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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7 点 30分上班，中午 12 点下
班；12 点 40分上班，下午 5 点下班；工
厂订单多的时候会加班……这是来自
贵州岩山镇的“00 后”工人罗敏一天的
工作时间表。

记者日前在制造业发达的浙江省
采访发现，多家工厂里均出现了“00 后”
工人的身影。

在有着“世界袜都”之称的诸暨市大
唐镇，罗敏是一家袜厂里 200 多名工人
中仅有的 5 名“00 后”之一，从事丝袜的
拼缝工作。她说这份工作不累，包吃包
住，工资按件来算。

车间、食堂、宿舍，工厂里的“00 后”
基本是“三点一线”。下了班，他们更愿意
上网消磨闲暇时光。

“和厂里师傅主要的交流就是机器
操作，其他方面还是有点代沟的。”一名
“00 后”工人表示，他们更多是与身边的
亲友、年纪相仿的同事交流。

外表“潮” 上手快

不少“00 后”工人打扮入时，不仅外
形很“潮”，学习能力也很强，能够快速融
入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上半身是厂里的制服，下半身则穿
着自己的运动裤和运动鞋，头上还打着
发蜡，“00 后”工人王雨杭看起来阳光帅
气。他今年进入浙江乐佳机电有限公司
做电控。

“还是要学点技术，以后走到哪都会
有饭吃。”王雨杭说。

诸暨浣东街道是我国刺绣机产业
基地，浙江越隆缝制设备有限公司是当
地龙头企业。身为“00 后”的赵旭是个大块头：“来越隆加工中心
1个月，师傅教的都懂了，现在一天做下来没问题。但机器还是
要看牢，不然修起来很麻烦。”

“00 后”工人唐涵超描述自己的工作时说：“产品装上去按
下按钮，然后坐等二十分钟就行了。循环重复，就这么简单。基
本上小问题自己都能解决。”在监看机器运行时，唐涵超喜欢戴
上耳机听歌。

浙江东方缘人力资源部经理黄旭兵说，袜业是劳动密集行
业，袜子拼缝工艺不断更新，工人的操作手法也要与时俱进。“一
些‘70 后’‘80 后’乃至‘90 后’已经形成的操作习惯很难改变，而
‘00 后’工人接受新鲜事物就比较快。”

已有奋斗“小目标”

尽管少数人还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但不少“00 后”
工人已经逐步设立了奋斗的“小目标”，并一步步为之努力。

“自己还年轻应该去历练下。”唐涵超计划用一年时间考驾
照，然后用三年时间攒钱买车，“厂里加薪升级每个月都有机会，
我的工资也有可能提上去。”

“理想就是赚钱，然后买车、买房，再结婚。”来自江西弋阳的
“00 后”袜子包装工周佳康对于未来这么规划。他正打算把每月
开销减下来，每天少玩点手机上的游戏。

去年，罗敏所在的袜厂，“操作冠军”最高拿到了 1 . 2万元的
月工资，但罗敏并不只关注“夺冠”。她说，今后有机会想去健身
房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还能健身，多好呀。”

“一线‘00 后’再过若干年就是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浙江
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说，他们早早外出打拼，不仅养活自
己，还能为家里减轻负担。在这批“00 后”工人身上，我们看到刚
成年就肩负起的责任感。

杨建华建议，初入社会的“00 后”们，应在工作和学习中进
一步加强对于人生的规划。同时，企业和社会各界也应有意识
地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更加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
发展，并把个人发展和企业、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记者张璇、韩传号)新华社杭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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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测量一下接地电阻——— ”吴童的话刚出口，就被呼啸的
狂风吞噬，随着风中的黄沙消失在了锡林郭勒草原深处。

漫天沙尘中，几十米远处的工友在吴童眼中模糊成了一
团。她弯下腰，将检测设备抱在胸前，眯着眼向前走去。被大风
吹得东倒西歪的吴童身边，矗立着 80 多米高的特高压输电塔，
吴童和工友们当天的任务是对特高压线路进行春季安全检查。

