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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5月的风把你吹到我身边
做同事。”最近，玉环市楚门天宜社会
工作服务社（以下简称“天宜社工”）
党支部书记、总干事张露娜在朋友圈
发布招人信息。在收到的招聘信息
中，她重点关注是否接受安排在海岛
工作，为今年新成立的玉环鸡山乡社
工站积攒力量。

这是天宜社工今年的全新探
索：驻扎海岛，精准服务留守老人这
一群体。而这对张露娜来说，是将
社工发展的规划变为现实。

一头乌黑的长发，精致的瓜子
脸，虽然已是有两个孩子的“宝妈”，
但张露娜看起来依旧像个少女，“跟
心态有关，做我们这一行，自己开
心，才能给别人带去快乐！”在社工
服务领域深耕 12 年，张露娜几乎每
年都会在 3 月 15 日国际社工日写下
同样的一句话：始终，初心前行。

未成年人救助、矛盾调解、司法
帮教、社工技能培训⋯⋯以玉环市
楚门镇为起点，张露娜和她的团队
用9年时间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创新
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新模
式。2021年，张露娜获评为“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首批浙江省社会工

作领军人才、台州市优秀党务工作
者⋯⋯面对这些荣誉，她说“社工”
才是自己名字前最重要的前缀，希
望更多人能走近社工、了解社工。

我们是来陪伴的

在日常与人谈合作时，张露娜
会格外注重着装，希望能“成熟一
点”，“我们团队很年轻，难免被人质
疑。”不过合作过的人都知道，张露
娜和她的团队更擅长用业务和实力
说话。

张露娜向记者说起了初创时期
的难处。

“即便在今天，很多人都不清楚
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与人谈合
作，总会先问社工是干嘛的？”社会
上对于社工的认知和理解，让张露
娜不断思考如何让人能快速记住社
工，并区分与志愿服务、后勤服务等
工作的不同。不能太长、不能太专
业，最后总结为一句话——社工是
一种专业助人的职业，全职工作，有
职业守则和伦理，需要考证来评定
其专业能力。当然，面对一些老年
人，张露娜会说得更口语、更直接，

“ 我 们 是 来 陪 伴
的”。

与张露娜合
作过的人都说“人
不可貌相”，看上
去柔柔弱弱的小
姑娘，却倔得很。

虽然硬件设
施不理想，但楚门
镇党委推进党员
志愿服务专业化、
社工化的决心和
诚意打动了张露
娜，她下定决心把
天宜社工落地楚
门。“刚开始与人
洽谈，都不敢说我
们的办公地址，就
怕人说我们是骗
子。”张露娜半开

玩笑说道，工作室不像是刚成立的，
倒像是即将歇业。那时候，办公场所
借用了学校里老楼的一个办公室，房
间内就摆着两张桌子，几把椅子。

天性乐观的张露娜并没觉得这
样的办公场所会对他们的工作造成
阻碍。“社工服务更多是上门，这样
的办公室就是让我们少在房里待
着。”那时，张露娜和同事一般在晚
上碰头，白天都跑在外头，这不仅让
他们迅速地将楚门的情况摸得一清
二楚，也让楚门的居民们渐渐了解，
原来家门口就有个社工团队。

把温暖送到海岛上

9 年时间，天宜社工已形成 82
名持证社工和 6 名行政人员，以及
4000 余名志愿者的专业社工团队，
服务范围也从楚门不断外延，涉及
台州其他区域以及温州、宁波、绍
兴。目前，团队累计帮扶个案 3792
个，组织社区教育活动 10000 余场，
培训党员志愿者 4000 余人次，志愿
服务活动逾8万小时。

看着这些不断积累的数据，张
露娜感受到社会对社工的认可度在
逐步提高。老师、同行、服务对象都
说她成功了，可她却觉得“还不够”，
社工还能做更加精准、精致的服务。

这就有了鸡山乡的关爱老人项
目。“海岛往来不便，岛上的居民多为
老人。他们的生活、心理，需要更多
人去关心。”张露娜翻开记录，从去年
年底，鸡山乡就与他们商量，探索如
何利用社工力量关爱海岛老人。

