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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隐形人
无线网络，已成为城市生活标配。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自己手中流畅运
行的移动终端背后，有那么一群人，他们
时刻待命，随需而动。哪里信号弱了，断
了，他们便第一时间出动检修，牢牢守护
着城市智慧生活的根基——无线通信网
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上
城分公司的陈海燕，正是无线网络维护
员中的业务骨干。今年的中秋之夜，他
是与徒弟俞敏一同度过的。他们为假期
中人流密集的杭州火车站紧急安装了一
个临时信号保障应急仓。

多年如一日，陈海燕不曾停下忙碌
的脚步。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
的无线网络维护员？跟随陈海燕工作了
一天，记者的心中有了答案。

耐心、细致、干练

“来，遮一遮。”初见陈海燕时，他给
记者递了一把提前准备好的崭新遮阳
伞。“女孩子不能像我们这样晒，撑把伞
会好很多。”

眼前这位无线网络维护员瘦瘦高高
的个子，阳光下，身上的反光背心把他的
肤色衬得越发黝黑。没想到他竟如此细
心，我一边道谢，一边跟他走进杭城数一
数二的热闹街区——西湖畔的湖滨步行
街，同行的还有俞敏。

“你看，现在我的手机里有 34 条基
站故障告警，这些都必须尽快解决。”陈
海燕打开手机中的运维后台，不停划拉
着，脚步也一直很快。

保障手机通话、上网信号的通信基
站长啥样？又在哪里？带着疑问，记者
跟上陈海燕的脚步。在一个多功能智慧
灯杆旁，他停了下来。“这就是其中一个
告警基站，故障显示它的信号中断。”只
见他麻利地放下包，取出钥匙，打开了底
部设备箱。

“通信基站分很多种，在室外，有架
起桅杆的‘宏基站’，人多的地方还会增
设‘微基站’；室内环境中的‘室分基站’
就更多了，它们形态各异，位置不同，为
的就是不留任何的信号死角。”陈海燕告
诉记者，眼前这个便是个架设在路灯杆

上的室外微基站。
彼时，他的黑色背包敞开着，记者探

头打量：里面的每个隔层和布袋里，整齐
摆放着各式仪器、工具和线缆。“上面袋
子里这个红色的是钳流表，用来检查基
站的电源、电流、电压；下面袋子里的黄
色线是尾纤，配合橙色的光功率计，可以
测试基站的光传输是否正常；其他的镊
子、起子、钳子都是常用修理工具。”他耐
心介绍说。

陈海燕先仔细查看通电情况，确定
一切正常。那么，问题便出在设备的光
传输模块。紧接着，他从设备箱下层拉
出一大把光缆接口，记者粗粗数了数，足
有二十余根。“把它插入光功率计，如果
这个数值是 0，就证明这根光缆的尾纤
断了，需要更换。”记者俯身和他们一起
插拔检查各路接口，将问题光缆筛选出
来，并替换上新的尾纤。

陈海燕不断调整，直到手中的光纤
接收到了来自总机房的红光信号。他拨

通了那头值班人员的电话，与对方确
认。检修基站信号可真是项精细的活
儿，一遍遍测，一遍遍接。半个多小时不
间断、耐心细致的操作之后，这路信号终
于顺利抢通。“通了！”记者忍不住轻声欢
呼。陈海燕麻利收拾起工具，豆大的汗
珠从脸颊上不停流下。

记者缓了口气，站起身来，谁料还没
回过神，陈海燕就已打开手机，找到工单
列表34个告警基站中最近的另一处，二
话不说前往下一站。

耐心、细致、干练，是陈海燕留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

人称“海燕姐姐”

几分钟后，陈海燕“轻车熟路”地领
着俞敏和我，经华侨饭店后门上货梯，攀
铁栏，一路寻到了天台顶端的基站跟前。

两根粗壮的桅杆顶端，整齐安装着
十余箱设备天线。这回需要高空作业。

他示意俞敏在下面协助，独自绑上安全
绳，顺着狭小的铁梯攀上去调试。

原来，随着防疫形势趋于平稳、国庆
假期临近，湖滨一带的人流量不断上涨，
不少基站需要及时调整设备天线的发射
角度，以加强一部分人流较密区域的信
号保障。

“基站分散在各处，它们的位置难找
吗？”抬头看着那个已攀至高处的身影，
记者转头问站在身边的俞敏。“这个需要
熟能生巧，对我来说有时还是犯难，但他
不会。”年轻人向高处的师傅投去敬佩的
目光。原来，后台记录的基站位置详略
不一，尤其在室内，建站之处隐蔽，常与
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去过多
次，真不好找。“在公司里，大家都说‘海
燕姐姐是一张活地图’。”

