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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撤渡建桥到创建美丽渡口，走滩涂、驻趸船，他把一线当作自己
的“第二个家”，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先后撤销渡口40多个，创
建美丽渡口，让老百姓乘上放心渡、舒心渡、幸福渡；从水上交通安全
管理到事故抢险救援，无论任务多么艰巨，他都稳扎稳打攻坚克难，把
每一次挑战当作长征路上的一小步，满腔热情守护辖区平安，做好人
民群众的勤务员；他是2021-2022年度全国海事系统“庆文式”标兵
获得者，衢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水上执法队队长姜国光。

姜国光：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

把日常工作做到极致
“ 到 了 新 岗 位 ，就 要 踏 踏 实 实 干

事。”1998 年，在父亲的嘱托下，姜国光
进入到了交通行业。“我的父亲是一名
老党员，工作后最常和我提起的就是要
坚定理想信念，多听多做干实事。”姜国
光说，就这样，他加入了江山市港航管
理所。这一干，便是 20 多年。

彼时,初出茅庐的姜国光一切则是
从零起步。他坦言，第一次跟随老所长
外出执勤的经历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当年，衢州还是非通航地区，水上执法
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渡口进行管理。与
设想中有二三十米大船的渡口不同，当
姜国光坐上公交车到达站点，再徒步跋
涉了一个多小时后，出现在他面前的不
过是一艘名为小舢板的无动力小木船。

“可就是这样一艘小船，却承担了一个村
庄的所有出行。”姜国光说，他的工作就
是要让群众能更安全、更方便地出行。

此后的十年间，姜国光全身心投入
到基层工作当中。每逢节假日，姜国光
都主动值班顶岗，风里来、雨里去，对当
时的他而言是家常便饭。“我只是做到
了我的本职工作。”姜国光说。

同事评价姜国光做事非常尽职尽
责。因为身体过于疲累姜国光曾出现
双脚疼痛难以行走的情况，但每当身体
稍微恢复过来，他总能按时回到工作岗
位上，一旦有大型演习、联合执法等重
大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为群众做好每件小事
初心如磐，姜国光始终把群众的

“急难愁盼”扛在肩上。为了让群众尽
早走上放心路、乘上安全渡，姜国光主
动参与到撤渡建桥、造路等项目全过程
之中。“衢州地处浙西山区，水上交通管
理点多面广，渡运安全管理压力大，撤
渡建桥也是考虑到群众、船户们的安
全。”姜国光说。

在工作上，姜国光从不“想当然”。
撤渡建桥不仅需要当地乡镇人民政府
沟通协调提前谋划，与渡口所在村委会
的交流更是重中之重。该市渡口情况不
一，他就主动带队、跋山涉水深入偏远库
区渡口、乡镇渡口现场调研；凭借过硬的
专业素养与饱满的工作热情，他还与乡
镇、村渡管干部及渡工们打成一片，大家
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姜大”。

一次次深入一线、一次次跨越滩
涂，在姜国光和队员们的全力推进下，
衢州市先后撤销渡口 40 多个，并进行
了渡船钢制化改造。从 2017 年开始，
姜国光又全程参与了衢州市实施美丽
渡口创建活动，实现该市 13 个渡口的
创建任务。可以说，姜国光把平凡的事
做到极致，书写了“人民海事为人民”的
铿锵步履。

在平凡中书写不凡
“我是从姜国光毕业就看着他一步

步成长的，他一直是一个扎实、踏实、干
实事的好干部，不仅专业技能扎实，而
且领导交办下去的任务也能踏踏实实
做好、做细，还能执法的同时不忘站在
群众立场上思考。”衢州市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队副队长邹德武说，对材优干济
的姜国光赞不绝口。

在执法过程中，姜国光也曾遇到过
棘手难题。一次例行的水上执法后，执
法队依法处罚了驾驶不规范船舶的船
户。在与船户沟通的过程中，船户突然
跪下哀求执法人员，队员立刻联系姜国
光进行协调梳理，原来船户因为妻子身
患重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情绪
激动。

“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意外
情况，这就需要执法人员提高应急处理
能力。同时也要照顾被处罚人员的心
理，在守住执法底线的同时，多一些柔
性关怀。”姜国光细心聆听了船户的需
求，并耐心对他进行处罚条例科普及讲
解，“也要让船户们意识到，我们执法最
终目的还是保障他们的水上安全。”

