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欧国际货运班列开通、首条地铁线开门迎客、

三环快速路建成通车……已经过去的2013，注定成

为我市城市发展史上流光溢彩的一年。

成绩背后，是“三大主体”工作、畅通郑州工程等

各个领域，数以万计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他们犹如

一颗颗螺丝钉，平凡而普通，可是正因为有他们的默

默付出，这座城市才能运转顺畅，才能焕发出勃勃生

机，才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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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
劳动着，幸福着！

本报记者 成 燕侯爱敏 黄永东 刘招 张 倩宋建巧 文 宋 晔 图

美丽中国需要“绿色公交”
2010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与电器专业的博士研

究生郑维，看到宇通公司在新能源客车领域取得的骄人成绩以
及提供的广阔研发平台，义无反顾选择加入到宇通客车。当宇
通的睿控技术在业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当看着由自己参与研
发的新能源客车在郑州的大街上行驶，郑维的心里已不仅仅是
自豪了，更多的是责任。

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表明，新能源公交是降低城市PM的
有效途径，混合动力公交车相比于传统公交车，每公里能耗降低
35%以上，PM排放降低 90%以上。看到这个数据，郑维和研发
团队的同事就暗下决心，要为郑州的天蓝水绿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能源研究对郑维而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事
业和责任。作为研发人员，致力于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研究，他
和团队一同研发前沿技术，满腔热情地投入，通过考察市场、系
统设计、充分验证，最终实现所设计开发的产品在功能、性能、
重量、体积、成本等方面和竞争对手拉开了差距，得到了用户的
认可。

回首2013年，说起难忘的事，郑维说有太多太多，这一年新
能源团队创造了太多的精彩，新能源各大项目获得了多个国家
及省级的奖项，睿控技术的诞生，开启了新能源公交的新纪元，
销售的飞跃及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双丰收。在众多的佳绩下，郑
维同团队中的同事一样，为身为新能源人感到自豪。

地铁记事记了三大本
一个冬日，记者一行来到位于京港澳高速东侧的郑州地铁

1号线郑东车辆段。
一年多来，郭瑞丽就是在这个远离市中心的上班地点，和

同事们一起组织完成了地铁自动售检票安装调试和综合监控、
火灾报警系统的联调工作，为郑州首条地铁顺利开通提供了坚
实保障。

郭瑞丽一开始承担的就是郑州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管理
工作。这是整个自动化体系中的集大成者，一年365天，只要地
铁开通运行，这个系统就必须分秒不差地同步工作。因此，全
线包括售票机、查询机和进出闸机在内的约 800台设备，20个
车站的电脑控制系统，以及后台中央服务器，都必须随时监控
维护。而这一切，靠的就是郭瑞丽和她的团队伙伴们。

能为郑州首条地铁的开通作出贡献，成了2013年郭瑞丽最
开心的事。2013年 5月，郭瑞丽通过竞聘上岗，成为设施设备
部机电室副主任，所负责的工作从自动售检票扩大到综合监控
和火灾报警系统。综合监控和火灾报警要和13个子系统对接，
自动售检票要与相关3个部门4个科室进行对接。最紧张的时
候，她甚至协调安排厂家代表24小时驻场解决问题。

郭瑞丽有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
每一条都对应着一项工作。“建地铁每天事太多，
我怕忘了，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完成的
打个钩，没完成的打个问号。”仅去年一
年，郭瑞丽这样的本子就整整记了
3大本。

郑州的桥有我参与建设
李伟伟，28岁，来自洛阳。作为一名技术工人，他参加过我市西三环高架桥工程的建设，西三

环建成通车后，又投入到陇海路快速通道工程建设中。从寒冬到酷暑，再从酷暑到寒冬，一年来，
与众多城市建设者一样，李伟伟穿梭在钢筋水泥墩间，用一砖一瓦描绘着郑州建设的宏伟蓝图。

“2013年是三环工地上非常忙碌的一年，为了早点完工，让三环高架通上车，加班加点是家
常便饭。”李伟伟告诉记者，西三环进场施工以来，工地也就成了“家”，吃住全在这里。早晨6点
起床，他便早早来到施工点，身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里面装满了图纸、施工方案、钢尺等。他
首先要和其他工人进行技术交流，核实各项施工指标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规定，然后还要监督现场
施工安全问题，从基础的佩戴安全帽，到高空作业时是否系好安全带，再到施工用电是否安全等，
都要一一检查，日复一日。

