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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许晟、马
晓媛、霍瑶)晚上七点，当我们按照预约时间
敲开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同市公交公司驾
驶员冯冰在驻地的房门时，他正在台灯下整
理当天全团讨论的会议笔记。笔记写得很认
真，一笔一画的字迹非常工整。

“有些代表在会上讲得太快，视野很高，
在会场我记得很零散，只能回来后参考代表
书面的建议，再整理、再消化。”冯冰说，最近
每天晚上都学习、整理到快 12 点。

今年 47 岁的冯冰，1992 年成为大同市
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目前他驾驶的 4 路车，
每天运行在大同站至大同五中区间。他被称
为“公交活雷锋”，关于他的事迹有很多。

冯冰会在每天发车前站在车门口给每位
乘客说早上好；他会主动为刚下火车的游客
们讲解大同旅游；他在车里贴窗花、装窗帘、

挂上仿真绿植；还在车上准备了呕吐袋、雨
伞、针线包……

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一个
故事。

比如呕吐袋，那是有一次乘客晕车吐在
了他身上，他没生气，但从那以后准备了几个
塑料袋给乘客备用；针线包则是有次看到背
大包的乘客，在车上断了背包带无计可
施……

雨伞的故事，冯冰更有感触。那是一个突
然的下雨天，一位老人拿着他准备的应急伞
应了急，没隔几天就送还到了车队。“你对大
家好一些，大家也会对你好，这样大家都会更
好相处。”冯冰说。

日复一日，他总是从点滴细微处把服务
做得更好。目前冯冰还在自学英语，希望能向
更多外国游客解说大同旅游，“可是一直没人

教我，现在只会最简单的几句。”他略有无奈
地说。

这次来北京，履职之余，他想看看北京交
通服务是怎么做的。“无人售票就是跟北京公
交学的。”冯冰说，这次来特别想坐坐地铁，看
下地铁是怎样做服务的。

这次全国两会是冯冰第二次来北京，上
一次是来北京领全国劳模奖项，来去匆匆，没
来得及体验北京的公交和地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冯冰这次带来了几
份建议，件件离不开弱势人群，离不开交通老
本行。

——— 建议将公交驾驶员列为特殊工种。
“我们开车的，工作时思想长期保持紧张状
态，有腰肌劳损等多种职业病，这几年不断出
现公交司机猝死，为了保障驾驶员生命安全，
也为了乘客安全，应把公交司机作特殊考

虑。”冯冰说。
——— 建议出台扶持农村客运发展的政

策。“现在农村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儿童，农村
客运客流量少、效益差，难以维持。公交化改
革后，农村客运实行公交票价，但不能享受公
交的相关补贴政策，难以持续良性发展。”冯
冰说。

“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他说，作为
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我肯定会尽
自己最大努力把基层的诉求提出来，但这样
的声音还不够多，还需要更多人一起，做更多
努力才行。

“回去后我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冯冰
说，这次来北京参加人代会，很多老熟人会问
怎么没出车，去哪了。我告诉他们说到北京参
加人代会了，“回去后要做出全国人大代表应
有的表率”。

“想看看北京地铁是怎样服务的”
“公交活雷锋”冯冰代表：从细微处把服务做得更好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甘泉、刘
红霞)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鼓囊囊的行李箱
里，三分之二装的都是农民的花生。有生花
生、椒盐花生、麻辣花生……各式各样的包装
袋拿出来堆了满满一桌子。

今年 63 岁的郭建华，是河南省开封市祥
符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支部书记。这已是
她第五年带着花生上两会。

一位基层电影放映工作者，缘何年年带
着花生参会？“我的家乡就是种植花生的主产
区，花生是开封的骄傲，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情结。”郭建华跟记者回忆起那些“流金岁月”。

上世纪 70 年代，19 岁的郭建华成为开
封市的一名电影放映员，一干就是 40 多年。
在那个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放电影如
同过节。每次到村里放映，乡亲们都会特意为
她准备一箩筐花生。

春天，乡亲们边看电影边剥花生种子；夏
天，花生是乡亲们看电影时的零食；秋天，乡
亲们把花生秧带到麦场上，边看电影边摘花
生；冬天，乡亲们生火取暖，饿的时候，就把花
生放进火堆里烧熟吃。

“40 多年来我在放映机前吃过乡亲们的
各种各样的花生。”郭建华说，放一辈子电影，

吃一辈子花生，对花生有了很深厚的感情。
有一年参加两会，乡亲们说，“恁咋不带

上咱的花生，让大家都尝尝哩？”郭建华一想
好主意。从那以后，她年年带着花生上北京，
向代表和媒体推广家乡花生，为农民呼吁。

近年来，郭建华每次都会带来关于花生
等农产品的建议。还拍摄了一部《咱家花生好
收成》的科教片，寓教于乐中教授农民学习花
生种植技术，大受欢迎。

让郭建华高兴的是，这几年，她带到北京
的花生逐年变样。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花生
品质越来越好。一些花生经过加工，还走上超

市货架，成为国际航班上的休闲小食品。
“花生年年丰收了，还应该卖个好价钱！”