海燕姐姐？想不到，一名40多岁的
中年男士居然在职场中有这么一个有趣
外号。面对记者惊讶的目光，俞敏笑着
解释：“因为他是个有温度的人。”

原来，两两一组，以老带新，俞敏与
陈海燕这对“师徒搭档”在无线网路运维
一线已并肩“作战”了三年。朝夕相处
中，师傅陈海燕已被这位90后徒弟视为

“家人”和“榜样”。
“对待工作，他是执著而纯粹的。”俞

敏告诉我，坚守一个岗位十余年，陈海燕
早已跑遍了街头巷尾的角角落落。整个
上城区近7000个基站的具体安装点位，
他全部刻在心上。俞敏感叹，哪怕走进
辖区内任何一个不透光的大地下室，陈
海燕都能径直走到设备面前。这让他颇
为佩服。

“对待他人，他又是真诚而热心的。”
渐渐地，俞敏发现，平日里，运维团队中
只要有人找不到告警基站，或是项目进
展协调不畅，大家都会第一个想到向陈
海燕求助。而每一次，他都会放在心上，
毫无保留、尽心尽力地帮忙，直到问题得
到解决。

最令俞敏感动的是，因为后台的故
障告警和用户报修电话总是不定时出
现，他们需随时随地出勤。很多时候要
分头行动，一不小心就误了饭点。但不
论他忙到几时，师傅陈海燕总会给他留
着一口饭。正是这种散落在生活细节中
的关心和温情，让陈海燕在同事圈中有
了个“海燕姐姐”的称号。

“两处天线我都调好了，收拾收拾回
趟办公室。”陈海燕攀下桅杆，打断了我
们的交谈。俞敏与记者相视一笑，帮他
解开了身上的安全绳。

“怎么不让你徒弟一起上去？”我问
陈海燕。

“有点高，步骤也不繁琐，我自己能
搞定的时候，就不需要他也跟着上去冒
险了。”他说。

有军人的担当和执行力

回杭州移动网络部办公大楼的路
上，要不是陈海燕自我介绍，记者怎么也
没想到，被大家亲切称呼为“海燕姐姐”
的他，竟然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在陆军部队站过岗、放过哨，也
做过驾驶员！”陈海燕回忆，十年前，他转
业进入中国移动，退伍不褪色，在通信运
维领域继续为人民服务。

回到办公室，陈海燕的直管领导、中
国移动杭州分公司网络部经理谢鹏找到

了他：“杭州火车站那边致电说，因为来
往人员大量进行健康码扫码操作，网络
信号需要紧急扩容，你们把应急通行车
开去支援。”恰逢司机请假不在岗，陈海
燕二话不说便跳上驾驶室。“军车我都开
过，你尽管放心坐好。”他动作麻利地启
动了车子。

“陈海燕身上，有军人的担当和执行
力。”谢鹏竖起大拇指。他说，面对各类
突发的运维任务，陈海燕总是跑在最前
面的那一个，何时能抢通信号，何时能修
好设备，一旦承诺定兑现，从不说大话。

去年“烟花”台风影响期间，杭城多
地通信机房出现漏水、断电的情况，陈海
燕开着应急车，带头赶去事故机房紧急
发电、抽水、加高沙袋；得知情急之下其
他同事仍穿着拖鞋抢险，担忧他们涉水
触电，他又马不停蹄带着绝缘雨靴前去
帮忙。

疫情暴发之初，陈海燕自告奋勇，率
先冲到隔离现场，承担防疫酒店的通信
信号保障工作；防疫期间，他走遍辖区内
所有小区，巡检各处无线信号覆盖强
度。这位通信领域的防疫标兵，已陆续
收到了各方单位寄来的4面锦旗和数封
表扬信。

“和陈海燕对接过的每一位站点业
主方负责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谢鹏
说，有时因建站点位、站点电费等方面和
对方遇到分歧、难以协调时，他就会让陈
海燕出面沟通，问题常能迎来转机并得
以解决。

开着应急车到达杭州火车站后，陈
海燕立刻忙碌了起来：和车站各方工作
人员不断协调车辆停放位置、光纤走位、
电路设置，和总部机房值班员对接上联
核心网，与俞敏一起安装调试天线设备
⋯⋯两小时后，站内网络信号紧张的情
况得到明显缓解。不同的工作人员在陈
海燕身边来来去去，每个人都神色舒展，
面带笑容。

