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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农 民 工 到 高 级 工

———记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建设者巨晓林

他，是一位农民工———

个头不高，却被工友们尊称为“小巨人”！

他，是一位拉杆架线的铁路工人———

高中文化， 竟然写出填补电气化铁路施工培训空白的教科
书！

架设在铁路线上空的接触网， 作为铁路电气化供电的关键
设施，好比是飞速行进列车的“翅膀”，施工工艺十分复杂。

记者面前这位
48

岁的关中汉子，憨厚腼腆，在接受采访时，

还经常不好意思地说，真是麻烦你们了。

就是这位憨厚的农民工，在
20

多年的在外务工岁月中，刻苦
自学，先后研发和革新接触网施工工艺

40

多项，成为有名的技术
创新能手。

他，就是来自陕西岐山县的农民工、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
第一工程公司接触网高级工巨晓林。

自学———

几百万字笔记浓缩成
接触网施工的“操作宝典”

讲起话来不紧不慢，嘴角含笑———初次见到巨师傅，看不出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个头一米六左右的巨晓林，在工地上丝毫不起眼，但是对电
气化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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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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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农民工来说，却是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最近两年，每一位新来的接触网专业员工都会收到公司内
部出版、巨晓林编写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一书。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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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的书中详尽介绍了几十种接触网施工创新办法， 还附有施工操
作小插图。

采用电力机车牵引的铁路称为电气化铁路，具有马力大、速
度快、能耗低等特点，是中国铁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今，

京津、武广、在建的京沪高铁等高速铁路，是最高级别的电气化
铁路。

电气化铁路的快速发展，对施工工艺提出了极高要求。电气
化铁路专家认为，巨晓林传授的工法，实用、高效、安全，填补了
我国铁路接触网工技能培训没有施工经验及方法类教材的空
白。

巨晓林，

1962

年出生在陕西省岐山县杜城村。新中国第一条
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就从他家乡经过。少时的他，看着列车
向前飞驰，就梦想当一名铁路工人。

1987

年，巨晓林
25

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电气化局集团在岐
山县招工，他被录取了。

经过一个月培训，巨晓林就被派到北京至大同复线的工地。

刚看到纵横交错的电线、电杆、接触网，以及一张张犹如“天书”

的图纸时，巨晓林脑袋有点发蒙：“我能行吗？”

他暗暗给自己打气：不懂，就一点一点学，不信有搬不开的
石头！

从那时起，巨晓林口袋里多了个小笔记本。稍有空闲，就围
着师傅问这问那，连师傅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也蹲在一旁，不厌
其烦地问些技术要领。

工友们看到他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劝他：“这是技术员干的
活。咱们这里大学生那么多，你一个农民工，再怎么折腾，也是白
费劲！”

“学了东西，总能长点本事！”每当听到那些话，巨晓林只是
笑笑，继续埋头看书和整理笔记。

别人干活一天累了，晚上回到工棚就想睡觉。可是巨晓林，

不看书、不整理笔记，总觉得缺点什么。别人熄灯了，他就打开自
己的小台灯。怕影响别人，就用床单把床围起来，躲在里面看书。

靠着刻苦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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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巨晓林成长为工地上赫赫有名的
技术能手，也写下了

70

多本、超过
22

万字的笔记。

2002

年
10

月，干完了哈（尔滨）大（连）线铁路工程后，巨晓林
有了难得的一次长假。回到老家，巨晓林却忙于整理起他的宝贝
笔记。妻子不高兴了。

早上起床，巨晓林发现床头的笔记本不见了。问妻子，妻子
不理他。再问，妻子哭了：“全烧了！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就知道看
书！”

原来，妻子想到一年就回一次家的丈夫，整天就和这些笔记
本抱成一团，委曲、埋怨一下涌上心头。趁着丈夫熟睡的功夫，她
一早起来把炕头上的笔记一本本塞到了火炕里。

那可是他的命啊！ 巨晓林急得直搓手。 看着丈夫心疼的样
子，妻子于心不忍，转身将一个笔记本塞到他手里：“呶，还剩一
本。”

原来，妻子烧到这本时，里面掉下一张他们儿女的照片，她

心一下软了：丈夫还想着孩子，想着这个家呢！

笔记本虽然烧了大部分， 但多年的实践和积累已深深印在
了巨晓林的脑子里。凭着记忆，他一点点把经验从脑海里复原。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念头。“要是把我
的经验总结一下，写给新工友，让他们学得更快，在操作中更安
全、更省力，那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写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高中文化的巨晓林，特意
拜了工班里的大学生当老师。 遇到弄不懂的技术名词就查、就
问，一写就是三年多。几百万字的笔记，最终浓缩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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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字
的书稿。