检修几十米高的特高压空中输电线本是男输电工的“专
利”，然而吴童和 9 位女同事组成的国网蒙东检修公司锡林浩特
输电运检分中心女子特高压输电班，作为全国首个女子特高压
输电班，打破了男性对这个领域的垄断。

站在 80 米高的特高压输电线上，王慧妹觉得自己好像一
抬手就能摸到天。这名 24 岁的女输电工踮起脚尖在输电线上
边走边检查，闪转腾挪间已从一座基塔走到了另一座基塔，步
伐轻盈地好似在“跳芭蕾”。

在特高压输电线上轻松“跳芭蕾”的王慧妹，是 10 名女输电
工中最敢闯敢干的，她在训练中第一个挑战登塔走线并安全返
回。“特高压基塔一般有 60至 80 米高，登塔走线时要保持平衡，
步幅均匀，把握好行走的节奏，否则容易头朝下翻倒，倒挂在几
十米高的特高压线上，严重的会危及生命。”王慧妹说。

相比于王慧妹轻松登塔，吴童觉得自己第一次登塔“好像下
了趟地狱”。吴童有恐高症，第一次登塔时爬了 5 米就浑身发抖。
面对内心的恐惧，她想着：“作为一名特高压输电工，不上塔走线
怎么能行？不能因为是女孩就放松要求。”她每天两次反复练习，
每次多爬一米，终于克服恐惧，一个月后爬上 40 米高的铁塔。

女子特高压输电班负责检修维护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总长
91公里，共有铁塔 207级，是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电能外送至
华北地区的特高压工程源头。这些线路穿越人烟罕至的草原荒
漠，女输电工们每个月要巡查一次，工作时会面临变幻莫测的
气候，以及出没无常的狼狗。

2018 年 1 月，锡林郭勒草原的温度已降至零下 20 摄氏
度，庞丽、赵斯林和王童晶 3 名女工冒着凛冽的寒风外出巡查。
三人原计划巡查 8 座基塔，每个基塔相距 2公里左右。当她们
走到第 6个塔时，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她们奋力挣扎着又走了
一段，体力开始不支，尽管出发时套了两双棉袜子，可双脚却没
有了知觉，只好中止巡查返回。

她们来到最近的公路，却找不到工作车了。由于天冷，对讲
机没电了，手机也冻关机了。正当她们感到绝望无助时，隐约发
现不远处有一户牧民家。三人踉跄走到牧民家，衣服、裤子全被
网围栏刮破，上面结满了冰霜。牧民赶紧把她们让进屋里，给她
们倒上奶茶驱寒。喝了两碗奶茶之后，三人才缓过神来。

女子特高压输电班的姑娘们在青春年华不断向上攀登。在
去年国家电网组织的无人机培训班上，女子特高压输电班的 5
名女队员全部取得了机长资格，成为未来特高压无人机巡线的
“领跑者”。她们说：“作为全国第一个女子特高压输电班，我们
要做不甘无为的新一代。”（本报记者丁铭、李云平、魏婧宇）

特高压上“跳芭蕾”
探访全国首个女子特高压输电班

本报记者王长山、杨静

山高谷深，重峦叠嶂，平均海拔 3500 米，这里的人们仿佛
生活在云端；

迎风斗雪，交通不便，民警人均管辖 181 平方公里，这里
的条件异常艰苦；

为了这方地处云端的土地上的乡亲们，50 多年来，云南
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羊拉派出所一代代的民警们在险
恶、艰苦环境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让警徽在雪域高原上闪
光，做“云端上乡亲的守护者”。

“马背上的派出所”的旗帜传承

德钦县位于云南西北端，羊拉乡是德钦最北的乡镇，全乡
有 4个村委会共 1024户村民。面积 1087 平方公里的羊拉乡
地处滇川藏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这里平均海拔 3500 米，连
绵不断的山峦直插云霄。