是啊，专业高效又有温度的人，到哪
儿，都会受欢迎。

近7000个基站的安装点位，他都清清楚楚，无线网络运维员陈海燕

智慧生活守护者
本报记者 来逸晨 通讯员 陈 珊

清晨5时，天蒙蒙亮。皮肤黝黑、穿
着布鞋的王核走到池塘边，瞪大眼睛，仔
细打量着带着露珠的荷花。

江南水乡，荷花随处可见，但王核却
唯独钟情于研究荷花里的“奇葩”并蒂
莲。自然界的并蒂莲是“十万里挑一”，
而他脚下的池塘里，今年竟开出了几百
株并蒂莲。前不久，他经营的武义十里
荷花物种园更是创造了一项浙江农业之
最——三蒂莲（单株雌蕊最多的莲花）纪
录。

靠种花，王核出了名。而他的儿子
王胡傲，则是靠卖花闯出了天地。依靠
互联网思维，原本只供远观的荷花，变身
鲜切荷花与玫瑰、百合抢起了市场，有着

“花开并蒂、好事成双”寓意的并蒂莲，更
是卖出每株1314元的高价。

风轻轻吹过荷塘，荷叶上下摇摆。
父子俩究竟有什么妙招，各自玩出了新

“花样”？

种花翁辛勤培育
神奇荷塘孕育并蒂莲

秋风送爽，武义柳城畲族镇的水塘
里，荷花依然开放。这里出产的宣莲，与
福建建宁的建莲、湖南湘潭的湘莲并称
中国三大名莲。

“我与莲有缘，祖母名叫玉莲，小时
候家门口就是一大片荷塘，就连名字

‘核’也与‘荷’同音。”王核边说着，边带
记者走进荷塘。从 2013 年开始投身农
业以来，每到荷花盛开时节，王核就去赏
花，几年观察下来，他发现当地荷花品种
单一，经济效益也一般。

常见的荷花如何种出新花样？原本
开了家金属锻造企业的王核，动起了宣
莲“转型升级”的脑筋。他先后引进“金
苹果”“星空牡丹”“白千叶”等各地优良
品种，并联合浙江大学开展并蒂莲培育、
延长花期等技术攻关。眼下，他栽培的
荷花品种达到 1000 多个，花期从 5 月开
到10月，少数甚至可以开放到11月。

而最让王核骄傲的，是接连开出的
并蒂莲，以及更为罕见的三蒂莲。“今年
我们种出了 3 株三蒂莲，并蒂莲有几百

株。”王核脸上笑开了花。
并蒂莲是荷花中的一个变种，一茎

生两花，花各有蒂。
并蒂莲在自然界出现的概率只有约

十万分之一，但在王核的培育下，并蒂莲
出现的概率可达 6%，“我们 100 株种下
去，能开出6株左右的并蒂莲。”

见记者有些吃惊，他接着说道：“我
们在并蒂莲集中出现的莲田挖取莲根，
移植到另一片莲田中，第二年开出并蒂
莲之后继续移栽。一年一年往下移，经
过一代代优化，最终并蒂莲出现的频率
越来越高。”王核解释，采用该方法去筛
选后代，就如双胞胎家族生双胞胎的概
率更大，大大提升了并蒂莲出现的概率。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博士生导师、国际荷花研究领域权
威人士田代科在实地观测后表示，“这可
能是该品种荷花在发育过程中遗传物质
发生了变异。”专家同时表示，这一现象
值得深入研究。

8 月初，浙江农业之最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专家现场验收武义十里荷花物种
园申报的三蒂莲纪录。专家组查看了三
蒂莲的植株特征特性，在 0.2 亩验收田
块，查验有三蒂莲2株，十里荷花物种园
成功创造了浙江农业之最纪录。

卖花郎开动脑筋
出水芙蓉网上受热捧

荷塘边的游客中心里，胶带撕扯打
包的声音不绝于耳。村民们在箱底垫上
荷叶、冰块、保温袋，把新鲜的莲子铺满，
再打包好贴上标签。次日，两大箱总重
100斤的莲子，就可摆上北京的餐厅。

