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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沧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员工孙波振国网沧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员工孙波振

“““我在我在我在606060米高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米高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米高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本报记者 邢 程

11 无人机“小助手”

连日来，寒意渐浓。为了防止冬季极端天气电塔上出现安
全缺陷，12月 11日一大早，国网沧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
带电作业班班长孙波振，就带上无人机和安保设备，外出进行
电力线路巡检。从沧州市区出发，孙波振一路驾车向黄骅港驶
去……

这天，天气晴朗，可户
外的风力依旧强劲。孙波振
和同事们一路顶着寒风前
行。每到一座电塔前，他们
都会启动自主巡检无人机，
检查塔基的绝缘子、金具是
否异常。从业10余年，哪个
区间需要重点加强巡视，孙
波振早已牢牢了然于胸。

“如今有了无人机，巡检
方便多了。”孙波振介绍说，

“我已经提前规划好了这台无
人机的航点位置和拍摄目
标，只要按下启动键，它就
能对输电线路和相关设备进

行自主巡检。”
只见孙波振按下启动

键，无人机在他的操作下升
空，按照既定路径，对每一
个观测点测温、拍照，并读
取相关数据。孙波振原地察
看手里的可视化设备，可对
1500 米以外的情况一览无
余。

转眼已到晌午，孙波振
一行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
简单地吃了些面包和火腿
肠，稍加休息之后，继续踏
上巡检的道路。一天时间，
他们共巡检了24座电塔。

在 60米高空作业，常人光是想
想就会心惊胆战，而孙波振不仅要面
对高空挑战，还要在220千伏及以上
高压输电线路上带电作业，其困难程
度可想而知。在他作业时，“噼里啪
啦”的放电声会伴随全程。

“输电设备在长期运行中，是需
要经常测试、检查和维修的。常检
查，才可预防出现大问题。在夏天用
电高峰，带电作业更为普遍。”孙波

振说。
带电作业前，孙波振会穿好阻

燃内衣、带电作业屏蔽服，戴好屏
蔽帽等装备。一般情况下，他会戴
上两副手套，一副起到吸汗作用，
一副用来防刺穿。双手在层层包裹
下，灵活度大大降低。“这项工作的
危险系数可想而知，容不得半点
马虎大意。”为了圆满完成每项操
作，空闲时，他会在专业技能上下

狠功夫。
去年秋天，孙波振接到了长时间

高空作业的任务。那天，他在电塔上
连续作业了4个小时。到了中午，他
悬在60米高空，吃了特殊的一餐。

“这项工作既苦又累，可每当完
成一项新的挑战，我就会感觉成就感
爆棚，整个人会亢奋一整天。”孙波
振说，“每次完成作业，站在塔基顶
上鸟瞰城市，别有一番景致。”

33 220千伏电路带电作业

22 60米高空逆风而行

孙波振说，一旦发现问题，他就
得登塔了。

“60米的电塔，我徒手爬上去大
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赶上刮风天
气，即便有安全绳和围杆带保护，整
个人也会在空中摇晃，稍有不慎，后
果不堪设想。”孙波振说，刚从事这
项工作的时候，他时常感到害怕，但
从事这份工作久了，也就慢慢适应
了。

一年当中，孙波振约有 60天的
时间在高塔上作业。一般情况下，他
每次会在高空停留一个小时左右，高
空作业后，再徒手爬下来。高温酷暑
下，他要穿着厚重的屏蔽服登塔，没
等开始作业，已经汗流浃背。冬天，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下，电塔表层
经常覆着薄薄的一层冰，这给孙波振
上塔作业带来极大挑战。

“记得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蒙

蒙细雨。我在塔上完成抢修作业时，
四肢已经被冻得没有了知觉。下塔
时，我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抱住塔，
一步步往下蹭，好在最后没有发生危
险。”孙波振说，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他依旧觉得脊背发凉。为了不让
家人担心，他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家
人。

