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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岁参加工作，27岁带徒弟，34岁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5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6岁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最美职

工”，39岁跻身“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集上述荣誉于一身的，是一位名叫王进的国网山东电力一线工人。二十多年来，他牵头完成超、

特高压带电作业400余次，取得发明专利40余项，创造经济价值超过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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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旷的农房，一扇门，四个窗户，两盏
灯不时随门缝里挤进来的冷风婆娑起舞。七
名年轻人，每人扛一张折叠床，拖着行李
箱，风尘仆仆地来此入住。这是工地施工人
员的住处，临时租借当地农民的。洗漱的水
池子，在院子中间；厕所在院子的另一边。
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有点早，像是刻意
为这群“不速之客”举行的欢迎仪式，绵绵
地掰扯了半夜。冷不丁，被窝里有人嘟囔了
一句：“有没有点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意
思？”没人应声，屋里的空气好像被冻
住了。
  次日，北风呼啸，四野苍茫。他艰难地
爬上36米高的铁塔，脚下踩着直径只有一公
分的防滑脚钉、五公分宽的角铁，心中不免
紧张甚至恐惧。到了塔顶，再慢慢挨过绝缘
子串，虚汗不禁浸透了后背，冷风一吹，直
打冷颤。
  这是作为巡线工的王进，第一次亲近他
要厮守的输电项目工地。这个项目是220千伏
临相线，施工地点位于临沂市河东区。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巡线的。”王
进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为巡线工量身定制
的。天天风里来土里去，爬上爬下。下班，
回村，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更没有网络；
夜里，除了身边此起彼伏的鼾声，就是来自
左邻右舍院里一声长一声短的犬吠。
  “我不干了！”待了不到半个月，王进
准备打退堂鼓。

点亮当“好工人”的小火苗

  萌生了“撤退”的念头，王进立马后
悔了。
  他想起第一天上班出门前的情景。
“王进，当工人就得卖一辈子力气！好好
干，注意安全，别让你妈担心！”军人出
身的父亲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别惹
事 ， 多 跟 师 父 学 手 艺 ， 跟 同 事 搞 好 关
系！”母亲叮嘱他。
  1979年4月，王进出生于济南。母亲是一
名普通的变电检修工。儿时的记忆里，母亲
的工作服总挂着星星点点的油污，好比一幅
蹩脚的水墨画；手上时常有伤痕，母亲说，
是缠变压器铜丝时勒出来的，不疼。
  耳熏目染，王进想，长大了要像母亲一
样，当一名本分的工人。
  上了初中，王进数理化成绩非常好，英
语成绩却很糟糕。父母建议他，参加省内的
技校统考，他被临沂电力技工学校录取。不
久，又参加中考，尽管英语只考了27分，仍
被一所省重点高中录取。
  是读高中，还是上技校？王进纠结了半
个暑假，从小闻惯了父母身上机油味的他，
决定选择后者。
  在技校，他学的是输电专业，主要学习
火力发电厂、变电站电气检修与运行等方面
的技术。不受“偏科”短板的影响，王进如
鱼得水，钳工、装裱接线、配电线路安装、
10千伏电杆组立等实践课，应对自如，还拿
到了奖学金。
  作为基本功，爬电杆是绕不过的硬核功
夫。当时，电杆分8米、12米和18米三个高
度。18米高的电杆，跟学校实验楼五楼一边
高。杆顶没有护栏，只有一条安全带和一双
铁鞋，好多同学打怵了。老师说，不能紧
张，一紧张，人就会本能地去抱电杆；一抱
住电杆，铁鞋就因不受力而下滑，弄不好人
就会摔下来。因为不是必考项目，绝大部分
同学都放弃了。胆大、遇事不服输的王进想
试试，铁鞋一次次地掉落，人一次次滑下
来；下来，就再爬……终于在这一学年的
初冬，经过上百次练习，王进攀上了杆
顶。“虽说高处不胜寒，但高处也有不
一样的风景啊！”
  这件事，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
干成一件事，必须有一种不被困难吓
倒的精气神！
  1998年7月，王进被分到山东送
变电工程公司，成为一名送电线路
工。“别人能干的事、能吃的
苦，我王进不能认怂，我也能
干！”倔脾气上来，冲劲就有

