目开发代
表，负责设计研发工作。

“我的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用一年时
间把AITO问界M5从概念变成实物。”
刘宗成说。他组建了专项团队，没日没
夜找方案、抠细节。在他的主导下，AI-
TO问界M5从技术方案选择到试制量
产实现如期交付。

深耕专业领域16年，如今的刘宗成
已把“遇到盲区就去学习”，当成了一种
习惯。今年，刘宗成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赛力斯汽车高级工程师刘宗成：

从管车灯到设计研发智能汽车

核心
提示

刘宗成

“时代在进步，汽车行业
也在发展转型，我必须一起
成长。”

文 娟

“能够用手中的焊枪，把焊
接技术应用在重大建设项目中，
我感到非常自豪。”

肖志强

“环卫监测工作守护着一
座城市的安全，责任重大。”

本组图片由记者解小溪、刘
旖旎、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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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上午，中国广电（重庆）数
据中心启用仪式举行，标志着中国广电
重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广电重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东数
西算”战略，深度参与广电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络建设，推进云网融合战略转
型，全力助力数字重庆建设跑出“加速
度”。

落实一把手工程
助力数字重庆建设

中国广电（重庆）数据中心在信息
技术、数据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建
成投用是中国广电及重庆公司参与国
家数字经济发展、国家文化数字化战
略、“东数西算”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

日前召开的数字重庆建设大会上
指出，数字重庆建设是一把手工程。据
介绍，数据中心座落于两江新区水土新
城，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中的成渝国

家枢纽节点，周边汇聚电信、联通、移动
3家运营商数据中心，以及众多互联网
企业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一期建筑面积20203平方
米，容纳机架1500台，机房建设达到国际
T3+标准、国家A级机房标准，拥有稳定
可靠的动力环境、领先的绿色IDC节能技
术。目前，中国广电云（一期）核心节点以
及本地专属云集群已入驻，通过网络已覆
盖京津冀、江浙沪、广深3个互联网企业
较集中的区域，完成了与腾讯、阿里、字
节、快手、爱奇艺、百度等核心机房的
100G互联互通。

此外，中国广电IP骨干网CBNET
重庆节点将于6月30日建成，实现数据
中心与全国各地广电和三大运营商高
速互联互通。

挖掘大数据价值
加快促进多元合作

数据中心建成投用，是中国广电重

庆公司积极推进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体系建设、聚力支持数字重庆建设、
深度挖掘大数据战略价值的生动实
践。“公司还致力于提高数字经济服务

供给能力和管理运行水平，共同推动智
慧广电技术、应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中国广电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启用仪式现场，中国广电重庆公司

分别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启迪云计算有限公司、上海大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电四川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中广宽带网络有限公司、重
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6家单位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这意味着，中国广电重庆公司将携
手合作伙伴，围绕5G、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乡村振兴、文化大数据、工业互联
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领域，
着力提高数字经济服务供给能力和管
理运行水平，共同推动智慧广电技术、
应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加快促进跨行
业、跨专业、跨领域的多元合作，为数字
重庆建设添砖加瓦，在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

锁定关键锚点
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数字重庆是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的关键变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

性抓手。
重庆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

国家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
中心落地于重庆数据中心集群，在积极
支撑数字重庆建设的同时，可以更好地
服务于“东数西算”“国家文化数字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
需求。

下阶段，中国广电重庆公司将以数据
中心为锚点，秉持“建强党媒政网，引领数
智生活，赋能千行百业，优化公共服务”，
着力打造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算网
大脑”，提供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算力资
源服务，融合视听算力和文化专网算力，
夯实国家文化数字化底座，与5G、工业互
联网、物联网形成“云网融合”新模式，架
好智慧服务“新云梯”，融入“新时代新征
程新重庆”发展大局，为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擘画新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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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东数西算”战略 推进云网融合战略转型

中国广电重庆公司 助力数字重庆建设跑出“加速度”

中国广电（重庆）数据中心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