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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前往肖乃村，两次见到李枝贵，我

们更加理解了为何附近十里八村的乡亲都

愿意走进这间连导航都无法定位的卫生室，

找李枝贵看病。

在不足 100平方米的空间里，李枝贵在

问诊室与治疗室之间来回穿梭，看着他的身

影，回想起他走进乡亲们家中时回家般的丝

滑感，以及老中青三代村民对他的评价，我

们仿佛看到了 60年前李枝贵父亲背着木药

箱在星光下赶路的身影，也看到了李枝贵几

十年如一日，在肖乃村的羊肠小道上磨破

70多双鞋的艰辛。

36 年来，李枝贵见证了肖乃村村容村

貌的变化，也见证了国家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的发展。采访中，村主任马成明向我们讲了

一件小事。前不久，村里组织村民缴纳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同样是入户宣

传，村干部要跑两三天，但李枝贵跑一趟就

能说服村民参保。马成明认真地说，“在走

进百姓心里这件事上，我们村干部还有很多

需要向李枝贵请教。”

李枝贵就像一棵胡杨，在肖乃村深扎根

系，默默守护村民的生命健康，春去秋来，岁

岁年年。

驯服“温室气体之王”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黄蕾 叶迪卓然

六氟化硫是优质的超高压绝缘介质，在电力设备中广泛

应用。然而，这一气体也被称为“温室气体之王”，其温室效应

远超二氧化碳。受限于检测、回收、监控的技术瓶颈，六氟化

硫在使用中会不可避免地向大气中排放，这一问题长期困扰

着科研人员。特别是国家“双碳”目标提出后，六氟化硫的减

排问题变得尤为迫切。

十多年与这一气体“相爱相杀”，今年 36岁的张晓琴不断

摸索、科研攻关，终于找到了六氟化硫气体的减排之法。在

2023年第七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中，她的创新成

果“高温室效应气体六氟化硫减排技术及应用”荣获一等奖。

张晓琴是国网江苏电科院输变电技术中心四级专家兼油

气检测师，长期从事六氟化硫气体等绝缘介质的检测和管控

工作。凭借突出的科研成果，2024 年，她获评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今年，再次获评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动模范。

在国网江苏电力六氟化硫回收处理中心，总能见到张晓

琴忙碌的身影。

钢瓶中老旧的六氟化硫气体缓缓流入净化装置，张晓琴

与同事们一起仔细监控净化装置的流量、压力等工作参数，对

回收气体开展净化处理。净化后“焕发新生”的气体又再次被

充入钢瓶，经过检测达标后被整齐码放到智能存储架上，静静

等待“重新上岗”循环使用。

张晓琴发现，六氟化硫气体分子大、密度大，常规抽气回

收会有至少 3.5%的气体残留。以一套电力设备储存 1000kg
气体计算，传统方法会导致至少 35kg气体残留并直接“逃逸”

到大气中。

针对这一难点，她提出氮气循环洗脱回收方法，即先回收

纯六氟化硫气体，再充入氮气洗脱剩余的六氟化硫气体，从而

大幅提升回收率。利用这一方法，加上精确控制参数、解决技

术难点，她成功研发出配套装置，实现对六氟化硫气体接近百

分百的高效回收。之后，她还研发出六氟化硫净化处理装置，

实现气体回收后的高效提纯、回充。这些设备不仅在国内 18
个重点工程中应用，还推广至瑞士、新加坡、韩国等 16个国家。

张晓琴和团队还为每瓶气体配备了专属电子“身份证”。

检测人员使用数字化终端，即可实时读取使用记录、回收记录

等数据，让每瓶气体的去向一清二楚。

2022年以来，团队研发上线了全省六氟化硫数字化管控平

台，能够在线监督多个检修现场工作实时情况。今年 1月 1日，

由张晓琴牵头制定的《六氟化硫（SF6）气体的现场循环再利用

导则》施行，这是我国首个六氟化硫气体循环再利用国家标准。

施工一线的“考证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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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王博