“目前，我们有三位 90 后的社
工常驻岛上，一方面为岛上老人建
档，了解他们的需求，精准服务；另
一方面，社工也会帮助培养岛上的
志愿者队伍，‘社工+志愿者’的模式
能更好地形成服务长者的氛围。”张
露娜告诉记者，目前岛上工作得到
了各方支持，进展顺利。三位社工
不仅跟老人们混熟了，还帮有需要
的老人解决了转诊问题。

鸡山乡大部分老人患有慢性
病，以往通过家属或中心院区医疗
资源下沉时进行就诊、开药。但对
部分年纪较大的老人来说，依旧不

便。“年纪大了，记不清时间。错过
了就要出岛看病，预约挂号都不会
弄的。”说起看病，蒋冬娥老人提起
了不便之处，但她说现在这些问题
都因天宜社工的到来发生了变化。

“他们就像闹钟，提醒我要去看病、
开药，帮忙预约挂号。”老人拿出最
近开的药，解释这就是刚看完病开
的药，整一个过程都不用操心。

与海岛服务类似的小范围精准
服务正不断展开探索，张露娜介绍，
2021年他们还与玉环市人民医院合
作，让社工进医院，为病人进行心理
疏导，提供慢病关爱等服务。

在社工这条路上走得越久，张
露娜越发觉得不断探索创新的重要
性，“社工的初心就是让人生活得幸
福。我们现在更多是提供综合性的
服务，未来我们想提高专业度，一个
机构就做一类服务，这样更精准也
更高效。”

相信人性的坚强

“除了关爱老人项目，儿童、青

少年、妇女相关权益维护的案子，我
们也会一直接手。”张露娜告诉记
者，这类个案存在隐秘性，如果不加
以疏导，会在受害人心中留下难以
抹去的阴影，最终会导致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改变他们、修复创伤，成
了张露娜从事社工工作的初心，这
么多年从未改变。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接手各种
各样的案子，张露娜说：“我们要做
的就是陪伴、鼓励。”

“我见到过一位受害者，十多
岁 的 小 女 孩 。 受 到 伤 害 后 ，问 她
妈 妈，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说
完这句话，张露娜停顿了很久。“我
不 明 白 ，为 什 么 受 害 者 要 怀 疑 自
己，而不是谴责加害的人。我去进
修，学习更专业的知识，接触更多
群体，翻阅个案信息⋯⋯”张露娜
说 那 是 她 最 迷 茫 的 阶 段 ，但 接 触
得 越 多 ，她 越 能 了 解 受 害 者 心 中
的痛苦。

同时，张露娜也相信人性的坚
强，“我们要挖掘生命的潜能，助人
自助，点起他们生命里的灯。”多年
的工作并没有抹去张露娜在社工
道路上的热情，作为一名党龄 15 年
的青年党员，提起奉献、帮助与服
务，她一聊就是一小时。

工作时投入专注；而在日常生
活中，张露娜身上的“烟火气”，让人
一见到她就觉得放松了下来。

“最喜欢自由行。看山、望海、
见人，都是愉快的事儿。”对她来说，
这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一种放
松。疫情后，虽然出行机会减少了，
但一有时间，张露娜就会带着孩子
在城市走一走、看一看。

目前，张露娜形容自己是“移动
状态”，白天不停在外头奔波，陪伴
家人的时间很少，但她并不抗拒这
种忙碌。“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完美
平衡，但我会放过自己。”张露娜笑
着说，这也是社工工作给她的宝贵
财富——既然无法完美，就要学着
接受，给自己“松绑”，同时相信自己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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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性能试验、侧压力和抗冲击
试验、缓冲层的多项模拟试验⋯⋯最
近，在平湖市独山港镇的晨光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电
缆”）里，韩其芳带着他的技能大师
工作室成员们忙得像“陀螺”，个个
恨不得住在车间里。“新品发布前，
有 10 多项特殊试验数据要测试并
出具报告，时间不等人啊！”韩其芳
说。原来，公司即将举行两种新品
电缆的技术鉴定会，届时将有不少
的行业大咖和高校专家现场把脉。

