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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奔月，这些湘妹子“帮了大忙”

刚 刚 过 去 的 这 一 周，
中国海南聚集了数不清的
目光。

11 月 24 日， 中 国 文
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
遥五运载火箭成功运送嫦
娥 五 号 探 测 器 奔 向 月 球，
开启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
采样返回之旅。据最新消
息，12 月 1 日 23 时 11 分，
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着陆
月球，开始“挖土”。

这无疑是一趟令全球
瞩目的“旅程”，更是一次
让十几亿中国人骄傲的太
空亮相。然而，对于湖南
人 尤 其 是 湖 南 女 性 来 说，
则更多了一份自豪，因为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多种电
缆组件产品的唯一研发攻
关单位——湘潭市特种线
缆股份有限公司就在湖南。

鲜为人知的是，这支
生 产 队 伍 共 180 名 员 工，
有 99 名女性。多年来，她
们活跃在研发、生产、销
售 一 线， 为“ 嫦 娥 奔 月 ”
默默助力。专业领域称线
缆是火箭的“中枢神经”，
那么，这支队伍是如何完
成如此尖端的高科技生产
工 作 呢？ 11 月 30 日， 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位于
湘潭县的湘潭特种线缆股
份有限公司，带你看看长
征五号背后的生产团队里
活跃着一群怎样平凡而又
让人肃然起敬的湘妹子。

“除了激动还是激动。”时隔

一个星期，张雪辉再提起目睹

长征五号搭载嫦娥五号升空的

瞬间，仍旧满怀兴奋。

张雪辉是湘潭市特种线缆

股份有限公司电装车间的一名

普通员工。11 月 22 日下午，刚

加完班的她，突然接到公司人

事主管尹聪的来电，让她准备

去海南出差，观看火箭发射。

“当时一下子还没反应过

来。”回到家里，张雪辉才意识

到自己马上要见证的是一件即

将载入史册的大事。

第二天晚上 7 点，张雪辉和

公司董事长柳朝阳等一行 6 人

奔赴文昌航天发射场。

在路上，张雪辉发现了不少

和他们同行的车辆，“是一起去

看火箭发射的”。而越靠近文昌，

车辆越多，甚至出现了不少房

车，后来她才了解到，在“嫦五”

发射消息传出后，文昌附近的

酒店和民宿全部被各地赶来的

群众订下，没有订到酒店的人，

或开着房车，或开着小车，甚

至带了帐篷，都要来目睹这一

盛事。

等到了公司在发射场外围

设立的培训基地，已经是晚上 9

点左右。来不及吃点东西填饱

肚子，张雪辉就迫不及待地跑

到了正对着火箭的阳台——长

征五号火箭已经被移到发射位

置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事

们纷纷带着望远镜聚集在阳台，

“大家丝毫没有睡意，急切地盼

望着火箭发射”。

24 日凌晨 4 点半，长征五

号火箭顺利点火升空，巨大的

火焰燃烧，照亮了雾蒙蒙的文

昌。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天

亮了”，张雪辉和同事们一起跟

着大喊：“天亮了！”

“火箭升空其实只有几秒，

但那份壮阔始终盘旋在脑海。”

张雪辉说，等到火箭进入大气

层后，她和同事们又盯着电视，

看着长征五号火箭搭载着嫦娥

五号探测器飞过太平洋，直到

传来一切顺利的消息，她们才

依依不舍地回去睡觉。

凌晨盯着火箭穿越太平洋

扫一扫，看湘妹子
助力嫦娥“奔月”

