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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秀琴 管晓静 实习生 张燕

他曾荣获青海省青年岗位能手、技

术能手、技术状元和青藏铁路工匠、青

海省高原工匠、国铁集团铁路工匠等多

项荣誉称号，并入选国铁集团“百千万

人才”工程专业带头人。他就是格尔木

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技教员刘效聿。

2023 年，他被推选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候选人。2025年，“刘效聿工作

室”被国铁集团命名为“刘效聿铁路信

号工铁路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的

成立标志着高原铁路在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刘效聿出生于四川彭山，在兰州铁

路机械学校毕业后，来到格尔木实习。

实习期间，刘效聿认真学习、刻苦钻研，

最后留在了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多

年来，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并在车载

设备的维修、调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在面对复杂棘手的技术难题时，

他总能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技

术功底，迅速找到解决方案。刘效聿

说：“我现在的任务是发挥工作室的作

用，辅助大家开展科研项目，还有技术

攻关的处理，对大家的工作进行指导。”

青藏铁路格拉段气候多变、高寒缺

氧，去往拉萨的列车经常会出现一些意

想不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刘

效聿查找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虽然这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总

是说这些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不

然永远得不到解决。于是他开始学习

列控设备知识，很快在技术方面崭露头

角。通过多年的钻研，他的技术越来越

成熟。2021 年，“刘效聿工作室”成立。

2025年，刘效聿工作室被国铁集团命名

为“刘效聿铁路信号工铁路技能大师工

作室”。

“工作室的成立，能更好地发挥技

能人才的作用，进行技术攻关，同时在

技术革新和技能传授方面会有更好的

工作环境，在带徒研习方面才能发挥出

更好的效能。”刘效聿说。

令刘效聿印象深刻的是青藏线开

通以后，由于运输线路和环境的不同，

出现了一些疑难问题，特别是大功率内

燃机车。列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由于

燃烧不充分导致冒黑烟问题，对电子元

器件的污染比较严重，表面因吸碳之后

会产生电压，对板件造成干扰。“通过研

究，我们在检修作业的时候制定了一些

要点，对内燃机车进行清洗。通过这些

技术革新，很多疑难故障被排除了。”刘

效聿说。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成立让刘效聿

信心满满。闲暇时间，师徒会一起讨论

问题，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让刘效聿

短时间内就能够判断出各种疑难故障，

并且能够有效地运用“分析技术”专长

解决设备故障，在分析中解决“疑难杂

症”。徒弟们总喜欢请教他，他也会不

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解，并找出自己多年

积累的业务资料，为大家提供宝贵的学

习材料和经验。与年轻的徒弟们一起，

查资料、定方法、做测验，身体力行地参

与每一项工作任务，面对面、手把手地

向徒弟们传授业务知识和工作技巧，帮

助他们快速成长，让一个个业务“小白”

取得了很大进步，并成为了车间班组里

的骨干力量。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

车间检修工区技术员龚翙高兴地说：

“自从这个工作室成立之后，我们在学

习方面有了更大的提升空间。碰到一

些疑难故障的时候，刘师傅会带领我们

对设备的性能和原理进行深层次的分

析，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刘师傅属于全能型人才，无论是

理论积累、数据分析，还是现场实操，他

的知识面都很全。我们工区如果遇到

解决不了的问题，刘师傅会先进行数据

分析，初步判断这个故障点可能在什么

地方，后续上车之后找故障点时就特别

精准。”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检

修工区信号工李建斌说。

格拉线、格敦线以及拉萨到日喀

则、拉萨到林芝的线路车载设备都需要

他们去维护。仅仅依靠现有的几个人

远远不够，“刘效聿铁路信号工铁路技

能大师工作室”的成立，可以为这些线

路输送技术人才，提升青藏高原地区列

控车载的维护质量。

刘效聿说：“对我们工作室成员来

说，第一个作用就是提升他们的技能和

现场实操水平，让他们的工作经验更加

丰富。再一个就是通过工作室平台，打

开他们技能人才上升的通道，通过我们

工作室培养以后，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胜

任技术管理工作，为我们的铁路运营作

出更大的贡献。”

