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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朋友圈
引来帮扶款

“感谢武汉至和天下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
郅华董事长，感谢扶贫干部对我侄儿罗鑫宇的关
心与爱护！”

近日，随着咸阳市三原县养老保险经办中
心的扶贫干部周荣把武汉至和天下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的爱心捐款交到陵前镇铁家村贫困户
罗鑫宇的监护人景双劳手中，老人激动地表示：

“感谢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感谢社会上的好
心人，我一定会把娃照顾好，让娃好好学习，长大
了回报国家和社会！”

早在 2017 年 7 月，周荣就来到陵前镇铁家村，
开始了他的脱贫攻坚工作。当时罗鑫宇正在上小
学六年级，母亲刚刚因病去世不久，父亲长期失
联，孩子随同姨父景双劳一家生活。由于孩子
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和学习都比较困难。了解
到这一情况，周荣一方面将国家的扶贫政策向
罗鑫宇及其监护人进行宣传，帮助争取国家低
保和教育扶贫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微信
朋友圈对扶贫工作进行了实时发布。

没想到，他的这条朋友圈引起了一位好心
人的关注。他的一位同学郅华，目前是武汉至
和天下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关
心家乡的慈善事业，当他看到周荣朋友圈中的

“扶贫动态”后，第一时间表示愿意对罗鑫宇进行
爱心帮扶。并迅速拟定了三方协议，帮扶其一直
到 2020 年 9 月结束，在罗鑫宇上学期间，由郅华
董事长每月提供 500 元的爱心帮扶款，直到孩子
初中毕业。

截至目前，罗鑫宇及其监护人景双劳已经
收到郅华董事长的爱心帮扶款 4500 元，对孩子
的学习和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涓涓细流，汇
聚成爱的海洋，呵护孩子的成长，脱贫攻坚的“微”
动力，让这个冬日温暖如春。 □通讯员 郝仁

“以前的班前讲话，针对现场施工重点工序
强调得少，未落实到操作过程中。现在的班前
讲话已经成为项目施工的第一道防火墙，更是
安全监管的一道亮丽风景。”群安员衡松茂说。

1月 14日，中铁七局三公司苏州地铁 5号线
21标项目部班前讲话后，各班组作业人员对班前
讲话“讲实效、讲高效、讲功效”的做法纷纷点赞。

“是呀！不花太多时间、不费太多精力，不
需要太多经费投入，大家对前一天遇到的安全
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人人都可以当老师。”班组
长范海林也表示认同。

2018 年以来，该项目不断创新安全管理工
作形式和方法，以视频讲解、专题讲座、多媒体
安全培训工具箱、“平安先生奖励超市”、农民工
夜校等多种形式开展安全培训预防工作，强化
大家的安全意识，改善作业习惯，及时解除施工
现场安全隐患，维护每一位劳动者的尊严。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采用了“建筑施工从
业人员多媒体安全培训工具箱”，进一步提高了

项目安全管理水平 。该工具箱主要针对工人安
全培训工作，具有“人员管理、培训记录、培训方
案、答题器检测”等几大功能。通过信息录入数
据库，可实现工人电子化动态登记管理，信息更
新及时；培训方案涵盖内容全面，分入场、专题、
工种等不同版块，授课方式以视频动漫为主，形
象生动，印象深刻。可现场出成绩，错题集中
处，可再次学习讲解，巩固牢记。“这种的安全教
育更好理解，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钢
筋班班长施立根说。

“随着项目部安全教育培训多元化，尤其是
运用多媒体安全培训，不受时间和场地培训限
制，而且还根据不同工种进行分类创建培训方
案，培训起来方便省事多了。现在人人都争当

‘平安先生’，大家都成了安全的监督者，过去是
‘要大家安全’，现在是‘大家要安全’。将安全
真正深入心底，保证了全线高风险难点结构集
散中心站顺利封顶，实现了各项年度目标。”项
目副经理王金刚感慨道。 □董志振 杨丽

班前会，让安全变“简单了”

——陕西能源电力运营公司渭河项目部纪实

雏鹰展翅 搏击长空

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曾是西北地区
首批 30万千瓦机组，也是西北电力系统赫
赫有名的“渭老大”。老国企辉煌的历史培
养了一批技术过硬、作风顽强，有担当懂规
矩的电力检修人才；塑造了一支作风严谨、
操作规范的专业维保队伍。

自去年 2月 13日渭河项目部成立后，
这只“雏鹰”的检修任务就接踵而至。由于
渭电机组服役期长，设备老化、缺陷频发，
加之改制后骨干外流、人员短缺，设备维保
检修工作量与人员结构不均衡的现状使

