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4—2025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

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吉林市·北大湖站）

比赛现场，记者见到了我省名将逄储源。

还不满22岁的逄储源是吉林市人，

此次世界杯对她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场

作战。“能回家乡参加比赛，而且是世界

杯这样高水平的比赛，真的很开心。”逄

储源笑着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逄储源可谓收获颇

丰，在2024年开年，第一次参加冬运会的

她，就斩获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一金一

银。“十四冬的比赛，对我的自信心提升很

大，也让我有更高的追求目标。去年我陆

续参加了世界杯等一系列高水平比赛，总

体上看，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

能够在2025年开年就回到家乡比

赛，逄储源显得很兴奋，她说：“尽管对北

大湖滑雪场很熟悉，但每一次回来都能

感受到这里的变化。看到家乡有这么漂

亮的雪场，看到有那么多爱好滑雪的人

来到这里，真的很高兴。希望家乡的冰

雪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在我国起步

较晚，逄储源虽然是这一项目国内选手

中的佼佼者，但与世界高水平运动员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会努力提升自己，

多参加比赛，多向高水平运动员学习，争

取拿到2026年米兰冬奥会参赛资格。”逄

储源说。

吉林名将逄储源：

力 争 参 加 米 兰 冬 奥 会
本报记者 刘勃 张宽 姚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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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兴促振兴

“刘师傅，咱们今天巡的是什么线路？”

“220千伏白东南北线。这条线路总长150.2千米，

杆塔352基。分三组巡也得10天。”

寒冬，辉南县石道河镇群山林海一片银装素裹，凛

冽寒风呼啸掠过。跟随辉南输电运检班组踏雪穿林巡

线，山路复杂，雪路难行。

“这条线是白山水电厂重要输电线路，通往东丰

500千伏变电站，辐射人口近150万。”巡线员刘凯一边

观察前方的铁塔，一边向记者介绍道。

由辉南输电运检班组运维的5条220千伏线路，担负

着白山水电站全部电能外送的重要任务，近70%的线路穿

梭于长白山余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途经7个县市，穿

越6个林场，平均海拔500米以上，运维半径150公里。

“现在这个路还好走一些，坡度也还算平缓，一会儿

进山就非常难走了，雪得达到齐腰深……”冬季的东北

林区温度很低，刘凯脸颊和双手冻得通红。在这片广袤

的山林间，他和组员们需要克服恶劣的天气条件和齐腰

的大雪，确保每一基铁塔、每一条线路都安全无虞。

高寒、高海拔，线路长、地形复杂、环境多样……面

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刘凯和组员们始终保持乐观的心

态，还自创了一段顺口溜：“春行泥泞防崴脚，夏日炎炎

惧中暑，秋风起时避荆棘，冬雪覆盖踏霜苦。”

“春季主要看树木生长是否影响线路安全的情况，

夏天主要看防汛防洪设施情况，秋天主要防山火，冬天

主要看设备隐患。现在大雪封山，巡一次回来里面的衣

服基本是湿的。”一路上，组员们排着队，一人在前面探

路，后面的人跟着第一人的脚印走，每一步都小心翼

翼。每到一处铁塔，刘凯都详细记下巡检信息。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无人机成为巡线员的新伙

伴。当无人机沿着输电线路向前飞去，高清相机将线

路情况实时传输到显示屏上。

“无人机新设备对我们巡视有很大帮助。现在山

区里许多地方都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智慧化巡护让

线路更安全。”刘凯说。

从1967年成立只有7人的送电班，辉南输电运检班

组至今已传承四代。班组现有27人，从最初的40公里

到现今穿越崇山峻岭和茫茫林海的941公里的输电线

路，每月一次的线路运行维护任务，全程下来需要半个

多月时间，其艰苦的环境、复杂的地形、承担的任务都

属于省内之最。

变的是时代进步，不变的是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组

塔、架线、通道维护、隐患排查、故障抢修，是沿途中他

们与风沙、烈日、雨雪为伍，一次次翻越深山峻岭守护

着线路安全，保障东北电网发挥重要作用的坚守。

巡线员刘家麟告诉记者：“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巡线

的时候真的觉得挺苦的，但是师父们教了我们很多，正

是有这种师徒传承，才能把这份光荣和担当传承下去。”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守护万家灯火，他们江河为

