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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黎明与万家灯火
文 /秦岭

引子
太阳的光和热，肇启了苍茫大地上的黎明。

人类对电能的开发和利用，为工业文明和科技进

步背景下大自然的夜与昼，赋予了万家灯火和机器轰

鸣的诗情画意。电，使黎明不光属于鸡啼破晓和东方

的鱼肚白，它更像黎明的另一种象征，而黎明，恰如

电的另一种寓言。

“黎明，是我们老百姓心中的明星。”一位天津

人对我感慨。黎明指张黎明，他是国网天津滨海供电

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热血男儿仗剑天涯的

豪情写照，可张黎明却用长达 31 年的时间，巡线 8 万

多公里。这是一段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路，需要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的路，需要屏息静气绷紧神经的路。

绘制线路图 1500 多张，这是只有真正的工匠才能

完成的线路“情报图”，每一页，每一个线条，每一

个符号，折射着共和国普通蓝领职工张黎明与滨海新

区由盐碱地变成环渤海经济热土的某种关系，尽管，

这样的关系在滨海新区凤凰涅槃般的华丽转身中，只

是一缕流光碎影，可恰恰是这一米阳光，或者一束火花，

映衬出了天津人砥砺前行的模样。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这里，记忆的闸门和

电路的闸门几乎是同频共振的，滨海的“老电力”孙

云东给我介绍张黎明的时候，总要说：“当年啊……”

回溯当年，仿佛是对张黎明前半生所有秘密的一次求

证。上世纪 80 年代，他骑着二八式自行车匆匆穿行在

疾风肆虐的简易木质电杆之间；到了 90 年代，他推着

摩托车奔波在狂雪笼野的高压线之下；进入新千年，

他开着“大黄车”在企业和社区里东奔西走；近些年，

他常常驾驶着现代化抢险车……

这是时光的流转，也是一个人的年轮和阅历。交

通工具从老式自行车到现代化的抢险车，电杆从低矮

原木到高耸入云的塔式钢筋混凝土，线路从一片一地

到整个滨海全覆盖，弹指一挥间，张黎明由弱冠进入

知天命之年。

我见过张黎明不同时期的照片：结实的身子，憨

厚的笑脸，眼镜片后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可见

到真人时，却发现早已两鬓霜染，额头蹿出几道深深

的皱纹。

“他是个玩命的人。”抢修班的老师傅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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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26 日深夜，一场六十年一遇的特大

暴雨席卷津门。告急！告急！告急！停电！停电！停

电！ 80 多个报修电话仿佛雷鸣闪电中绝望的呼救。张

黎明带领队友们立即投入战斗，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汗水，泥水，雨水；张家，王家，李家……所有报修

任务初战告捷，可他们个个累成了一摊泥。

“大伙儿吃口饭吧。”张黎明这才意识到，连续

奋战 8 个小时，他和队友们滴水未进。疲倦和困乏排

山倒海般袭来，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睡个好觉。

“电管家”“电保姆”“电使者”……这是老百

姓对张黎明的昵称。他好歹也算个芝麻官——班长。

可更多的老百姓更愿意直呼“黎明”，就像爷爷喊孙子，

父亲喊儿子，大姐喊弟弟……

抢修的抢，是抢时间；抢修的修，是化腐朽为神奇。

而张黎明偏偏就是创造神奇的人，他累计完成故障抢

修、倒闸操作等业务两万多次，可在有关他的安全事

故记录簿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大大的“零”。这不是

记录，但也是记录。

社区居民老赵告诉我：“有黎明在，我们心里就

亮了。”

这是一句颇具诗性的语言。灯亮了，便是人心亮了。

“一分辛苦一分才”。张黎明通过对上万个电路

故障进行科学分析和归类梳理，以 50 个典型案例为基

础，研究形成了“黎明急修工作案例库”“抢修百宝书”，

并制作成录音和视频，供队员们学习参考。为了把独

门绝技传授给队友们，他这个“小诸葛”又把 38 个案

例编印成便于携带的口袋书，很快成为队友们上阵的

“锦囊妙计”，关键时刻，一打开口袋书，许多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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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路故障，立刻迎刃而解。

