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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平顶山热电有
限公司成立了新能源运维中心，
承揽了洛阳、三门峡等地多个风
力发电项目、光伏发电项目的运
维业务。2019年4月，高晓燕申
请加入其中，并主动要求到最为
偏远的雁翎风电项目部工作。

一名 48 岁的女电力工人，
为啥还要主动承担如此艰苦的
工作呢？高晓燕说：“风力发电对
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
我希望对它有所了解，也想为公
司的风电业务尽点绵薄之力，快
退休了，我不想留下遗憾。”

提起风电场，人们脑海里闪
现的往往是蓝天白云、清新的空
气和随风旋转的风力发电机叶
片。但是，风电场运维人员的工
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诗情
画意，它非常辛苦、枯燥、孤寂，
甚至有些危险。

雁翎风电项目部位于张茅
乡，项目部所属105台风力发电
机分布在这里的雷震山、响屏
山、盘陀山3个山头上。这3座
山的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盘陀

山距项目部挖山沟村最远，开车
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通往
风力发电机的路没有硬化，就是
一段接一段的盘山便道，山上又
时不时出现滑坡、落石等情况，
巡检风力发电机时，除了设备检
测仪器，铁锹、铁镐也是高晓燕
和同事的必带工具，需要用来清
理石头、泥土、树枝等路障。每
当这个时候，高晓燕都会拿起工
具冲锋在前，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习惯了”。
风力发电机的塔筒高 90

米，机舱位于塔筒顶端与叶片的
连接处，安全检查时，巡检人员
需要从基座一步步爬到机舱处
进行检测。90米高的距离，身强
力壮的年轻人爬上去需要一二
十分钟，48岁的高晓燕则要半个
多小时才能爬上去。尽管如此，
高晓燕还是坚持身体力行，不甘
于站在地面指挥。

高晓燕说：“年龄大了，体力
是有点跟不上，需要在梯子中间
的平台上稍微歇歇才能爬上去，
但是，既然干这个了，就要全力

干好，不能拈轻怕重！”105台风
力发电机，每个季度至少要巡检
一遍，每一遍巡检都是高晓燕和
同事们这么一步步、一台台爬过
来的。

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力，是
通过架在铁塔上的输电线路送
往变电站的。这些输电线路也
是高晓燕和同事们运行维护的
重要对象。今年1月 11日，输电
线路突发故障造成停电，但是由
于连降大雪，无法检查、排除故
障，高晓燕心急如焚。1月17日，
天刚一放晴，高晓燕就叫上同事
带上干粮外出检查输电线路。
路面积雪，寸步难行，山道更是
如此。高晓燕和同事乘坐的皮
卡车行驶缓慢，且无法靠近铁
塔，他们只好冒着凛冽的寒风下
车步行。6个多小时后，高晓燕
终于在一座铁塔上发现了问题，
原来是铁塔顶端固定电线的线
夹脱落造成了故障。高晓燕立
即通知专业抢修人员前来修理，
并在现场督导抢修。排除故障
返回项目部的时候，高晓燕已被

冻得全身冰冷，手脚僵硬。
项目部地处大山深处，距三

门峡市区30多公里，除了半月
一次的采购生活物资外，其余时
间全部待在山里，生活相当枯
燥，孤独和寂寞是运维人员的共
同感受。在工作中，高晓燕身先
士卒，巾帼不让须眉，在生活中，
高晓燕则扮演了知心大哥的角
色，经常帮年轻同事排解心中烦
闷。

雁翎风电项目部项目经理
邵钢说，对高晓燕，大家打心眼
里感到佩服，感到贴心，都亲切
地称她为“高老兄”，不管是工作
上还是生活上，大家遇到问题都
喜欢找高晓燕请教。

其实，高晓燕也有心情烦闷
的时候。前段时间疫情形势紧
张，想起家中的亲人，她也倍感
思念和担心。每当此时，她就会
站在山头看看山下的原野、山顶
的白云和高耸的风力发电机，深
呼吸，对着群山大声地吼几嗓
子，然后甩甩头，把烦恼抛至脑
后，重新斗志昂扬地投入工作。

