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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9

给隔离居民唱支歌
苏嵘说的“一地鸡毛”都是些什么

事呢？

今年年初突发新冠疫情，苏嵘怎么也不
会想到徐汇区的第一例会出现在她的辖区

里。学过医，经历过“非典”的苏嵘马上感觉到
事态严重。这又是上海最早的确诊病例之一，

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但她沉着冷静，第一

时间做了细致的防疫安排。
病人被收治了，病人的女儿小胡是密接

者，需要居家隔离。当时防护用品奇缺，苏嵘

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一次性雨披当防护
服，来回穿梭在小区和医院，同时做好应对

小区其他居民知情后可能发生恐慌的工作

预案。最具挑战的是要为小胡做好心理疏

导。当时小胡面临的情况是：母亲确诊、父
亲疑似，双双入院；丈夫归期难定，身边无

人可以商量；自己被隔离，还担心自己和 7

?的孩子被感染，她几近崩溃。为了安抚

她，又不惊动左邻右舍，苏嵘白天与她通电
话，夜深人静了再穿上防护服，像“地下工

作者”一样悄悄地为楼道消毒，为小胡送去

生活必需品。
为了安慰小胡，苏嵘每天晚上唱支歌发

微信给她。一开始，苏嵘唱的是沪剧经典选段
《为你打开一扇窗》和《四渡赤水出奇兵》。后

来，苏嵘把“歌单”换成了年轻人更熟悉的《左
手指月》《火红的萨日朗》甚至《蓝精灵》。“我

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她知道，有我们在她身边

帮助她。”在苏嵘的疏导下，小胡渐渐放下心

理负担，能够积极面对现实。

送你一个口罩救救急
疫情期间，苏嵘有一次碰到一位老人戴

着个自制的口罩，这口罩是用毛巾和绳子做

的。她立即上前关切地询问情况，老人说：“我
准备去医院化疗，家里没口罩了。”苏嵘立即

回到居委，让居委干部赶忙拿出 20个口罩送
给老人。这件事情也让苏嵘意识到居民们对

于口罩的需求，此后，她就主动地把口罩送给

小区中急需的居民。“在人家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付出的点滴就会让人家感动。”苏嵘说，

虽然口罩不多，但能帮助居民解决燃眉之急，
也体现了一份心意。

关心居民也关心保安
有一次，小区里的一名居民晚上 9点左

右急匆匆来找她。原来，他的妻子出现了舌头

打弯、小便失禁等状况。有过护理经验的苏嵘
赶到居民家查看，觉得他妻子可能是脑梗，建

议迅速送医院。老人不太会使用健康码，苏嵘
自告奋勇地穿着志愿者衣服一同陪伴他们去

看病，用微信帮老人垫付医药费，那天晚上，

苏嵘一直陪到次日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 6月，小区物业一名保洁员的妻子

查出得了癌症。苏嵘说：“他光靠弄垃圾来养
活家庭，老婆得了病，孩子还在上大学，经济

压力很大。”于是苏嵘发起了捐款活动。她带
头捐了 1000元，其他人也纷纷慷慨解囊，仅

10天时间就筹集了 5?元。苏嵘说，“有困难
我们就帮他一把，让他感觉到社区的温暖。”

有苏书记大家就放心
从 1月 22日开始，苏嵘带队消毒，坚持

了 100天。她的行动感动了物业，物业接过接

力棒，至今已经坚持消毒 300多天。她每天也
都会把大量的消毒工作照发到群里，让更多

的人看到，让大家放心，也让大家不要放松防
疫这根弦。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苏嵘每

