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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岭山区到人民大会堂需要“走”多久？

202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山西

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矿机电科

副科长兼电气服务中心主任梁里鹏给出了

他的答案——13年。

6 月 2 日，当回忆起今年“五一”前夕在

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情形，梁里鹏说，那

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我要珍惜荣誉、保持

本色，继续在机电设备领域奋发实干、深入

钻研。”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因兴趣与电气自动化技
术结缘

梁里鹏是“80后”，从小生活在电力资源

紧缺的秦岭山区。他至今记得，直到上中

学，山里还总是停电。从那时起，他便对电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得上小学时，我用自己攒的压岁钱，

偷偷买了一台电工万用表。”梁里鹏回忆道。

大学毕业后，梁里鹏被分配到山西西山

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斜沟矿机电队

检修班的一名检修电工。

兴趣的驱动力是强大的。长期的学习

与实践，让梁里鹏对电越发痴迷，他立志要

用电气自动化技术改变煤炭的生产方式。

此后 13 年，他扎根矿山一线，成为机电设备

“医生”。

斜沟矿是一座大型现代化矿井，这里

云集了大量国内外先进采掘设备。不过，

由于国外厂商的技术封锁，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矿井时常因设备故障停工停产。

2013 年，矿井成立了以抢修设备故障为主

要任务的电气服务中心，梁里鹏成为了技

术带头人。

为了快速进入状态，梁里鹏将矿上机电

设备的图纸收集起来，仔细研究。

“我每天都会挤出两三个小时查阅词

典、标注图纸，熬到凌晨是常事。”梁里鹏说，

他利用半年时间研究完所有图纸，图纸上满

是密密麻麻的标注。

多年来，凭借扎实的理论水平、过硬的

维修技能，梁里鹏逐步崭露头角。他曾荣

获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冠军，2013 年他还

受邀参与国家“十二五”智能化工作面大采

高液压支架及关键技术专项攻关，为该项

目提出 20 多条改进意见，得到了设计人员

的肯定。

从数百行代码中找出程
序缺陷

“梁工，快看看我们新研发的产品，给我

们提点意见吧。”与斜沟矿长期合作的设备

厂家相关负责人，一见到梁里鹏就喜笑颜

开。合作良久，梁里鹏已成了这家企业公开

的技术顾问。

他们之间的渊源还得从一次高压变频

器设备故障说起。2019年，斜沟矿从该厂家

引进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时常出现间歇性故

障。矿井多次反馈厂家，得到的回复却总是

“设备没问题”。

“没问题，设备为何不作业？”不信邪的

梁里鹏，带着疑问一头扎进了变频器控制器

程序代码的研究中。

此后半个月，梁里鹏白天研究设备，拆

机箱、查主板，一蹲就是一整天；下班后熬夜

钻研，看图纸、查代码，厚厚的眼镜摘了又

戴、戴上又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从几百行代码

中找出了急停程序存在的缺陷。当厂方看

到梁里鹏的数据分析时惊讶不已，为他竖起

了大拇指。

编写矿井机电设备“维
修宝典”

平日想找到梁里鹏，只需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井下现场、另一个是“梁里鹏职工创

新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

2019 年，斜沟矿成立了工作室。多年

来，梁里鹏在传帮带上花了很多心思和精

力。在他看来，实现煤炭生产方式的变革，

离不开高水准技术人才的助力。他利用工

作室开展机电维修技能培训，累计培训员工

2400余人次。

据统计，梁里鹏共为矿井培养出了 300

多名高级电工，孵化出了 20 余项创新成果、

2 项实用专利，为矿井直接和间接创效 1100

余万元。

“要将经验固化为理论成果，让人人都

学会检修、参与检修。”梁里鹏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近两年，梁里鹏将煤矿常见机电设备的