白天，他和工友一起在施工现场紧张忙碌；夜幕降临，当

同事们开始享受闲暇时光，他却回到宿舍打开台灯，伏案学

习。这几乎是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项目职工陈东东参加工作

后的常态。从 2015年 9月到 2023年 3月，不到 8年时间，他先

后考取建筑、市政、机电、民航工程专业的一级建造师以及安

全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师等 7 个专业证书，成

为施工一线的“考证达人”。

2011 年，陈东东进入中铁十二局项目部工作，经过一段

时间的现场磨砺，他发现理论知识还有短板，于是踏上了一级

建造师的考证之路。

陈东东告诉记者，考取第一本专业证书的过程最为艰

难。4 门考试科目中，实务学习难度最大，知识点繁杂、应用

性强。经过不懈努力，2015年 9月，陈东东终于考取了建筑工

程专业的一级建造师证书。这段备考时光也让他获得了深厚

积累，为后来在项目中负责工程技术工作奠定基础。

随着参与项目的深入，陈东东逐渐感觉所掌握的知识远

远不够，特别是面对复杂的施工环节、多变的现场情况，他更

加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重于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陈东

东考取了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证书。

为了在保证施工质量的情况下有效推进成本管控，“学习

工程造价预算的同时顺便考个证”的想法在陈东东心底萌生，

他立刻投入注册造价师证书的学习。2016年 10月，他如愿考

取注册造价师证书。

通过考证，陈东东成了精通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能型”人

才，晋升为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项目总工程师，先后获得企业

优秀员工、优秀总工程师等荣誉，参与的项目徐州城市轨道交

通 2号线获得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

2024 年 10 月，陈东东请缨从粤港澳大湾区远赴祖国西

部，在中国联通宁夏中卫云数据中心四期土建工程项目担任

项目副经理。“公司制定了补贴政策，证书考下来一次性给予

补贴，还会每月随工资发放证书补贴。”陈东东常用自己的成

长经历鼓励年轻同事。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龚光辉探索智慧养鸡之道，从山窝窝里“孵”出亿元产值——

海 归 硕 士 当 上“ 鸡 司 令 ”

“绣”出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从湖南娄底涟源市枫坪镇球树村拐入一

条山道，不多时便到了天柱山禽业专业合作

社。与想象中不同，这个面积超过 200 亩的

养殖基地，竟然“但闻鸡鸣声，不闻鸡屎臭”。

“我们的繁育系统可以做到精准投喂饲

料，高效快捷清粪。鸡的排泄物通过再发酵，

能在 24 小时内变成有机肥。”新当选的全国

劳模、合作社理事长龚光辉道出其中的秘诀。

从“吃过洋墨水”的海归硕士，到扎根大

山深处的“鸡司令”，龚光辉用 10 年光阴，在

乡村振兴答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抓“鸡”遇

“我们只做一件事，也只做好一件事。”养

殖基地门口的标牌上这样写道。这句话也成

为龚家两代人践行至今的做人做事理念。

“人睡床下，鸡睡床上。”20 世纪 80 年代

初，父亲龚雪东刚养鸡时，担心鸡苗被蚊子叮

咬，将其养在床上的场景，龚光辉至今记忆犹

新。2009 年，从俄罗斯硕士毕业的他，原本

已收到一份国企的录用通知，但在帮父亲打

下手过程中，突然产生了用科技赋能、走规模

养殖道路的想法。

“敢回来养鸡就打断你的腿。”意料之中

地，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反对。但龚光辉并

未气馁，而是带着父亲到广东一家食品集团

考察。现代化畜禽养殖的先进场景，让龚雪

东大受震撼，勉强同意走儿子的“新路子”