“长期从事这行的，大家都是这
样，对家人报喜不报忧。”他说。

◀◀ 孙 波 振 在孙 波 振 在
220220 千伏高压线上千伏高压线上
修补导线修补导线

▼▼高空作业前高空作业前
做好准备工作做好准备工作

孙波振和同事在电塔上补装螺母孙波振和同事在电塔上补装螺母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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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绩不温不火到订单量增长从业绩不温不火到订单量增长1010倍倍
———东光快递小哥朱宁的创业故事—东光快递小哥朱宁的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邢 程 摄影报道

12月12日晚7时30分，东光县
圆通快递云仓内仍是一派繁忙的景
象。这天，因为电商平台“爆
单”，朱宁加了2个小时的班，在晚
8时之前将快递全部发走。

今年 23 岁的朱宁是一名快递
员，也是这家快递云仓的负责人。
两年前，他在东光县建起首家快递
云仓。如今，云仓已经迎来了第二
次扩建。两年间，公司订单量增长
了 10倍，朱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
时，累并快乐着。

一名“快递员”的小心思

在这个面积超3000平方米的云
仓里，陈列着从食品到日用百货等
十几种商品。随着电脑端订单数据
不断刷新，快递单打印机也在刷刷
作响。工作间隙，朱宁赶忙吃了几

口已经凉透了的饭菜，一路小跑回
到工位，继续包装、打印快递单。

工人都知道朱宁是个“接地
气”的老板。除了联系业务，商品
打包、配送等工作，朱宁都做得
来。早年，朱宁的父亲在当地经营
一家快递公司。2019年，年仅18岁
的朱宁成为“接班人”。那时，他
从最基础的分拣、送货做起。每天
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在一线
摸爬滚打了 3年。慢慢地，朱宁有
了自己的小心思，“年轻人要发
展，光吃苦是不够的。”朱宁十分
看好快递行业的发展前景。他想要
在快递行业找到一条新赛道，做出
个样子。

“这几年，电商经济活力十
足。我送快递时常常想，快递员除
了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送货上门服
务，还能为电商平台做些什么？”

加之借鉴其他大城市的先进做法，
建立快递云仓的想法逐渐在朱宁的
脑海中破茧。

建起全县首个快递云仓

2022年冬季的一天，朱宁和父
亲像往常一样分拣包裹。看着父亲
忙碌的身影，朱宁试探地说出自己
的想法：“爸，我们与其等订单，
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建一个大仓
库，专门帮电商存储商品，电商有
了订单是不是也会率先选择在我们
公司邮寄？”父亲并没有回答，而
是一直自顾自地忙碌着。

朱宁以为父亲没有把他的话放
在心上，有些失落。但是到了晚
上，父亲专门找到朱宁，聊起朱宁
早上说过的“大仓库”。

朱宁得知父亲的来意后高兴极
了。他说，建立快递云仓的想法并非
一时兴起。“咱们可以建一个快递云
仓，从储存到打包，再到分类、配
送，为电商提供‘一条龙’服务。电
商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能将
更多精力投入到店铺运营……”说
起已经盘算了很久的想法，朱宁滔
滔不绝。

那时候，东光县还没有快递云
仓，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
朱宁仔细为父亲阐述了快递云仓的
作用，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在父亲的支持下，朱宁很快便
租下一个1000余平方米的仓库。在
这里，他规划了打包、储存等多个

区域。

订单量增长10倍

一切准备就绪，朱宁开始联系
当地生产纸箱和塑料产品的工厂。
令他倍感惊喜的是，与各家企业的
洽谈很顺利。“通常，网络销售流
程是接单、打包、预约快递上门揽
件，而在快递云仓内，只要消费者
在电商平台下单，我们这边就能及
时看到。从打印快递单，到商品称
重、装箱，这些工作都不再需要电
商负责，我们的工人会按订单信息
完成所有工作，让电商发货速度也
能快人一步。”朱宁说，这套流程
为电商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他们
只需专注自身销售与运营业务，不