如今，这本书成了工友们干活时的“操作宝典”。一公司六段
党总支书记朱凯告诉记者：“书中介绍的方法，简便易学，干出的
活儿又好又快，原来只发到班长这一级，结果队长们都来要，一
个工班起码也得发三四本！”

自强———

实现由实干型工人
到知识型工人的飞跃

巨晓林不善交际，话很少，却是个很内秀的人，他总在不停
地记，不停地写———

“别看本子小，记事可不少；别看字迹乱，思维可不乱；为了
企业新，时刻在创新。”记事本扉页上的一段话，道出了他的心
声。

由于善于学习、用心钻研，巨晓林在施工中总有新点子、新
方法冒出来。用他们班安全员王景的话说，他“力气不大，方法不
少”。由于熟用“手板葫芦”“滑轮”等施工工具，巨晓林在工地上
有个“葫芦王”的美誉。

巨晓林的创新之路，源于这样一个故事———

1989

年的一个夏日，在山西北同蒲铁路线工地，“工龄”还不
到两年的巨晓林和工友们进行放附加线作业。

所谓“放附加线”，就是要在铁路沿线电杆的外侧，架设一道
具有保护等作用的电线。按照老方法，每当放线车经过电杆下方
时，一至两名工人需先爬上电杆，挂上滑轮，套上绳子，再把绳子
放到地面。下面两名工人，用绳子拴住电线拉到上去。上面的工
人再用肩膀，扛住电线，用力把电线挂在滑轮上。

放附加线是一项既累又烦的工作。 铁路沿线每
50

米就要有
一个电线杆，放线的时候，走走停停，爬上爬下，一公里长的一圈
线，必须一次放完。

一天放线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先爬上电杆的巨晓林，急
中生智，赶忙把滑轮拿下来扣住电线，然后把滑轮固定在电线杆
上。

能不能把滑轮放到地下先和电线扣合，再拉上去固定住？返
回工地宿舍，巨晓林就把这个方法说给工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一试，又快又省劲。平时一公里的线要放三四个小时，这回不到
一小时就完成了，每个杆也只需上一个工人。

为这，当时的技术员周文瑞“奖励”了巨晓林一支冰棍，还说
“你能干到这个程度，比我还强”。

看到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得到了认可， 巨晓林心里美滋滋
的，油然有一种成就感和责任感：只要肯努力善钻研，就能干出
名堂来！

施工操作就是这样，一个个小的革新工艺，一项项不起眼的
创造工法，应用到遍布全国的工地，就能极大提高施工效率，缩
短工期。

巨晓林的这个创新———“放附加线滑轮新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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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已被推广应用到全国所有电气化架线作业之中。“仅我们公司这
些年就架设了上万公里的附加线， 如此每个杆都大幅度提高效
率、节省人力！你说，这个方法的效益有多大？”工作队长常亚军
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为了弥补学历低的缺陷，他买来
了电气化专科、本科的专业书来读；工作重，时间紧，他就挤出自
己休息的时间，尽一切努力来学习。无论工地搬到哪，巨晓林都
会带上他的书和笔记。在他河北迁曹线工地的宿舍里，专门有一
个书柜，里面放满了接触网操作理论的书、教材工具书。

《钣金工艺》《机械制图》《电机学》《电力铁道供电》《接触网》

《铁路电气化工程施工技术规范》……这些年来，他一本本地读，

一个个工艺地学。

经过千百次探索，他对接触网施工技术做到了融会贯通，由
初级技工一步步升级为高级工， 实现了由一名实干型工人到一
名知识型工人的飞跃，并于去年开始担任作业队工班的技术员。

这些年来，他创新的工法源源不断：“分段环绕‘

N

’字形绑
扎断线法”，可以提高工效三倍以上；“铝绑扎线巧做法”，将工
时缩短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平吊坠砣加坠砣法”省力、实用、

安全……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新方法问世并应用在工作实践中。

据工程预算人员的测算， 巨晓林
20

多年来创新的
40

多个工
法创新给公司带来的直接效益就超过

600

万元。

如今， 汇集近几年巨晓林革新工法的第二部书稿已经送给
专家评审，不久就会印发到工友们的手中。

自尊———

中国农民工让德国接触网
专家竖起了大拇指

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也能干出不平凡
的业绩。

“刚认识巨晓林那会，真是有点‘烦’他。”巨晓林的老工友赵
荣有笑着说。

2000

年哈大线施工时， 从电气化技校毕业分配到电气化发
展局工作的赵荣有初次见到巨晓林，看他个头不高、有些发胖的
身材，就嘀咕，爬杆、架线一般都用细高挑的工人，这个农民工能
干好活吗？