以前，条件恶劣、路难行是羊拉的标签，从乡政府到辖区村
组不通公路，到最远的村委会步行 3 天才能到达，妇女难产无
法及时送出救治而去世的案例时常被当地人一脸无奈地提起。

羊拉派出所始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那时的交通工具是
马，民警骑着警马在崇山峻岭中奔波了 30 多年。羊拉派出所被
称为“马背上的派出所”，颤抖的马背托起了大山里的一片天。

上世纪 90 年代，民警们的交通工具是摩托。在村民自发
挖掘的山路上，摩托轰鸣了 20 多年。无数个遇险的故事也留
在了大山深处。

羊拉是迪庆最后通柏油路的乡镇。2005 年民警终于用上
了越野警车。第一次开警车出警，大家满心喜悦。但才走没半小
时，车子在雨后的路上打了滑，除了驾驶员，大家全成了泥人。

现在，接力棒又交到 7 名民警 5 名辅警身上，全所民警平
均年龄为 27 岁，其中 8 位是 90 后。35 岁的顿珠培楚是羊拉
派出所所长，他面色黝黑，一脸沧桑，难以让人和 80 后联系起
来。由于交通不便，大家吃住休息都在所里，扎根在雪山旁。

所长顿珠培楚带病坚守羊拉派出所 8 年；教导员品楚两
地分居，一年仅回家探望一两次；辅警鲁茸扎西工资仅 2800
元，但他工作热情依然高涨。

顿珠培楚说，以所为家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精神，每位民
警都传承“马背上的派出所”前辈们所缔造的不畏艰辛、艰苦
奋斗、爱岗敬业、以所为家的羊拉公安精神。大家一道创新思
维模式，从严治警，打造高原铁军。

羊拉每年 10 月至来年 4 月都会下雪，一到雪天，想外出
买菜都困难。为了吃上蔬菜，民警们把派出所旁边的一小块空
地开垦种上了马铃薯和空心菜。这块地上出产的马铃薯和空
心菜能吃上小半年。雪季一过，第一个回家调休的民警责任重
大，要尽快带回补给。大米、面粉、方便面……民警探家后回所
要买菜已成大家的生活习惯。

这一天，民警曹世星在所里工作几个月后，打算回家探望
父母一趟。所长准了假，早上 8时，曹世星驾车从派出所开始
出发，下午 5时到达燕门乡家里。一趟 9小时，行程 500公里，
来回行程两天，而他已是离家较近的一个了。

顿珠培楚的岳母知道所里条件艰苦，经常早上四五点钟
就起来做包子，赶上 9 点从县城出发到羊拉的农村客运班车，
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当天吃上。

看着这帮年轻人，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吃着泡面火腿肠，
远离妻儿、远离父母，以所为家，顿珠所长就总会感慨：“我很
感谢这帮兄弟！”

顿珠培楚说，我们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总要求，不断传承、提炼、升华“马背上的派出所”传
统，这就是我们的法宝。

雪域高原上的真心付出

1087 平方公里 1024户村民，民警人均 181 平方公里的
辖区……艰苦成为这里的常态，奉献成为民警的自觉。民警们
坚持人民至上观点，把用情爱民作为一种使命。

“组织上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既是党和人
民对我的考验，又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顿珠培楚说，自己
2010 年被任命为所长。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一头扎进
村寨认真调查研究，对影响辖区社会治安的疾症反复进行“会
诊”，了解群众诉求。

“务实、为民”旨在解忧。顿珠培楚说，仅在工作上拼命是
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使用好人民给的权力。顿珠培楚与自己约
法三章：不以权谋私、不吃请受礼、要秉公执法。他的足迹遍布
辖区的 52个村民小组，同时也使他发现了聚焦在老百姓心中
的“热点”问题：上户口难。