试试。

说干就干，龚光辉拉着父亲和弟弟，借遍

亲朋好友，凑了 100多万元，引进国内最先进

的自动化饲养产线，在杨梓江村建起一个 20
多亩的现代化养殖基地。基地投产次年，养

殖规模就达到 10万羽。

2013 年 的 禽 流 感 一 度 让 人“ 谈 鸡 色

变”。“当时不少人选择退出市场甚至转行，但

我认定疫情是暂时的。疫情过后，鸡苗需求

必然大幅增长。”龚光辉说。

果不其然，禽流感过后，鸡苗需求倍增，

价格也水涨船高。坚持扩大生产的龚光辉，

实实在在赚到了“第一桶金”。

“慧”养鸡

在天柱山禽业的一处种鸡繁育车间，隔

着玻璃可见 6 条并立的自动化饲养产线，每

条产线上下 3层，每层 100羽种鸡。

靠着当年的“第一桶金”，龚光辉“另起炉

灶”，建起了全新的养殖基地，并从国际领先

的家禽家畜设备供应商那里采购了一套自动

化饲养产线。

让龚光辉没想到的是，上千万元的进口

设备，来到中国的山野之间，却遭遇了“水土

不服”。“投产后才发现，国外设备与本土鸡种

不适应，导致母鸡过肥，公鸡陆续死亡。”龚光

辉说。设备供应商拒绝了设备改造请求，还

认为龚光辉“不会养鸡”。爱较真的龚光辉索

性自学相关知识，带着技术团队自主改造。

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龚光辉最终带

领团队研发出一套“种鸡本交公母分饲系

统”，成功解决了公鸡母鸡的分饲问题。目前

这套系统已取得国家专利。

车间外的自动控制系统，可精准控制温

度、湿度，温差可精确到 0.5 摄氏度；喂水、喂

料、清粪等实现全智能化运行；机器人巡检替

代人工查棚，10 万只鸡只需 1 人管理……如

今，天柱山禽业年出栏肉鸡 1800余万羽，日产

蛋超 20万枚，2024年综合产值已突破 1亿元。

帮致富

采访当天，当地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正

好赶到基地，办理送贷上门业务。“我们已租

下一个 500 亩的新基地，准备进一步扩大产

能，带动更多乡亲致富。”龚光辉透露，新基地

不光面积倍增，技术也会更先进。

挨个村对接合作，帮助搭建鸡棚，为村民

发放鸡苗、饲料和疫苗，还组建起技术服务队

伍，手把手培训、指导……事业越做越大，龚

光辉也越来越忙。

肢体残疾的谢伟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找龚光辉求助，很快得到一套定制版的帮扶

方案：鸡苗疫苗免费，技术员上门手把手教，

连鸡舍栏杆都特意调低 50厘米。一年后，全

家收入翻了一番。

“合作社免费提供鸡苗，兜底销售，去年

养了 150 多羽鸡，收入近两万元。”56 岁的三

角村村民周集红，同样是受益者。

在龚光辉带领下，天柱山禽业专业合作

社探索“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模

式，与周边 53个村、9400余名群众建立合作，

累计免费发放鸡苗 200 多万羽，为村集体经

济增长和村民增收贡献力量。

在距离基地 30 多公里的涟源市工贸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首个“现代农业特训班”已

开班，教室墙上挂着龚光辉手书的班训：“让

土地值得被选择。”从“鸡司令”到领路人，龚

光辉希望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年轻人回乡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安妮 吴铎思

6 月 1 日，在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精河县茫丁乡肖乃村，记者见到

全国劳模李枝贵时，他正骑着红色电动车

从家中赶往卫生室。此时，距离下午 4点的

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卫生室门口已经坐

着几名患者。

开门、问诊、把脉、诊治……趁着针灸

病人准备的工夫，李枝贵匆忙换上白大褂，

戴好无菌头套，脚下生风地“闪现”在接踵

而至的患者中间。

“医生，我昨天晚上又发烧了……”46 岁

的张丽萍专程从县城坐车赶来。大约十几

分钟后，打完针的张丽萍拿着新开的药准备

离开。

“明天再来一次，有任何不舒服给我打

电话。”李枝贵交代着，下一个病人已经无

缝衔接地在他面前落座。

这个不足 100 平方米的卫生室被划分

为 5个区域。一进门是问诊室，靠西边是西

药房，旁边是治疗室，再往东是中药房，最

里面是观察室。

下午 5 点，趁着没病人的空档，李枝贵

拿出铝合金

材质的新药

箱 ，装 上 血

压 计 、急 救

药 品 、慢 性

病药品等物

品 ，准 备 前

往村民家里问诊。36 年来，李枝贵已经背

坏了六七个药箱，磨破了 70多双鞋。

夏季午后的村庄十分安静，只有几个

孩子在外面玩耍。李枝贵握紧药箱，步履

匆匆，很快在一扇红色大门前停下脚步。

他没有敲门，而是很自然地将手伸入

门栓旁的小洞里，一边动作丝滑地拉栓开

门，一边喊道：“吐鲁洪大叔，我来给你量血

压啦。”多年来，李枝贵和村民们形成了“不

敲门”的默契。

躺在榻榻米上的吐鲁洪·吾曼听到李

枝贵的声音，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搬过小

矮桌，亲切地招呼李枝贵坐下。

“年轻时，他父亲给我看病。现在他给

我看，心里踏实得很。”说起李枝贵和他的

父亲李康，77 岁的吐鲁洪竖起大拇指，“他

们都是好医生！免费给我们看病、送药，就

算患者没钱，也会先给看病。”

