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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邦鹏：

甘当电力一线工人的清华博士

本科、硕士、博士都在清华大学就读，人称

“三清博士”，一个“高大上”的称谓；国网上

海浦东供电公司“继保班”班长，一个基层电力

检修的带头人；两个很难联系在一起的不同身份，

其实，就是一个人。今年 32 岁的谢邦鹏，就是

这样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一线电力工人。

“当一线工人，不能只是简单地‘流流汗’，

更多的应该是‘过过心、用用脑’。电力行业也

不是简单地接根电线、换个继电器，随着智能电

网、物联网、特高压技术、电动汽车等高科技的

引入与融合，越来越需要高科技人才进行创新实

践。”面对记者的采访，谢邦鹏这样说。

这不，2015 年第一天，谢邦鹏一早就得赶到

陆家嘴滨江。他要对 6 座变电站、2 座开关站等

设备进行特巡，以确保节日期间陆家嘴区域的用

电稳定。

一名清华大学高材生，甘当一名普通的蓝领

工人，而且一干就是 6 年，是什么吸引了他？这

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走进”谢邦鹏，让我们一同来揭秘⋯⋯

“学霸”做出“意外”选择 圆梦从一线工人开始

谢邦鹏儿时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工程师。在他

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对电力的浓厚兴趣：用手电筒

的干电池搭灯泡，拆了电动玩具车看电路⋯⋯5

岁上小学，高中时数理化都得过奥林匹克竞赛奖

项，谢邦鹏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学霸”。

1999 年，他以高出四川录取线 40 分的成绩

谢邦鹏

1999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博士

研究生，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保

护自动化一组组长，高级工程师，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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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清华大学，那年他 17 岁，而专业，选的就

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大三时，班上很多

同学都在为出国做各种准备，但谢邦鹏对此却

兴趣不大，学习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为中科院

院士卢强的硕博连读博士生。“卢老师是电力

系统首席科学家，电力行业的泰斗，能做他的

学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谢邦鹏告诉大家。

“电力”能转换成“磁力”，牢牢地吸引

住了谢邦鹏。2008 年博士毕业，谢邦鹏眼前的

职业道路有很多条，但他还是难舍电力；而即

便在电力系统，也有多种方向：去高校、科研

院所搞理论研究，或到电力公司、发电厂、配

套生产电力设备的企业做工程应用方面的工

作；可以留在北京，可以回成都，也可到上海。

最终，谢邦鹏的选择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到

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做一名电力工人。

对于谢邦鹏的选择，父亲很支持，母亲有

点小失落。而谢邦鹏则沉浸在新工作、新生活

的憧憬之中。谢邦鹏说，小时候老师问同学们

“长大后的梦想”时，他的回答是“工程师”，

这个梦想从未改变，他深知，这个 “工程师”

必须要深入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从“傻站”到“劳模”

 一年内完成“博士 -菜鸟 -达人”转变

正所谓“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09 年初，谢邦鹏第一次跟着继保班的老师傅

到一线工作时，“现实”就狠狠地给了他“闷

头一棒”——“三清”博士瞬间变成了一只操

作技能“菜鸟”。

“继保班”是浦东供电公司“运检部”的

重要班组之一，主要负责公司管辖范围内“二

谢邦鹏在调试设备

谢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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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设备”、“三次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人们

要做的是日常巡视维护检修、故障抢修、新设

备投用前的验收等工作。对于这些工作的原理，

在清华大学苦读 9 年的谢邦鹏早已烂熟于心，

但第一次进入工作现场、看着师傅们各自忙开

时，他却只能“傻站”在一边，因为“什么工

作都搭不上手”。

强烈的挫败感让谢邦鹏觉得自己在现场有

点“多余”，好在此时，班里的老师傅给了他

鼓励：“万事开头难，你学起来肯定很快的。”

这句话让谢邦鹏突然明白，虽然自己有博士学

位，但都是理论知识，面对实际工作，除了从

零开始，别无他路。谢邦鹏又开始发挥“学霸”

的潜能。他一边翻看各种工作规程、说明书，

一边主动向班长“要活干”，单位规定下午五

点下班，他经常主动加班到晚上七八点。为了

提高工作技能，很快他就成了班组里的“劳模”：

拧螺丝最多、接线头最多、看图纸最多、做笔

记最多。

从“零技能”菜鸟到操作“达人”，谢邦

鹏用了一年时间。时至今日，他仍坚持着工作

时“早到晚走”，基本每天都是班组里最晚下班，

他说：“已经习惯了。”

暴走“丈量”世博供电路径 

“本领过硬”还能“随叫随到”