为了让来办事的群众满意，户籍民警熟练掌握各项业务

的操作，明确各项业务的办理程序，对来办事的群众手续不全
的一次性告知其需补的材料，绝不让群众多跑；在服务态度上
热情、耐心，尽量简化了手续，做到了让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

以前，羊拉的很多群众连县城都没去过。大山没有阻断这
里的民警们的学习，现在通过张贴资料、电话咨询、微信咨询
等方法向群众公开户籍业务办理程序、所需材料、派出所警务
公开内容，同时向群众公开便民利民措施；在辖区内开展“E
网办证”宣传，开展预约服务，并在 24小时内办结。

在羊拉，公路旁大都是悬崖峭壁，路边也没有护栏。下雪
天，车子打滑，十分危险。当地老百姓也养成了雪天不出门的
习惯，纷纷在家烤火取暖，喝上几壶热腾腾的酥油茶。但民警
出警不受雪天限制：驾驶摩托车，两人配合出行，一人骑车，一
人要在路旁挖上一口袋一口袋的砂石，然后沿路撒着砂石缓
慢前行。让副所长和春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次下雪天，他们
走访两户村民用了三天时间，最后连警车的钢板都散架了。
“不深入与群众交流，就没办法做好服务。”

派出所始终秉承“服务群众无小事”的理念。
今年 47 岁的农布是甲功村村民，2005 年因斧头砍到

脚，后来变为股骨头坏死，在外求医数年也没改善，一度瘫痪
在床，既花光了家里积蓄，还欠了数十万元的债。“2014 年以
来，每到农忙，民警都会来帮忙。”农布说，去年在州里领导的
关心下，做了手术，因为自己是贫困户，按政策报销费用 16
万多元，剩下的 2万多元靠派出所民警的捐款。今年，他生活
自理了，妻子到外地打工，孩子在奔子栏镇上学。怕他一人晚
上孤独，民警就经常到家里陪他聊天。“不知道怎么才能感谢
他们啊！”提起这个话题，这位 1 米 8 的汉子眼角泛潮。

白迪老人残废而且孤寡无亲，民警和村民们轮流前来照
顾他的饮食起居，一直到 2016 年去世；雨夜接到孩子病重的
求救电话后，民警冒雨接力送医，最后孩子成功就医脱险，母
亲送来了一面锦旗表达感激心情；民警去村里给一位患有小
儿麻痹症生活不能自理的村民拍照，民警把他弄得干干净净，
扶上轮椅拍照，他感动得流了泪……村民们说，派出所的民警
为大家做的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

“尊重人，人家才会尊重我们。”村民间发生的事很多都是
零碎的小事，但民警认为这绝不是小事。

“只要有群众到所里办事，我们就工作。只要群众有需求，
我们就要全力去办。”顿珠培楚说，我们几乎没有周末，也没有
上下班时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指令。

让警徽在高山峡谷中闪光

“秋风萧瑟、落叶飘舞，街上只有几头毛驴。”曹世星至今
仍记得刚来到派出所那天的情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所竟
然这么“温暖”。当晚所里的同事和他围着火炉聊到深夜，这些
老大哥拍着胸脯说，有什么困难和想法尽管说。

在羊拉当一名内勤公安干警，这与他理想中的公安工
作差距太大了，和影视剧中的公安形象也对不上号。在这里
每天面对的是一些咨询、办证、上门服务的事，有时候还要
帮村民寻找丢失的牛。两年多来，他得到了磨砺，对基层公
安工作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曹世星一边学习业务，一边研究提高工作效率的途径。
由于羊拉交通不便，很多群众又是文盲，在户籍管理中，需
要的材料又多，他在服务窗口建立各种办事流程和提醒事
项外，还准备一份便签，根据群众办事所需的程序列出程序
和注意事项，让群众跑多次变为跑一次。