由于赵荣有是工作队的技术员，巨晓林主动粘上了他。有时
为了一个创新中的技术问题，要反反复复问上他几十遍。那时，

老赵真恨不得躲巨师傅远点。

“他急，我不急，反正我得问懂！”巨晓林乐呵呵地回忆说。

这年春节放假前，东北下起了大雪，项目部要求检查一下线
路。这天一大早，赵荣有领了任务就到工地上去了。

雪大风急， 莽莽雪原上不见一个人影。 沿线检查到午后时
分，老赵隐约看见前方电杆上，有个黑点在晃动。踏过没膝深的
积雪，走到电杆下，揭掉冻在脑门上的冰碴，定睛一看：是巨晓
林！

原来，巨晓林所在的四人小组也领了任务。没告诉另外三位
年轻工友，好让他们早点回家，巨晓林就自个承担下来，沿着铁
路线检查了十几公里。在一个电杆线下，他发现接触网上一组滑
轮间距有些短，就爬上去干了起来。

零下二十七摄氏度！脚冻麻了，就从电杆上爬下来，在地上
跺跺脚，再爬上去。一干就是半天！

这个肯吃苦的农民工一下打动了老赵的心！自那以后，作为
正式职工的老赵和农民工巨师傅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干一行，就要尽职尽责。我是小组长，老工人，我不干谁
干！”说起这件事来，巨晓林还是这样简单一句话。

大秦二期、京郑线、哈大线、侯月线、渝怀线、新建迁曹线
……南征北战、 风餐露宿， 巨晓林在野外工地已整整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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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当记者问他干哪条线最重要、 最有成就感时， 他憨厚地
笑笑：没有不重要的线路，哪条线路出了问题都不成，都不能
马虎！

作为一名老工人， 巨晓林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所从事
的电气化作业，不仅是让铁路插上腾飞的翅膀，也是为国家的富
强插上腾飞的翅膀！

巨晓林性格温和，但他遇到困难有股倔劲儿，不低头、不服
输。

有一年， 在吉林四平火车站施工， 在横跨六股铁道线的上
空，工人需要把

30

至
40

米长，加上绝缘瓷瓶重达
100

多公斤的软
钢丝索，安装在铁路两旁的铁塔上。

按传统工艺，巨晓林所在的班组
20

多个人忙活了半个小时，

在作业车的配合下， 才安装上一组软横跨， 因为停电时间段有
限，他们整整一天，才安装了

6

组软横跨。照此速度，他们管段的
300

多组软横跨，

50

天才能完成。而他们的工期，仅有
30

天！

怎么办？

工友们犯难了，巨晓林也开始冥思苦想。

那几天，他像着魔了一样———吃饭时把筷子当做铁轨，把饭
碗扣过来当作业车；晚上，他工棚里灯彻夜明亮。

经过反复钻研，巨晓林对原工艺进行了大胆革新，在地面上
设计出一个“

Y

”形竖杆，上部线上配挂一个“

S

”钢筋勾，两个装
置相互配合，一举替代了作业车工作，大大提高了功效。采用这
项工艺后，一小时就安装了

4

组，工效提高了两倍。

经专家组论证后，这个简便的工法当即在全线推广。当专家
组中的德国督导季马教授知道这个工艺是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农
民工发明时，他执意来到工地见巨晓林。在这个小个子农民工面
前，季马竖起了大拇指：“中国工人了不得！”

巨晓林“闷头学技术，痴情搞革新”的事迹，深深感动着身边
职工，也得到了全集团上下的热情支持。电气化局为巨晓林开办
了“工地学习室”，配备了图书柜，聘任他为职工夜校的“工人导
师”，并拨付了技术革新专项经费。

这些年来， 到工地来的很多本科毕业的大学生都愿意拜巨

晓林为师。如今，他带出的不少徒弟都成了技术能手，有的走上
了领导岗位。

自立———

用努力创造希望，

终能插上腾飞的翅膀
“咱们农民工，

身手也不凡，

开启那机器轰轰响，

造出精品走四方，

……

农民工，新时代的人；

农民工，吃苦奉献的人；

农民工，祖国不可缺少的人！”

由于平时爱好写诗歌，巨晓林还是工地上有名的“诗人”。正
像自己写的诗一样， 他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农民工而觉得矮人一
截，也从来不因为自己成了“技术能手”而自傲。