2010 世博年，对谢邦鹏是重要的一年，也

是最辛苦的一年。

世博会期间，浦东供电公司承担着浦东世

博区域电网和电网设备的运行维护任务。他从

一线班员成长为现场工程师，除了继保班的工

作外，还被抽调去参与世博区域变配电设备的

运行维护工作。

作为最基本的保障条件之一，电力对世博

谢邦鹏在一线检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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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邦鹏

区域运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谢邦鹏手

头有一些前期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是不是都能

和现场的设备对应得上？认真的谢邦鹏开始了

排摸，而排摸的方式很原始——把浦东世博区

域各站点的全部供电路径走一遍。

“每天走二三十公里肯定有的，一天下来

非常累。”除了走路，谢邦鹏还要钻进每一个

地埋变电坑道查看设备，坑道里常有积水，经

常出来后就是一身泥水，“现场不可能换衣服，

湿衣服也要穿一天。”最终，在用双脚“丈量”

了浦东世博区域供电路径之后，谢邦鹏和同事

精确绘制出了数千条线路的接线图。

电力工作关系着整个城市的运行和千家万

户的生活，一个小故障可能就会使一大片区域

陷入“瘫痪”，而作为电力工人，除了要能吃苦、

具备过硬的“本领”外，还必须“随叫随到”。

2012 年夏的一天，谢邦鹏凌晨三点接到一

个抢修电话：35 千伏黄楼站一仓 10 千伏出线倒

闸操作时不能正常送上，他和同事董逸俊立即

赶赴现场。黄楼站是一个老站，10 千伏开关室

里就像一个蒸笼，谢邦鹏和董逸俊进去不到三分

钟，衣服就已被汗水湿透。所幸，此时的谢邦鹏

已练就过硬的现场处置本领，他很快查明原因，

一个小时后，更换完一个继电器，顺利送电。

类似的紧急抢修任务，这么多年来谢邦鹏

完成了无数次。

“抱怨”引发创造发明 

经历“苦处”方能收获“乐趣”

经过几年的历练后，2011 年，29 岁的谢邦

鹏当上了继保班的班长，开始带领一个平均年

龄不到 30 岁的团队共同前行。怎样让班组的工

作更上一层楼？这是谢邦鹏思考的问题。在经

过多次认真的思考后谢邦鹏想出了“两手抓”：

一方面通过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施工加强安全

生产；一方面通过绩效考核、教育培训、科技

创新等加强班组日常管理，提升班组工作水平。

在谢邦鹏继保班的工具包里，总能找到一

根 10 多厘米长的小钢管，工人们称之为“套筒”。

这根不起眼的“套筒”，却是一项专利产品，

而它的“诞生”则来源于班里老师傅的“抱怨”。

在调换电磁继电器时，因为螺丝的“腿”

太长了，用钳子拧非常麻烦，费时又费力。老

师傅用土办法接工具，但效果不大好，一般也

就抱怨两句。但谢邦鹏听到抱怨后却开始琢磨：

既然工具不顺手，为什么不设计一个顺手的？

随即，他就带领团队开始了设计，利用自己的

理论知识，结合实际的工作需求，开发出了一

套电气化组合式装卸工具。而就是这个简单、

小巧的套筒，解决了一线工人实际工作中存在

多年的大麻烦，拆一套设备就能节约一小时。

而谢邦鹏带领团队的发明创造远不止这一

项。从 2011 年成为继保班的班长到 2013 年，短

短三年间，谢邦鹏就带领团队申请了二十七项

发明创新专利，平均一年近十项，同时还发表

了七篇 EI、核心期刊收录的科技论文。

2010 年，谢邦鹏他和女友黄玲在上海组建

了小家庭，是不折不扣的“裸婚”。最近一两年，

谢邦鹏不时会听到有人跳槽的消息。面对这些，

谢邦鹏显出少有的淡定。2012 年谢邦鹏和妻子

在浦东临沂新村买了一套老公房，总价 170 万，

贷款 110 多万，如今除了公积金外，他每月近一

半工资要拿来还房贷，“要说没压力，那是骗

人的。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我喜欢这份

工作，比起赚多少钱，在这个岗位上我有收获、

个人能力有成长有进步，更让我得到满足。”

谢邦鹏说。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

任的乐趣。”这是谢邦鹏在工作总结中引用梁

启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在从“三清”博士转

型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力工人的过程中，谢邦鹏

经历了一线工作的“苦处”，也在岗位工作的

历练中收获到了工作的“乐趣”。

（本文转载自人民网，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上海浦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