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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人才活力    建设人才高地

宝鸡市委组织部  宝鸡日报社 联办

能工巧匠看宝鸡能工巧匠看宝鸡
（总第四十四期）

曹军明，一位朴素、踏实、勤奋的
铁路工人，因为在接触网运营维修领
域不断钻研与探索，成为行业内令人
敬佩的技术能手。如今，在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供电段，“曹军
明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曹军
明接触网工铁路技能大师工作室”，就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扎根基层不怕苦
现年 47 岁，却已两鬓斑白。

在接触网运营维修领域，曹军明

已辛勤工作了 27 年。 

曹军明出生于宝鸡高新区天

王镇，他自小喜欢看火车，对铁路

有一种莫名的情结。1992 年初

中毕业后，曹军明选择了郑州铁

路机械学校铁路供电专业。1996

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宝鸡水

电段，经过短暂学习就下到班组，

开启了他的“供电”生涯。 

曹军明被分到了甘肃境内的

元龙接触网工区。那里自然条件恶

劣，工作辛苦异常，与自己想象中

差距很大，但站上热情的接待、宿

舍一应俱全的配置，让曹军明的心

暖了起来，也坚定了他好好干工作

的决心。就这样，凭着对铁路事业

的满腔热忱，曹军明先后在东口、

晁峪接触网工区以及福临堡供电

车间为铁路供电事业默默奉献，直

到2013年底调回段机关。 

工作之余，曹军明自学专业知

识，反复琢磨作业要领，找废旧材

料练习实作技能，打下了扎实的实

际操作功底。2007年，他在原西安

铁路局组织的首届职业技能竞赛

中获得第二名，被授予“全路技术

能手”称号；2011年，在原铁道部

第三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中，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技术创新不停步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细心爱琢磨的人往往能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这也是能够成功的

重要原因之一。曹军明就是这样一

位在实践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电气化铁路上的接触网由接

触悬挂、支持装置、定位装置、支

柱与基础几部分组成，而接触网

也是火车获得电力的唯一途径。

2005年，由曹军明自学整理的《液

压补偿器更换法》成为现场检修

工作的作业指南。2009 年，他在

巡检时发现一处安全隐患，提出

的解决方案在全段推广。2013年，

他创新研发了“腕臂预配辅助支

架”，让腕臂所有部件能够提前在

地面上进行预配，将腕臂安装时

间由原来的近 1 小时缩短到 20

分钟左右，大大缩短了高空作业

时间，实现了效率、安全双提升。 

接 触 网 上 的 电 压 高 达

27.5kV，再加上高空作业的特性，

无论是检查还是维修都需要十分

小心。为提高检修工作效率，曹军

明研发了C型承力索接头线夹锥

形套管预紧工具，有效消除了该类

型套管预紧不到位等问题。冬季除

冰对接触网工来说是一项艰难而

繁重的工作，以前每年 11月中旬

至来年3月中旬，他们节假日不能

休息，打冰只能靠走，要在每个区

间不停巡查。随着近年来网络传输

方式的普及，曹军明带领团队研发

了接触网无线温湿度传输装置及

系统，通过在隧道等地段安装的摄

像头就能观察到实际情况，大大减

轻了大家的工作量。 

传艺授徒不保留
宝鸡供电段担负着宝成、宝

天、西宝、宝中、西平五条铁路线

供电设备的维护管理任务。为培

养新人，2013 年底至 2018 年，

曹军明在宝鸡供电段职教科任接

触网工技师，并担任兼职教师。 

除了利用业余时间搞创新，他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收徒传艺中。

为了提高学员的操作技能，他不但

撰写了大量教材，还拍摄了学习视

频供大家参考。其中，他参与编写

并出版的《接触网工（高速、普速）》

《铁路供电系统新职人员劳动安全

读本》，成为学徒入行的操作指南；

他将自己创新研制的接触网棘轮

补偿装置检修法整套流程拍摄成

视频课件，在网上传播后受到了全

局集团公司供电系统职工的广泛

关注。他一年授课数百课时，并通

过故障演练、技术比武等方式不断

提升青年工人业务技能，陆续培养

出15名技师、36名高级工。 

如今，曹军明在宝鸡供电段检

测车间着手研制接触网 4C智能

检测分析系统，还担任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曹军明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负责

人，以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设立的“曹军明接触网工铁路技

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仍然在岗

位上为了安全供电而拼搏。 

近年来，曹军明先后获得“陕

西省杰出能工巧匠”“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陕西省三秦工匠”等荣誉，并

于2019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现在，仍然有全国多地的同

行时常给他打来电话请教。他说：

“宝成精神中的‘不怕苦、不服输、不

含糊’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不愿

意留一手，年轻人只要想学，我就把

所知所能倾囊相授。”

曹军明 （右） 进行安全检测

——记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供电段检测车间接触网工曹军明 
本报记者  杨曙斌

扎根泥土的草根发明家  
——记凤翔农民、民间发明人魏拉虎

本报记者  郑晔

都说搞发明是科学家的事儿，可在
我市凤翔区范家寨镇盐坎村，却有一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从黄土地获得发明的