工作原理、电气图纸、故障现象及多年抢修

经验进行提炼总结，撰写出《煤矿进口采掘

机械设备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其成为目

前国内唯一讲解煤矿进口采掘机电设备故

障处理方法的书籍。由他编写的《斜沟煤矿

机电设备技术手册》，被称为矿井机电设备

的“维修宝典”。

“梁师傅的技术十分精湛，再隐蔽的故

障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工作室成员于辉跟

随梁里鹏学习技术多年，被他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所感染，逐渐成长为矿井

电气维修的中坚力量。

梁里鹏表示，未来他将继续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在现代化煤炭产业领域尽己所能发

光发热。

梁里鹏：矿山里的机电设备“医生”

5月 10日，搭载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七运载

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

当晚，在一场围绕此次发射的直播中，刘博洋与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传军等“大咖”一同解析天舟六

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如今已是科普大 V 的刘博洋，早已习惯了对着镜头，把

天文知识讲成一个个有趣的“段子”。

除了科普大 V，今年 33 岁的刘博洋还是天体物理学博

士、天文摄影师……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在科普路上“追星

星的人”。

他不是一开始就奔着科普这个目标前进的，但倘若往

回看，一切都有迹可循。

“科学翻译”搭“天梯”

让一个孩子爱上天文需要什么？

有时候，不需要复杂的术语、极富感染力的讲演……一

台望远镜就够了。

6岁时，父母送给刘博洋一台拉近了人与天空距离的望

远镜，让他从此爱上赏月、观星。

刘博洋认为，做科普、用通俗的语言“翻译”科学知识，

是给普通人“搭建”通往外太空的台阶。

站在儿时那台望远镜的“肩膀”上，“科学翻译”刘博洋

开始搭“天梯”。

先有兴趣，之后的一切才能水到渠成——

读高中时加入天文社团、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

学系、加入北京大学青年天文学会、主办首届全国天文社团

发展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读研、在多家网络平台

进行天文科普、成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创办“青年天

文教师连线”、前往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

科普领域的自媒体大 V……

在刘博洋的履历中，埋伏着两条并行的线。一条与普

通的科研人员别无二致，刘博洋按部就班地求学、升学，成

长为天体物理学博士。另一条则是由一根根“枝条”编织而

成，它们织成了他的科普“网事”：从人人网、知乎起步，解答

天文学问题，他一步步走向广阔的舞台。

一步一个脚印。

“高中加入天文社团对我影响很大，正因如此，我才会

进入天文系，并加入北京大学的青年天文学会。”刘博洋说，

“进入天文社团是我做科普的第一步。”

通过社团进行科普有其局限性，因此，刘博洋把目光转

向了互联网。

2012 年，刘博洋“实名上网”，成为知乎答主，走上了用

图文进行科普的道路。

2013年，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和院士一起做科

普”征文比赛中，刘博洋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的指导下，

完成了与古生物相关的科普作品——《失之卵巢，收之碧空》，

并获得第一名。随后，他成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多达 941条的知乎回答，记录着新手科普工作者的成长

足迹。2012 年初，刘博洋在“黑夜中离月亮很近、西南方的

星星与离月亮很远、正西方的星星分别是什么星”这个问题

下，留下了 14 个字的简短回答：离得近的是木星，离得远的

是金星。

那时，他或许不会想到，11年后的自己，仍然是个“追星

星的人”，而且“追”出了大名堂。

把兴趣变成工作

把兴趣变成工作，需要哪些要素？

有时，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权衡，有一颗坚定的心就够了。

尽管有不少人说，毁掉兴趣的最快办法，就是把它变成

工作。但对刘博洋来说，以科普为业、把兴趣变成工作是一

件不用犹豫、不曾后悔的事。

“我对于是否要一直做科研，曾经比较纠结、犹豫，但对

于做科普这件事情，我从没犹豫过。”刘博洋说，“我一直很

认同科普的社会价值，而且我也一直参与各种各样的科普

活动，在刚开始读博时，我还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要在读

博期间尝试多种不同的科普方式，比如写文章、做视频、参

与纪录片项目等。我最后确实也都有所涉猎。”