2013年，为了赶工程进度，李伟伟仅回过一次家。“今年春节又回不去了，我准备把今年挣到
的几万块钱全寄回去，让父母和妻子能开开心心地过年。”李伟伟说，不能陪伴亲人左右，唯一能
回报家人的，就是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三环道路上一座座高架桥，见证着我市道路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李伟伟为自己能参
与其中而骄傲：“以后有朋友来郑州，我会很骄傲地对他们说，这里的桥是我参与建设的。”

在电商沃土深耕细作
2013年，伴随我国电商经济风起云涌，电商大潮渐从

沿海城市席卷内陆郑州。这一年，对于从深圳返郑开疆拓
土的“同城电器”总经理叶鹏来说，只有一个字——忙。

叶鹏是信阳人，大学一毕业就踏进郑州家电圈。两年
前，面对“电商时代”到来，在家电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他一
直在思索：怎样把全国二三级城市家电商整合起来做一个
全国性专业家电网上商城？去年，他和同伴来到深圳成立
公司，正式组建“同城电器”网络平台技术团队。考虑到河
南家电市场容量居全国之首，他们决定把华中营销中心放
在郑州，率先开拓河南二三级城市市场。

2013年 10月，“同城电器”正式上线。短短两个多月，
叶鹏和同事们马不停蹄在全省 18个省辖市奔波。从筛选
客户到沟通来访，从签约合作到帮客户组建项目团队……
辛勤付出换来丰硕成果：他们基本完成河南二级市场布局，
并在华中地区发展了一批客户。

“实现同城销售、同城配送、同城服务，最快2小时送货
上门。解决顾客网购大件家用电器的配送和售后服务难
题。”在叶鹏的工作笔记本上，记者看到这样的工作要点。
这意味着，传统家电销售模式即将面临一次全新颠覆。

“去年，菜鸟智能骨干网入驻航空港，京东商城在郑跑
马圈地，这标志着郑州产业结构将被优化。虽然当前郑州
本土电商企业并不多，但凭借郑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
中原地区庞大的消费群支撑，一定会培育出大批优秀电商
企业。谁能将物流配送网延伸到农村，谁就能领舞整个行
业。”展望未来，叶鹏满怀信心地说。

24小时和PM2.5打交道
30岁出头的袁明浩，人年轻，职业也很新潮——PM2.5监测员。准确地

说，他主要是负责空气测报系统 24小时正常运转：检测空气质量的设备正常
运行，自动准确显示数据，网络正常传输，数据每隔 1小时在市环保局官网主
动更新，以供市民查阅。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袁明浩，学的就是环境保护专业。包括他这个
领头人在内，他们的空气测报团队共有 10人组成。从 2012年 12月 18日正式
发布全市9个监测点的空气监测结果至今，一年时间，他们这个群体每天的状
态就是：忙碌，没有节假日，24小时值班。“9个监测站的设备每周要维修一次，
平时定期巡检，我们几乎天天在外面。”袁明浩说。

每到雾霾天频发的秋冬季，袁明浩也迎来最忙碌的时期。遇到重污染天
气，启动不启动应急预案？这也依赖于袁明浩团队提供的技术报告。“那时候
的工作就不单是监测设备，还要随时和气象部门的人员保持沟通，依据监测数
据，分析气象扩散条件，有无寒流、大风等气象因素可以缓解雾霾。”袁明浩
说，自己要依据这些形成技术报告，以供上级部门参考。

一年拧了20多万次阀门
上午 9 点，记者在华润燃气陇西加气站见到加气 3 班班

长郭娜的时候，她刚刚下夜班，止不住困意：“上班的时候精
神高度紧张，加气又是个体力活，这猛一松懈下来，实在熬不
住了。”

提起过去的 2013 年，郭娜说，由于加气站增多、气源充
足，今年出租车加气排长龙的现象很少见了，工作量相应有所
减少。郭娜简单计算了一下，过去的一年，她一天平均要给
160多辆车加气，一年就是近6万辆，每辆车开、关阀门4次，就
这个简单的拧阀门的动作，她一年就做了20多万次。

本身不胖的郭娜，穿得鼓鼓囊囊，显得有些臃肿。“我们一
上班就是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待在户外，冬天晚上温度能降
到零下几度，我们都穿着两层棉衣棉裤，还是很冷。”

面对新的一年，郭娜的愿望很朴素：
“希望因为安全问题拒绝给车辆加气的时
候，司机师傅能多一分谅解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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