张黎明因此拥有了一个“全科医生”的美誉。

老百姓信得过，同事们看得起，2008 年“滨海张

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应运而生，毫无悬念。它是老

百姓的呼唤，也是张黎明的愿景。

“众人拾柴火焰高”。10 多年来，服务队已经拓

展到 9 个支队、215 名队员，服务面积 2270 平方公里，

服务人口 297 万余，服务供电户数 65.5 万户，服务

14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服务队先后与十几个社区

的 150 余户老弱病残住户确定了帮扶关系，建立了服

务档案，队员们每年开展志愿服务 1100 余次。2012 年，

张黎明在国家电网公司举办的“服务之星”竞赛中，

力挫群雄，捧得国家电网公司“十佳服务之星”荣誉

称号，服务队获“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天津市“优

秀志愿者服务团队”、国家电网“金牌”共产党员服

务队等荣誉。

如果说张黎明是黎明时分最早跃入人们视野的那

颗星，那么，如今的服务队，早已群星璀璨。

　

创新梦，迎接黎明的曙光
“黎明是个好钻牛角尖的人。”队友告诉我。

走进成立于 2011 年的“张黎明创新工作室”，首

先扑入我眼帘的是一个牌匾，上书：服务没有最好，

创新就能更好。

有多名“创客”给我聊起张黎明钻牛角尖的专心、

痴迷和执著，那简直就是撞断南墙不回头的主儿。在

别人眼里，线路就是线路，故障就是故障，险情就是

险情，不少看似正常的操作业务，全国各地的电力人

都是用传统方法去解决，但张黎明却不是，在抢修现场，

他不光手脚并用，目光里像是布满了千年疑问和万载

纠结。他好像在做梦，梦中有黎明迎来的曙光。许多

天以后，他总会突然脱口而出：“能不能这样？”“能

不能那样？”“能不能……”

所谓“这样”“那样”，都是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新方法、新发明……

一个新点子，也可能只是一个小点子，可张黎明

“小题大做”之后，却能“四两拨千斤”，解决大问题。

比如他发明的“急修专用工具 BOOK 箱”“孪生卡”“绝

缘操作杆”……有的节时，有的省力，有的可以避免

多种风险。

“每当发明一个小物件，咱队长就兴奋地像是变

成了爱迪生。”队友翟世雄告诉我。

用惯常思维看来，发明创造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

里的壮举，可张黎明的发明创造更像是田野调查的结

果，就像一根小草对手指的伤害，人人习以为常，可

在木匠大师鲁班那里却诞生了锯子。这样的观察、发

现与发明，更像一束束、一朵朵充满异香的花絮，汇

成了这位蓝领科技创新的“大观园”。

“大观园”里，创新的花絮，如雪，似蝶。

花絮之一：曾几何时，飞鸟被看作线路的死敌。

鸟儿们常常不请自到飞临线路设施上“做客”，或者

衔来铁丝、铁片等导电物筑巢“安家”，由此酿成鸟、

线、变电设施“同归于尽”的恶性事故。张黎明经过

长期对鸟类栖息规律的观察，主持发明了“三防凉帽”：

防鸟害，防锈蚀，防污闪。既增强安全性，也降低维

护成本，还促成了鸟类与供电器材的和谐共处。该项

目推广使用后，电力系统一片叫好。

花絮之二：社区用电一旦超负荷或遇到雷雨天气，

变压器最容易发生保险片短路烧毁故障，为了啃下这

一硬骨头，张黎明巧妙利用物理学重力跌落原理，发

明了可摘取式低压刀闸，既可减轻登杆操作人员的劳

动强度，减少操作时间，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发

明投入使用后，不仅减少了 10 千伏停电户数，缩小了

低电压停电范围，而且故障处理耗时由原来的平均 45

分钟缩短到 8 分钟。这项荣获国家专利的发明项目，

每年可减少因停电带来的损失 300 万元。

花絮之三：在绝缘斗臂车上实施带电作业，师傅

们必须身穿厚重的绝缘服，戴着笨重的绝缘手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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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剥切。烈日之下，时有中暑情况发生。“能不能

用智能机器人代替呢？”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张黎明

立即带领工作室的“创客”们投入研究，他们遍查资料，

反复设计，现场试验。一次，两次，三次……失败，失败，

再失败……“宝剑锋从磨砺出”。经过大半年的努力，

一项轰动国家电网系统的智能机器人“创享一号”横

空出世。张黎明给这项获得国家专利的成果取了个名

字：“钢铁侠”。“钢铁侠”在国家电网公司第三届

青创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

……

“一花引来百花开”。如今，滨海供电公司依托“张

黎明创新工作室”，建立形成了创新孵化基地、创新

工作室和班组创新工作坊“三级联动”机制，先后孵

化出“金种子”“星空”“静默”“蒲公英”等 8 个

班组创新工作坊，“创客”队伍发展到 157 人，其中

有 9 人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210 人提高了技能

等级。工作室成立 7 年来，累计开展技术革新 400 多

项，获得国家专利 140 多个，其中有 20 多项成果填补

了智能电网建设的空白，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 10 亿元。

2013 年以来，“张黎明创新工作室”先后被授予“天

津市十大示范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国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称号。

