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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
起镇，打赢了长征最后一战——胜利山

“切尾巴”战役。如今的胜利山，一座座
红色抽油机在夕阳下挥臂舞动，彰显
巨大活力。48岁的延长石油吴起采油
厂胜利山采油队队长梁永彪，带领全
队 290 名员工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各
项生产指标名列前茅，先后被评为“设
备管理优秀工作者”、“延长石油集团
劳动模范”等，并荣获延安市“五一劳
动奖章”。

“胜利山，点燃奋斗激情，凝聚干事
力量，给人更多幸福和快乐！”在谈及
工作与荣誉时，梁永彪坚定地说，注重
自身与团队综合素质提升，重视设备
高效运行与党建文化管理工程，是我
们采油队成效始终名列前茅的制胜法
宝。感谢我的团队，更感谢组织给予
我努力展现自我的平台。

“管理上思路清、模式新、技术精，
工作上业务能力强、积极性高，是梁队
长的最大特点，大家都喜欢跟他一起工

作。”该队 1-24 工作站站长
高平说，面对生产管理、劳务
优化等问题，我们队出台了
《油井承包管理办法》《薪酬
分配试行办法》等一系列制
度，率先成为改革创新“急先
锋”，逐渐呈现工作效率高、
员工素质高、管理水平高，人
工和管理成本双降低的“三
高两低”新态势。

平凡岗位铸就非凡人
生，执着追求印证无悔情
怀。工作中，梁永彪锐意创

新，勇于进取，积极探索采油队管理新
模式，大胆进行劳动组织、薪酬分配等
改革，首先把单井、站改为集中化管
理，直接与队部接轨，向队长、副队长
负责，真正实现“扁平化”管理，仅管理
成本每年节约 63 万元；其次制定新标
准，推行一专多能，实现减员增效。员
工除掌握日常技能外，还要做到“三
会”：会维修设备、会整理资料、会开汽
车；维修工要达到“四能”：能维修队内
所有设备、能处理一般生产故障、能进
行管线维护、能小改小革；三是全员竞
聘上岗，做实“积分卡”管理，每年节支
300 万元以上。并针对老井、停躺井、
低产低效三类油井和调节油井参数、井
筒治理、强化注水工作，力求实现“六
个突破”，使该队日产原油由 340吨提升
至 370吨。

“我们队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模
式，将学技能与薪酬挂钩，培养全员边
学边干习惯，使员工从‘要我学’转变
为‘我要学’。”职工王强说，今年以来，
我们队致力于打造学习型采油队，作
为“领头雁”，梁队长带头学、亲自讲，

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人。
“工作上，梁队长是一丝不苟的‘顶

头上司’，生活中却是我们心目中的
‘暖男’和好大哥，不论谁过生日，他都
会亲力亲为。”职工蔺巧玲说，在盘活
人才资源上，梁队长创新提出“关心、
关爱、关怀”的人文理念，做到“六个清
楚”：家庭地址清、思想状态清、工作状
况清、困难原因清、技能特长清、解决
措施清；“四个必到”：员工婚丧必到、
员工住院必到、员工有思想包袱必到、
员工有生活困难必到，努力为员工营
造和谐的环境。

梁永彪以“党建文化管理工程”为
抓手，发展延伸文化，形成健康向上氛
围；普及学习文化，提升队伍整体素
质；建设环境文化，创建绿色采油队。
三年来共建立蔬菜大棚 4 座，栽树 600
余株，种植花草 9 个品种，铺种草坪
1000余平方米，实现花园式井站，向建
设绿色采油队目标迈进。

□ 本报记者 胡建宏

■职场精英■

10年来，他累计为企业创效 1000余
万元，解决施工管理难题 100多个；他带
领的QC小组荣获“铁道部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称号，主持的QC课题获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参建的杭州地铁1
号线信号项目获得杭州市 13项大奖；他
负责的广州地铁六号线二期项目先后荣
获“2016年度广州轨道交通工程劳动竞
赛优秀施工项目部”“广州市建设工程优
质奖”“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优秀成果”，个人被评为广州地铁集团

“先进建设者”。
他叫宋鹏程，34岁，个头不高，一

张典型的“国字脸”令人印象深刻，现
任中铁一局电务公司七分公司副经理、
广州地铁21号线信号项目经理。由于他
待人热情、做事认真，深得大家信任，

所以大家都爱称他“老宋”，而他的领
导杜晓明评价说：“这孩子有一股不服
输的劲儿，喜欢把活儿干到极致，身上
有窦铁成师傅那样的工匠精神。”