56 岁的韩其芳一身蓝色工作
服，瘦削却精神抖擞，是晨光电缆的
技术操作骨干。他领衔的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获 20 多件发明专利、
30 多项科技成果，完成 40 多项技术
攻关课题，为晨光电缆参与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G20 杭州峰会等大型
赛会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大型项
目，贡献了关键技术支撑。

外国工程师
眼里的“牛人”

韩其芳出生于平湖一户农家。
1983年，因高考失利，“子承父业”开
起手扶拖拉机。1993 年，韩其芳来
到平湖电缆厂（晨光电缆的前身），
成为一名拉丝工。面对枯燥的拉线
工序、满是油垢的车间，韩其芳却能
一站好几个小时，毫不懈怠。让他
不肯退却的，只有一个念头：学到一
技之长。

机会很快降临。1994 年，为提
高电缆品质，该公司从芬兰引进了
当时最先进的交联生产线。3000
万元的设备，从安装、调试到运行，
急需人手操控。“是金子总会发光，
但我希望自己早点发光！”韩其芳毛
遂自荐，并在紧张的两个月培训后，
晋升为交联生产线班长。生产线投
入使用不久，他就发现每次开机都
会产生 300 多米的废线。“正常损
耗，无法避免。”外国工程师十分肯
定。

“只要够努力，没有什么不可
能！”于是，韩其芳“杠上”了这台高8

米、长 180 多米的“大家伙”，一下
班，就抱着厚如字典的全英文操作
说明书“啃”。“对照英汉词典，一个
词一个词地翻译，一句话一句话地
理解。”韩其芳说，那时他常常琢磨
到半夜，次日早起，才发现掉落的钢
笔把床单都染成了“水墨画”，后来
他便改用铅笔。一年半时间里，他
写出了一份足有十几页纸的“交联
生产线二次密封操作法”。

韩其芳还记得，第一次验证“二
次密封操作法”时的场面：宽阔的交
联生产线车间里挤满了人。车间一
角，维修工、电工蓄势待命，随时准备

“抢救”；专家和技术骨干将出线处围
得水泄不通，却鸦雀无声。直等到上
海专家一句“没有进水、厚度均匀，质
量合格！”整个车间才沸腾了起来。

“外国专家都解决不了，他一个刚刚
出道的交联班长竟然搞定了！”

晨光电缆董事长朱水良介绍，
韩其芳研究出的“交联生产线二次
密封操作法”，将开机废线从 300 多
米减少到小于 30 米，当年就为企业
降低生产成本 80 多万元。自此，韩
其芳不仅成了厂里的“名人”，也成

了外国工程师眼里的“牛人”。通过
这次经历，韩其芳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方向——用心做好每一根电缆。

为了不“偏心”
不放过一颗螺丝

“老韩啊，为了电缆觉都可以不
睡！”跟韩其芳同在一条生产线8年，
冯高喜谈起韩其芳就一个字——

“倔”。冯高喜印象最深的是，在一
个寒冷的冬夜，韩其芳为了让电缆
线不“偏心”，从晚上9时一直忙到次
日凌晨2时。

当时，韩其芳发现，生产出来的
电缆半制品存在绝缘层厚度不均
匀，也就是电缆业内俗称的“偏心
度”问题。误差在标准范围之内，可
韩其芳很较真。于是，韩其芳绕着
长 180 多米的交联生产线，跑得满
头大汗，最终发现问题出在一个只
有2厘米的热电偶螺丝松动，导致实
际加热温度高了5摄氏度。