而张黎明自己，也先后戴上了“滨海工匠”“天

津工匠”和“国网工匠”的桂冠。

有人夸张黎明：“你是蓝领队伍里走出来的大国

工匠。”

张黎明说：“我只是用心了。”

用心？我突然想起一位学者从天津青少年第三届

科学嘉年华开幕式上给我打来的电话：“有位小朋友

告诉我，张黎明叔叔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发明创造，

我们应该更能。看来，小朋友们是用心了。”

又是一个用心。

“少年强则国强”。张黎明也曾有过少年时代，

这是一颗心点亮另一颗心，这是上一代的梦点亮下一

代的梦。

“明星”黎明的生活秘密
“我们心中真正的明星，是黎明。”一位社区大

娘给我说。

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慨了，可是，与生俱来的

惯性错觉仍然让我第一时间想到了香港影视明星黎明。

我非常清醒“明星”这个词在当下的世界意味着

什么，比如狂热的崇拜与追逐，再比如，心灵与情感

的远与近。

我当然没有影视明星黎明的联系方式，可是，当

我和张黎明互加微信的一刹那，我才知道，这位被“时

代楷模”、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劳动模范等绚丽光环环绕着的大“明星”，他的手

机号码居然是面向社会公开的。

公开在哪里？在社区敬老助残服务卡上，在街道

市民服务手册上，在便民爱心卡上。万千个手机铃声，

像“观众”与“明星”的一个个订单，自然而然地形

成他的工作状态。不同的是，他这个“明星”的“走台”

不是在霓虹闪烁、呼声震天的演义场，而是操工具，

出门，上街，进厂，入户，登杆，攀梯……2016 年 5 月，

张黎明充分利用新媒体，开通了“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微信公众号平台，把自己和队友们的信息直接公布在

信息网络平台。

“都说如今的人都好追星，咱追的是‘电’星。”

一位物业公司的经理告诉我。

大凡“明星”，共同点是你很难采访到他。即便

找到他，他也无法确保有时间跟你聊。他和时间一样，

早已不属于他自己。

我和张黎明面对面坐了不到两小时，这期间他的

手机响了至少 6 次，离座出门至少 3 次。我这才获知，

他不光要随时对接来自厂区、社区的报修业务，还要

挤出时间宣讲十九大报告。一名队友告诉我：“作为

党的十九大代表，他已前往市直、区县党政机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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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宣讲十九大报告 29 次。”仅近期宣讲过的大

型企业就有天津水务集团、天津水产集团、天津中环

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天一建设集团……“我是一

线的职工，我最想去的地方，同样是一线”。张黎明

深有感触地说。我了解到，张黎明的身影出现最多的

地方，往往是班组、车间、社区、边防站点，和他围

在一起的，多是工人、农民、青年员工……

截至我采访的当天，张黎明已接待前来“求经问宝”

的团队 30 批次：北京的，河北的，山西的，江苏的……

凡是“取”上“真经”的，无不大发感慨，而感

慨词多是“真没想到”“长见识了”“我们也和电拼

了几十年，这下突然开窍了”。

一位来自山东电力系统的技术员告诉我：“从张

黎明这里，我取到了火种。”

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我突然意识到，此刻

的张黎明，更像一位播火者。

“勿以善小而不为”。老旧小区的楼道，往往被

昏暗笼罩，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夜晚进出楼道

如履薄冰。2017 年 5 月，张黎明主动捐献滨海“文明

个人”奖励金 1 万元，成立了“黎明·善小”微基金，

并动员居委会在社区募捐光明志愿者，也就是说，志

愿者只需使用一种能声光控制的 LED 节能灯泡，每年

承担微不足道的 1.5 元电费，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已经有 600 多层老旧楼层的 200 多户居民告别

了黑暗，迎来了光明。

“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人们往往就

忽略了他的身份和职业，只把他看做一个好人。”社

区工作人员张妍说。

2015 年 3 月的一天，张黎明接到丹东里社区 70

多岁的大娘陈雨兰打来的电话：“黎明，我心脏病犯了，

可孩子们一时联系不上……”