需要储存、清点、邮递货物，特别
省心。也正因此，朱宁很快和七八
家电商达成了合作意向。

“当初建快递云仓，我是想和自
己赌一把，没想到真的‘赌赢了’。”
朱宁笑着说，快递云仓仅仅运营 3
个多月，公司订单量就翻了倍。于
是，他将云仓扩建到 3000平方米，
打包员、分拣员、送货员也扩招了
不少。

“每年这个时候，电商都会有促
销活动，我们接到的订单也会大幅
增长，经常人机连轴转。”朱宁感
慨，近期，每天订单量激增到七八
千单，比云仓刚建成时增长了 10
倍，他不得不考虑再次扩大云仓。

“做这行确实很辛苦，可如今，云仓
带给我的更多是成就感。”朱宁说。

朱宁打包快递朱宁打包快递

员工往自动驾驶快递车上搬货员工往自动驾驶快递车上搬货

12月 8日，李泽成一家六口围坐
在书桌前，每人手持一把刻刀，都在
专心致志地篆刻印章。如今，每逢周
末，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玩篆刻，这
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

“我和老伴儿、儿媳用的是石头，
儿子用的是青铜，孙子、孙女用的是
胶泥。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忙活一件
事，别有一番乐趣。”李泽成笑着说。

今年 66岁的李泽成是沧县纸房头
镇大白洋桥村人。他自小对木刻有浓
厚兴趣。年幼时，他常会捡来木板等
物品，用小锉刀一试身手。

参军后，李泽成也一直没有放下
练习篆刻，一有工夫，他就捧着《篆
刻学》《汉音文字征》等书籍学习。找
不到合适的石材，他就以木代石练
习。其间，他的篆刻作品还发表在媒
体上，他因此得到了1元稿酬。“虽然
只有 1元钱，但这份肯定给了我莫大
的鼓舞。”从此，李泽成钻研篆刻的劲
头更足了。

部队领导知道李泽成有艺术特长
后，就把部队一些文艺工作交给他来
做。那段时间，他也有了更多时间研
究篆刻。依旧是就地取材，李泽成收
集了许多空的金属牙膏管，将它们融
化后灌进空子弹壳里，特殊的篆刻材
料便制作完成了。当他把亲手刻好的
子弹壳印章送给战友时，他的作品惊
艳了所有人。战友们都夸他手艺好，
直至现在，不少战友仍保存着这份特
殊的礼物。

经过长期刻苦的磨炼，李泽成逐
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印风。他的印风
兼具白文印的雍容古朴、朱文印的洒
脱清新。因为技艺精湛，他成为西泠
印社的一员。与此同时，李泽成的爱
人陈秀玲也被篆刻吸引。在李泽成指
导下，陈秀玲的篆刻水平进步很大，
如今，她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从小耳濡目染，李泽成的儿子李
宝棠对篆刻也有着很高的悟性。他汲
取众家之长，大胆创新，制作了很多
优秀篆刻作品。如今，他也成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

李泽成的儿媳马静是美术专业科
班出身。嫁到李家后，她也深深爱上
了篆刻。李泽成常常夸奖儿媳：“有天
赋，一出手就是那么回事儿。”不久
前，马静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非遗体验区申请了一个篆刻
展位，为游客展示篆刻的魅力，带领
大家学习中国传统艺术篆刻技艺。

马静认为，对上小学的儿女李
照玺、李若然来说，练习篆刻是锻
炼他们心性的好法子。与此同时，
篆刻也成为马静和子女沟通的桥
梁。从孩子三四岁时，马静就带领
他们一起学习篆刻技艺。孩子们手
劲儿小，刻不动石头，马静就为他
们买胶泥。玩泥巴的年纪，李照
玺、李若然却把泥巴玩出了新花
样，成为学校的“小明星”。

每到周末，一家人都会一边练习
篆刻，一边享受慢时光。看着小孙
子、孙女拿着刻刀有模有样地跟大人
学篆刻，李泽成感到很欣慰。他说，
篆刻已成为一家人共同的爱好。

一家六口“玩”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