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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曾说过，这个世界缺少了女

人，至少没了五分的美丽，六分的温

柔，七分的爱和八分的坚强。的确如

此，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芒，中车时

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源事业部

技术部副部长王双娥身上透露出别样

的魅力与力量。

在新能源电气这个男性居多的行

业里，王双娥以过硬的技术闯出了自己

的天地。入职 11 年间，她带领团队获

授权专利 30 余项，本人先后获得中国

中车技术专家、中国中车先进女职工、

株洲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用

满腔热情和智慧，以科技创新支撑“双

碳”战略落地实践。

“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事情”

只有敢于迎难而上，才有解决问题

的办法。

“我喜欢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所

以，平常工作中对于难度大、周期紧的

项目，王双娥总是迎难而上。

研发设计中，车型尺寸越小，对电

气设计的挑战难度越大，如中车电动微

循环巴士 V5，5.33米的小身材，导致 V5

的电气设计难度大、工艺复杂。

作为整车电气研发主力，王双娥带

领团队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地攻克。为

了解决问题，王双娥与研发团队成员积

极调研，请教领导专家，多次组织方案

及图纸的内外部评审，对 V5 图纸进行

逐个“分解”，细致到每一个电气部件

及高低压线束，尤其是后舱的电气部件

及线束布置，最终顺利完成了整套电气

图纸的设计，并通过了专家评审。

然而，图纸设计只是第一步，制造

过程才是真正的挑战。实际生产中，研

发团队碰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状况，如

各种部件与线束干涉，部件与支架干

涉，线束走向及长度不合理等等，尤其

是电机三相线，因为走线区域涉及运动

部件且空间特别紧张，线束又比较粗，

导致该线布置难度较大。通过与专家

反复研讨及现场验证调整，最终圆满解

决了该问题。

过程是艰辛的，收获是可喜的。如

今，中车电动 V5 一经发布便受到了广

大客户的喜爱，产品远销广州、重庆、

石家庄等全国各地。

从电气设计到设计安全

电气安全问题是王双娥多年来关

注的重点。在她看来，整车安全的根

本，在很大程度上，与电气系统的可靠

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简而精，是王双娥电气设计的核心

理念。产品验证充分，也意味着减少了

故障点，既保障电气设计落地后能够达

到功能要求，同时又要做到安全可靠，

这都是电气设计者必须要综合思考的

问题。很多情况下设计方案不是一锤

定音的，需要反复推敲、不断丰富，不

断调整。

为了设计与现场更好地协调，深入

现场是必不可少的。在设计和落地之

间，需要一座桥，这座桥是经验、是态

度，更是对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

“图纸设计完了，那现场实际情况

是否能与设计完全契合？”在设计的时

候，王双娥总是更全面地思考现场可能

碰到的各种问题，这不仅关乎科学精

准，也同样关乎安全实用。王双娥说，

设计人员一定要经常去现场看一看，只

有经常到实地去看，才能对各类生产现

场有更精准的把握，设计图纸也会有更

周详的思考。

选择背后往往是多重挑战

科研要想出成果，须得下“十年磨

一剑”的苦功夫、拿出“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硬作风，而随时出现的各种突发

状况，更是考验一名科研人员处变不惊

的定力与实力。

重卡产品开发作为中车电动重点

发展的项目之一，周期紧、任务重、难

度大。当公司正急需电气技术人员进

行重卡项目研发时，王双娥勇担重任，

主动请缨，马不停蹄投入重卡产品开发

工作。

随后，伴随着公司组织架构调整，

王双娥再次被委以重任，又先后加入到

能源应用研究院、智源事业部不同的团

队中，继续深入研究开发能源电气。

“这些选择的好与坏、优与劣，其实

都是没法比较的。”王双娥说，不管是

商用车整车电气还是储能电气，既然选

择了，就要把它做好，为公司的进一步

发展添砖加瓦。

“我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我可以

决定生命的宽度。只有不断接受挑战、

突破自我，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谈

及未来，王双娥表示，保持谦虚谨慎的态