了。他明白，在工地，除了自己师父还把他
当“学生”，其他工友没有一个会“惯”着
他。师父告诉王进，线路工是跟杀人于无形
的电打交道，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如
果不扑下身子学本事，趁早改行。
  工作之余，王进翻看各种输电线路的参
考书以及塔形金具的图纸——— 从门形塔到酒
杯塔，从单回线路到同塔双回，哪种塔形应
该怎样攀爬，一点一滴去揣摩要领。师父的
指导、同事的建议、个人的观察，都一一记
在心里、干在手上；和外包务工人员一起挖
坑，一起抬底盘，一起排杆；穿着笨重的棉
衣，扎紧安全带，一遍遍爬塔，一趟趟走
线……几个月过去，王进手上磨出了老茧，
肩膀厚了、脸黑了、身体壮了、手指灵活
了，随之操作也越发规范了……项目结束
时，嘲笑的声音消失了，连师父的批评也隐
形了。
  这个冬天，王进感觉自己长大了很多。
  第二个项目接踵而至，有人说王进得了
“强迫症”——— 每天哪怕要爬8基铁塔，回驻
地后也要去打一阵子篮球。“没有强健的体
魄，这个活是干不好的”，王进有自己的
“主意”。等迎来第三个项目，王进已被任
命为队里的测工，并成为同批学员中第一个
开始拿奖金的。
  2000年冬天，王进第一次巡线，位于泰
安、莱芜、淄博、济南四地相交的鲁中山
区。在山上巡线算是好的，最怕的是遇到河
流，稍微宽一点的，动辄要绕上好几公里才
能找到桥。
  两年时间转瞬即逝，王进像一只勤奋的
山鸟，飞翔于大自然的绿野清风，打心眼里
热爱上了这份工作。“成为一名合格的电力
工人的感觉，真好！”王进笑着说。

“刀锋”上练就拿手绝活

  “飞身上塔，身轻如燕；进出电场，凌
波微步。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隐患缺
陷，手到病除。”这四句话，是同事为王进
归纳的评价，字字精准。
  王进所在的带电班，从事的都是500千伏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带电作业。线路大都在荒
郊野外，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真正带电作
业时，作业人员要爬上至少30米高的铁塔，
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电场。更何况，铁塔也不
断“长高”，从30米已发展到现在的215米，
相当于70层楼的高度。铁塔四面镂空，对作
业人员的精力、体力、心理及技术都产生极
大挑战。夏天，从事带电作业，就像是蒸桑
拿，四五个小时后下塔，整个人都虚脱了。
冬天，屏蔽服外面不准套衣服，除了咬牙硬
撑，别无他法。
  要想对±660千伏超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进
行带电检修，找到它的最小安全距离，极为
关键。这个距离，指的是带电检修人员身体
各部位、包括手持工具与不同电位任何部件
之间，所需保持的最小空气距离。超过这个
距离，即使带电作业人员穿着屏蔽服，也会
被强电流击穿。当时公司专门进行过实验，
按照真人比例，给假人穿上屏蔽服，里面放
块猪肉，反复操作甚至刻意突破底线。一
次，660千伏的电流击穿屏蔽服后，里面的猪
肉直接焦了。“如果那是我们工人的话，人
直接就没了”，王进说。
  一次“要命”的惊险遭遇，让王进至今
心有余悸。测量带电线路不允许使用皮尺、
线尺等带有金属丝的工具。当时，因为线路
还没有架设导线，王进就用了50米的皮尺来
看“弛度”。他带着皮尺的一端爬到铁塔的
曲臂时，地面上的皮尺塑料盘被风吹了起
来，皮尺随之飘到旁边的10千伏线路上。
电光石火间，王进脑海里闪现两种可能：
一是10千伏的电流流经他的身体接地，可
能被电死；二是人被电击，身体痉挛直
至坠地摔死。短暂的恐惧之后，王进本
能地一把拽断皮尺；然后，惊魂未定
爬下铁塔。那一天，他在塔下坐了很
久。心想，如果不是国网生产的10千
伏外绝缘材料质量好，自己很可能
就“交代”了。
  “安全规程的每一条都是用

鲜血和眼泪写就的，所以光背下来远远不
够，还要熟练运用。”耳畔又响起当年
师父的教诲。2006年，通过测温，发
现500千伏邹川线引流板过热，进行
带电作业处理时，王进隔着屏蔽服
的身体，不小心碰到了发热区，
整个人瞬间被弹了回来，幸无
大碍。
  铁塔上，高压下，每一次
都是惊心动魄的体验、出生入
死的考验。

带电作业“世界第一人”