伴，山川为邻，用责任与情怀，精心维护着输电线路安

全，每一个脚印都是对守护光明与温暖的承诺。

踏 雪 穿 林 守“ 动 脉 ”
本报记者 李铭1月31日，清晨7点多，气温

零下20多摄氏度。在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车务

段龙潭山站，长长的油龙列车一

眼望不到头，静静地等待着调车

组的小伙子们进行解编作业。

2002年出生的徐瑞峰是该

站的连结员，独立顶岗刚满2个

月的他，正在体验铁路生涯的首

个春运。虽在春节假期内，徐瑞

峰的工作日程表却排得满满当

当。10点30分，在师傅石文赫的

指导下，小徐走在布满道砟的股

道间，娴熟地完成提钩、摘管、拧

闸等一系列动作。虽然穿着厚

重，但他在车组间“飞上跳下”，

动作麻利，一气呵成。

“这几天特别冷，尤其顶风

送车，寒风像刀子似地割在脸

上，一趟车送下来，脸都是木的。”

稚气未脱的小徐，直言寒冷的天

气着实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龙潭山站接轨中国石油吉林

石化公司炼油厂、吉林市亿斯特

能源有限公司电厂、国能吉林江

南热电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专

用线，主要办理汽柴油、煤炭等货

物发到业务。春节期间，电煤、

粮、油等民生物资需求持续增长，

这里的调车场也格外地忙碌。

除了小徐，马浩然等人也都

是“00后”的“新兵蛋子”，作业量

的增加和寒冷的天气，对这些“新

兵”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都提出

了更高要求。

为了让“00后”顺利度过首个春运，车站反复组织入

冬培训，指派党员一帮一结对子包保，全方位培养他们的

安全意识，提升他们的业务技能。

11点10分，经过反复确认，徐瑞峰向调车长报告：

“车辆检查完毕。”随着站内作业的结束，小徐迅速爬上车

梯，稳稳挂在车列前段，紧盯前方进路，发出“推进”指令，

前往侧线进行倒调作业。

50分钟后，该批调车作业完毕，衣服外面挂着霜、里

面闷着汗的小徐才回到车站。可还没等他休息两分钟，

小组又收到新的调车作业计划，他又和两名调车员顶着

寒风，向新的作业股道走去。

“人家能干咱就能干，咬牙也得挺过去，谁叫咱是男

子汉呢……”寒风吹过，“稀释”了小徐的声量，但透过结

了冰霜的睫毛，他的双眸闪亮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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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 中国年

2月1日，2024—2025国际雪联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吉林市·北大湖站)比赛激战正酣。图为运动员在男子1/8决赛中。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

中国的年其实是最为丰富的旅游节点。旅游可以是行走，是到四

处去参观，也可以是到亲属家去走动，所以年是一个走动的年，也是一

个外出的节点，这就促成了一种情感的交流。

我们知道，人们回家过年称作游子回乡，无论你身处千里之外，到

了过年这一天，哪怕你背着空空的行囊，也要回到家，看望父母和老人，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瞻仰先人。

