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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一线技术工人代表，为加强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建言献策是我的职责。”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动
车段动车组机械师董宏涛说。

走进西安动车段动车组检查库，一列列长
途奔波的动车缓缓驶入。身着深蓝色工作服
的董宏涛正在给几名青年技工进行技术指导，
耐心传授着工作经验。春运期间，董宏涛和同
事们比平日更忙碌了。

“动车检修工作关系着动车组列车安全运
行，责任重大，一刻也不能松懈！”董宏涛加重了
语气。

参加工作30多年来，他刻苦钻研提升业务
技能，从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成长为动车组检
修领域的行家里手，练就了诊断和处理动车组

“疑难杂症”的本领，守护着一列列动车的安全
运行。

“每当夜幕降临，动车组机械师就要奔
赴工作岗位，为动车组列车进行全方位‘体
检’。我们每晚要检查数以万计的零部件是
否状态良好，以确保动车组能按时交车出
库。”董宏涛说。

“车在哪里，人就在哪里”“一丝不苟、追求
卓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在“董宏涛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里，墙上的几行大字是董
宏涛和工友们一直坚守的理念。

工作室里陈列着的一个个荣誉证书、专利
证书见证着董宏涛和团队的坚守和努力。从
事动车检修工作17年来，他带领班组处置动车
组大小故障2000多件，解决动车组疑难隐患和
故障320余件，攻克了40余项技术难题，革新
改造了26项动车组专用检修工具，获得国家专
利25项。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
要力量。除了带领团队进行科技创新、技术攻
关，董宏涛还把培养更多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
工作重点，倾力帮带青年技工成长成才，带出了

一批业务骨干。
2023年，董宏涛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在工作实践和帮带培养技能人才的过程

中，董宏涛发现一线产业工人普遍存在实践经
验丰富但基础理论知识薄弱的问题。“新时代的
产业工人，不但要有精湛的业务技能，还需要有
扎实的理论知识，这样才能不断开拓创新，推动
核心技术的突破。”董宏涛说。

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董宏涛提交了关于
建立产业工人终身培训学习制度的建议，建议
不断完善产业工人终身培训学习制度，通过搭
建相关平台，利用各类职业教育资源，促进职业
院校和企业双向互动，进一步提升一线工人的
理论知识水平，培养新时代知识加技能的复合
型人才。

令董宏涛高兴的是，他的建议得到国家相
关部委的重视和回复，认为建议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指导性，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
供了重要参考。相关部委表示，将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健
全完善产业工人终身学习制度，进一步提升产
业工人能力素质。

针对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问题，他还提出了
关于尽快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的建议，引导技能人才立足本职岗位，走技能
成才和技能报国之路，促进培养更多的高技能
人才。对此，国家相关部委回复将加大力度畅
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渠道。

去年，董宏涛还多次参加学习、调研活
动。“参加学习、调研，对我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
和水平有很大帮助，今后我要不断加强学习，发
挥好人大代表的作用，更好地履职尽责，积极建
言献策，为交通强国建设助力。”他说。

今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董宏涛表示，将
继续关注高技能人才队伍发展和产业工人终
身学习培训等方面的内容。 （新华社）

“现在浇一亩地，一年的水费只要80元，
比过去便宜近20%，而且泵机故障率低了很
多。”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尹家园村党
总支书记陈亚飞对记者说，种粮户们的获得
感与一份全国政协提案有关。

1月30日，全国政协公布2023年度好提
案名单，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原校长施卫
东提交的《关于加强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推
动我国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在列。

“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很大，管理维护
也要跟上。”施卫东说。

以2023年为例，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1996亿元，在2022年首次迈上万亿元大台阶
基础上，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开工建设农村供
水工程2.3万处，提升1.1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
水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规模化供
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60%。

“比如泵机，一种常见的水利设施，其耗
电量、耗油量不可小觑。如果我们对泵机的
管理再精细一点，让泵机的效率再提高一点，
就可以对国家节水、节能和‘双碳’事业作出
巨大贡献。”施卫东说。

为了写好提案，施卫东结合自己所承担
的科研项目，先后走访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
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等单位，调研国家水泵
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大学流体机
械温岭研究院以及新界泵业、利欧泵业等行
业重点企业。

调研发现，我国不少水利工程仍然存在
标准化程度不高、智能化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在农村，农田水利的管护力量偏弱，专业技术
人才不足，信息化自动化覆盖面也不大。

发现问题，更要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施
卫东带领他的研究团队，研制了数字孪生平
台等信息化、集成化、标准化技术工具，并与
地方部门合作推广，培训基层水利技术人
员。陈亚飞所在的刘桥镇，正是施卫东团队
服务的30多个基层点位之一。

“用了数字孪生平台，节水节电效果显
著。”刘桥镇水利站站长陆建明给记者看了一
张能效对比表，改造后，3个试点泵站的水耗
指标均下降40%左右。

陆建明说，过去，泵站设备寿命、运行状
态依靠手工记录，都是纸面上的数据，不容易
及时发现问题。2022年 10月，镇上挑选3个
村组泵站作为试点，应用数字孪生平台，设备
管线以三维动态模型的形式可视化呈现在屏
幕上，各部位工况一目了然。“我们还能通过
模拟演练提前发现故障隐患，避免泵机在灌
溉高峰期‘趴窝’。”

这些问题和探索都写进了施卫东的提
案。他告诉记者，水利部对该提案给予答复，
明确表示将依托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智慧水
利建设，积极推广工程自动化、天空地一体监
测体系和水利工程数字孪生体建设，全面提
升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智慧化水平。

自小生活在黄海之滨，施卫东与水有不
解之缘。2018年，施卫东当选为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2023年连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
委员。“当好政协委员，首先要注重自身建设，
强化政治责任，准确把握参政议政尺度，尽职
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在他看来，当好全国政
协委员和做科研一样，要重调研、重质量，多
关注解决了什么问题、取得了哪些效果。

6年来，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心关切的热点难点问
题，施卫东提出92件提案，涵盖经济、科技、教
育、医疗、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眼下，到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企业以及部分综合
性医院走访调研已列入他的日程，为2024年
全国两会提案做准备。

“建言献策既要聚焦社会发展大事，也要
关注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特别是要有一颗
为民服务的真心，真正能够沉下身子、迈开步
子、开动脑子，以实际行动推动问题解决。”施
卫东说。 （新华社）

→施卫东为基层
泵阀行业人员授课。
（受访者供图）

↑施卫东（左一）
指导学生开展实验。
（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董宏涛：

守护动车安全为技能人才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施卫东：

让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更智慧

→董宏涛（中间）
正在给青年技工进行
技术指导。

↑董宏涛（右一）
正在给青年技工进行
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