2008年 7月，宋鹏程大学毕业，加入
到中铁一局电务公司，被分配到广州地
铁五号线信号系统安装项目见习。见习
期间，他除了完成“规定课”，还总爱给自
己“加餐”。白天，个头不足一米七的他
与工友一起搬运重达 200多斤被晒得发
烫的角钢；晚上坚持向工友请教，以“打
破砂锅问到底”的韧劲，积极“搜刮”着师
傅们的施工管理经验。

经过数年的学习沉淀，他不但取得
了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自考
本科文凭，还一次性考取了一级建造师
证，并被提拔为电务公司七分公司副经

理，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他踏实认真，不怕吃苦。”这是和

宋鹏程打过交道的人的一致评价。在被
项目部专门“点将”、安排配合西门子
系统人员进行设备调试时，他能在最
短时间内查出故障。等到五号线开通
时，西门子系统负责人在调试后评价
说：在中国开通的地铁项目中，广州
地铁五号线是唯一一家配线准确率达到
100%的项目。

在宁波 1号线，宋鹏程牵头发明了
“地铁隧道施工作业车”，不仅大大提升
了功效，获得国家专利，还为项目节约成
本34.6万元；广州地铁21号线，他创新采
用“丰”字型支架固线，优化工艺，购置全
公司首台便捷式配电箱和角磨设备，创
新采用不锈钢材料紧固件，极大地提升

了工程质量。21号线项目成为电务公司
范围内首个将BIM技术运用于信号系统
施工的项目……

数千台设备他了如指掌，每一个棱
角都摸过，而作为父亲，他陪伴女儿时
间最长的一次，却是在女儿生病的那几
天。同样，陪伴母亲、妻子也只有过年
那几天。

宋鹏程对待自己的家人“太不上
心”，可对于项目上的兄弟姐妹们，他
却看得很重。

“是家人，赐予了我前进的力量；
是导师，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像窦师傅一样优秀，在
不断超越中保持先进。”这是宋鹏程笔
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他为此不断努力
奋进着。 □ 尚永超 王志林 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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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延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延长石油集团劳动模范梁永彪

埋头苦干抓生产 胜利山上燃激情

11月9日至11日，中铁十二局集团
四公司在佛山一环西拓工程项目部举行
了2018年测量工、试验工技能大赛。

此次大赛是该公司自 2016 年以来
连续三年举办的同类型比赛。来自 45

个基层项目的 83 名试验、测量选手参
加了大赛。比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
试，理论考试占40%，实操占60%。 图
为测量选手为勇夺第一，在竞赛中奔跑
如飞。 □ 国占 吕燕 京刚 摄

梁永彪梁永彪（（中中 ））在指导工作在指导工作

当好一个“铁嫂”不容易，而中铁十二局一
公司测量工任山虎的妻子李秀敏却当得有板有
眼；婆媳关系最难处，而李秀敏这个既是儿媳
又是婆婆的角色却当得有声有色。

由青丝到白发，由昔日的“二人”世界恩恩
爱爱，到今天的四世同堂、四姓八口之家的大
家庭，李秀敏这个“当家人”累并快乐着。

由丈夫一个人是光荣的“老铁”，到如今两
个儿子、两个儿媳加盟企业，四个优秀的“小
铁”，李秀敏对企业献出了无限的忠诚和挚
爱。她经常对爱人和孩子们说：“家里有我呢，
你们放心吧。”

结婚 30年，丈夫作为一个测量工常年奔
波在施工一线，她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教育两
个孩子成长成人。

婆媳 30年，她们之间没红过一次脸，80多
岁的婆婆逢人便说：“我们虎子可找了个好媳
妇。”儿媳妇更是逢人就夸，“嫁到任家是我的
福气。”

平常她一个人在家照顾婆婆带孙女，一老
一小生病住院或者她自己有个头痛脑热，从不
和在外工作的亲人们说，只是一个人撑着。

2011年，婆婆年老体弱，儿媳妇怀孕，每次

做饭她都是先给婆婆做，喂婆婆吃完饭，再给
媳妇做，照顾媳妇用餐，她自己则用剩饭剩菜
打发凑合了事。

有时孩子回家、亲戚来访，房子不够用，为
了让老人孩子们休息好，她自己在客厅睡沙
发、打地铺。

她的家庭属于一般收入，但她经常给孩子
们说：“单位的工资不算低，你们不要贪财，钱
多了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只要你们工作做好
了，比给我交多少钱都高兴。”

