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串店里的爱心传递串串店里的爱心传递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李江波

初夏的一个下午，陕西西安，田小野准时来到自己的串串

店，检查店容店貌，查看码放在冰柜里的食材，准备迎接晚间

的就餐高峰。

19 年前，17 岁的田小野因车祸高位截瘫，但靠着坚韧不

拔的毅力，他自主创业闯出了一片天地。前不久，他被评为

2022年度“西安好人”。

“是依赖父母度日，还是奋发图强改变命运？”遭遇不幸

后，田小野无数次这样问自己。

2013 年，在成都旅游时，他看到大街小巷香味四溢的串

串店，萌生了回西安摆串串摊的想法。

与家人商量后，他决定在小区旁边“练摊”，他的“热辣人

生”也由此开启。摊位虽小，但田小野坚持诚信经营，确保食

材新鲜、卫生。就这样，回头客越来越多。

2022年，他在翠华南路创办了田小野串串店。

“当初是为了让自己走出家门，更好地融入社会。创业成

功后，我想要在能力范围内关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田小野说，

目前，串串店有20名员工，他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

2021 年 5 月，网商银行公益小店联盟成立。田小野串串

店加入联盟后，专门推出了残障人士半价套餐。渐渐地，小店

成了残障人士互相鼓励、交流的港湾，爱心在小店里传递。

2018 年 8月，田小野与 6名志同道合的残障朋友，每人出

资 1 万元成立“SCI无翼飞翔”公益中心，为残障人士买轮椅、

送拐杖，鼓励大家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城市无障碍建设，提高

残障人士生活质量。

田小野与朋友们花了 3 个月时间，坐着轮椅车对西安三

环内的无障碍设施进行调查，发现问题 1911 个，拍摄照片

5000 余张，编写了《西安市无障碍设施状况调查报告》，制作

了西安无障碍问题分布电子地图，并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沟

通改善无障碍设施。他也因此获得陕西省残联颁发的“未来

无障碍行动”贡献奖。

近几年，田小野联合残障朋友与景点管理部门沟通，提出

无障碍建设意见；还受邀体验曲江各景区无障碍设施，协作制

作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杜邑遗址公园等景区的无障

碍设施导览图。在田小野和残障朋友的积极争取下，西安城

墙南门景点增加了轮椅爬楼机，让残障人士和老年朋友也能

登上城墙欣赏美景。

“未来，我打算再开一家串串店，专门给听障人士提供就

业岗位。”田小野对记者说，“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奉献爱心，照

亮别人也温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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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志凯

北京市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东四大队交警王小森工作

的辖区有 285 条胡同，每天在大大小小的胡同中巡逻穿行是

他工作的日常。那些向他咨询过事情、反映过问题，找他解

决过纠纷，甚至是被他处罚过的群众，都觉得他是一位暖心

交警。

2022年 8月 11日上午 10时，住在东城区南吉祥胡同的崔

阿姨骑着电动三轮车去稻香村买点心，路上与一辆电动自行

车发生交通事故，74 岁的崔阿姨摔倒在路边，头和胳膊都受

了伤。

王小森与同事赶到现场后，进行了现场调查，认定崔阿姨是

事故主要责任方。因崔阿姨已先行前往隆福医院急诊室救治，

王小森处理完事故现场，便前往医院给崔阿姨送去事故认定书。

来到医院后，王小森发现崔阿姨并没有亲属陪伴，便一直

陪在老人身边，在崔阿姨得到妥善治疗后，还给老人留下了电

话：“有事儿您可以随时打给我。”

当日下午，回到家的老人心里还是犯了嘀咕，对认定自己

是主要责任方表示不理解，于是便给王小森打去了电话。为

了消除老人的疑问，王小森主动提出下班后上门进行解答。

在崔阿姨家里，王小森用两个小时一一解答了老人关于事故

认定的各种疑问，最终，崔阿姨认可了此次事故的责任认定。

看到崔阿姨的心结被打开，王小森刚准备离开，崔阿姨也跟

了出来。原来，老人感到右下肋骨疼痛，想再去医院看看，此时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王小森便自费为崔阿姨打了一辆网约车。

王小森的工作态度让崔阿姨深受感动。一天后，崔阿姨

把一面写着“真情办实事 真心为市民”的锦旗送到了队里。

在王小森看来，胡同里总是琐事不断，一次剐蹭、一次摩

擦，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对于生活在胡同里的群众却是大

事，因此每一件交通事故的处理都马虎不得。

工作中，王小森常常主动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下班后继续

解答居民提出的疑问。久而久之，他的手机通讯录中存下了

270 多位居民的电话号码。而每一个电话号码的背后，都有

一个暖心的执法故事。

“人机协同改善焊工作业环境”“用无人机免去工人爬高塔腿软的恐惧”“通过BIM技术实现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技能冠军和他们的“数字理想”