郭建华说。今年她带来的建议是推动花生标
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两会期间，郭建华
代表的心愿也引起了关注。阿里巴巴农村淘
宝项目也计划与她对接，将对农户进行农产
品品控、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时机成熟
后还将在网上帮助搭建花生品牌官方旗舰
店。

“等我回去后，还打算筹拍第二部科技电
影。”郭建华高兴地告诉记者：“片名儿我都想
好了，就叫———《咱家花生好卖钱》！”

电影放映员为何这么“迷”花生
郭建华代表建议推动花生“三化”建设

“你知道橄榄油有
什么好处吗？”一见面，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
林业科学研究院油橄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姜成英就掰着手指头给
记者细数橄榄油的种种
优势。

来北京参加大会，
姜成英逢人就推荐陇南
市出产的橄榄油，她笑
称自己是当地橄榄油的
“推销员”。

油 橄 榄 是“舶 来
品”，上世纪 60 年代从
国外引进种苗并开始栽
培试验，地处西秦岭低
山河谷地带的甘肃省陇
南市是我国油橄榄的最
佳适生区之一。10 多年
前，姜成英和她的团队
一起，加入了油橄榄“本
土化”的队伍。

陇南山挨着山，姜成
英的试验点散落在大山
里，有的得徒步一两个小
时，同事们几乎都曾有攀
山途中涉险的经历。观测
油橄榄的生理生态反应，
时常需要 24 小时蹲守在
植株周围，姜成英和同事
们就只能在附近的工棚
里窝上一宿。

通过多年的摸索研
究，姜成英团队从大量
品种中选育出“莱星”
“鄂植 8 号”“科拉蒂”3
个良种，鲜果产量和油
的品质都优于其他，如
今已是陇南的“当家品
种”。

当地政府也正在尝
试让日渐高产的“油果
果”成为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的“金果果”，然而
这一过程却并非一帆风
顺。姜成英说，橄榄油市
场上的“舶来品”有的以
次充好，价格优势让用
本土油橄榄果实加工的
优质初榨橄榄油缺乏市

场竞争力，影响了整个脱贫产业的效益。

姜成英说，虽然我国制订了与国际
接轨的橄榄油国家标准，但由于普遍缺
乏相应的检测手段、人才和技术实力，公
共检测能力有限，辨假识假步履维艰。

姜成英心疼果农，“他们太不容易了，
不能因为市场管理混乱最终导致果贱伤
农。”姜成英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流通环节
的监管，对市场上的橄榄油尤其是进口橄
榄油进行全项指标品质检测。同时加大主
产区投入，建立共享的橄榄油品质实验
室，科学全面评价橄榄油质量安全。

(记者王博、谭谟晓)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姜
成
英
代
表

要
让
﹃
油
果
果
﹄变
成
﹃
金
果
果
﹄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
汪军、施雨岑)一言一语不紧不慢，给
人一种“严丝合缝”的感觉，全国人大
代表、航天十院贵州航天天马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材料成型部钳焊一班班长
姜涛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便是沉静
与一丝不苟。

作为国家级“姜涛技能大师工作
室”负责人，“生产航天产品，质量高于
天”是姜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多年
来，他所在的航天十院先后承担多型
航天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目前已发
展成为大型军民融合企业集团。

多年前，身为航天人的父母为支
持“三线建设”从北方来到贵州。那时，
姜涛只有 3 岁。10 多年后，姜涛也成为
航天人。从 1987 年参加工作至今，他
始终坚守着钳焊一线的信仰———“每
一件产品都必须做成精品”。他清晰地
记得，父母那一辈，如果做出来的产品
被检验出不合格，当时就会放声大哭，
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耻辱。作为老
“航天人”的后代，从小耳濡目染的姜
涛，对这份职业有了更多敬畏之心。

穿上防烫工装，戴上面罩口罩和
手套，将钳焊一班的工作安排好，然后
开启一天的日常焊接。这就是姜涛的
工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过去 30
年，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先后带出了
10 多名徒弟，很多已成为独当一面的
技术能手、特级技师。

“企业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要有一
批掌握核心技术的产业工人，必须要
有一批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的能工巧匠。”在多年实践中，姜涛
体会到，这既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也
是航天精神的写照。

何谓大师？江涛的答案是：一件
事，做到极致便是大师。“不漏一道工
序，不出一丝差错，把好航天产品的质
量关和安全关。”

焊缝外观要平直光滑，鱼鳞纹要
美观整齐，通过“工业 X 光”检测，内部
要均匀……常人眼中的“烧电焊”，在
江涛眼中皆是学问。他说，大师是需要
历经时间淬炼的，要有近乎癫狂的执
着，用生命去追求精益求精。

目前，我国从事特种工艺焊接的
人才并不多，贵州则更是稀缺。姜涛
说，他会坚守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
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更多
工友，努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工匠型
一线技能人才，创造出更多高精尖的
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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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本科学历，却是一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拥
有国家专利 43 项，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33 篇。上班 18
年，却被称为有“21 年工龄”。这些“大数据”，都集中在全
国人大代表、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公司运维
检修部变电运维室主任助理李征身上。