她的手上有五家人的钥匙，大家都放心
地交给她管理，从租房、卖房到购买水电煤气
修水管，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老乡、邻居家有
个红白喜事她跑前跑后，不怕麻烦；她经常清
扫楼里楼外的公共场所，为花草浇水施肥，在
她的带动下，家属楼前更加清洁，邻里关系更
加融洽。

李秀敏很平凡，很普通，但她身上彰显着
中华民族善良质朴、尊长爱幼、与人为善的传
统美德，被公司评为“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正是一个个像她这样的铁嫂，支撑了企
业的兴旺与发达，让社会更加和谐。让我们
向李秀敏致敬，祝好人一生平安！ □ 刘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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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工 会 十 七 大 期
间，职工权益成为公众高
度关注的焦点。而无论是
在全国总工 会 主 席王东
明所作的报告中，或是在
各代表团的热烈讨论中，
还是在各媒体的竞相报
道中，有一个词被广泛提
及，成为大会代表和社会各
界热切关注的高频词汇，这
个词就是“获得感”。

那么，广大职工群体
心中的获得感具体化后是
什么样子呢？有一句曾经
火遍网络的话是这样说
的：钱多事少离家近！但
世上真有这样的好工作
么？或者说，每个职工都能
找到这样的好工作么？当
然不能人尽其愿。但从某
种程度上这几个字比较贴
切地表达了广大职工内心
关于“获得感”的真实诉求。

如何进一步增强和巩
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呢？
如果以问题为导向来解决
的话，或许“钱多事少离家
近”几个字，能为我们提供
导向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要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增强
职工群众生活的安全感。劳动
报酬是所有劳动者及其家庭赖
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但是挣钱
多少是多，多少是少？相信谁也
说不出统一的标准。说白了，收
入的多少，提供的是一种对生活
的安全感。如果房价依旧“高
烧”不退，医疗依旧能让一个家
庭“因病返贫”，即使薪酬达到了
安全标准，生活的安全感也不会
达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
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庄
重承诺，直指影响老百姓生活安
全指数的痛点、难点、焦点。各
级政府、各个企业和各级工会组
织，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不断提
高职工的收入，或者“变相”地让
职工手里的钱更“值钱”，才能切
实提高职工群众生活的安全感。

要不断减轻工作压力，增强
职工群众工酬合理的公平感。
关于“事少”的诉求,相信所有勤
劳善良肯吃苦的劳动者并非做
着“光拿钱，不干活”的美梦，而
是对现实中工作压力过大的反
应。和薪酬一样，工作量的多少
也没有一个公认的衡量标尺。

但是在平时工作中不难发
现，真正让很多职工觉得

“事多心累”的往往并不是
所从事的工作本身，而是
与其有关联但并不绝对重
要的方面，如工作分配的
不合理、侵占业余时间的
加班、制度流程不完善所
带 来 时 间 精 力 的 浪 费 等
等。试想一下，如果职工
80%的时间被 20%的次要
工作所牵扯，而且工资奖
金并不会因额外的事务增
加，这就难免不会产生“事
多”的感觉。“事多”的指
向，实质是工酬不合理。
让职工减，不是单纯工作
量的减少，而应该更多理
顺企业管理流程，合理分
配工作任务，优化企业运
行效率，要让职工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公平。

要 不 断 提 高 福 利 待
遇，增强职工群众家庭生
活的幸福感。一个人一天
的精力是有限的，家离上
班的距离越远，人们耗费
在路上的时间就会越多，
留给家庭生活的时间就会
越少，家庭生活的幸福感也
就越低。当然，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完全
做到让人人都能“在家门口”上
班。但却可以通过采取一系列措
施和给予适当福利来实现“离家
近”的诉求。比如配备相应的通
勤车辆，免去职工上下班搭乘交
通工具或自驾的麻烦；灵活调整
上班时间，采取错峰或不固定时
间的工作方式；也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尤其是利用网络技术发展应
用给社会带来的红利，允许部分
职工在家办公等等，从时间上缩
短家与单位的距离，解决职工群
众“离家近”的诉求。其实，“离家
近”的诉求，仅仅是职工群众对于
劳动报酬之外福利待遇的一种形
象表达，延伸开来，则是对所有增
强家庭生活幸福感的方方面面。

让职工群众更多地获得，也
是一种激发企业活力、培育企业
新增长点的机会。企业让员工
越能感到“钱多事少离家近”，员
工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也越强，越
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可见，“获得感”包含着“给”与

“得”的辩证法。
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

将企业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紧
密结合起来，在“给”与“得”的辩
证法中，通过增强职工群众生活
的安全感、工酬合理的公平感和
家庭生活的幸福感，来切切实实
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 王白雪

■劳模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