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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作为一线产业工人代表，能受
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这是一份至高的荣誉，也是
一份肯定，更是一份责任。”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重庆轨道集团运营三
公司工务维保部单轨道岔车间党支
部书记张杰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希望自己能把多年积累的
单轨道岔技术经验传承下去，让更
多年轻人从中获益，为我国单轨建
设添砖加瓦，让单轨换上“中国心”，
让“国产化”走向“国际化”。

带领研发团队获得7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在重庆，不仅单轨2号线列车
穿楼而过，被网友捧上热搜；列车的
自动变道方式也收获许多网友点
赞，被称作“变形金刚”。

这种自动变道方式的背后，与
张杰在这个领域的研发创新分不
开。

道岔是轨道列车从一股道转入
另一股道的线路连接设备，在安全
性、耐久性、故障率等方面都要求很
高。

2005年，国内第一条跨座式单
轨线路2号线开通试运营。但当时
跨座式单轨交通技术在国内还是一
片空白，技术和设备大都自国外引
进，车辆、轨道梁、道岔等核心技术
也都遵循着国外的标准和规范。

要打破国外技术的壁垒，推动
跨座式单轨产业发展，重庆必须掌
握轨道核心技术。

在机械设备维修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的张杰，与同事们一起展开技
术攻关。他和同事们把“家”搬到单
位，翻阅技术资料，现场实战测量、
比对、绘图，一起研讨技术问题……
凭借这份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和创
新精神，张杰和同事们不但攻克了
若干轨道核心技术难题，自己也快
速成长为重庆单轨道岔技术的领军
人才。

2012年，市级张杰技能专家工
作室成立，2014年升级为国家级张
杰技能大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张

杰和他的团队已完成20余项科技
创新和技研任务，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7项，为集团节约了1000余
万维修资金，推动集团单轨道岔维
修队伍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提高
30%。同时，他参与了国家、行业和
地方跨座式单轨道岔标准规范，并
推动重庆单轨技术走向世界。

研发控制监控装置降低
道岔设备故障率

创新研发不止。智慧交通，已
经成为交通发展的新趋势。张杰的
团队紧随时代潮流，将技术攻关瞄
准了智能交通领域，运用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研发单轨道岔过程控
制监控装置。

目前，张杰团队正在研发的单
轨道岔过程控制监控装置，可以远
程监控道岔运行过程及状态、故障
时间、点位等信息，无需维修人员在
现场盯看，系统将自动上传到人机
界面上，工作人员可实时查看运行
的相关信息。

“该装置如果研发成功，可以
为单轨道岔监控系统提供更高效
的选择，将成功降低道岔设备的故
障率，有效减少轨道交通故障处置
时间，提高应急抢险效率。”张杰
说。

目前，张杰和团队还在研发
单轨道岔梁绕曲板连接小轴的

“新衣服”。和“新衣服”相对而言
的“旧衣”，皮质不透明，检修人员
无法直接通过肉眼检查出其故
障，只能在设备拆卸判断故障原
因。张杰此次研发的透明塑料

“衣服”，不用拆卸，检修人员肉眼
就能发现故障。预计年底，道岔
梁绕曲板连接小轴就可以换上试
用的“新衣”了。

发挥“传、帮、带”作用培
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张杰表示，下一步，他将组织支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担当作为
的不竭动力，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职责，担当作为、求
真务实，为重庆轨道交通发展、老百
姓出行作出应有贡献。

针对目前轨道交通高技术产业
工人缺乏的现状，张杰表示，将依托
工作室，发挥“传、帮、带”作用，加大
对集团技能人员道岔理论知识的培
训，每年实施3-5个项目，包括研
发、技改以及设备出现临时突发情
况的调试和改造，力争培养更多的
轨道交通高技能人才。

与此同时，张杰还将结合日常
工作，加大力度推动轨道交通技术
研发创新。下一步，其工作室将加
大与各专业、各高校的合作，一起
攻克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技术难题。

“立足本职工作，持续精益求
精，把专业工作做精、做到极致，同
时让更多的人超越我，培养更多的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人才，让‘重庆造
单轨’走向世界。”张杰表示。

重庆轨道集团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单轨道岔车间
党支部书记张杰：

让单轨换上“中国心”

重医附一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周发春：

始终冲在“最前线”，以
生命赴使命

“回想起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那天，我的心情真的
很激动。”7月5日上午9点多，重医
附一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周发春刚查
完房。