不肯放过一颗螺丝，韩其芳赢
得人生大际遇。2006年底，2008年
北京奥运会电缆产品采购项目启动

招标，国内许多大公司因产品达不
到奥运标准而“落选”。“绝缘厚度在
4.2 至 4.8 毫米，偏心度在 8%以内，
这个要求远远严于偏心度 15%的国
家标准。”韩其芳说，当时的晨光名
不见经传，只是一家乡镇民营小企
业，要想产品达标，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一旦产品达标，被选中，一定
能为公司闯出一条路。”怀着“必须
拿下”的信念，3个月的时间里，韩其
芳几乎把家安在了车间。为了攻克
偏心度难题，韩其芳整理出了近十
年、超 10 万条生产数据，计算归纳
出每个型号规格的绝缘下垂参数，
并从中提炼出“校预偏心操作法”。
而这一操作方法之后也被冠上了韩
其芳的名字。

经过上百次的实验，最终，晨光
电缆靠着 5%的偏心度和 4.4 至 4.7
毫米绝缘厚度的绝对技术实力，成
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电缆的最大
供应商之一。晨光的电缆，成功走
进了鸟巢、水立方、射击馆等 20 余
个奥运场馆。

因北京奥运会，晨光电缆“一战

成名”。之后，上海世博会、沈阳全
运会、G20 杭州峰会等，都大批量采
用晨光的电缆产品。晨光电缆也从
一家年产值仅几十万元的乡镇小企
业，一跃成为了国网公司第一供应
商梯队，2021年产值突破24亿元。

工作“秘笈”
走红电缆行业

相比公司的“高光”，技术带头
人韩其芳反而“沉寂”了。2010 年，
晨光电缆公司组建了以韩其芳名字
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于是，韩
其芳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传帮
带”上。“技术研发不能单打独斗，只
有 1+1>2，企业才能良性发展。”韩
其芳立志要让公司每一个技工都掌
握精湛的技艺。

“厂里几乎人人都是韩其芳的
徒弟。”冯高喜用一句话概括了韩
其芳这几年的忙碌：所有员工入职
第一课，必定接受韩其芳的授课；
业务学习绕不开韩其芳编写的《电
线电缆培训教材》《交联工序培训
教材》；韩其芳研发的“二次密封工
艺”“不停机快速规格工艺”等系列
工 作 法 ，不 仅 在 晨 光 电 缆 全 面 推
广，还被安徽、江苏等多地电缆企
业引用。

35 岁的王家元是韩其芳的徒
弟，也是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员。
作为一名检验工人，王家元以前常

因检验出电缆质
量问题呼叫韩其
芳，但每次都不会直接收到“标准答
案”。“每次他都引导我列出几种产
生此类问题的可能性，再带我一一
核验。”王家元说，不仅如此，韩其芳
还会要求他详细记录下全过程，并
提出相应的预防建议。“以前一天得
呼喊‘韩工’三四次，如今自己思考
得多，一周难得喊一次。”

得益于这样的引领带动，截至
目前，韩其芳已带出高级工及以上
职称50余人，工作室先后攻克40多
道极具代表性的技术难关，其中“连
续包覆挤铝技术”“OPLC 光纤复合
低压电缆”等 10 多个科研项目，多
次获得国家、省级科研奖项。2019
年，工作室研发的“中压钢丝铠装型
电力电缆”，解决了电缆制造过程中
包带易开裂和钢丝起灯笼难题。不
久前，其工作室研发的“中压钢丝铠
装型电力电缆”，走进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

浙江省首届首席技师、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国务院特
殊津贴获得者⋯⋯虽然荣誉加身，
可韩其芳却一直忙碌在研发一线。
最近，他正带领工作室成员在紧锣
密鼓研发一款“无缝平滑铝套电缆

（500kV）”，一旦研发成功投入应
用，将为国家电网增添更强动脉。

“我这一辈子，只想用心做好每一根
电缆，守护电网安全。”韩其芳说。

来自平湖农家的韩其芳，从拉丝工成长为技术骨干，领衔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获20多件发明专利——

只要够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
本报记者 肖 未 共享联盟平湖站 张其良 张学能

张露娜辅导残疾人开展工疗活动张露娜辅导残疾人开展工疗活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韩其芳（左）在生产现场与工人沟通交流。 受访者供图韩其芳（左）在生产现场与工人沟通交流。 受访者供图

企业生产车间企业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