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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惠安县举办“党
建+”邻里嘉年华活动，现场正
式上线启动惠安县“党建+”邻
里中心智慧共享平台。

该“党建+”邻里中心智
慧共享平台由惠安县委组
织部联合惠安电信打造，通
过与线上线下“党建+”邻里
中心阵地相互融合，形成集
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
息化支撑三重优势于一体
的便民服务平台。平台采
用了大数据、物联网、AI算
法等技术，将惠安地区的人、

地、事、物、组织以及智慧邻
里的“六有”内容对应到网格
中，实现村（社区）老有所养、
幼有所育、病有所医、食有所
安、居有所乐、事有所办等

“六有”功能场所一键导航服
务，让数字化应用走进邻里
生活。村民使用惠安微党
建微信公众号进入“党建+”
邻里中心智慧共享平台，即
可查阅“六有”功能场所相关
信息，并可在线报名参加活
动、下单服务、参与建言献
策、反馈意见等，有助于村民

实时了解村内动态、村干部
实时掌握村民需求。

平台设置了“邻里场
所、邻里活动、邻里达人、邻
里服务”等四大功能模块。
平台还通过推出的群众喜
闻乐见参与模式，探索线上
和线下的“15分钟便民服务
圈”，为群众做好精细化服
务，做到人在网中走、事在
网中办，有效打通基层党建
工作和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100米”，解决基层治理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

候选人物 陈国信10

带母求学报春晖的“白医天使”
母亲瘫痪，父亲身体不佳，“00”后王林慧12岁时便独自带着母亲边上学

边悉心照料；工作后，她又把对母亲的爱传递给患者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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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信说道。
岁月会留下痕迹，但

热爱却不减分毫。在“钢
丝”上走过一万多个日与夜
后，陈国信自认依然年轻，

“我依然干劲十足，希望发
光发热”；在面对众多荣誉
之时，他依然不忘初衷，“每
当夜幕降临，满城的霓虹就
是对我最大的奖励”。

候选人物 王林慧11

守护万家灯火的“工人院士”
今年53岁的陈国信坚守高压电塔三十余载，不仅自己从普通的电力工人蜕变为

“大国工匠”，还以技术创新促进人才培养，让工匠精神传承不息

惠安电信助力打造“便民”智慧平台

爬山、登塔、走钢丝，陈国信是一名与电共舞的“电力医生”。
身穿密不透风的厚重防护服、爬上数十米至200米高塔，只身走在直径仅2cm的

导线上，几十万伏的高压电从身上流过，在这样“高空、高温、高电压、高难度”的常态
下，陈国信走过了一万多个日与夜，对厦门地区1500公里输电线路、5000多座高压铁
塔不断“望闻问切”。

今年53岁的陈国信是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四级职员兼带电班副班长，
从学徒蜕变为“大国工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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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的耕耘，他诠释着爱岗敬
业、创新奉献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先后荣获省部级技术成果奖18项、专利60项，6
项成果填补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空白，是高压带电领域的“创新达人”。

身背三十斤维修器具，
爬上百米高塔，踩在上万伏
高压输电线上，完成检修工
作……这是陈国信“雨天一
身水，晴天一身汗”的日常
工作写照。53岁的陈国信，
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这是
常年在高压电塔上工作留
下的印记。直至如今，尽管
已不年轻，但他依然活跃在
高空作业一线。

别人眼中的“苦差事”，
对陈国信而言，却有着“浪
漫”的注解：为每一根导线、
每一个螺栓“望闻问切”，他
热爱这个坚守了 31年的岗
位。1992年从技校毕业后，
他进入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工作，主动选择安全风险
大、技术要求高的高压带电
作业工种。

工作伊始，陈国信主
要参与高压线路的架设、
检修和运行维护。为打下
扎实的基础，陈国信苦练
基本功，他经常用两条打
成圆环的绳索，在光溜溜
的水泥杆上攀爬 20 多米，
每天爬十几个来回。为了
制作钢绞线拉线头，他还
将手指粗的钢绞线拗弯成
圈，再用 10 号铁线徒手绑
扎，一天要扎几十米长。
即使别人都休息了，他还
在反复练习，生怕基本功
不扎实。