7月1日那天，周发春的座位正
对广场右侧华表，离天安门城楼很
近，左侧就是军乐团方阵、青少年方
阵。“军乐团方阵的演奏深深打动了
大家。他们笔挺的站姿、饱满的精
神、整齐划一的号令，展现出人民解
放军的风采和保卫祖国的信心和决
心。”周发春说，他当时看得热泪盈
眶。

当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我们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时，他深感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不易；当青少年方阵喊出“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时，周发春被深深感染，
再次泪湿眼眶。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起
了现场观礼代表阵阵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我也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这是幸福的泪水、是激动的泪水、是
自信的泪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
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
向胜利、走向富强。”周发春说。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医生，从
2003年抗击非典，到2008年汶川大
地震医疗救援，再到驰援武汉抗击疫

情，每一次，周发春都是第一时间踏
进“主战场”，冲在“最前线”，真正做
到了“以生命赴使命”。

周发春说重症医学是抢救危重
患者的最后一环，他将继续坚守在救
死扶伤一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带领科室全体医务人员不断提升
重症医学医疗质量和临床科研技术
水平，为提高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
降低病亡率作贡献。他还将致力于
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无论什么
时候，听党指挥，跟党走，就一定能取
得胜利！”周发春表示。

“改革先锋”冉绍之：
退休不褪色，永葆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

当日，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后，曾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的原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冉绍之备
感振奋。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回
首百年，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才跨
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
胜利，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

1993年，三峡移民搬迁启动，奉
节县安坪乡（现在的安坪镇）成为首
批三峡移民试点乡。那时，冉绍之刚
刚担任该乡党委书记、乡长，他走田
坎、访农家，探索出“江边一条路、路
边一排房、房前工商业、房后种果粮”
的移民安置模式，为重庆农村移民安
置树立了样板。

这次从北京回来后，冉绍之专程
到安坪看了看，许多村民还认得他，
拉着他话家常。

“冉书记，你知道吗？靠网销脐
橙，我现在一年就能挣30万元，这都
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啊！”村民余都香
有些激动。过去，他所在的三沱村没
有公路，每年卖脐橙，得先用农用车
将脐橙运到长江码头，等贩子来收
购。现在，公路通到了田间院坝，余
都香自己开起了网店，坐在家里就能
将脐橙销往全国各地。

“二十多年前，安坪的老百姓住
的都是土墙房。现在，家家户户都住
进了楼房，房前屋后种上了花草树
木，变化实在太大了。”冉绍之把整个
村都逛了逛，看着村民的日子越过越
好，他非常高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安
坪。这让我更加坚信只有跟着共产
党，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冉绍之
说，自己虽已退休，但在新的征程上，
他将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退休
不褪色，为年轻的党员干部树榜样、
立标杆，在乡村振兴中起好“传帮带”
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激
励乡亲们继续听党话、跟党走。

长安汽车维修电工高级技
师刘源：

致力前沿技术研究，不
负伟大时代

7月5日，从北京回重庆后上班
第一天，刘源便一头扎进长安汽车技
能大师工作室，全心投入到长安汽车

大学智能制造实训中心的建设工作
中。

“这次庆祝活动，让我切身感受
到了身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和自
豪！”中午吃饭时，刘源才有时间谈起
在现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时的感受。“作为一名
一线技能人员，我只有加倍努力工
作，才能不辜负革命先辈的牺牲和付
出，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刘源是长安汽车渝北工厂一名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曾获得“全国劳
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百名杰出
工匠”“重庆英才·技能领军人才”等
荣誉。

能够到北京现场参加庆祝活动，
刘源在感受到无比光荣和自豪的同
时，更感受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作为重庆产
业工人的代表，我将立足岗位，扎根
一线，瞄准智能制造水平提升，践行
新时代工匠精神，加快研究技术创新
项目，努力为重庆经济建设和长安汽
车第三次创新创业做出自己更大的
贡献。”

刘源说，接下来他将依托劳模创
新示范工作室，致力于机电设备前沿
技术的研究、改善创新及开展高技能
人才培养。同时他还将利用市总工
会劳模宣讲成员的身份，积极唱响

“中国梦，劳动美”主旋律，大力推进
“劳模三进”系列活动，深入到各个学
校、企业，加强对职工群众和青年学
生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让劳模精神
得以弘扬。