“我非常荣幸获得全国‘庆文式’标
兵这项荣誉。我会把它看作是我工作
的又一新起点，继续扎扎实实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争取把平凡的事情做到
极致。”姜国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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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炜：城市轨道线上的“特级护理师”

以显微镜般的精密查找问题
从西子湖畔的杭州地铁，到实现

“鹃湖拥抱西湖”的杭海城际，再到台州
市域铁路 S1 线……从 2014 年起，冯炜
一头扎进了轨道交通行业，并在设备维
护岗位上一干便是 8个年头。

目光如炬且炯炯有神，这是冯炜给
人的第一印象。多年来，他就是用这双
如炬的眼睛审视着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
全线 15 个车站近 5 万套设备，确保着通
风空调系统、动力照明系统、给排水系
统设备等的安全运营。

轨道交通线路较长，夜间人工、开
车施工作业点较多，作业时间较长、人
员易疲劳，冯炜注意到夜间施工作业特
点。为提高夜间作业效果，他敢为人
先、勇于探索，在施工调度管理系统中
首创了动态防护区域模型，建立包含 5
个创新点的移动防护区域设置方式，将
夜间轨行区作业效率提高了 50%，全年
可节约 720 小时作业时间，并荣获了

“全国轨道交通设备管理创新成果二等
奖”。

在检查中，冯炜发现班组成员中存

在的“忘性”问题——作业时忘穿荧光
衣或忘戴安全帽，没有佩戴齐全安全防
护用品进入线路检修等。为此，冯炜埋
头在工作间几天几夜，研发出一种基于
三防用品的摄像识别装置，可以智能识
别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戴齐全防护用
品。这项装置的数据库需要提前录入
至少 100 类样品的采样数据，冯炜精益
求精，在具体数据库的采集过程中，共
收集了 500 余类样品，只为能够更大程
度地提高装置识别精确度，从而有效提
高作业人员进场效率，降低人工识别强
度，有效避免事故事件发生。

据了解，冯炜先后参与完成多项技
改创新项目，被广泛应用于车站照明、
设备检修、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累计降
低人力成本约 150 余万元，减少 90 余类
设备设施检修台账。

以手术刀般的精准消除隐患
现场工程介入是轨道交通运营筹

备前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设备检查
工作作为重要一环，关系着车站各系统
和列车运营的安全。

精心准备、果断出手，这是冯炜面
对难题时秉承的态度。每次下现场检
查前，冯炜都会提前研究设备图纸，了
解设备里的每一根线路走向、各组成元
器件的工作状态，掌握设备性能。在现
场检查时，他更是仔细核对每一处细
节、每一道工序，往往一看便是三四个
小时。 有次检查，他发现车站废水泵
房、配电间存在水泵控制柜布线不合
理，箱体内检修照明电源线紧贴横跨进
线主备电源，照明火线易脱落等情况。
发现问题后，他当场对照控制柜图纸，
一项一项逐步核对、一条一条利落拆
装，重新规划线缆布局。那时正值七
月，还未通电的地下车站闷热又不通

风，汗水很快便浸湿了他的工服，眼镜
片也被升腾的雾气蒙住。冯炜擦除雾
气，沉心手上任务，专注得连手臂被裸
露的线缆划伤都没有发觉。最终，他成
功解决了布线问题，把安全隐患消灭在
了他“手术刀”般的专业功力之下。“他
在生活和工作中就是比较专注的人，常
常会为解一个方程式、画一张线路图一
坐就是一天。”冯炜的同事说。

值得一提的是，冯炜还曾协助编写
多项轨道交通设备设施管理制度、工作
室运作制度、轨道交通专业教材，并获
得了 2021 年浙江省交通运输厅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等多项荣誉。

戴着安全帽、穿着劳保鞋、荧光衣，一手拿手持台、手电筒，一手
拿记录本，台州畅行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畅
行轨道）的安全工程师冯炜行走在灰暗的设备房、设备夹层、过道、
区间之间，检查着通风空调、给排水、低压动照……作为城市轨道线
上的“特级护理师”，冯炜日复一日地守护着每一台设备的安全，保
障着台州市域铁路S1线项目按期实现初期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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