赵春青 绘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朱欣 陈曦

46岁的机器人资深研究员陈照春以8条

堪称完美的焊缝摘得桂冠；女工程师王小

颖用建模技术构建起虚拟与现实的“云

梯”；90后无人机操作员陈尉别出心裁采用

“倒飞”法在空中上演“速度与激情”……

6月 9日，备受关注的全国职工数字化

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在福建福州落下帷

幕。陈照春、王小颖、陈尉从来自全国的

264名技术能手中脱颖而出，成为焊接设备

操作工-机器人、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员、无人机操作员三大数字赛道的冠军，用

刷新人们想象的数字技能赢得职业荣光。

3个闪耀数字技能赛场的名字背后，是他

们各自不同的职业人生和共同的职业愿景。

冲金新赛道

6 月 9 日，大赛闭幕式开始前，记者陪

着陈照春找到一家快剪店理发。此前，他

一直忙于训练，头发已有 3 个多月没理。

得知自己在前一晚的理论考试中拿到了全

场最高分，陈照春暗暗觉得有了登台领奖

的希望，决定在闭幕前“拾掇拾掇”自己。

和参加本次机器人焊接比赛的绝大多

数选手不同，陈照春并非焊工出身。

作为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新技

术开发中心副主任，他从 20年前便开始研

究工业机器人控制理论，学习工业机器人

焊接技术的时间还不到 1年。

找到参考基准面，以提升点焊均衡度；

用试焊弥合每台焊接机器人的细微差别；发

挥机器人的轨迹规划优势，再通过人工“调

教”实现精准焊接……这些在近百次与焊

接机器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的“相处之道”，

让陈照春以 8条堪称完美的焊缝在大赛中

问鼎。

和陈照春一样冲金数字新赛道的还有

王小颖。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决赛现场，

一台电脑就是她的“伙伴”。

伴随她手中鼠标的移动，电脑屏幕上

的建筑模型不停地翻转、缩放，现实世界中

的庞然大物顿时变得小巧。

王小颖是来自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的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工程师，在建模

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里，她可以凭一己之

力“盖”起超过 23米高的 6层建筑。她“盖”

的高楼可以 100%还原施工现场工况，从而

精准计算工程用料量，实现降低工程造价、

缩短工期的技术潜能，对建筑进行全生命

周期管理。

在队友张书斌看来，瘦小的王小颖身

上有一股向上的力量。这股力量就是她口

中的“拼”。

入职第一年，王小颖考取了二级建造

师、一级建造师、BIM 职业技能等级一级证

书；2022 年，她再次考取 BIM 职业技能等级

二级证书……为了准备这次比赛，王小颖和

队友们前后训练了约 8 个月时间，每天的训

练时长超过 10个小时。

“99%的努力加上 1%的幸运。”这是王小

颖总结的成功代码。

和王小颖一样，陈尉也在实时更新自己

的技能清单。

起飞、绕杆、穿越障碍……在本次无人机

操作比赛中最为惊险的“复杂工况下的高速飞

行”项目中，陈尉独创的“倒飞”机动飞行方式，

以31秒的全场最短时间完成比赛任务。

“大家都选择正向飞行，我发现，在障碍环

境下，正飞的拐弯幅度太大，倒飞则可以控制

幅度，节省绕杆、转头时间。”陈尉解释说。

从最初的手动飞行巡视，到现在的运用

3D 建模引导无人机巡检，陈尉坦言，就像无

人机要定期升级系统一样，数字技术的迭代

也在倒逼自己不断升级技能。

被数字技术改变的职业

年近半百，放着舒服的实验室不待，非要

扎进车间当“学徒工”。陈照春的这番“操作”

让很多人“看不懂”。

他向记者展示了前臂上几处被飞溅的焊

渣烫伤留下的疤痕，“这些就是触动我转型的

动力。”