巨晓林格外喜欢野地里的小草，他说，小草默默无闻，但具
有顽强的生命力，染绿了山川，染绿了春天。

2000

年秋， 正是哈大线铁路电气化施工的关键时期。 这一
天，巨晓林带着刚刚从技校毕业的徒弟杜志波，用混凝土浇筑接
触网钢柱基础。

当第一个钢柱基础刚浇筑一半时， 工地队长突然急匆匆赶
来：快别干了，陕西老家电话，你老父亲病危，速回！

74

岁老父亲因脑溢血长年卧床不起， 巨晓林又多年在外奔
波，无法照顾老人家，心里很是愧疚。父亲病危，怎能不床前尽孝？

放下工具，巨晓林朝驻地撒腿就跑———但还没跑多远，就慢
慢停下了脚步。

基础浇筑还需要几个小时才干完，徒弟经验还不足，万一工
艺出错，这个基础可就报废了！不仅损失几千块钱，还耽误工期。

想到这，巨晓林又扭头返回了工作现场。一声不吭，和徒弟
一起又工作了

3

个小时，把这个基础完全浇筑好。等他再拿上行
李赶到火车站———当天最后一列开往陕西的火车刚刚开走！

等他辗转数千里返回老家时，父亲已经溘然长逝！

妻子哭着说：“晓林啊，爸爸临终前一直呼唤你的名字，到死
都没闭上眼睛。”

这些年来，每次回家，种了一辈子田的老父亲都嘱咐他，不
要牵挂家里，一定要在外面踏实干活，给咱们农村人长脸！

在外施工的
23

个年头， 巨晓林回家总计不到
30

次； 儿女出
生，他都不在身边；他不吸烟，不喝酒，省出钱来补贴家用；前些
年他攒了钱，家里买了些砖想盖大瓦房，但由于他很少回去，这
堆砖一放就是几年！

忠孝难以两全。在长年的离家务工岁月中，巨晓林这个习惯
吃苦的汉子从来没有流过泪。但这一次，他跪在父亲灵位前，泪
如雨下，久久没有起来……

时光如梭。 当年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如今已是人至中年，白
发悄悄地爬上了他的双鬓，常年风吹日晒，面庞都变成了古铜色。

工人们说，巨晓林不仅自己干活认真，而且只要他在施工现
场，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有丝毫的马虎。

有一次， 巨晓林的段组因为抢赶一条铁路线电气化改造工
程，曾聘请外方工作队挖掘接触网立柱的坑，他们还专门找来了
监理，保证质量标准。不过，因为当时下雨积水，监理人员不方便
下坑测量。

巨晓林为此临时发明了一把木头折叠测量尺，放到坑里，一打
开就能测出坑内部的长宽来，主动承担起监理的任务来。看到这个
“奇怪”的尺子，连施工队的人也乐了：“老巨，你真是监理的监理！”

巨晓林虽不善言谈，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除了写诗歌，

他还喜欢画漫画。 他已画满了厚厚的七八本。 有个徒弟向他索
画，他便给了一幅题名为《发现》的漫画：秋收时节，满地都是沉
甸甸、金灿灿的稻子，有几只鸟儿站在稻草人的肩上。

老巨解释说：农民怕鸟儿吃庄稼，便在稻田里扎起稻草人，

起初鸟儿真的不敢来了，但过不了多久，鸟儿就发现了门道。老
巨说：“干工作，就要像小鸟一样用心观察。”

就是这样一个认真细心、勇于进取的人，

20

多年来，巨晓林
不知疲倦地钻研，他持之以恒，乐在其中。

2008

年，他也终于实现
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
5

月
15

日，巨晓林又和他的工友转战到正在紧张施工的
京沪高铁工地上……

“既有线电气化改造、时速
200

公里铁路大提速、到明年开通
这条京沪高速铁路， 我就把所有电气化铁路技术等级的活儿都
干全了！”巨晓林自豪地笑了。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2009年度信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获奖篇目公示

一等奖（

26

项）

信阳民间歌舞与旅游资源开发的互动性研究赵洋洋
物流企业精益运营模式研究上官绪明
非农产业扩容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推进效应探析张玉鹏
基于第三部门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崔俊敏
信阳农村专业合作社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 唐芳等
信阳土地流转的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张世军等
信阳市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黄波等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下的西北农村社会问题分析