今年 37 岁的张雪辉已经在

特种线缆公司工作了 5 年，她

是厂里不少员工眼里的“先进

个人”。正因如此，这一次嫦娥

五号升空，她被公司选中到现

场参观发射，“我们公司的传统

就是每次有公司产品参与的火

箭发射时，会选择表现优秀的

老员工到现场”。

2015 年，计算机专业毕业

后“啥都干过”的张雪辉回到

家乡湘潭县，就近找了一份工

作，成为了特种线缆公司的一

名绕包工人——负责将线缆的

线芯包裹上绝缘膜。

这份工作说起来很简单，但

对张雪辉来说却十分困难。由

于特种线缆公司生产的产品都

用于火箭、导弹等军工产品，

所以不能有任何差错，一开始，

张雪辉只能站在师傅旁边学习，

“手和眼要精准配合，真正做到

眼疾手快”。

经过一个多月的旁观学习，

张雪辉终于在师傅的监督下开

始尝试自己绕包，“师傅就在

旁边手把手地教着”。尽管如

此 , 有时候不小心，张雪辉手

中的绝缘膜就没有包裹好线

芯，“接下来的好几米线缆就

不能用了。”这样浪费了上百

米的原材料 , 张雪辉终于做到

了“零失误”。

渐渐地，张雪辉学会了各种

型号线缆的绕包技术，终于在进

厂半年后，开始自己独自操作。

适应了绕包的工作后，张

雪辉开始寻求更高的目标。恰

好公司正在大力发展电装车间，

想着自己曾有过焊接电路板的

经验，张雪辉自信满满地报名

了。没想到，刚一转岗，现实

就给她沉重打击，“线缆和电路

板的焊接是两回事”。

张雪辉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被用到火箭上的电缆要

求十分严格，为了确保不出错

误，只能靠人工完成电装，这

对从前只要管理一根电缆的她

来说，突然要将多根线缆和连

接器安装成一个组件，还要做

到完全不出错，“难度加倍了”。

每每想要放弃时，张雪辉的

脑海里都会出现当初孩子得知

自己生产的产品会被安装到火

箭上时兴奋与骄傲的神情，“而

且他还会和同学炫耀”，这让她

又重新有了动力。

在公司 5 年多，张雪辉已经

从最开始上手工作就会紧张的

“菜鸟”变成了能熟练应对各种

工作任务的“老手”，因为表现

优秀，她已经连续几年被评为

“先进个人”，成为同事学习的

榜样。

“零失误”的背后

当张雪辉沉浸在火箭成功

发射的喜悦中时，远在湘潭的

何水波已经整理好心情，朝着

下一个任务发起冲击。

今年 41 岁的何水波原本在

一家安保公司工作，根据公司

派遣，她成为了特种线缆公司

的一名保安，负责这里的安保

工作。担任保安期间，被公司

各种户外活动吸引的她决定要

成为这里的一员。

2017 年，结束了两年多的

安保工作，何水波收到了特种

线缆公司的实习通知。

进入公司后，何水波被安排

在了编织岗位，没有任何线缆

工作基础的她开始跟着师傅学

习，“一学就是一年多”。

线缆编织虽然可以通过机

器进行，但必须要有人员守在

旁边，做到“人不离机”，因为

组成线芯的线缆差不多和头发

丝一样细，稍不注意，就可能

把线缆扯断，造成不可挽回的

后果。

上班时，何水波随身带着

一个本子，只要师傅讲到有关

技术操作的问题，她就一字不

落地记录下来。因为保密要求，

本子不能带离车间，她只能等

到晚上休息躺在床上时，才能

在脑子里反复演练技术操作，

回想白天所学的知识。对于模

棱两可的问题，第二天上班，

她就会赶紧记录在本子上，“这

样的笔记已经有密密麻麻的一

整本了”。

此后，因为工作需要，何水

波又轮岗了多个岗位，为了快

速掌握各项技能，她把公司里

的同事都变成了老师。

等再次回到编织岗位时，

原有的两名工人先后离职，编

织岗位只剩她一人。“当时我一

下子就怵了。”就在何水波打退

堂鼓时，得知此事的柳朝阳董

事长找到了她：“你别怕，放开

手，大胆做！”这对何水波来说，

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如今，何水波不仅很好地履

行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成为

了公司里的“多面手”，只要公

司需要，她就能马上适应各个

岗位。

“我们公司的员工有一半以

上是女同志。”柳朝阳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线缆相当于

火箭的“中枢神经”，承担着供

电、传感、通信等作用，因此，

每一根线缆都至关重要，这要

求在工作中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而这些重要且高标准的工作环

节，大部分都要依赖这些女同

志超强的业务素养。

“虽然压力大，但正因为团

队里有不少像张雪辉和何水波

一样精明能干的业务骨干，她

们个个都能以湘女特有的耐得

烦、霸得蛮的工作作风和敬业

精神化解压力，不折不扣地完

成每一项工作。这也许就是为

什么像运载火箭这种惊艳世

界的航天事业会相信湘潭的原

因。”说起自己的员工，柳朝阳

十分自豪。

如今，张雪辉和何水波又

接到了新的任务。或许不久后，

我们又将在宇宙苍穹里看到湘

女们智慧的光芒。

从保安到“全能选手”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因为表现优秀，张雪辉（右二）和同事们在公司董事长柳朝阳（中）的
带领下前往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观看嫦娥“奔月”。

如 今， 张
雪 辉 成 为
了 一 名 电
装 车 间 的
熟练工人。

工 作 时，
何 水 波 要
一 直 盯 着
机器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