高晓燕：

电力行业女汉子 同事眼中“高老兄”

有人说女人像花，娇
嫩柔弱、鲜艳美丽；有人说
女人似水，细腻绵长、润物
无声；有人说女人如云，轻
柔洁白、变幻莫测。而国
电投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新能源运维中心雁翎风电
项目部安全专工高晓燕与
这些女性形象相去甚远，
她勤奋踏实、勇敢刚毅、坚
定执着，是领导眼中的女
汉子，同事眼中的“高老
兄”。

雁翎风电项目部位于三门峡
市陕州区张茅乡，高晓燕和同事分
组轮流前往驻守，每次半个月。4
月 10日下午，在平顶山热电有限
公司，记者见到了刚刚从项目部回
平的高晓燕。她今年49岁，中等
身材，短发，说话办事干净利落。

高晓燕出身教师家庭，但并不
是一个传统的乖乖女。初中毕业
后，她既没有像父亲期望的那样报
考师范学校，也没有听母亲的话报
考护士专业，而报考了南阳电力技
工学校。“我不喜欢‘修理’人，喜欢

‘修理’机器。”高晓燕的言语中带
着几分霸气。

1991年9月，从南阳电力技工
学校毕业后，高晓燕“跟机器打交
道”的愿望实现了——她来到当时
的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公司供职，
成了一名汽轮机检修工。作为一
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学生，高晓燕
没有丝毫的娇气，她一方面刻苦攻
读专业书籍，一方面虚心向老师傅
求教，经常泡在厂子里围着机器琢
磨检修技术，很快成为班组里的技
术骨干。因作风刻苦勤奋，工作认
真负责，参加工作半年后，高晓燕
就可以独立带领班组对汽轮机组
实施大修了。大修需要连续几天
加班加点赶进度，工作到深夜、凌
晨是常事，但高晓燕从不叫苦叫
累。

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新能源
运维中心主任辛勇说，当时高晓燕
是平顶山鸿翔热电有限公司有名
的女汉子，领导给她分派的工作任
务和男职工一样，她也巾帼不让须
眉，任务完成得比男同志还好。

2005年9月，平顶山鸿翔热电
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新成立了点
检班，高晓燕作为创始元老加入，
负责对发电设备进行检查、评估，
了解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为何时
进行维护、大修提供参考。一年之
后，她就顺利升任主管。

一粒优良的种子，撒到哪里，
都将长出一片绿荫，高晓燕说。

2009 年 3 月，经过层层考
试、竞聘选拔，高晓燕被平东热
电有限公司聘为安全环境部安
全专工。

作为一名安全专工，不仅需
要一手过硬的生产技术，更需要
全面掌握安全生产知识。为了
尽快进入角色，高晓燕废寝忘食
地学习技术知识，掌握安全规
程，了解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

法规。她把厚厚的系统图纸、检
修运行规程和各项安全规定抱
回家，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仔
细研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积
极通过各种渠道向同行业专家
请教，业务技能迅速提高。不
久，她在安全管理方面崭露头
角，说起生产技术信手拈来，谈
到安全管理如数家珍。

从事安全管理工作之后，高
晓燕一直坚持在每次上班后准
时到现场巡视，不管是在50多

米高的锅炉炉顶，还是在地下6、
7米深的输煤地沟，都能见到她
的身影。得益于长期的现场安
全巡查和扎实的知识储备，高晓
燕对公司的设备、系统了如指
掌，练就了一脑子的“活地图”，
成了公司上下都非常信服的安
全专家。

2009年底，根据上级要求和
公司发展的需要，高晓燕组织参
与了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的编制工作。初次涉足这方

面的工作，为了使所编写的应急
预案具有适用性、实用性，她不
厌其烦地上网搜集相关资料，并
多次前往外地考察，虚心请教相
关专家，反复多次修改预案设
计。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工作，高
晓燕主持编写的《综合应急预
案》《防汛专项应急预案》《人身
伤亡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等17个
应急预案一次通过了专家组的
评审，为公司安全生产和应急事
件处置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本报记者 王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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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燕下到风力发电机塔筒底部查看设备情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