“外出务工证明要盖村里的章，还要盖派出所的公
章……”每天吃饭时，曹世星都要在微信群里回答群众的疑
问，让群众明白各部门的要求。

为服务好群众，派出所建立了与群众沟通交流的 35个
微信群，有 1500 多名群众加入。通过微信群，派出所民警可
时时了解群众的诉求，解答他们的疑问。

“我的手机号码就是‘110’。”顿珠培楚说，在走村入户的
时，自己会把电话号码告诉村民，现在通过他手机号接警的
次数超过了通过 110 转接的次数。“谁家有个什么事，谁家
被狗咬了，都会给我打电话。”

查缉重点人员、教村民交通规则、为过往人员提供帮
助……在罗仁卡点，扎史品初正带着两名辅警执行查缉任
务，高原炽烈的阳光把他们晒得黝黑。由于交通条件差，一
些道路没护栏，他们就把石头刷上红色油漆，在危险路段拉
上彩旗，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

“我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沟通交流比较少，觉得困难比
较多。”今年 25 岁的格茸品初是所里年纪最小的民警。去年
4 月 3 日到所里报到，成为老羊拉社区民警。因从县城刑侦
工作到社区民警，工作变动大，心理有反差。教导员就带着
他走访村组。现在，他能够单独开展工作，辖区老百姓从不
认识到现在都会和他打招呼。

在离派出所 7 . 8公里处是 2017 年安设的罗仁检查站。
这个检查站的核心建筑物是一顶蓝色帐篷，帐篷由 6根钢钉
外加 32根皮扣固定。值班民警总说，检白天不怕，怕的是夜
晚。一到夜里，外面狂啸的风声像要撕碎帐篷，令人瘆得慌。

“帮你们把 32根皮扣牢牢扣起，怎么总是要把皮扣全
解开，只靠钢钉很危险，你们知不知道！”一天早上，顿珠培
楚来查勤，突然气呼呼地冲进帐篷喊着。看到几位同事一脸
无辜的样子，他立即明白过来，这是大风给吹开的。

2010 年上级给羊拉乡府政府配备了一辆大推土机，就
是用于抢修。提起塌方，顿珠培楚仍心有余悸。一次，全所留
下一位辅警值守，大家驾车前往县城开会。正是大白天，风
和日丽。突然塌方，车子再往前 20 米就会被卷下悬崖。顿珠
培楚一脚刹车。“好险啊，就差一点！”

50 多年来，羊拉派出所一代代的民警们用忠诚守护着
这方土地，用自己的无悔付出擦亮神圣的警徽。

马背上的派出所，守护云端上的乡亲
云南羊拉派出所坚守雪域高原纪事

▲早年的羊拉派出所民警准备下乡（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周凯、刘恩黎、谷训

在简陋的环境中刻苦训练，通过摔跤改
变命运，开启不一样的人生……这可不是在
描述印度热门电影《摔跤吧！爸爸》，而是三峡
库区云阳县红狮中学校长和学生们上演的中
国版摔跤励志故事。

山里中学“逼”上摔跤办学路

红狮中学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云
阳县红狮镇中坪村，面朝浩浩长江，背靠连绵
大山。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是这所
中学一千多名孩子的梦想。

然而，通过考大学走出大山，对这里的孩
子来说并不容易。回想 2015 年 1 月调到这所
学校时的情景，校长王平仲感慨地告诉记者，
全校近 1500 名学生，其中 70% 来自留守家
庭，建卡贫困户学生 470 多人，学生成绩普遍
较差，当时学校各项指标在全县排名倒数。

如何给这些成绩欠佳的孩子们找到出
路？王平仲和老师们走访发现，由于长期爬坡
上坎，学生们普遍上肢长、爆发力出色，这恰
恰是摔跤运动员需要的特质。于是，王平仲和
老师们决定，走摔跤运动特色办学之路。