度，日益精进，才能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

可能，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早晨，朱晨的一天总是从打开

邮箱、处理来自海外各地的邮件开

始。尽管身处内陆城市株洲，但她

的工作却紧密链接着海外，紧随全

球化的市场而轮转。

这位头发乌黑、嗓音清朗、气

质从容的“营销新星”，就是中车时

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营

销中心营销经理朱晨。

与中车电动初相见

大学毕业后，朱晨进入株洲市

景炎中学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兼班

主任。她带领的班级英语成绩，一

年之内从中游进步到在各项考试

中蝉联年级第一。

此时，朱晨迎来了能够进入中

车电动海外营销中心的机会。“这

既能挑战自己，又能去海外拓展眼

界，简直太棒了。”没有过多犹豫，

朱晨欣然接受工作邀请，成为一名

“中车人”。

面对全新的领域，她勇敢地迎

接挑战。刚成为一名海外营销经

理的朱晨，除了做好与客户对接的

本 职 工 作 ，还 要 全 面 介 入 项 目 推

进、车辆发运、市场管理、团支部对

接等多项工作，也成了一名“斜杠

青年”。

放手勇闯新赛道

很快，朱晨就接手了中车电动

公 司 某 海 外 区 域 批 量 销 售 项 目 。

对 她 而 言 ，这 既 是 展 现 能 力 的 机

会，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2022 年 10 月 ，朱 晨 遭 遇 了 入

职以来的第一个重大挫折。此时，

正值该项目技术对接最紧要的关

头，由于时差和疫情封控的双重影

响，朱晨与客户的技术对接进展缓

慢，完美主义的她不允许自己出现

任何错漏，因此连续多日每天工作

近 16 个小时，以确保项目的顺利

进行。

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朱晨

的情绪也变得异常脆弱。然而，某

天中午开会时，朱晨意外发现了一

封当天凌晨被她忽视的客户邮件，

也 因 此 导 致 项 目 进 展 延 迟 了 半

天。此时的她，情绪濒临崩溃。

迅 速 调 整 情 绪 ，与 项 目 进 展

赛跑，朱晨再次投入进去，成功地

将项目进展追了回来。在她和项

目 团 队 成 员 的 不 懈 努 力 下 ，以 技

术逻辑最为复杂出名的某项目初

获 成 功 ，完 成 了 前 期 技 术 对 接 的

里程碑。

经历了黑暗和痛苦，朱晨终于

也领悟到：“解决问题是海外营销经

理永远的课题，不要逃避，也更不要

害怕，迎难而上解决它就好了。”

沉淀中不断成长

两 年 过 去 ，朱 晨 已 经 从 最 初

咋咋呼呼的“营销新人”，蜕变为

从容淡定的“营销经理”。如今，

她的工作日志里记录着密密麻麻

的 客 户 资 料 和 交 流 记 录 ，能 够 从

容地阐述不同项目的重点难点和

客户特点。

得益于中车电动产品的品质、

服务保障，2024 年 4 月，朱晨凭借着

自己的洞察力和前期的积累打动

了客户，成功获取海外市场 300 台

产品订单。

“ 我 之 所 以 能 够 取 得 这 些 成

绩，不仅仅依靠我个人的努力，更

得益于那些引领我入门、助力我成

长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不仅是

我 的 工 作 伙 伴 ，更 是 我 的 良 师 益

友。”朱晨说。

除了与同事之间的深厚情谊，

朱晨还从客户那里感受到了无比

的温暖。一次，某项目验车现场，

朱晨第一次通宵跟发车，忙碌到一

整夜都无暇顾及吃饭。然而，让她

感动的是，客户竟然送来了零食，

这份关怀让她深感欣慰。“这不仅

说明我们平时的客情关系维护得

相当不错，也让我觉得平时的辛勤

付出变得更有意义。”她说。

在 工 作 之 余 ，朱 晨 也 喜 欢 游

泳、唱歌和烹饪。通过她的朋友圈
日常分享，可以感受到年轻活力的
她对生活的热爱。刚柔并济，行事
果断，迎难而上，遇到困难从不轻
言放弃，朱晨正跟着公司的脚步不
断向前。

跳出“舒适圈”
勇闯新赛道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高晓燕 通讯员/田健潇

人生就是
不断跟自己“较劲”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高晓燕 通讯员/田健潇

营销新星朱晨。 企业 供图

喜欢跟自己“较劲”的王双娥。 企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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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净化网络空间，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中央网信办和教育部联合发起了“清朗·规范网