2020 年，留学回国的王胡傲，成了
一名“卖花郎”。他先是在天猫开出了

“宣平贡莲”旗舰店，做传统的干莲、莲子
生意，生意虽说还可以，但他总觉得荷花
的“身价”还能更高。

和父辈不同，王胡傲留过学，一心想
把赏花经济变成卖花经济。于是，他几
经尝试，率先试水荷花的鲜切销售。

与玫瑰、百合等常见的鲜切花相比，
水生的荷花不易保存，花期只有 3 天左

右，而且容易垂头、不易开花。荷花鲜切
这一大胆的想法，起初连王核都不看
好。但这难不倒土壤专业的王胡傲——
他舍弃了常见的插花泥，改用“鲜花保鲜
管”套住荷花根部，补水能力更强；在选
育鲜切品种时，尽量挑选手轻轻一拍就

能拍开的重瓣品种；另外在色彩上也凸
显特点，比如颜色特别红，特别粉，或者
花色比较奇特，包边的、渐变的⋯⋯

“一般的荷花只有几十个花瓣，我们销
售的品种普遍都有上百个花瓣。顾客收到
后先养几天，等全部开出来后，还能把花瓣

炸起来吃，一举两得。”说话间，王胡傲将一
张张写有如何养花和制作荷花菜肴的卡片
放入泡沫箱中。通过冷链空运，第二天，深
圳的白领就能把荷花摆上案头。

荷花鲜切，延长了宣莲的产业链。“鲜
花可以从6月卖到9月，天气最热的时候，
一天能卖出2000多朵。”王胡傲说。在他
的网店，一把荷花10枝，价格99.9元，今
年仅这一项的产值已达200多万元。

鲜切荷花的受捧并非偶然。周敦颐
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耳熟能详，寓意圣洁、美好、清廉、
祥瑞的荷花，深受都市白领的追捧。王
胡傲还大胆尝试销售并蒂莲，今年七夕，
一支并蒂莲最高可以卖到1314元，背后
也正是网友们对“花开并蒂、佳偶成双”
美好寓意的认可。

这几天，王胡傲还在尝试直播的方
式，让更多人了解荷花、欣赏荷花。看着
儿子对农业的热爱，王核欣慰地说，“互
联网让农业有了更多可能。”

父子俩深挖荷经济
“莲”通村民致富路
“荷花全身都是宝。”捧起一把新鲜

莲子，王核如数家珍地说道，“不仅可以
观赏，还能提取精油、荷叶碱，用以制作
护肤品；莲子富有营养，药用价值高，还
可制作美味佳肴、酿酒。”

说话间，我们走进“荷餐厅”。这
里的菜式“花样十足”，光看菜单就让
人眼前一亮：清炒鲜莲、冰糖莲子羹、
黄金炸荷花、荷叶嫩头炒鸡蛋、荷叶松
花肉，还有莲子红枣汁、莲心茶⋯⋯在
深挖荷花经济这条路上，王核走在了
前沿。黄金炸荷花，一口下去，酥脆清
香，不仅俘获食客的心，还被评为省级
农家乐特色菜；来游玩的游客，总喜欢
斟上一杯莲子土烧酒，泡一壶清香解
暑的荷叶茶，再带回一盒荷叶萃取的
面膜⋯⋯荷花产业的发展道路，在这
里越走越宽。

“做农业的是靠天吃饭，更别说荷
花这种季节性强的产业。所以更要坚
持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如何增加
经济效益。”王核说。在十里荷花物种
园，他通过轮作水稻等农作物来丰富多
样性，带有凤凰图腾的 200 亩彩色稻田
吸引众多游客；开设民宿，打造荷花观
光写生、摄影的文旅基地，把生态农业
与旅游、文创融合起来，让更多游客走
进“宣莲之乡”。

对于王核父子俩来说，除了研究荷
花、销售荷花，更大的乐趣在于，一朵荷
花带动了周边农民的致富。

“以前我们只卖莲子、莲蓬，现在有
鲜花、藕粉、荷叶茶、莲子酒，还有荷花
菜。”正在剥莲子的村民陈小青停下手里
的活，对父子俩的探索精神竖起大拇
指。物种园里，40 多位村民正忙采荷、
挑选、分装、打包，一同做大“美丽经
济”。示范效应还在扩大，武义云溪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潘亮波也看好鲜切
荷花的市场，“传统莲子加工时间集中、
产业链单一，鲜切荷花弥补了这一短板，
我们明年就行动。”

“现在，荷农们种植的积极性提高
了，大家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王核乐呵
呵地说，“我们还尝试荷花水生植物种植
项目，把新培育的并蒂莲种子推广出去，
让并蒂莲更容易与人相遇。”

父亲善种，种出“浙江之最”三蒂莲；儿子善卖，鲜切荷花卖出好价钱

荷花父子“花样”多
本报记者 沈 超 徐贤飞 共享联盟武义站 李增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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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找到一株新开出的并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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