多少年了，这种与“电”毫无关联的电话总是接

踵而至，但张黎明非常清醒，所谓“善小”，不止姓

“电”，它还姓“善”。张黎明二话没说，带领队员

们赶往大娘家里，他把大娘背下楼，5 分钟就送进了医

院。医护人员看到来者是身穿“红马甲”的服务队员，

立即开启绿色通道……

一位医生心有余悸地感慨：“假如再晚到 5 分钟，

就……”

张黎明告诉我：“好多人问我有什么高大上的思

想根基，其实，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得对得住当年引

领我走上‘电路’的父亲、师傅，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

张黎明祖籍河北省，作为中建六局的职工子弟，幼小

的他曾随父亲四海为家，辗转大半个中国。他目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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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们在内蒙古开发海勃湾矿区、在湖北十堰建设第

二汽车制造厂、在丹江口修筑水库、在燕赵大地引滦

入津、在大港鏖战发电厂的风餐露宿和冲天干劲。曾

几何时，他连续几个月甚至一年都见不到父亲的踪影。

他常常问母亲的一句话，与当下某省卫视开办的亲子

户外真人秀节目名称可谓异曲同工：“爸爸去哪儿？”

母亲就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爸爸来信了，在甘

肃酒泉呢。”

“爸爸来信了，在宁夏银川呢。”

“爸爸来信了……”

只是，同样的亲子，同样的户外，同样的真人，“上

演”的却是另一种主题，弥散的却是另一种人生况味。

张黎明的母亲今年 74 岁，是一位普通家庭妇女，

可就是这样一位母亲，不仅婉拒子女照顾，而且坚持

为邻居理发剪头 50 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婴幼儿，

她则登门服务。“她的收费完全是象征性的。”一位

大爷给我娓娓道来：“过去她剪一次头收费 5 毛钱，

现在呢？您猜。”我当然猜不出来，但我知道如今津

门普遍的理发行情价位在 20 元以上。最终还是大爷揭

晓了答案：“5 元。”

张黎明出生于苍茫的内蒙古大漠，那是 1969 年 8

月的一个黎明。父亲后来问他：“你知道为什么给你

取这个名字吗？”

张黎明回答：“我懂。”

“你真懂？”

“嗯，您干什么，我将来就干什么，因为我是黎明。”

1984 年，少年张黎明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天津电力

技校。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和许多国营企业转型期

的阵痛一样，张黎明的妻子下岗多年，一直在外打工。

很多人建议他利用“显赫”的“明星”身份在电力系

统为妻子安排一份工作，或者动用人脉在相关业务单

位谋一个岗位，但张黎明只吐了一个字：“不！”在

张黎明这里，小家和大家，都是同一个家。

《朱子家训》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居家过日子的千年古训，可张黎明

却无法做到“忠孝两全”，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父亲

病危时、妻子分娩时、儿子高考时……父亲生前这样

安慰他：“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我的影子，这就是最

大的孝了。”

一句话，让张黎明的内心顿然“跳闸”，滚烫的

泪水像涌泉一样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张

黎明控制得了万千电闸，却控制不了那一刻的“心闸”。

在老一辈创业者的脚印里，张黎明走出了自己。

那些脚印，是历史的唤醒，是时代的回眸，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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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韵律，有张弛，有温度，像首尾呼应的人生乐章。

张黎明服务了半辈子，设计了半辈子，策划了半

辈子，梦想了半辈子，如今，他的白发和皱纹里已经

悄悄隐现出夕阳的清辉，可他对未来的设计大大出乎

我的意料。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退休后开一

个饺子馆，我剁馅儿，妻子擀皮儿，不是为挣钱，只

为一家人图个乐呵。”

我无法想象十年后的饺子馆将是什么模样，但我

却似乎闻到饺子的馨香，那种香，不光来自那馅儿，

那皮儿，那乐呵……

结语
斗转星移。无论时空如何变幻，每天都有一个新

的黎明诞生。像初心，也像坚守。

这是属于张黎明的黎明，属于滨海的黎明，也是

属于 1.2 万平方公里津沽大地上的黎明。“一枝独秀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这片热土上，正在走出

一个个杨黎明、赵黎明、孙黎明、郑黎明……

他们不是张黎明，可他们真像张黎明。

有梦的地方，黎明始终在迎接太阳。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