灵感，钻研改变农家生活的发明。在瓜
果飘香的九月，记者来到这个农民发明
人的家，倾听他与发明的故事。

一个痴迷发明的农民
“你找魏拉虎？知道，不是个

一般人！”得知记者找魏拉虎，村民

们纷纷夸赞，这个草根发明家可谓

远近闻名。 

魏拉虎自幼内向，热爱思考。

虽然只读到初中，但木工、瓦工、焊

工的活儿他样样拿得起，大到成套

的家具，小到称手的农具，他都能做

得像模像样。特别是他无师自通学

会了修锁开锁，更为他在乡邻中积

攒了人气。

农村人家里大都用的弹子锁，

不管哪家丢了钥匙都找魏拉虎，只

要他到场，一只手用身份证或者名

片试探，一只手拉着门框轻轻晃动，

短短几秒就能顺利打开。时间久了

他发现，这种锁子不安全。他一边担

心村民的财产安全，一方面想着如

何改进传统的锁具。没想到，竟让他

给做成了！2012年，他无师自通发

明出一种高智能多功能防盗门锁，

并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据他说，这

种防盗门锁四面防盗，不仅适合普

通家庭安装，更适合金融机构、保险

公司等重点防盗机构使用。

有了这个来自于平常生活的发

明后，魏拉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

家都知道，凤翔苹果美名远扬，而范

家寨的苹果更是以色泽红润、味道

酸中带甜著称。魏拉虎的第二个发

明，就与当地的这一主导产业有关。

每年4月，苹果长到乒乓球大

小的时候，要给苹果套袋。这种袋子

分里外两层，外面是类似牛皮纸的

遮光袋，里面是红色的蜡纸。到了9

月中旬，采收前约30天的时候，要

先将外层遮光袋撕掉，而内层的袋

子还要在苹果上套7-10天，这样

既可促进着色，又可防止果实日灼。

在当地，传统的两层纸袋需要专业

人员去套，而到了9月果农撕掉外

层遮光袋的时候，又很容易带下内

层的袋子，影响苹果的商品率。

如何做到内外袋互不影响

呢？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后，魏拉虎

在原有的苹果套袋侧上方开了个

小口，相当于把袋子“系”在苹果上，

再把袋子折成枕头形，这样，在取外

袋的时候，就像给苹果袋脱去外衣，

还能保证内袋不受影响。2017年，

他顺利取得了《一种外桶型苹果纸

袋制造装备》发明专利。

消息传来，周围的果农纷纷跑

到魏拉虎家，看到他这个既熟悉又

不熟悉的新发明，纷纷向他跷起了

大拇指。

一个与众不同的小院
魏拉虎的家坐落在盐坎村四

组，走进大门，就像走进了一个小型

工厂。大门口的走廊里，放着一台5

米多长的机器。门口的厢房里，从成

捆的浆纸、蜡纸到各种小型加工机，

应有尽有。

为了让当地果农能尽快用上

这种新型苹果纸袋，拿到发明专利

后，他就一直在研发相应的机械。

他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两万

元买来一个二手果袋制造机，再花

一万多元买来专用纸；又从废品收

购站买来淘汰的自动麻将机，把所

有的零件拆下来，一点一点加工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纸袋造出来很容易。魏拉虎稍

一学习，就能自己操作买来的二手

制袋机，造出合适的纸袋。但造出来

的纸袋还要从桶装折成枕状，单靠

人工效率太低，他又开始琢磨，如何

造出一台专用的折袋机。

魏拉虎说，这些年，老伴在外地

带孙子，他就一心沉浸在发明的乐

趣之中。在他的床头、桌边，放满了

各种图纸和零件，不管是深夜还是

黎明，只要想出来一个点子，他就爬

起来开始试验。“老魏不抽烟，也不

打麻将，一辈子就爱手里折腾个零

件，就由他去吧。”魏拉虎的老伴说。

一个产业振兴的梦想 
等不及折袋机造出来，今年3

月，到了苹果套袋的季节，魏拉虎自

己动手，折出了近千只专利苹果纸

袋。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在村里挨

家挨户宣传，并亲手示范新型纸袋

的套袋方法。

眼下，到了检验魏拉虎的新型

苹果纸袋的时候了，魏拉虎带记者

到一户村民的果园里一探究竟。“拉

虎的苹果袋，空间大，便于苹果生

长，你看，比旁边的苹果大了不少

呢，颜色也好看！”村民张大娘顺

利地撕去外面的纸袋，露出一只还

未上色的白苹果，大为惊叹。记者看

到，折成枕状的新型苹果袋，给了苹

果生长更大的空间，在撕去外层纸

袋的时候，只需要轻轻一拽，外袋剥

离，而内袋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年，农民给苹果套袋都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我一直想改

变这个现状。”魏拉虎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传统的苹果套袋一个3分8，

技术人员套一个袋子就得6分钱，

套袋期间，果农还得给人家好吃好

喝、臊子面管够招呼着，负担太重

了。“如果我的专利纸袋能够成功生

产出来，果农自己就能套袋，可以省

下不少钱呢！”尽管目前，自己的专

利还无法大规模应用到苹果产业

中，但是，魏拉虎有信心尽快造出配

套的折袋机，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这

不，这两天，他就和技术人员联系，

准备去外地学习技术。

因为热爱，已经步入老年的魏

拉虎依然思维敏捷、脚步轻盈，望着

地里成片的苹果园，他充满感情地

说：“我做梦都希望我的专利发明

能早一天用上，为咱宝鸡的苹果产

业发展壮大出一份力！”

魏拉虎发明的新型苹果纸袋

两个工作室以他的名字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