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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康方）近日，翔新隆征迁公司党支部
志愿服务队成员蒋子杰给一线防疫
工作人员送去果饮百余份，感谢他们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付出。

蒋子杰说，一段时间以来，小
区物业人员和防疫工作人员都尽
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遇
到特殊时段，还贴心为居家的业主
提供跑腿送快递、买菜送菜等服
务，帮忙接送照顾孕妇、老人、小
孩等。

“我自己是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我的同事也曾参加翔安区突击队志
愿服务，此前到同美等封控区支援防
疫工作，连续23天坚守抗疫一线，我
也曾早上4点出发参加社区全员核

酸志愿服务工作。作为翔安区的一
名志愿者，感同身受防疫工作人员背
后的辛勤付出，送一杯暖饮，感谢他
们的付出。”志愿者蒋子杰用一杯杯
秋天的暖饮，向一线防疫工作人员传
递谢意。

翔新隆征迁公司党支部自成立
志愿服务队以来，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在党员的影响和带动下，公司的
青年员工一批批加入到志愿服务
队。他们在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中，充分展现了当代青年志愿者
的风采，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国企担
当，发挥国企力量；同时也践行着“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彰显了榜样力量，助力建设美丽
文明厦门。

1992年从技校毕业后，陈国
信进入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工作，

“高压高空”成为他的工作常
态。炎炎烈日下，为了检修线
路，他身着厚重的防护服，在高
压铁塔上一待几个小时，身边是
几十万伏的高压电。面对这份异
常辛苦的工作，陈国信总能苦中
作乐，把注意力集中在攻克技术
难关上，从促进技术提升中找到
乐趣。

陈国信对待工作有一股韧
劲。别人事情做完后就去休息
了，而他把每天吃饭、睡觉、走路
的时间都用来思考如何解决技术
难题。

当他还是一名“学徒工”时，
每次爬上高压铁塔，他都要带上
一部相机，把不认识的仪器部件
拍下来，下塔后与图纸对比。通
过这种方法，他把铁塔上的所有
部件都认全了。为了研发带电作

业工具，他自己画草图，找工厂打
样。工人看不懂图纸，他便自己
动手用胡萝卜做模型给工人看，
使工具成功做了出来。

他潜心钻研攻克技术难关，
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
白。2000年，厦门第一条500千
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投产后，遇到
传统带电作业方法与当时颁行的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相矛盾的问
题。当时，国内有些专家提出将
500千伏线路安全距离由3.6米
改为3.2米，但尚无实际操作经验
可以借鉴。面对这块“硬骨头”，
陈国信主动请缨，在翻阅大量文
献资料、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和野
外现场模拟后，终于攻克了500
千伏线路ZB塔中相小塔窗带电
作业技术难题。这项成果不仅荣
获福建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更促成国内安全规程标准的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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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陈国信被评为第七
届福建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面
对荣誉，他不骄不躁，继续埋头于
他的技术创新工作。

一个外观形似智能手表的设
备，扫描一下输配电线路杆塔上
的杆塔号牌、标识牌，即可快速进
行智能识别，确认作业人员能否
进入正确工作区域，给予下一步
工作提示。这是陈国信今年新研
发的“输电线路多功能智能登杆
卡”。

为保障作业人员人身安全，
规避登塔检修作业风险，去年，陈
国信开始着手研发这一新设备。
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测试、研究，

“输电线路多功能智能登杆卡”成
功问世，将AI运算技术融入其
中，实现自主识别杆塔编号、标志

颜色、语音播报提示、实时定位、
求援等功能，并与后台管理系统
连通，确保实时掌握现场人员情
况，有效降低了登杆施工作业的
事故率。这一设备已在我市投入
应用，并着手向国内其他省市推
广。

2012 年，陈国信工作室成
立，他积极当好传、帮、带的“领
跑人”。这些年工作室成员中，
已有1人成长为国家电网公司领
军人才，13人成为国家电网公
司、省市公司优秀专家人才。对
此，陈国信谦虚地说：“我的追
求，就是在各式各样平台上发挥
好引领作用，推动劳模身边再出
劳模，工匠身边再出工匠，让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传承接力不
息。”

本报记者 卫琳
从一名普通的电力工人成长为

全国首批输电线路技术技能带头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
人才，陈国信用30余年的耕耘，诠释
了爱岗敬业、勤奋努力的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树立起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的
标杆。他先后荣获省部级技术成果
奖18项，拥有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
型专利36项，是高压带电领域的“创
新达人”。