让焊工远离弧光辐射、有毒气体、电焊烟

尘和高温高热的作业环境，在陈照春看来，这

就是他当“学徒工”的目的。他希望，伴随工业

机器人技术不断演进，焊工们有一天也能“在

空调房里操控机器人搞焊接”。而现在，他要

做的就是在车间里学会工人的焊接手艺，再把

这些技术“传授”给实验室里的机器人。

“很多人说，数字时代人工智能会取代工

人，也有人说工人是机器的主人，在我看来，

人机协同才是我们的‘远大理想’。”陈照春说。

陈照春想要实现的理想，也是陈尉期待

的未来。

陈尉的爷爷之前在福建三明泰宁的山区

供电所工作，爷爷穿着厚重的防静电工装逢

山开路、逢汛巡检的样子，便是他脑海里对电

力工人的最初印象。

然而，如今，他和同事们已经与爷爷当年

工装破旧、满手油污的传统电力工人形象相

距甚远。“数字技术给了我们更多选择，其中

便包括追逐时尚、少流点汗、体面劳动的机

会。”陈尉说。

2015 年，陈尉入职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漳州供电公司时，一周至少 3天在爬山，

为了克服爬高腿软的恐惧，他整整花了 3年时

间。如今，他操控巡检无人机所能抵达的高

度，早已远远超过人工爬塔时的 100米。

陈尉告诉记者，“如今一天、一个人、一台

无人机所能完成的巡检工作，比以前四五个

人、两三天时间合力完成的还要多。”

陈尉的微信头像照片是椰林沙滩、碧海

蓝天，还有他凝望无人机的背影。数字技术

让陈尉和同事们看见了老工人未曾看见的新

世界。

“技能大考”之后

“我要赶着去接儿子出考场了。”赛后，

在大赛新闻中心结束采访，陈照春拿着证

书和奖杯，匆匆赶往赛场 7 公里外的高考

考场。

一边是数字产业工人的“技能大考”，一边

是1291万考生的“人生大考”。父子俩的生日

在同一天，人生中的重要考试也在同一天。陈

照春笑着说：“这是我们父子俩的缘分。”

穿着橙色工装、拿着鲜花、举着金色奖

杯……站在考场外等候考生的队伍中，陈照

春格外显眼。他说：“因为比赛错过了陪伴孩

子走进考场的机会，我想用手上的奖杯鼓励

他，在人生的赛场上靠自己赢得闪亮的机会。”

作为全国首次举办的机器人焊接一类

竞赛，本次大赛像是一份“样题”，填补了国

内机器人焊接领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空

白，也为赛场之外超 30 万人的焊接技工

们，确立了新的技能坐标。

比陈照春小 17岁的王小颖看着自己手

中的奖杯，至今仍觉得像是一个美好的梦，

“看到颁奖嘉宾向我走来，感受到舞台灯光

打在身上的温暖，好像自己也在发光一样。”

这份温暖，也让她有信心迎接职业道

路上的下一个挑战。

赛后，王小颖回了一趟泉州老家。鸡汤、

炒鱿鱼、清蒸虾……妈妈准备了一桌饭菜为

她庆功。餐桌上，和家人举杯的那一刻，她又

感觉到了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份温暖。

图①：王小颖在赛场操控计算机构建
BIM建筑信息化模型。 王邦权 摄

图②：大赛现场，陈照春透过视校
仪精准操控焊接机器人。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

图③：陈尉在变电站现场进行无人机
飞行训练。 林永翔 摄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通讯员 杨诚波

装配工、油漆工、服务员，卖凉皮、开麻将

馆、开出租……这些经历汇聚在一个人身上，

成就了现在的张桂容。

今年 3 月，成都曹操出行党员先锋车队

队长张桂容获评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成为目

前全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网约车司机。

张桂容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农

村，家中经济困难。16 岁那年，她成为绵阳

一家自行车厂流水线上的装配工，开始了打

工生涯。

2014 年，张桂容从北方回到四川，留在

了成都，并在 2015年开起了出租车。随着网

约车蓬勃发展，2018 年，张桂容加入网约车

司机大军，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的一员。

“五星好评”

