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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匠心：
在专注中追求“路域安全”

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的飞速
发展，路面的安全保畅压力也日益
增大。徐德光所在的诸永高速纵贯
永嘉县全境，沿线山岭重叠，临崖傍
水，地形复杂，保畅难度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 69 年出生的老施救员，徐
德光深知时代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许
多变革，如果一直用老眼光看待问
题，肯定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于
是研究如何快速施救，如何跟上数
字化赋能的节奏成了他的必修课。

为更好处置路面各种突发特情，保
障司乘人员的平安出行，他反复研
究“四快四步走”“保畅六到位”等
理论学习，虽说上了年纪，但他仍会
结合实践反复试验，阶段性总结适
合本路段的快速清障施救各项方
案。在岗位大练兵期间他还利用班
前、班中、班后时间留队备勤自主训
练，做到了每一次施救作业训练都
反复雕琢、规范标准操作，练就了扎
实的救援技能。

通过近几年的不懈打磨，他所
在的永嘉拯救大队基本做到了 3 分
钟出警率达 97.69%，20 分钟到位率
98.3%，道路突发事件的响应及处置
能力也大幅提升。

倾注匠艺：
在创新中维系“路途畅通”

高速公路的发展壮大推动了施
救技术的改革和创新，一味地沿用
传统救援方式来处置路面特情，既
不能满足高速公路快速救援行业创

新的需求，也不能解决大流量情况
下的路面饱和问题。

在保畅工作实践中，作为老将
的徐德光积极寻求行之有效的小创
新、小发明、小建议，陆续推出“闪
光警示牌”“革新工具笼”等救援创
新小工具并推广应用至高速公路救
援工作中，凭借着老到的经验积极
总结施救救援工作中新思路、新经
验、新举措，践行“一切为了公众美
好出行”承诺。而在冬季期间，行车
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雨雪等恶劣天
气，徐德光在恶劣天气救援过程中，
也总结出“早部署”“早储备”“早演
练”“早清除”的“四早”经验法，助
力高速路面保畅。

谨遵匠行：
在保畅中传承“雷锋精神”

高速公路上复杂多变的天气给
保畅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夏季有
骄阳似火，冬日有雨雪交加。高速
路上却有许多暖心“荧光绿”，徐德

光便是其中一个。
一日风雨交加中，徐德光接报

称主路面停靠着一辆保时捷。该车
在正常行驶途中突发故障导致车辆
无法启动。收到消息后老徐以最快
动作赶赴现场，冒着大雨将车推至
救援车上，拖至就近收费站并做好
一站式清障救援服务。“你们此次的
救援服务真是帮了我大忙，来来来，
这个红包请务必要收下”！“我们的
直拖服务是免费的，不收费！”面对
施救过程中司乘的连声道谢，徐德光
微微一笑表示道：“一切为了公众美
好出行，我们义不容辞，祝愿您一路
平安！”而在隔几天后，被帮助的司机
寄来一面锦旗，上面赫然写着“助人
为乐好榜样心系群众尽职责”金灿灿
的大字，这也是对徐德光的高度认
可。除此以外，在生活中的徐德光还
是个优秀的“托尼”老师，不仅热衷于
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帮助群
众义剪，还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
小麻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
亲切称呼为“徐大哥”。

孙国灿:有一份光就要发一份热
□记者李晓玉通讯员郑嘉男

伴随着厂房内各种机器的轰鸣声，工作人员孙国灿手机内的微信群
也在不断闪烁消息。“孙师傅，昨天修理过的桁车和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不
同步，还得麻烦你来看看。”“孙师傅，卸装区龙门吊启动有点问题。”作为
维修班组负责人，孙国灿的每一个假期都是忙碌的。

为了配合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工期，浙江交通集团下属浙江交工装
备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交工装备”）生产基地内，机器、工人假期都会和往
常一样坚守在岗位上。在这里，800多台套设备相互配合生产构件，供应
着省内外多个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项目，而孙国灿带领的16人维修班组就
肩负着这偌大厂区生产设备的“保养治疗”之任。

“省级技能大师”如何来？
手指很粗、有些关节已经变

形，指纹和指甲缝隙间是没洗掉的
机油等残留……初见孙国灿，他的
双手令记者印象深刻。“当年，我就
是靠着这双手上的本事入行的，三
十几年来，我也凭借这双手不断进
步、成长。”孙国灿说。

1987 年，孙国灿作为修理工进
入了浙江第二公路工程队（浙江交
工集团大桥分公司前身）。那时
候，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逐渐起
步，随着工程建设难度的提升，许
多 没 见 过 的 新 设 备 进 入 施 工 现
场。相比于出身专业系统学校的
同事，孙国灿只有实践经验，没有
理论知识辅助显而易见。