  ±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线路是世界首
条±66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工程，占山东
省总负荷的近十分之一，居三大“外电入
鲁”通道之首，有“不能停电的线路”
之称。
  2011年，工友在线路巡检时发现，±
660千伏银东线2012号塔导线线夹螺栓处开
口销脱落，情况紧急！如果停电更换，需要
近1个小时，会造成减少供电10 0 0万千瓦
时，损失电费540余万元，山东电网将减少
400万千瓦外电支援，相当于整个青岛地区
全部停电。
  带电班全体封闭训练。第一次模拟演
练，用了两个小时。大家对这个结果不满
意。连续一个月，王进和带电班成员吃住在
现场，白天上塔演练，晚上研究方案。而王
进自己，每天都要在高达40米的铁塔上至少
爬四个来回，手抽筋、脚出血，第二天还是
得咬牙继续。公司决定，将此次任务交给
王进。
  时间定格在2011年10月17日上午，银东直
流输电线路2012号塔———
  在30多家媒体见证下，王进携带电位转
移棒，通过攀登绝缘软梯进入电场，50多分
钟后，不仅顺利更换了开口销，同时还进行
了修补导线、更换间隔棒模拟作业，圆满完
成了世界首次± 6 6 0千伏电压等级带电作
业。王进安全返回地面，现场欢呼声一片。
世界首次±660千伏电压等级带电作业，宣
告顺利完成。
  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王进，也成
为±660千伏带电作业世界第一人。
  “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三个频道进行了
全球直播，有几十台摄影机冲着，还有直升
机在头顶盘旋。”王进回忆，“登上几十米
高空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任务，只想下一
个动作是什么，根本顾不上别的！”
  “妈，咱看会儿电视吧，兴许您儿子上
新闻联播了呢！”当晚，王进给母亲开了个
不小的“玩笑”。“你还能上新闻联播，这
得多大个事啊？”母亲打开电视，真就看到
王进在铁塔上作业的镜头。瞬间，母亲脸上
的微笑凝固了……“你不是说一直在干巡
线，怎么干上带电作业的危险活了？你要有
个三长两短，让妈咋活呀？”母亲气得一晚
上没搭理王进。原来，王进怕父母担心，一
直没说自己转岗的事。第二天出门，妈妈追
上来嘱咐，“王进，你要注意安全啊！”
  2 0 1 6年7月，山东省首座特高压变电
站——— 泉城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正式运
行。特高压入鲁，王进的工作状态又发生了
改变——— 一是作业高度增加了。1000千伏杆
塔平均高107米，黄河高跨杆塔高度是215米；
二是工作难度增大了。带电作业所使用的绳
子均为无极绳，36米高的杆塔需要长72米、
重8.6公斤的绝缘绳，107米高的特高压杆塔需
要使用长214米、重25.6公斤的绝缘绳，215米
高的黄河高跨杆塔则需要长430米、重51.6公
斤的绝缘绳。
  “这世上，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
放弃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的路。”王进常常这样勉励工友，也鼓励
自己。

“工人名片”闪耀科技殿堂

  高压电是只凶悍的“老虎”，带电作业
无异于“虎口拔牙”。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因为带电作业的特殊性，所

以对工具的要求出乎寻常的高。
  “平常，我们站在下面看到的电缆线都
是光滑的，由于电磁场的长期作用，当你近
距离时就会发现，高压线表面都特别毛糙。
以前佩戴的普通手套，一次作业下来容易磨
破，手也可能受伤，且因为手套不光滑，阻
力大，影响了工作效率。”王进回忆说，如
何才能制作一种既保护手、又能将阻力减到
最小的手套呢？那段时间，他和同事不断探
讨，向老师傅请教，钻工具室、资料室、图
书馆。最初，王进想了个主意，把压扁的矿
泉水瓶垫在线上，走起线来又滑又快，但弊
端是，瓶子很快就烫手难耐。后来，又琢磨
设计了一个由6个铝合金滑轮组成的新方案，
历经半年反复试验，这一别出心裁的走线专
用手套最终研制成功。
  自此，王进和团队开启了小革新、小发
明、小改造、小设计的创新之旅。如，在巡
线路上摸索出一套“紧凑作业法”，减少外
出作业次数，节约大量生产费用；在地线检
修过程中，制作出“地线折叠式飞车”，使
得检修更加省时省力……
  银东直流输电线路，在世界上首次采
用±660千伏电压等级等新技术，国内外均无
可借鉴的带电作业标准及经验，各项指标均
属技术空白。有着多年带电作业经验的王
进，敏锐地看到机遇，很快组织制订了项目
实施方案。“当时，不仅要计算、测量、试
验工器具，还要去模拟现场工作，确定带电
作业的安全距离，连周末和假期都顾不上休
息。”王进说。近两年时间，±660千伏带电
作业的工器具终于成型，包括带电作业屏蔽
服、电位转移棒、大刀卡、四线吊钩、耐张
前卡、耐张后卡、绝缘拉杆、液压丝杠等，
填补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空白。通过相关技
术鉴定后，在±660千伏银东线途经的宁夏、
陕西、山西、河北、山东5个省区进行推广应
用，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超亿元。编制完成了
首个《±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
导则》，提出了适用于海拔2000米及以下地
区±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的带电检修技术标
准，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和电力行业
标准。
  “当时，完全被巨大的幸福感笼罩
了！”2015年1月9日，是王进此生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王进走进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
堂，参加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会上，他牵头研发的“±660千伏直流架空输
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和工器具创新及应
用”，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作为该年度山东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中唯一的一线工人，他也是获奖项目
中最年轻的第一完成人。
  “当时答辩也好，后来跟别人介绍该项
目的时候也罢，我们都以工人的身份，介绍
我们的工作法多先进，我们的工器具多高
效”，回想此事，王进特别兴奋，“连专家
都评价说，你们工人制定的标准通行世界，
是中国标准，是高大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