一头利落短发，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套

装，内搭白衬衫、深色领带，张桂容给人的第

一印象是清爽、干练。从业 5年来，她累计跑

车 2.5万多单，安全驾驶近 40万公里，乘客满

意率 100%，成了有名的“金牌司机”。

在同事们眼里，张桂容对工作充满热情，

整天像“打了鸡血”。

“每当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他们的一声

‘谢谢’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张桂容坦言，

她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决心“要服务好每一

位乘客，对得起这份职业”。

在一次出车中，张桂容遇到一位坐着电

动轮椅打车去医院的残疾老人。由于电动轮

椅比较重，上车需要拆卸、下车需要重新组

装，老人几次打车都没能成功，张桂容主动把

车停在了老人面前。

“大家都不拉，老人咋个办呢？”张桂容觉

得自己责无旁贷。

对每一位上车的乘客，她都会提醒系好

安全带；遇到恶劣天气，她会等车抵达出发地

再通知乘客出门，并尽可能把乘客送到门口；

对于行动不便的乘客，她主动下车搀扶；遇到

心情不好的乘客，她会耐心倾听他们的烦心

事……张桂容用每一次的贴心服务换来乘客

的“五星好评”。

温暖一座城

平日里，张桂容也是一名热心的公益人。

她说，这与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

13 岁那年，家中做起了鸡蛋生意，张桂

容每天要把父亲收来的鸡蛋用自行车送去集

市。上千枚鸡蛋，足足有 50 多公斤，还要经

过一个长长的山坡。由于年纪太小，上坡时

她实在推不动自行车，只好将车子停在路边，

等待路过的叔叔阿姨或是哥哥姐姐搭把手。

说起当年的情景，张桂容仍充满感激：

“很多都是不认识的人，但他们都愿意帮我。

当时我就想，以后一定要尽力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曹操出行

推出“爱心专车”，张桂容第一时间报名参

加。在随后的 20 多天里，她每天凌晨 4 点起

床，驱车 30 多公里送医务人员上班，直到晚

上 11点才收工。这期间，她义务接送了 86名

医务人员，行驶里程达 1121公里。

也是在这一年，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成立

“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她第一时间

向志愿服务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此，张桂容的身影活跃在各类志愿活

动现场，为蓉城温度贡献力量。

多面“桂姐”

在成为网约车司机的第 5 个月，张桂容

就凭借突出的业绩和“零客诉零事故”的优异

表现被推选为车队队长。自此，她主动承担

起“传帮带”责任，带领队员们共同成长。

网约车司机常年在外跑车，接触的乘客

形形色色，发生纠纷在所难免。张桂容常常

跟队员们说：“网约车是服务行业，站在乘客

的角度多想想，啥子事都好解决。”

每周，张桂容会定时和队员们交流，一遍

遍叮嘱安全出车的同时，也为队员们答疑解

惑，倾听他们的心声、向公司反馈他们的诉

求。在车队队员们眼中，张桂容是车队的主

心骨，更是大家充分信赖、无所不谈的“桂姐”。

多年来，张桂容先后获得“成都市优秀驾

驶员”“蓉城先锋成都市最美网约车司机”

“2021年中国最美出租汽车司机”等荣誉。

“有一种幸福叫作‘被需要’，被乘客需

要、被团队需要、被社会需要。”张桂容作为代

表在今年的全国五一巾帼奖表彰大会上深情

地说道。在她眼中，正是这种“被需要”，让她

收获了信任、实现了价值。

张桂容 5 年跑车 2.5 万单，乘客满意率 100%，成为有名的“金牌司机”、热心大姐——

有一种幸福叫作“被需要”

人来人往G

李润钊

数字浪潮激流澎湃，层出不穷的新技

术、新理念，成为驱动新时代产业工人向

前奔跑的推力。“数字工匠”如何克服本领

恐慌、化解技能焦虑，站上职业“云端”？

数字时代什么才是工人的立身之本？在

闪耀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

舞台的 3 位冠军身上，不难找到这些问题

的答案。

“数字工匠”是既具有现代工业技术

技能水平，又掌握智能化网络化技能、善

于渗透融合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作为传统工业与数字

技术融合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支

撑，“数字工匠”的工作场景、劳动工具、职业

技能、知识结构都与传统工匠迥然不同。

从焊枪到焊接机器人，从平面图纸到 3D

建筑模型，从电塔上的安全绳到巡检无人机，

数字技术为工匠赋能，不断刷新技术技能的

内涵，但工匠身上呈现的奋斗品质和精神追

求却始终如一。

“炼”成极致焊接技术，陈照春靠的是反

复翻阅书籍、反复试焊组对、反复精细调教；

征服数字世界，王小颖靠的是 99%的努力加

上 1%的幸运；穿越层峦叠嶂，陈尉靠的则是

近 3000 个日夜的巡检积累的飞行经验……

这些修炼数字技能的故事穿越时空，与

老一辈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心之所向，

无问西东”的奋斗故事彼此相通，也为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增添了时代注解。

奋斗终有所归，匠心自是星辰。3位

技能冠军用他们的选择和奋斗告诉我

们，数字时代，工匠需要复合型的知识

结构、技能储备，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创造力，更需脚踏实地的匠心。在

钻研数字技术、精进数字技能的征途

中，“数字工匠”助力企业在升级转型路

上冲破难关，也向着心中的“数字理想”

不断迈进。

从技能冠军看“数字工匠”的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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