过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归，如果我们在忙碌了一年后，不回来看望

亲人，总会感觉年没有过好。尽管现在网络很发达，人们可以用微信拜

年，但实际上，人们还是期待着在过年的时刻与亲人团聚。为了团聚，

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法定假期，而且我们过年的放假习俗正是适应了

年的风俗。

过年出门旅游，如今已经形成了新的年俗。这种新的年俗源于过

年时，人们有一个轻松的时机可以相聚。有时，儿女们因为忙碌无法回

家看望父母，而现在父母也退休了，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去看望儿

女。所以，每到过年，已经形成了很多“老看小”的习俗，这也变成了一

种新的旅游方式。这既延续了千百年来过年团聚的习俗，同时也发展

了新的年俗，我们称之为“新乡土年俗”。

当今社会，过年也成了旅游的旺季。年的文化促成了旅游的发展，

旅游的发展也强化了年的特征。因此，过年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年

俗，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 （本报记者 郭悦 整理）

年 与 旅 游
——民俗专家曹保明的东北过年书

1月31日，大年初三，2024—2025赛

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吉

林市·北大湖站）开赛。赛场上，运动员们

精彩表现引来观众阵阵叫好，赛场外，一

群“粉马甲”志愿者的暖心服务，成为比赛

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

“我是合肥大学的学生，放假回家过

年。之所以来到北大湖做志愿者，是因为

我热爱我的家乡，想为家乡发展尽自己的

一份力。我是大年二十九来的，后续还会

有几天的志愿任务，通过志愿服务，我学

到了很多专业知识。”志愿者温蕊嘉说。

与温蕊嘉一样，吉林市很多学子，在

得知家乡要举办如此重大比赛的时候，

他们都选择了为家乡出力，加入志愿者

服务团队。“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

生，寒假回家，得知咱们吉林省有这样重

大的比赛，丝毫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参加

了志愿服务。我希望通过志愿服务为家

乡的活动作一些贡献，另外，我的专业是

外交学，通过这次比赛，我也可以向外国

友人展示中国当代青年的形象。每天的

工作虽然很累，但能够加入志愿者队伍

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快乐。”志愿者齐

安然说。

为了保障这场大赛，吉林市80余名青

年学子参与赛会志愿服务，许多人是在雪

场过的春节。他们身着粉色马甲，分布在

比赛的各个环节，热情地为各国参赛人员

引导、介绍，帮助他们翻译沟通。

“ 粉 马 甲 ”闪 耀 赛 场
本报记者 张宽 姚思琦

“我是通过职业技能大赛成长起来

的，我也时刻牢记自己承担着为吉林培养

更多高技能人才的使命。”长春科技学院

教授刘洋如是说。

刘洋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部生动的教

科书。在数控车工领域，一名普通的技术

人员从“工”到“匠”大约需要20年。而刘

洋从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三级教授，

却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在“削铁如泥”

的数控车工行业，他带着明确的奋进目

标，以拼搏与坚持闯出一片天。

刘洋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2005年初

中毕业的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

长春工业高级技工学校的大门，选择了数

控加工专业。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后，刘

洋得到了去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实训

的宝贵机会。当他成功加工出一副国际

象棋时，感叹道：“数控加工不仅仅是冰冷

的机器操作，它是灵活的、多变的、生动

的、魔幻的。”

2008年母校招聘数控机床专业教师，

刘洋凭借过硬的操作技术能力，从十多名

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一名技校教

师。那一年，他也才18岁。

回到母校，刘洋开始担任数控实训指

导教师，主要负责数控实训课的教学任

务。面对和自己年龄相近的学生，刘洋从

理论、实践两方面全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他深知，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有所建树，才

能为学生们铺就成才之路。

刘洋利用课余时间在6年内完成了

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研究生的跨越。他

还作为职工组选手积极报名参赛，一次

次大赛的锤炼成为他当好职业技能教师的重要积累。2008 年 12

月，刘洋参加长春市职业技能竞赛，获职工组数控车床项目第三

名。次年 12月，他再度参加该竞赛，获职工组数控车工项目第一

名，并被授予“长春市青年职业技术能手”称号。2010年，他参加吉

林省职业技能竞赛，获职工组数控车工项目第一名，并被授予“吉林

省技术能手”称号。

2018年3月，刘洋带着学生到广东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

国选拔赛集训。到了集训基地后发现，与现场的高手、强队比起来，

学生们准备得远远不够。他立即调整状态和思路，没有急于训练，而

是带着学生利用一周时间仔细观察记录，再有针对性地学习提升。

在集训的最后阶段，他陪着学员在训练车间从早上8点训练到晚上

12点。车间里没有空调，不一会儿就汗如雨下。训练结束，他就和学

生在车间的机床旁，铺上垫子躺下休息。这期间，他们创下了一个月

集训近430个小时的纪录。当得知学生的成绩位列全国第五并入选

国家队时，刘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19年，刘洋作为“全国技术能手”被引进到长春科技学院任

职，担任机械技能开发中心主任。他提出“比技能、促质量、求提

高”的比赛观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教学观，带领

中心教学团队采取项目式教学方式，将先进的理念、技术传授给更

多学生。

2020年，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吉林省代表团在大赛86

个项目中共参赛76个项目。作为吉林省选拔赛专家组组长，刘洋负

责所有项目的技术方案审核、选拔赛筹备、选手选拔集训、对接专家

等工作。这届比赛，他所带领的增材制造项目，取得银牌。吉林省代

表团共获2枚银牌、3枚铜牌和28个优胜奖，奖牌总数在全国各省（区

市）中排名第12位，团体总分排第15位，在东北地区位居第一。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刘洋对于