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这一行动旨在整治网

络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不规范使用现象，塑造一

个有利于下一代成长的网络环境和教育生态。

记者了解到，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了网站平台

在热搜榜单、首页首屏、发现精选等关键环节的语

言文字使用情况。行动的核心任务是整治那些歪

曲字音、字形、字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以及滥

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

“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集中

的问题，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权

益。”行动要求各地网信、教育部门加强协同联动，

形成依法管理和正面引导的合力。同时，鼓励各

地结合实际情况，加强语言文字相关法律法规的

科普宣传，倡导文明用语用字，营造全社会重视和

参与的良好氛围。

“扫除黑话烂梗，让有新意、有意义的‘话’和

‘梗’流行。”在株洲从事教育工作的刘倩说，除了

网站平台的积极主动作为，教育部门和家校层面

也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规范使用语言

文字的科普和倡导。

记者认为，网络“黑话”已经成为孩子们交流

的一部分，我们不必对此过度紧张，但也不能掉以

轻心，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侵犯孩子们规范表达

的“黑话烂梗”。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和引导，让孩

子们意识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

载体。

孩子热衷说网络“黑话”，家长咋办？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李毅哲 文/图

“ 芭 比 Q 了 ”“ 报 giao”“ 你 个 老 六 ，我 真 服

了”……这些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日常

用语，让老师和家长们在与孩子沟通时常常感到迷

茫。不仅如此，这些“黑话烂梗”还渗透到了作业和

家庭饭桌的对话中。

面对这一现象，中央网信办和教育部联合发起

了“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以整

治网络语言环境中的不规范现象。那么，这些网络

“黑话”对孩子的影响如何？株洲的家长们又是如

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隔段时间嘴里就蹦出来个新词，都不知道从

哪儿学的。”株洲市民赵先生谈起正在读小学四年

级的儿子时，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最近，他发现

儿子开始使用一些他听不懂的“新语言”。比如，儿

子作业写错了，随口就冒出一句“芭比 Q 了”。赵先

生一开始没觉得奇怪，但当孩子们在聚餐时互相称

呼“你个老六”，他开始警惕。

“我问儿子‘老六’是什么意思，孩子也说不清

楚，只是觉得大家都在说，好玩。”赵先生说。

娟娟，一位初中生的家长，也有同感。她的孩

子刚上初一，喜欢在饭桌上分享校园趣事。但前几

天，孩子突然说出了三个字母的“黑话”，娟娟当场

严厉批评。“你明明知道是不好的词还说，这是不文

明的表现，而且会显得你很没家教……”娟娟告诉

记者，她不得不时常拿出手机，悄悄搜索那些她听

不懂的词汇，以便了解孩子的想法。

“什么词汇流行，就说什么。下课、上下学路上

的课外时间，是传播的高频时间段。”王老师，一位

担任多年的小学班主任，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她

发现，随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孩子们掌握

了越来越多的网络“黑话”。王老师回忆，有位学生

甚至在作文中用“奥利给”作为感叹词，她不得不批

注指出，这样的用法在考试中是拿不到分的。

王老师观察到，网络“黑话”有的中性，有的则

经过了读音、语义的“变种”，甚至有些明显不利于

孩子学习和交流。

“我们班的孩子最近总说‘芭比 Q’，我一开始

还以为是玩具呢！”王老师告诉记者。这些新奇词

汇，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孩子们的口头禅。

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网络游戏和短视频平台

是这些“黑话”和网络梗的主要发源地。这些平台

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娱乐的天地，更成为了他们语

言创新的温床。

“可能一开始班里只有很少的孩子讲，但慢慢

地大家觉得好玩，讲某些话和梗的就多了。”有家长

观察到，这些网络“黑话”的流行，不仅是孩子们之

间的一种社交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芭比 Q”（完了）和“YYDS”（永远的神）等词

汇 ，也 是 通 过 网 络 游 戏 和 短 视 频 平 台 流 行 起 来

的。这些词汇最初可能只是游戏中的一个术语或

者主播的一句口头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

渐被更多的孩子们所接受和使用，成为他们交流

的一部分。

然而，并非所有网梗都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欢

迎。对于那些贬义词、拼音和汉字“混搭”、涉及人

身攻击侮辱等不规范的“黑话烂梗”，家校层面和互

联网平台都较为重视。这些词汇可能会对孩子们

的表达能力和判断力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鸡你太美’‘菜就多练’‘化粪池警告’这

些人身攻击型的网梗，以及低俗色情型的网梗，如

某串数字指代成人影片，或者一句古诗词被赋予色

情的意蕴，这些都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构成威胁。”

王老师指出。

网络“黑话”似乎已成为孩子沟通的新潮流。

那么，株洲市民对于这些“新语言”又有何感想呢？

“我觉得孩子们使用网络‘黑话’，是一种潮

流，也是一种个性的表达。”今年大学毕业的吴聘

在采访中表示，他自己也常常使用一些网络流行

语，认为这是一种轻松有趣的交流方式。

对于网络“黑话”，并非所有人都持开放态度。

市民王先生认为，网络“黑话”缺乏深度，他更倾向

于使用规范的语言进行交流。

家长谢女士表示，她经常听到家里两个上小

学的孩子使用一些她听不懂的网络词汇，这让她

感到既困惑又担忧。“害怕不健康的表达会对孩子

产生不良影响。”

语言学家杨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络“黑

话”因其简洁、幽默、群体认同感以及颠覆性，主要

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同时，他也提醒，网络“黑

话”可能会影响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发

展，需要家长和教育者的正确引导。

在教育者看来，网络“黑话”的流行反映了孩子

们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和模仿。一位小学老师在采访

中表示，教育者需要引导孩子们正确使用语言，避免

过度沉迷于网络“黑话”而忽视了规范语言的学习。

现象
饭桌上、作文中的“新词汇”1

调查
网游和短视频是“发源地”2

声音
家长对“黑话”感到困惑3

行动
打造健康网络语言环境4

网友热议孩子们的“黑话”。

孩子爱玩手机。

刷视频、玩游戏，孩子迷上手机。

孩子爱玩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