如何确定前路是对的呢？

除了内心的坚定，外界也给了他鼓励。

“在读博期间，有很多天文学界的老师很喜欢我的科普

作品，也有老师鼓励我继续做好科普。不少老师说，科学界

不乏比你更聪明的学生，但科普领域需要像你这样有科学

背景的人，促进中国天文科普领域的发展。”刘博洋回忆道。

全职做科普意味着放弃了科研吗？对刘博洋来说，他

面对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

“科研与科普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他解释道，“科普做

得越好，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度就越高，越有助于促进整

个科研领域的发展。科研做得越好，搞科普时就有更多的

素材可以呈现，让公众更好地感受科学魅力。”

正是基于这一点，刘博洋用做科研的精神做科普，让科

学看起来有趣：当天文摄影师拍彩月、日全食，自主开发光

学跟踪程序拍摄中国空间站的特写影像……

从“讲科学”到“做科学”

中国空间站的“成长写真”怎么拍？

2022年，刘博洋辗转全国十多个城市，拍摄 60多次中国

空间站，用近 1年时间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地面拍摄太空中的运动物体，绝非按动快门那样简

单。要想获得高质量画面，就必须找到能够实现光学跟踪

的软件，控制望远镜跟踪拍摄。

当确定无法从市面上获得理想的跟踪拍摄软件后，刘

博洋决定不再等待，2022 年 3 月 18 日，他自己动手，写下了

第一行代码。

2022年4月3日晚上，刘博洋抓拍到了国际空间站。这种高

精度跟踪持续了共120秒。4月19日，中国空间站过境河北—山

东一线，刘博洋和伙伴驱车3个小时赶到河北省衡水市。从晚上

8点待到次日凌晨4点，终于等到划过夜空的中国空间站。

“我觉得特意外，因为第一次其实目标只是要拍到，但

没想到能拍得这么清楚。”他回忆道。

有时，为了抓拍一个构型，刘博洋需要辗转几个地方。

2022 年 10 月 31 日，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此后的十几天里，

梦天实验舱将完成转位，天舟五号将发射入轨，空间站构型

变化的频率开始加快。

2022 年 11 月 7 日，刘博洋在江苏宿迁拍到了中国空间

站的大 T 构型。为了赶回北京拍摄 11 月 10 日的过境，在买

不到机票、坐火车也来不及的情况下，刘博洋和伙伴们花了

3000多元，坐了一辆“货拉拉”连夜回京。

最终，刘博洋跨越山海，拍下了中国空间站建设时期的

12种构型，为中国空间站留下了珍贵的民间影像。

做科普十余年，刘博洋经历了科普创作的范式转型——

从被动转变成主动，从解读科研相关的热点新闻转向开发

创新性的准科学研究项目，科普形式也从图文拓展至视频。

“从为大家讲述科学家如何搞科研，到现在带着大家一

起参与科研。”刘博洋说，拍摄空间站就是这样一个创新项

目，他希望能变着法儿地做科普，告诉大家“科学也可以好

玩、有趣”。

和多年前拿起望远镜一样，“追星星的人”依旧对浩瀚

宇宙充满好奇，走在探索未知的路上。

刘博洋刘博洋：“：“追星星的人追星星的人””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①刘博洋展示拍摄的中国空间站过境画面。
新华社记者 郝昭摄

②自 2022年 4月以来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若干不同
构型（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刘博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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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点火！”

航天发射任务中，最扣人心弦

的莫过于开始发出倒计时口令到

“点火”指令下达的时候。

征高轨、举北斗、探深空、出国

门、顶风云，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

发射场在逐梦星辰大海的过程中取

得了一个个中国航天“第一”。而每

一次发射成功的背后，“01”指挥员

功不可没。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下达“点

火”指令的岗位被命名为“01”指挥

员，是负责整个任务组织协调的综

合岗位。

在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发射场，

就有一个“01”指挥员团队。

与“北斗”共同成长进步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1”指挥员指挥一次发射任

务，表面上看只需下达口令，但背后

必须下苦功夫，熟练掌握发射场 20

多个分系统近 200 个岗位专业知

识，更需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2020 年 6 月 15 日晚，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卫星发射的收官之战打