因为长时间处于高噪音的工作环

境，刘效聿的听力出现了问题，当记者

提及到这个问题时，他说，虽然自己的

听力下降了，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徒弟

走出工作室，到更高的工作平台，为铁

路的发展贡献力量，他觉得这一切都值

得。现在刘效聿依然坚守在一线，查找

问题、解决问题，为青藏铁路的发展默

默耕耘。

刘效聿：“匠心”创造非凡

刘效聿指导技术人员维修车载设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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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段亚慧）2月
17日，宇宙巷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移风易俗树新风、文

明风尚我先行”主题宣讲活动，

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营造和谐美

好的社会氛围。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通

过生动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移风易俗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意

义，号召大家遵守居民公约，自

觉抵制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

规陋习，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

和实践者。志愿者向在场的居

民宣读了移风易俗倡议书，呼吁

居民践行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

礼、办文明简约婚礼；秉持文明

祭扫、厚养薄葬原则，简化丧葬

仪式；日常宴请不铺张浪费，树

立节约观念。

此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辖区

居民对移风易俗的知晓率、认同

感，营造了践行移风易俗、破除陈规

陋习、传播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

（上接二版）尕才仁说：“我们

虽然住进了社区，但是街坊邻居都

是藏族同胞，大家还是说藏语，沟

通起来非常方便，吃完饭，大家一

起在院子里聊天散步，比之前在牧

区舒适了不少。马桶不会用、水龙

头坏了、电费不会交……这些生活

上的困难只要一个电话，社区工作

人员就会上门服务。”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尕才仁

一家早已适应了新的生活。

黄河源昆仑社区党支部书记

南加多杰说：“社区建立以来，我们

不仅配套了道路绿化、农贸市场、

购物超市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更在

就医、就学、就业等民生工程上下

功夫，让搬迁群众真正把社区当成

自己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家’。”

近年来，为了让群众有更加宜

居的生活环境，在曲麻莱和格尔木

两地共同努力下，申请到省级资金

2040 万元，用于社区道路、水厕、垃

圾中转站、人行道、室外排水、太阳

能路灯以及监控等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社区内各项基础设施完

善，牧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易地搬迁不仅要宜居更要宜

业，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

“以前我们一家人的主要收入

来源是放牧，父母年龄大了，搬到

城市，语言不通，更没什么技能。”

22 岁的白措和父母搬迁到格尔木

后最担心的就是家庭收入问题。

2024年春季，一直在外打工的白

措参加了黄河源昆仑社区组织的技

能培训，同年 6月白措就来到黄河源

昆仑社区生态园当上了一名服务员。

南加多杰介绍：“黄河源昆仑

社区生态园项目是格尔木和曲麻莱

两地政府针对社区居民就业难的问

题，共同投资建设的项目。2024 年

项目由第三方运营，每年可固定收

入一百万元租金，并且为社区提供

37个就业岗位。”

白措说：“以前在外面打工，工

资不高，还照顾不上家人。现在好

了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一个月工资

4500 元，日子过得比以前已经好太

多了，特别是看着父母身体健康，

我感觉踏实而满足。”

近年来，格尔木市和曲麻莱县

两地就业部门积极搭建劳动力转移

就业服务平台，举办专场招聘会 4
次，提供就业岗位 204 个，组织 226
名社区群众开展舞蹈、挖掘机、烹

饪、保安等技能培训。

此外，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资

金争取及招商引资，格尔木和曲麻

莱两地政府先后投资 4000 余万元

实施昆仑民族文化村集贸市场、民

族手工艺加工坊、黄河源昆仑社区

蔬菜大棚等项目，引导移民群众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移民产业。

从牧区到城市，从陈旧简陋到

温馨舒适，易地搬迁，是向着美好

生活的奔赴，是牧民改变生活的转

折点。“移居”变“宜居”，让牧民在

新的家园里，稳稳扎根，享受属于

自己的幸福生活。

“移居”变“宜居”家园焕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