（记者 李珩 左黎韵 白麟）

他们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在新的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

为美好生活而努力 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7月5日，在重庆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工
地，市地产集团所属重庆
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组织大家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
纷纷表示，要发扬劳模精
神，在施工一线争当先锋，
打造精品工程，向党和人
民交出满意答卷。

记者 罗斌 摄/视
觉重庆

筑精品工程
交满意答卷

“两优一先”风采展④

罗燕：守好一颗初心 担好一份使命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45145

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重
庆
市
总
工
会

44岁的罗燕是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二级主任科员、城口县龙田乡联丰村
第一书记。在精准脱贫攻坚战刚打响时，
罗燕主动请缨担任联丰村第一书记，并立
下誓言：联丰群众不脱贫，绝对不返城。

艰辛的付出下，联丰村从“荒山坡”
变成“聚宝盆”。2019年底，全村仅1户
因病致贫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5
年初的22.2%降至0.4%，建卡贫困户人
均收入由 2015 年初的 2419 元升至
10731元，2020年联丰村实现全面脱
贫。她带领联丰村先后荣获重庆市“城
乡先进社区组织”“优秀青少年之家”

“五四红旗团支部”、城口县“2020年度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罗燕本人
也获得了2021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等
市县级表彰。

将“霓裳衣”变“运动装”

2015年，精准脱贫攻坚战在城口打

响。罗燕瞒着家人第一时间报名驻村第
一书记，主动请缨前往联丰村攻克贫困堡
垒。

她将一身“霓裳衣”换成“运动装”，从
县发改委踏上龙田乡联丰村的崎岖山
路。从此，她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怀
着一颗为民初心，沿着崎岖山路，走遍联
丰村的每家每户。她时刻谨记自己的誓
言，用脚步丈量着联丰村情，10多双坏掉
的运动鞋既是陪伴者也是见证者。因为
成绩出色，城口县委组织部曾多次找她谈
话，准备提拔重用，她却继续申请留在脱
贫攻坚一线，践行“联丰一天不脱贫，我就
不走”的铮铮誓言。

将“荒山坡”变“聚宝盆”

罗燕深知，要让全村彻底脱贫，既
要“输血”还必须“造血”。联丰村基础
设施薄弱，因此她决定加大解决村级
公路、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输血”力

度，先后硬化村级公路8公里，修建人
行生产便道8.3公里，新建人行便桥5
座、休闲文体综合广场1个、污水处理

池1个、垃圾分拣点1个，改造升级农
村电网10公里……全村基础设施得到
大力改善。

同时，她还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实现“造血”功能，实现81户农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成多彩苗
木基地 56亩，建设大苗连翘示范基
地 18 亩、五味子采摘育苗基地 10
亩，栽植玄参 132 亩、独活 50亩、连
翘15.1万株，修建130平方米农产品
烘干房及展厅 1个。村民在产业基
地就近务工年收入达 16万元，家庭
户均增收 700多元。带动全村留守
人员发展到户产业，每年户均增收
1200元。

将“城里人”变“联丰人”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
淀多少真情。”罗燕牢记殷殷嘱托，从
踏进联丰村的土地开始，她便时时处
处与村民打成一片，切实“驻”进群众
心里，吃农家饭、说农家话、做农家
事。

她用了8个月做通了村民龙忠友的
思想工作，并发动村委负责建设新房，从

“垛木一苦人”到“我乃幸福翁”。龙忠友
的故事是联丰村脱贫攻坚成果最好体
现。

罗燕还深刻意识到，如果老百姓精
神不脱贫，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于是她
率先在全市推行农村垃圾分类和社区
营造工作，探索形成了“干湿二分”农村
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全村垃圾减量达
40%。她邀请专业团队组织村民谱写
村歌，组建村文艺队跳坝坝舞、开音乐
会、办香肠节，村子热闹起来了，老百姓
精神面貌明显改善。她常“混迹”于村
民之中，将“城里人”变“联丰人”；她动
真情、扶真贫，将“联丰人”变“心里人”，
这份感情温暖着联丰的山山水水和家
家户户。

潘锋
图片由城口县龙田乡联丰村委会提供

罗燕罗燕（（左左））为村民讲解为村民讲解CDCD级危房改造政策级危房改造政策

张杰（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