———以民国时期甘宁青三省区为例刘征
地理标志商标法保护模式的重构李小侠
党员主体地位：党的自身建设的新理念黄玲丽
30

年的观念更新与河南农业现代化进程王全峰
浅析政府农业科技推广职能的缺失周波（女）

新《律师法》施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王霞
新农村建设的多维度分析柯楠
方志学通探陈恩明
浅析成教生学习动机的成因及培养策略冯铁臣
小学情感教学“度”的剖析何安明
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办学及其启示王勇
物理实验仪器设备的规范化管理乔月凤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研究杨万甫
产学合作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研究与实践雷云
论豫南皖西杠天神仪式用乐的三种观念李敬民
论朱湘诗歌现代主义的实践特色与生命关怀肖照东
语言德育论梁其贵
大学语文罗家坤
信阳新民歌创作研究王秋霞
二等奖（

72

项）

实行底层突破解除瓶颈制约肖国平
信阳旅游业振兴思考李友亮
河南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牲征及其启示丁静
基于中部崛起的中部地区旅游合作开发研究吴国琴

论事件旅游对信阳城市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
———以信阳茶文化节为例 李迎君

河南省群众体育场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朱道宇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徐永新
我国农民非农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刘利仄
后奥运时代河南省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谌静
信阳红色旅游资源的分布与开发张元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市场链接功能研究

———以
IFAD

在大别山贫困地区的试验为案例熊开程等
浅议华英禽业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董友峰
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周波
提升企业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刘晓燕
农业物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程咚梅
信阳农村金融业发展研究朱长明等
信阳区域内“宁西线”产业集群培育研究张义明等
河南省土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梁其军等
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问题及其思考周永峰
大别山区畜禽品种与饲养管理技术张斌等
试论《江泽民文选》中的统一战线思想王传富
图书馆管理的科层化分析丁明勤
征地完全补偿制度初探范辉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构想与设计李锐
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李素梅
自手犯基本问题初探 古瑞华
非缘身认知科学的计算表征范式

———基于学科基础和范式建构的考察与分析张铁山
汉魏老学分野及其背景原因探析姚圣良
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数形态 何家权等
论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司法复议权柏孟仁
毛泽东平民教育思想及伦理学意义韩文根
从会馆到同乡会：近代河南旅京士绅的聚集活动及其影响叶宗宝
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在民众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熊承清
新任中层干部的组织培养与地质局事业发展战略关系研究报告崔灵灵等
试论网络价值对大学生价值塑造的影响和冲击张曙光
关于刑事不起诉制度实务问题研究刘翔雁
浅析创新型城市的构建途径吴红
中国的大部分体制改革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秦伟
高校毕业生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黄新
信阳人口老龄化研究报告黄鹂等
论行动研究对老师信念、反思实践和直觉知识的培育方勤华
辅导员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丁其科
师范生媒介素养教育对策探析张育桂

英语语言学教学评价与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余运伟
基于

MOODLE

的混合式学习的行动研究分析刘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吕东亮
河南省小城镇女性体育活动现状的调查分析张娟
鄂豫皖老区小城镇群众体育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赵军
农村体育课程资源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张翔
论基于新课程改革的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刑思珍
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张新伟
校园网络安全及保障措施于东云
通过信息检索辅助识别盗版图书刘月学
高校贫困生的心理障碍及其疏导石庆新
利用多元智能理论构建德育评价体系的探讨夏子厚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实施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研究施家瑞
高职护生职业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刑惠卿
语境结构的认知分析及其对语用词义的价值张廷远
发现法教学模式的理论探讨张娅莉
基于“工学结合”的高职体育教学改革初探傅森
一个剧种两个流传地的唱腔音乐比较研究

———以豫剧
[

二八板
]

调式结构分析为例郭德华
中国民乐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选择范红玲
光山方言词语的重叠方式张贤敏
《暴风雨》中的时间和空间侯朝阳
读者参与管理与图书馆善治模式的实证研究

———以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例陈辉玲
从儒墨文化冲突的角度看李广、岳飞的人生悲剧张清改
从系统功能角度对奥巴马竞选获胜演讲进行语篇分析张晓丽
基于“人”的管理的现代酒店业营销策略研究张娅
信阳文化多样性研究张晓等
信阳民间歌舞研究朱卫国
信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初探夏长江等
图书馆与魅力信阳建设研究陈宝昀等

三等奖
42

项（略）

2009

年度信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于日前
评审结束，共评出等级奖

140

项，其中：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72

项、三等奖
42

项。现将等级奖中一、

二等奖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自公布之日起一

周内提出。

电话：

6366362 6366363

信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10

年
6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