今年 40 岁的李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说话时总带着
微笑。变电运维是一项极其枯燥的工作，既要日复一日的
在变电站巡查，又得时刻准备，及时排查解决出现的异常。

李征说：“大学毕业至今，几乎一直在一线，变电站实行三
班倒，没有节假日之分。这十几年来，所有的春节和大多
数节假日，都是在变电站里度过的。”

有人曾帮他统计过，从参加工作至今，加班时间最保
守能折合成 1000 多个工作日。同事称，算上加班时间，李
征虽然上班 18 年却相当于有了“21 年工龄”。

鸟类在电力设备架构上筑巢——— 这是威胁电网运行
安全的一项老大难问题，市面上有以声波、风力等为原理
的各类驱鸟器，但鸟类容易产生适应性。为了解决这一
“顽疾”，李征借鉴飞机场激光驱鸟的思路，着手研发变电
站专用的激光自动驱鸟装置。李征反复试验，仅软件编程
达 3500 多行，单片机用坏了 30 多片。经过几个月努力，
他研制出了一种变电站专用的激光自动驱鸟装置，实现
了激光驱鸟技术首次在变电站实际应用，研发的鸟类习
性匹配系统是这一领域首创。

李征说：“新技术在分享中才能应用和提高。”2013
年，由李征领衔的“李征劳模创新工作室”应运而生。从创
新个体到“人才链条”，从小发明到“大特色”，他将自己的
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传授给大家。

“实现制造强国，中国需要更多的高级技工。”李征
说，建议单独设立一个针对高技能技工的全国性荣誉称
号，激励更多的工人投身到技术革新中。

(记者白明山、侯雪静)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驯电人”

0 . 01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直径的 1/6 左右，是世界
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对油漆厚度所允许的最大误差。

今年 24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杨金龙是杭州技师学院
教师，走在校园里，他看上去与学生差不多。2015 年 8
月，在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他夺得汽车喷漆项目金
牌，实现我国在该项大赛中金牌“零”的突破。

“以前的手工艺人都是工匠，追求精益求精，我们这
代人要把这种精神找回来。”杨金龙说。

“喷漆看着简单，其实很复杂，包括对车身打磨抛光、
调漆、喷漆和烤漆等很多步骤。”杨金龙说，喷漆的好坏有
一个重要指标是油漆是否均匀。喷漆要均匀，手一定要稳。

一个“稳”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喷枪加上油漆
有六七斤重，有时候连续喷漆几小时，对臂力和体力都是
极大考验。”杨金龙说，为了增强自己的肌肉力量，他每天
举哑铃锻炼。有时候胳膊痛到睡不着觉，几天抬不起来。

作为一名来自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代表，杨金龙建议，
“进一步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构建技能人才职业技
能等级评价体系，继续加大表彰激励宣传力度，增加技能
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

(记者岳德亮、马剑)据新华社北京电

“喷漆冠军”

■基层代表速写

90 后女支书放弃高薪回乡带领村民脱贫
全全国国人人大大代代表表程程桔桔 11999900 年年出出生生。。22001144 年年，，她她放放弃弃

在在广广州州的的高高薪薪工工作作，，回回到到偏偏远远的的家家乡乡湖湖北北省省咸咸宁宁市市崇崇
阳阳县县大大市市村村，，成成了了一一名名年年轻轻的的村村支支书书。。

大大市市村村是是远远近近闻闻名名的的贫贫困困村村，，程程桔桔的的工工作作充充满满挑挑
战战。。三三年年里里，，在在她她的的带带领领下下，，村村里里大大力力发发展展村村集集体体经经济济，，
新新建建百百亩亩茶茶园园和和光光伏伏发发电电基基地地。。3355 户户贫贫困困户户、、110066 人人
全全部部脱脱贫贫摘摘帽帽，，大大市市村村成成为为咸咸宁宁市市首首批批精精准准扶扶贫贫出出列列
村村之之一一，，程程桔桔也也被被村村民民们们亲亲切切地地称称为为““桔桔子子””。。

尽尽管管村村庄庄已已经经脱脱贫贫，，但但在在程程桔桔看看来来，，村村里里的的产产业业发发
展展固固然然重重要要，，村村庄庄环环境境的的治治理理也也尤尤为为重重要要。。大大市市村村自自然然
风风光光优优美美，，有有山山有有水水有有溶溶洞洞。。程程桔桔想想把把村村里里的的环环境境治治理理
得得更更好好些些，，让让大大市市村村早早日日成成为为乡乡村村旅旅游游的的““网网红红村村””。。这这
次次来来北北京京出出席席十十三三届届全全国国人人大大一一次次会会议议，，程程桔桔带带来来的的
建建议议之之一一与与乡乡村村的的环环境境治治理理相相关关。。她她希希望望进进一一步步建建设设
农农村村垃垃圾圾分分类类体体系系，，从从源源头头对对垃垃圾圾进进行行治治理理。。

这这是是程程桔桔在在湖湖北北代代表表团团会会议议上上((33 月月 1122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张张玉玉薇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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