致敬道德典范
传承榜样力量

本报讯（记者 庄筱婧 通讯员
徐送金）孩子们身穿汉服，朗诵诗句，
感受优秀家风……近日，湖里区举办

“幸湖·家”种子班十二堂精修课第十
二课暨结课仪式，来自殿前街道翔鹭

社区与江头街道金尚社区的60余名
亲子参加活动。

最后一堂课从“学礼”开始，孩子
们参观湖里区家规家训馆，聆听历史
故事，感受先贤的优良家风。游览非
遗影雕艺术博览馆，净手焚香礼拜父
母，亲子协同制作团扇……孩子们在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中，感悟以
礼立人、以礼待人，做文明有礼的新
时代少年。

自今年5月底开课以来，“幸湖·
家”种子班十二堂精修课采取“线上
直播+线下课程”的形式，通过跨学科
知识融合学习、多维度赋能助力家庭
教育，让倾听与表达成为亲子关系有
效沟通的关键词，为300多个家庭提
供了沟通宝典和“幸福家庭”的秘诀，
让社会关注家风建设。

感受传统文化
传承优良家风
湖里区“幸湖·家”种子班结课翔新隆征迁公司党支部志愿服务队

给防疫工作人员送上百余份果饮

立足当地特色
推动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叶晓菲）
近日，在翔安区从事乡村振兴工作的台胞纷
纷表示，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立足当
地特色，融合两岸文化，在广袤田野绘就乡村
振兴的新画卷。

翔安区欧厝村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海
鲜美食”“渔港生活”是它的特色标签。台青
刘维铠与社区干部开始进行实地调研，计划
在欧厝打造两岸海钓基地。刘维铠说，欧厝
离海近，类似金门、高雄的一些渔港，乡村振
兴要因地制宜，立足特色资源推动产业发展
壮大，和乡亲们共享发展果实。

未来，刘维铠将与更多台青一起组成辅导
小组，将台湾社区营造经验“移植”到翔安的多
个村庄，摸索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欧厝社区干部王津跃说，金门跟欧厝的
交流非常密切，后续我们会和台胞积极推动
乡村振兴的合作，共同策划相关解决民生问
题的产业。

义诊答疑生日会
温馨活动获点赞
翔安区举办“老年心理关爱

行动”暨敬老月主题宣传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林虹丽）

近日，翔安区“老年心理关爱行动”暨敬老月
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内厝镇许厝村幸福院举
办。

活动现场有心理健康宣传、免费义诊等，
通过设置咨询台和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
宣传；还设置了丰富多样的心理素质拓展活
动，倡导老年人积极融入社会活动，培养科学
健康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众多老人前来参加；
此外，莲花医院的医务人员为现场群众答疑
解惑并免费测量血压，让大家了解更多老年
健康科学知识。“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听
说今后还会有更多活动，老人家有更多机会
可以出来活动，很棒，样样都好。”参加活动的
老人赞不绝口。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为许厝30名本月
过生日的老人举办了生日会，现场气氛更为
温馨。据了解，许厝村作为厦门市唯一一个
被推荐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的农村社区，
翔安区卫健局将联合厦门工学院博雅教育学
院在此开展为期一年的系列关爱行动，动员
各界力量，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

下一步，翔安区卫健局还将不断推动健
康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打通关爱老
人身心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潜心钻研 传承工匠精神

攻克难关 推动技术创新

孩子们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感受
优良家风。 （本报记者 庄筱婧 摄）

陈国信在输电线路杆塔上进行更换绝缘子作业。（受访者 供图）

骑车男子摔伤
民警紧急送医

本报讯（记者 薛尧 见习记者 李宇浩
通讯员 苏毅婷）男子骑车时不慎摔倒，自行
车压在身上，面部血流不止。恰巧被正在巡
逻的海沧公安分局民警发现，民警立即对男
子进行紧急救助并及时送医，男子最终脱离
生命危险。

19日晚8时左右，海沧公安分局民警李
斌强和杜巍江在辖区开展夜间巡逻防控，行
至海兴路和沧林路交叉口时，看见一男子在
骑车时摔倒，面部着地，鼻子和嘴巴血流不
止。民警立即上前小心地将压在男子身上的
自行车挪开，查看伤势。经初步检查，男子面
部有多处不同程度受伤。民警立即对男子的
伤口采取止血措施，并进行简单包扎。处理
好伤口后，将男子搀扶到警车上，将其送往最
近的医院。因送医及时，受伤男子伤口顺利
缝合，他向民警表达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