能吃苦、肯学习、善钻
研，短短几年，陈国信便掌
握了线路检修、带电作业等
操作技术，成为带电作业领
域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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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中找
到乐趣。

他的一次次发明和创
新攻克了不少技术障碍。
他利用无人机代替人工安
装带电作业小滑车；他从自
行车的轴承部位获得灵感，
发明了省力丝杠；工具加工
厂做不出新工具，他就用胡
萝卜雕刻工具模型给工厂
依样画葫芦……多年来，他
主持科技攻关 60 多项，获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18 项、
国家发明专利 21 项、实用
新型专利 39项，6项成果填
补国内 110千伏至 500千伏
紧凑型杆塔、大跨越高塔、
同塔线路带电作业等相关
领域的空白。

如今，陈国信荣誉满
身：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
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技术能手……其
中，中华技能大奖是我国政
府对技术工人技术、技能水
平的最高奖励，获奖者被誉
为“工人院士”。不过，最让
他津津乐道的，仍是他身为
高空“电医生”的价值创造；
最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的，
是“劳模工匠”的满园春色
和代代传承。

陈国信很注重“传帮
带”，他先后与60多名青年
员工结对，创建一个点子
培育7个成果的“7N法则”
和创新智慧库，以技术创
新促进人才培养。

为培育“接班人”，他
利用业余时间编制课件 62
个，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授
课近 1200 课时，培训一线
员工3000余人次。

从一个人“奔跑”到一
群人“奔跑”。以他的名字

成立陈国信劳模创新工
作室，如今工作室 24个创
新成果获福建省电力科
技进步奖，3 人成长为国
家电网公司领军人才、10
人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优
秀专家人才，28 名结对成
员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资
格，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被人
社部授予“陈国信技能大
师工作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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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的“发明家”主持科技攻关60多项 尽责的“老师傅”带动一群人“奔跑”

“夜幕里，满城霓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

王林慧出生不久，母亲便瘫痪在床。12岁时，父亲也因身体不佳，长期住院治
疗，从此，她便独自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初中一年级开始，王林慧就独自带着
母亲边上学边悉心照料。工作后，她又把母亲接到身边精心照顾。

10年来，不管是出租屋、敬老院，还是学校宿舍，母女俩相依为命，照顾母亲事
事亲为，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女儿的爱与担当。

作为医护人员，王林慧不仅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还把对母亲的爱传递给患者和
社会。“这一路走来，有太多人帮助我，只要有机会，我也想做传递温暖的人。”王林
慧说，未来她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王林慧2002年出生在
宁德，在她出生不久，母亲
便因类风湿关节炎常年瘫
痪在床；12岁时，王林慧的
父亲也因身体不佳，长期
住院治疗。那时起，她便扛
起家庭重担，每天都要独自
照顾母亲，不仅要学会自己
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
生，放学回家还要给母亲做
饭、洗脸、梳头，但不管生活
有多么艰难，她都乐观向
上、积极进取。

“一开始独自照顾妈
妈的时候有点吃力，但很
快就适应熟练起来了。”回
想起刚刚学习做饭、洗碗
的日子，王林慧笑着说道。

由于没有自己的房
子，自王林慧记事起，都是
居无定所，后来在福安市
有关领导的帮助下，她带
着母亲借住在敬老院中。
居住在敬老院的那段时
间，王林慧和妈妈十分开

心，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
样互相照顾，陪伴彼此。

王林慧的母亲很心疼
女儿，说：“别人家的孩子
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妈妈做
好的香喷喷的饭菜，而她
还要回来照顾我，做饭给
我吃，就算是生病了也只
能自己去看病。”但在王林
慧心里，有妈妈的地方便
是她的家，照顾妈妈本就

是她应该做的。
虽然生活压力大，但

王林慧没有被困难所击
垮、放弃自己的学业。初
中时，她在班上成绩优异，
是老师眼里考上好高中的
好苗子，其间她所写的作
文《挫折与成功》获得了第
十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
大赛预赛一等奖。

（下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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