响，尹相原担任“01”指挥员。没想

到，临发射前发现产品技术问题，发

射任务推迟。

技术问题很快被排查出来，但

要重启发射任务，必须先将已经加

注的火箭常规推进剂安全泄出。燃

料加注，极其危险。燃料泄出，比加

注危险百倍。

在全体参试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他们最终圆满完成近 400 吨推

进剂安全泄回和再次加注的壮举。

6 月 23 日上午，在尹相原的指令声中，长征火箭轰鸣而

起。他说：“能够与北斗共成长，我非常幸运。”

西昌发射场不仅是“北斗母港”，还是“探月母港”“天链母

港”，是我国发射次数最多的发射场。

实现儿时埋在心底的梦想

张光斌在发射场旁边长大，小时候一听见火箭的轰鸣声

就跑出去仰望天空。这位土生土长的“01”指挥员说：“航天梦

从那时起就埋在了心底。”

2006 年大学毕业后，张光斌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

会，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虽然从小生活在这里，但发射场的各个岗位对于他来说

都是全新的。他潜心钻研，从基本原理学起，向前辈师傅学

习、向规程预案学习，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不到 4年时间，

便迅速成长为测量系统技术骨干。

2018年，张光斌迎来“01”首秀——担任“鹊桥”号中继卫星

的发射阵地指挥员。对于西昌发射场来说，搭载“鹊桥”的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是全新的，配套基础设施和设备也是全新的。

怎么办？张光斌说，只有带领团队全力以赴、日夜奋战，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圆满成功”。

在张光斌的统筹下，各分系统推出最优指挥员、配置最佳

阵容，发起思想动员，开展上岗培训与考核，新编修完善各类

试验文书，协调各方接口关系，并集中技术骨干力量对发射塔

架和摆杆、地面支撑设备、指挥控制系统等软硬件进行适应性

改造……

“5、4、3、2、1，点火！”

2018 年 5 月 21 日 5 时 28 分，随着“01”指挥员张光斌一声

令下，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烈焰腾飞、声震山谷，托举着“鹊

桥”号中继卫星直刺苍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宣布发射任务成功的那一刻，张光斌的脸上终于露出了

笑容。

把自己“嫁”给航天事业

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张润红就把自己“嫁”给了航天事业，

倾注了自己几乎全部精力和心血。

她从不掩饰自己对“01”指挥员的渴望，也从不满足于本

岗位知识，一有空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系统和岗位的知识，宿

舍墙上贴满了各类气电路原理图，常常熬夜翻阅大量技术手

册、规程预案。

2018年 11月 1日 23时 5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 41颗北斗导航卫星。

当时，回荡在发射场上空的铿锵口令声，便是由 36 岁的

张润红下达的。首次由女性担任“01”指挥员，开创了中国航

天史上的一项新纪录。

1 日晚，坐镇发射场指挥大厅最核心的位置，张润红的脸

上看不到丝毫慌乱。一道道指令从她口中发出，任务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直到卫星发射成功。她说：“心里有底气，自然不

会慌乱。”

为了拥有这份从容的底气，为了实现“01”指挥员的梦想，

张润红付出很多：100 多阶的钢筋楼梯跟男同志一样上，百十

来斤的加注软管跟男同志一样扛，凌空几十米高的塔架摆杆

跟男同志一样爬……

在同事眼里，张润红是“认准一件事就要干到底”的工作

狂。可面对女儿她却满怀愧疚：“女儿的第一声‘妈妈’不是对

我叫的，第一次蹒跚走路我没有看到，她写第一个字、在幼儿

园拿第一朵小红花……我都没能参与。”

近年来，西昌发射场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委的坚强领

导下，完成了 2 个发射工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建卫星测试厂

房、低温加注管路设备升级、加注系统全面实现国产自主可控

等“扩容+提速升级”，以“01”指挥员团队为代表的西昌航天

人也取得了“1年 17发”“1箭 9星”“2天 2发”等历史性突破，刷

新了单发射场发射次数突破 100次、单工位发射次数突破 100

次等中国航天发射新纪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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