受村医父亲影响，李枝贵从小就对医

学感兴趣。1989 年 10 月，考取医师资格证

的他，子承父业，成为肖乃村卫生室的乡村

医生。

李枝贵家里有 7个兄弟姐妹，母亲身体

一直不好。“有时父亲外出问诊，一走一整

天，周围的邻居会主动来家里劈柴、做饭，

还拿自家的馕填饱我们的肚子。”李枝贵回

忆说。

接受过村民善意的李枝贵，对待村民

的健康更加用心。2009 年开始，他为村民

制作了健康档案，按照慢性病、先天性疾

病、特殊疾病等归类制表。慢性病 3个月入

户问诊一次，先天性疾病一周问诊一次，特

殊疾病则是随叫随到。

下午 5 点 30 分，记者跟随李枝贵前往

79 岁的贾茂昌家中问诊。李枝贵走进贾茂

昌家中就像回家一样自然。

“我和媳妇看着他长大的，他父亲带

着他出诊时就交代过我们夫妻的身体情

况，让他多留心。”贾茂昌坐在沙发上说。

他身后墙上的白纸上清晰地写着李枝贵

的电话号码。

前天凌晨 3 点，贾茂昌心脏病发作，吓

坏了他 70 岁的妻子彭桂英。惊慌失措的

彭桂英拨通了李枝贵的电话，十几分钟李

枝贵就赶到了。“他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

随叫随到，有他在，我们全家人心里都踏

实。”贾茂昌说。

问诊刚结束，李枝贵的电话铃声就又

响了起来。此时，卫生室门口已经停满患

者的车。

“我来测血压，身体不太舒服。”同村的

买买提吐逊·阿不拉洪轻车熟路地坐在诊

室的板凳上，伸出了胳膊。

“他是我孩子的干爸爸。”买买提吐逊

从小和李枝贵一起长大，小女儿 3 岁时，因

贪嘴出现肠胃不适，无法排便，这可急坏了

他，半夜给李枝贵打去电话。

“我担心是盲肠炎，让他赶紧送到县里

的大医院。谁知道他又把孩子拉回来了。”

李枝贵回忆说。

“医院让我们交 500元，我没那么多钱，

想回来凑凑。”买买提吐逊解释道。

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中，记者

了解到，那个雪夜，李枝贵舍不得让孩子受

苦，凭借多年的经验给孩子熬了中药服下，

一直等到孩子顺利排便、疼痛缓解，盲肠炎

风险排除才离开买买提吐逊的家。

“第二天，我就带着孩子认他当了干爸

爸，现在女儿都上大学了。”也是因为那一

晚的守护，在 2009 年李枝贵因家庭变故想

要离职时，买买提吐逊牵头挨家挨户敲门

在请愿书上签字、盖手印，最终留住了李

枝贵。

“我的手指化脓了，很疼。”26 岁的艾依

沙江·阿不都热依木抓着手指问道。简单

处理后，李枝贵没有收取一分钱。

“你不记得我了？”小伙子激动地说，

“前年我爸爸因为胃病吃不下饭，还是你给

看好的。”

“你爸爸还好着吧？”艾依沙江的热情

唤醒了李枝贵记忆。

几句简单寒暄后，李枝贵继续投入守

护一方百姓健康的事业中……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与村民形成“不敲门”的默契，村民把他的电话号码贴在墙上…………

乡村医生乡村医生李枝贵 36年扎根天山脚下守护百姓健康——

手机一响，随叫随到

6月10日，四川乐山，马边花间刺绣专
业合作社工作坊里，乔进双梅（右二）和绣
娘们一边刺绣一边唱歌。

四川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手工刺
绣传承人乔进双梅来自川西南小凉山区马
边彝族自治县，18岁就因“绣资”出众享誉
县城。让彝绣走出深山，让彝族妇女通过
彝绣脱贫致富，是她长期以来的梦想。

2015 年 12 月，乔进双梅创办马边刺
绣专业合作社，构建了“1社 6站 15班”的
网格化服务体系。10年来，累计培训绣娘
超3万人次，带动800余名当地农村妇女居
家灵活就业，实现“背着娃娃绣着花，养活
自己养活家”。

王磊 摄/中新社

李枝贵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问诊。
精河县宣传部供图

本报记者
马安妮(右)跟
随李枝贵前往
村民家中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