科技创新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从未止步。近年来，工作室共取得创

新成果12项，转化成果107项，培养出“全国技术能手”3人、“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3人、“吉林省技术能手”58人。

面对我国精密生命科学仪器前沿技术“卡脖子”问题，刘洋主动

加入“单细胞分选”科研项目，从工程研发和生产细节入手，设计了用

于精准位移和精密操控的消间隙微型丝杆位移装置，通过对原理、材

料、工艺、装调等各环节的优化，成功解决了单细胞分选仪稳定性问

题，于2020年2月发布世界首台基于激光能量技术的单细胞分选仪。

他的科研成果不仅限于理论层面，更多的是通过实际应用推动

了产业的发展。刘洋提出，长春科技学院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为目标，启动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设立科技前沿领域的专

项奖金，吸引具有潜力的学生投身科研，同时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

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科研项目，提前适应工作环境。

行进在技能强国的道路上，刘洋的潜心贯注让他收获了诸多荣

誉：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全国职业教育培训先进个人、吉林工匠、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等荣

誉，2024年入选大国工匠培育对象。

“新时代技能人才要努力成为攻关新兴技术、破解工艺难题的行

业专家。我们要让更多技能人才家喻户晓，也要努力培养、打造更多

技能明星、行业专家！”他句句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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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三，四平市山门镇英城村满是

浓浓的年味。大红灯笼在枝头摇曳，孩童的欢笑声不时

传来，处处洋溢着团圆的喜庆。

山门镇很多人外出务工，春节是阖家欢聚的珍贵时

刻。杨殿泉一家围坐，享受团圆。突然，妻子疑惑道：“这

电暖器怎么不热乎了？”杨殿泉查看后发现电采暖设备没

了动静。外面冰天雪地，屋里没暖气，老人孩子可受不

了，一家人顿时焦急万分。

此时，国网四平供电公司山门供电所台区经理王

建光和同事徐叶飞正在村子巡查。王建光已坚守春

节保电岗位19年，负责5个村屯1089户的用电保障。

接到求助电话的王建光赶忙安慰道：“别着急，我们

马上来！”不一会，他们就到了老杨家。一进屋，经验丰富

的二人很快发现，电暖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加之线路老

化导致了线路烧毁。

王建光果断断开旧线，徐叶飞取来新绝缘护套线。

两人默契配合，布线、紧固。不到10分钟，新线路接入，

电采暖设备重启，温暖重回屋内。

杨殿泉激动地致谢：“太感谢了，没想到这么快就修

好啦！”王建光笑着回应可随时联系，又叮嘱用电安全，才

安心地继续进行巡查。

春节期间，为守护乡亲们的温暖与光明，国网四平

供电公司还有许多像王建光这样的“电保姆”在岗坚

守，他们依托新型电力负荷系统，提前治理45个涉电

采暖重过载台区，并24小时在线监测，从而精准解决

用电问题。

十 分 钟 让 温 暖“ 归 位 ”
本报记者 杨悦

本报2月1日讯
（记者刘勃 张宽 姚
思琦）今天，在皑皑

白雪与热情观众的

见证下，2024—2025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

滑雪障碍追逐世界

杯（吉林市·北大湖

站）第一决赛日顺利

完赛，产生了男子和

女子冠军。

作为国际雪联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

世界杯的重要一站，

本站赛事不仅展现

了选手们高超的滑

雪技巧，更凸显了单

板障碍追逐项目的

独特魅力。赛道设

计融合了陡坡、弯

道、跳台等多重障

碍，考验着选手的速

度、平衡和应变能

力。决赛中，选手们

在高速滑行中不断

超越对手，惊险刺激

的场面引得现场观

众阵阵欢呼。

在男子组决赛

中，加拿大名将格朗

丁·艾略特最终夺得

冠军，女子组冠军被

来自英国的班克斯·

夏洛特收入囊中。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

中国队参赛的吉林

小将逄储源以及队

友拥青拉姆、高大礼都有着不俗的发挥，其

中，拥青拉姆最终获得女子组第11名，他们

的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2月2日，选手们将进行第二决赛日的争

夺。期待中国选手的精彩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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