天要工作 18个小时到 22个小时，成了居民

眼中的“苏大侠”，居民看到她就觉得放心。
苏嵘至今还记得 2012年 3 月离开锦馨

苑时的场景：小区居民们自发来到居委会夹
道相送，一位老太太送她一包红枣一包糖，含

着眼泪说，“红枣代表你在这里硕果累累，送
糖希望你今后甜甜蜜蜜。”苏嵘拼命忍住眼

泪，直到坐进车里才止不住泪崩———真情一
定会换来真情！ 本报记者 鲁哲

三十年的坚持
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

了牺牲的血雨。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世人无法
知晓的坚持和努力。

王曙群是老闵行人，1989年技校毕业后
就被分配到厂里做工人。刚来厂里时效益平

平，一拨人做型号任务，另一拨人造冰箱。当

时厂里靠着生产航天冰箱红火了几年，随后
又陷入沉寂。很多人选择了离开，但王曙群选

择留下。做一个好工人，这是王曙群的目标。
机会在 1996年出现。当时，厂里举办高

级工培训班，规定工龄在 10年以上的职工才
能参加，当时王曙群才工作 7年，但他中级工

考试获得全厂第二名的好成绩，厂里破格让
他参加培训班，在培训过程中正好赶上航天

对接机构产品研制。
王曙群说，“新的任务、新的技术，一下子

激发了我的激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遇到的问题越来越

多。1998年，对接机构进入初样产品研制阶段，

很多问题出现得措手不及，有的甚至觉得无解。

他说：“当时遇到的问题都是从未遇到过的，有
时不知从何入手，甚至怀疑，到底能不能做出

来？”在最困难的时刻，王曙群选择了坚持。
为了提高装配的可靠性，他牵头研发了

50多台（套）专用装备。对接机构中的每一套
单机必须经过各项试验，合格后才能进行总

装，其中有 10大类 31套单机还需经过热循

环试验的考核，一次热循环就需 37个小时的
连续试验。

为了保证试验的连续性和测试数据的准
确性，王曙群带领团队每次都坚持连续工作 37

个小时。31套单机他们连续做了31次 37个小
时的试验。光做单机试验的工作量尚且如此，整

个对接机构试验的工作量就更不用说了。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王曙群就给儿子讲

石匠敲石头的故事：“石匠一连敲了 100次，
石头纹丝不动。但当他敲第 101次的时候，石

头裂为两半。让石头裂开的不是那最后一击，
而是前面那一百次敲击的结果。”

16年的坚持，王曙群和班组终于敲开了
石头。

2011年 11月 3日，神舟八号飞船和天宫

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完成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首次空间交会对接试验。

2013年 12月，“玉兔号”月球车在月球表
面坚持工作了 972 天。

2016年 10月，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
号自动交会对接，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顺利

进入天宫二号实验舱。

无数次捶打与叩问终于有了回音。

航天员的赞许
两个重达 8吨的飞行器要在太空实现对

接，最主要的部件就是对接机构中的 12把对

接锁，这 12把锁的锁钩必须实现同步锁紧、同
步分离，对接、分离时不但相关各舱室的气体

不能泄漏，舱与舱之间也要“天衣无缝”，而且
对接时必须保持平稳、牢固，不能剧烈晃动。

对接锁系的同步性装调质量决定了航天

员能否在太空生存和能否安全返回地面，是
交会对接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可经过多次试

验王曙群仍然发现，分离姿态与设计要求产

生严重偏差，而且这种偏差又无规律可循。

通过近一年的反复试验、摸索，王曙群发

现锁钩采用钢索传动在大载荷下钢索会变
长，张力会下降，这就导致了锁钩无法实现同

步解锁。他提出了改变钢索旋向以及对钢索
进行预拉伸处理的工艺方案，同时调整判断

锁钩同步性的测量方法，一举解决了困扰对
接机构团队近两年的难题。

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一号”，再到“天

宫”“天舟”，对接机构经历了 7次飞行试验考
核，圆满完成了 13次交会对接试验任务。对

于王曙群总装的对接机构，中国首位航天员
杨利伟给出了“能够让航天员放心地去执行

任务”的高度评价。

荣获科技进步奖
在运载火箭、载人航天、探月等深空探测

重大工程的研制中，航天超细直径导管类产

品的制造一直是关键技术和工艺难点之一。
在对接机构研制初期，采用熔焊技术制造的

产品合格率仅为 20％。通过各项试验，反复对
比数据，王曙群和团队终于找到了最佳的焊

接工艺参数，新材料的润湿性能大大提高，焊

接后的焊缝气孔少、均匀性好，不仅各项指标
达到了航天标准，还形成了企业标准《焊接质

量控制办法》。
在管路清洗方面，王曙群成立专项项目

组，通过数百次的清洗方案和工艺流程的改
进，提出了一种采用高压、高纯度氮气驱动高

分子聚氨酯材料在超细导管内多次高速往复
摩擦的工艺方法，优化确定了“三步走”的清

洗技术路径。运用这项技术后，导管内残留颗
粒度检测合格率达到 100％，这个项目荣获了

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王
曙群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最年轻特级

技师，“921”工程总装线上的首席技师领军人
物。他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

能手、十大工人发明家、上海工匠、全国道德

模范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鲁哲

执着追逐航天强国梦

徐汇区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委员会党总
支书记苏嵘今天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
崇高荣誉，她在微信里告诉记者：“这块奖牌
沉甸甸的。如何不辜负这块奖牌，更好地带
领大家为社区群众服务，创新工作方式，还
要好好想想呢，真的感到有点沉重。”

苏嵘是位“70 后”，但她的经历与众不
同。她生在上海，长在新疆，是个知青子女。
14 岁上卫校，17 岁工作，做过护士、跑过业
务、干过财务、还做过生意，但她认为，她人
生最有意义的时光是在徐汇区田林社区的
这 18 年，18 年里服务了 6 个居民区。“我
做的都是小事，一地鸡毛。但在帮助他人的
同时，我也获得了幸福感。”

王民心中的“苏大侠”

“2989”，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 149 厂对接机构总装组
长王曙群的工号，意思是第
2989 个入厂的职工。王曙群的
工作服胸前绣着一面五星红旗，
这是王曙群最骄傲的“国旗装”。
到今年，王曙群已经在航天一线
工作了31个年头。今天，王曙群
荣获全国“最美职工”称号。熟悉
他的人都说，老王真是我们身边
的最美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