如何补足短板？孙国灿利用一
个月一天的假期，比照实际修理过
程中遇见的难题，在专业书籍里寻
找理论的支持后，再运用到实际操
作中。渐渐地，他掌握了更多、更
先进，也更复杂的维修技能。

三十余年的一线工作经验，孙
国灿不仅对设备维修门清儿，更清
楚一线工人的需求。2015 年，孙国
灿进入杭金衢改扩建一期项目。

“沥青摊铺阶段，压路机前前后后
围绕十五六名工人配合摊料、整平
等工作，本来就低于驾驶人员的视
野，一不小心就会进入盲区，造成
伤害。”孙国灿回忆道，根据领导要
求，他开始针对这一问题给压路机
改良防撞系统。

原本的压路机防撞系统是在车
辆行进方向延伸出去两条杠杆，感

应到障碍物传感器就会自动报警，
过分延长的车身给本就笨重的设
备增加了更多使用困难，工人不愿
意使用这种安全措施。针对问题，
孙国灿只调整了两件事，给传感器
安装一个开关，杠杆变成折叠式。
改进后的压路机防撞系统快速在
浙江交工集团各项目全线推广。

多年来的学习和钻研，孙国灿
取得了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等级并
创办了“孙国灿技能大师工作室”，
2016 年还被评为“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截至目前，孙国灿共拥有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计算机软
件著作、1 项工法，1 项发明专利正
在申请中。

“全自动机械化生产线”怎
么造？

近年来，浙江深入推进数字化
改革，机械化、智慧化等创新技术
不断赋能交通建设。高速发展的
交通工程建设项目亟需标准化的
配件生产线，粗放且效率较低的人
工模式逐渐向新基建模式转型。

2019 年浙江交工集团着手在舟
山建设钢结构产业基地，孙国灿接
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贝雷片生产
线搭建。

谁也没有尝试过新建一条智能
生产线。浙江交工第一时间联系
了一家专业化厂家，由他们搭建生
产线并提供自动化设备。从大师
变身学生，孙国灿再次钻研起来。
一年时间，厂家搭建的由龙门吊搭
载机械臂为主力的生产线开始试

生产，经过反复调试，贝雷片生产
精度始终达不到设计目标，宣告失
败。

外援无法适应本土生活，难题
再次回到孙国灿的身上。当时最
大的问题就是贝雷片在生产线的
流转中经常翻落。于是，孙国灿独
家研制了专用工装、夹具，将机器
人固定在生产线两侧，实现同步焊
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经过不断
优化，贝雷片全自动生产线拼装误
差缩小至 1 毫米以内。仅仅用了四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生产线搭建并
投入使用。“其实厂家施工的每一
步都是我的一次试错经验。”孙国
灿说，在这里工作室进行“机器换
人”、“智能”扩产能等技改研究也
有了更多机会。随后时间里，孙国
灿带领团队相继完成桥面板产线、
安全产品产线及钢模板产线的技
术升级。

“新时代产业工人”怎么学？
除了研究手里的机械设备，孙

国灿还承担起“传帮带”的责任。每
年，都会有一些新晋的维修学员成
为他的徒弟。延续自己的老传统，
孙国灿的教学大纲，一看书，二自己
摸索，三跟着他上手实操。“我们单
位有个特点，厂房内各色品牌设备
齐聚。没个十几年经验不敢说自己
精通。”孙国灿肯定道，“但我也鼓励

他们大胆摸索，总结不同，实在不行
了再来找我解决问题。”

生产线不断升级，工作室内孙
国灿不断输出工作经验的同时也
在 第 一 时 间 接 到 时 代 进 步 的 考
验。英文说明书、计算机编程，越
来越多的新技术涌入生产车间，只
有懂得原理才能更好地研究调试
自动化设备。通过自学，孙国灿不
仅更新了先进技能，还正式考取了
武汉理工大学大专学历。

如今在交工装备生产车间内，
可以看到各类机器人挥舞手臂，更
少的工人就可以运转起整条生产
线。“越智慧的生产线对于工人的
要求反而越高。”孙国灿感叹道。
今年年初浙江省首次提出加强“三
支队伍”建设，其中便强调要打造
一支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一直
以来，浙江交工集团坚定推行“人
才强企”，引进紧缺性人才，健全人
才培养机制，做优人才考核绩效激
励，以孙国灿大师为代表的技术骨
干，就是培育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坚
实基础。

“全自动生产车间的建设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施工技术和配套设
备还需要持续改建和创新。”孙国
灿期待，用工作室扎根一线的优
势，带领越来越多的徒弟从书本走
向实践，用科创反哺一线生产。“压
力在肩，有一份光就要发一份热。”

徐德光：恪守匠心扎根高速一线
□张南豪

作为一名坚守在高速道路保畅工作一线数十余载的工作者，省交通集团永嘉拯救大队徐德光始终秉承一丝
不苟的工作态度，恪守精益求精、敬业创新的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默默点亮自己，照耀温暖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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