他们从重庆专业队淘来二手摔跤服、摔跤

垫，把泡沫钉在墙上防撞，将学校唯一的会议
室改成了训练馆。另外，王平仲托人四处打听，
找到了退役摔跤运动员向乙烜到学校当教练。

2015年当年，红狮中学摔跤队组建起来，
最初有 100 多名孩子，每天训练 5小时。因为
训练强度大，不少孩子受不了放弃了，最终有
16 名队员坚持了下来。向乙烜说，这 16 名山
里孩子能吃苦，手脚磨破皮是常事，但从来不
叫疼。有一个小队员在训练中手肘骨裂，还坚
持训练，后来伤势加重就医才知道受了伤。

训练不到一年，这批队员在 2016 年重庆
市第五届运动会摔跤项目比赛中便迎来“大
丰收”，获得 4 金 2 银 6铜，其中 2 人被输送
到重庆市运动技术学院。

摔跤开启孩子成才大门

摔跤办学初见成效，坚定了王平仲的办
学思路，“让一部分有天赋、有条件的孩子成
为专业运动员，让一部分孩子通过体育特长
考入高校，为这些山里孩子开启一扇新的成
才大门”。

要想培养运动员，先要找到好苗子。在县
城北部的农坝镇，王平仲发现 12 岁的女孩付
坤宁身体条件出色，可付坤宁父母认为女孩
子不应该摔摔打打，不同意孩子加入学校摔

跤队。王平仲多次上门将摔跤视频放给付坤
宁和她父母看，介绍摔跤运动。付坤宁看了视
频后对摔跤产生了兴趣，而王平仲的诚意也
打动了付坤宁父母，他们同意让孩子先去学
校试训三个月。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在 2017 年 4 月重庆
市的摔跤比赛中，付坤宁仅用 10 秒时间就击
败了专业队的运动员夺冠。摔跤国家队教练潘
教利看到付坤宁的比赛视频后十分兴奋，决定
亲自培养这个好苗子。付坤宁从此跟随教练走
出大山，走上了专业摔跤运动员的道路。

三年来，红狮中学共获得全国摔跤锦标
赛 6 枚奖牌、重庆市冠军 33个，培养国家健
将级运动员 2 人、一级和二级运动员 23 名。
在县里的支持下，红狮中学扩建了食堂、运动
员宿舍，新建了一座专业摔跤场馆，聘请了从
国家队退役的专业教练，目前学校摔跤队达
到了 126 人。

摔出自强自信、精彩人生

“摔跤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我们将摔跤运
动中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作为学校办
学理念，希望更多学生通过摔跤收获抗挫折
能力，强健体魄，找到自信，走出自己的精彩
人生。”王平仲说，2017 年 30 多名学生因摔

跤特长升入本科院校，其中 3 名学生考入
重点院校。

高三学生吴本银家境贫寒，初中毕业
后他本想外出务工补贴家用。通过老师做
工作，吴本银接触了摔跤并喜爱上了这项
运动，经刻苦训练，2016 年被授予国家一
级运动员称号。为了早日缓解家庭负担，吴
本银放弃了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想法。谈到
未来的打算，他对记者说：“通过自主招生
考取体育院校，将来当体育老师。”

曾获得市级比赛四连冠的女学生黄丹，
被输送到湖北体育职业学院进行了一年的
专业训练，去年却出人意料地返回学校准备
高考。当学院教练最后一次打电话来劝她
时，黄丹没有多说，只是挂掉电话就哭了。

王平仲介绍，黄丹家里四姐弟都由年
过七旬的爷爷奶奶抚养，她说要尽早工作
挣钱养家，不能离爷爷奶奶太远，“说到这
些我也就没办法再劝了，这些孩子懂事”。

为让吴本银、黄丹等 13 名摔跤队员备
战高考，学校单独将他们组建成一个班，有
针对性地辅导。高三数学教师胡波深有感
触地说，摔跤运动让同学们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这些山里孩子从小就缺乏自信，摔
跤运动让他们知道自己能行”。

新华社重庆电

摔跤吧！少年，摔出自强自信！
重庆云阳一所农村中学的摔跤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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