“人员少，任务重，工期紧”成了每一次等级
检修的常态。200余名平均年龄超过 47岁
的“新运营人”创造了渭电历史上的奇迹。

去年11月初，5#机B级检修进入尾声，
6#机通流改造同时拉开帷幕。改造后的
6#机将承担对西安北郊的主要供热任务，
这意味着两台机组高等级检修不得不同步

进行。汽轮机高背压转子更换是此次检修
的重中之重，涉及揭缸、找中心、测通流、调
汽封等一系列技术要求严、精密度高的工
作，还是人员少，还是任务重，还是工期紧，
从技术到体力对员工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项目部领
导在改制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勇挑重担，
制定了“打造精品队伍，弘扬工匠精神”的
长远目标，引导员工树立整个项目部“一盘
棋”思想，在班组管理中求实效，在文明治
理中求质量，在档案管理中求创新，进行全
方位、高标准、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主机班的“重头戏”——配汽机构大修
好比给汽轮机进行“颅脑手术”，对于班组
合并后只有 3名员工干过配汽机构的班组
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班长结合实际，合
理安排，根据工作量将人员分为两组，昼夜
倒班，以老带新、并肩作战，有条不紊完成

任务，展现了良好的统筹管理能力。
3#炉乙排粉机跳闸抢修，锅炉风泵班

班长王书龙丢下生病住院的爱人，加入到
抢修队伍中。锅炉专工刘宏、燃输机修班
班长张炳立都患有重度糖尿病，每天中午
匆匆打完针就赶紧返回现场加
班，经常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
家。电气控制班技术员彭亚君发
烧 39 度，打完针后进入现场继续
进行电动门调试，确保 5B 开机试
验按期完成。老师傅于强还有四
年就要退休，心脏搭了支架，因班
组人员紧张每天依然去现场参与
各种工作。有时候徒弟们心疼他
让他歇会，他也总是一刻不停地拿
着扫帚抹布打扫擦拭设备卫生。

一个人的事迹只是个案，是星
星之火；一群人、一个团队都这样

敬业苦干，就凝聚成一种精神，让“能源工
匠”的燎原之火熊熊燃烧在三秦大地。经
过十个多月的历练，渭河项目部这只负
重前行的雏鹰正在展翅高飞，未来必将
搏击长空。 23 □通讯员 王燕

长庆气井长庆气井长庆气井：：：不放过不放过不放过“““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
最近是冬供高峰，长庆油田天然气日

供气峰值量将超过 1.15亿立方米，基层采
气厂保供压力前所未有。如何保供，作为
陕西市场天然气主要气源，长庆采气一厂、
二厂不仅加大新厂新站新井投产力度，还
在高产井、低产井、积液井、问题井等老井
上“大开脑洞”，努力“争气”。

入冬以来，天气越来越寒冷，毛乌素沙
漠野外的夜间温度曾一度下降至零下24摄
氏度。本来无人值守的双 17-3C8井场却

多了4个“不怕冷”的驻守工人。
夜深人静，温度最低的时候，弥晓辉等

人哈着气轮换着跑到井边查看压力、温度
和流量，防止跑冒滴漏……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这里的一口井上了
加热炉，“高产井要争气”。

虽然为此一天要多支出 3450 元的费
用，但该口井的日产气量却一下子由 2万
方增加到 6万方。对此，采气二厂作业六
区经理杨小龙搓着手说：“为了保供，值!”
整个作业六区上了 4台这样的加热炉，日
增产天然气达 12万方。仅此一项，日“争”
气30万方。

长庆采气一厂G-08-11井受以前开发
技术局限，到冬供前，日产气量仅 3000方。

“我们对该井进行了二次改造，将以前未开
发的层位进行二次开发，用上了‘查层补孔
’技术，改造完后，该井日产气8万方！”采气
一厂作业九区经理任发俊自豪地说。

气井携液困难，容易产生井筒积液，严
重影响气井生产。而这种情况在长庆下属
气田内具有普遍性。如何实现旧貌换新
颜？这直接影响着整个“保供”工作。

“我们根据油压、套压、产气量和产水
量的具体情况进行气井生产动态分析，有
针对性地制定了注排措施，通过每周加注

起泡剂的措施大大降低井筒的滑脱损失，
改善了气筒的携液效果。”采气一厂作业三
区经理李柏鹏说 。

实际中，作业三区仅通过加注起泡剂
一项措施，使所属问题井每周实际增气量
达到110万方。

智能排水采气、上加热炉、投压缩机
站、捞桥塞、远程开关间歇井、节流器打捞、
柱塞……记者在一线采访发现，采气单位
普遍采取了“一井一法、一类一策”，为了老
井增产，长庆采气人可谓绞尽脑汁，每方必
争，不放过“一口气”。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工厂故事■

2018 年 10 月 24 日，伶仃洋浩
瀚的海面上，世界瞩目的第一跨海
长桥——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眼
看着那优美的“风帆”型桥塔精确到
位、巍然竖起，负责九洲航道桥
和浅水区航道桥的项目技术总
负责人、桥梁专家李军平脸上
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2012年 10月，中铁宝桥集
团承担了主航道 100 多米高

“风帆”型桥塔的建造任务，主
要采用60毫米至150毫米的厚
板焊接，其焊缝密集，怎样控制
焊接变形保证几何精度？桥面
以上的钢塔近 70米，总重近千
吨，刚性弱，这庞大的节段怎样
保证安全装船？怎样保证海上
长距离的安全运输？怎样才能
实现大桥管理局提出的“大型
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的
施工理念？……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一个
个否定之否定，多项难题，被李
军平带领的团队一个个攻破。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向中铁
宝桥集团发来感谢信中称：

“在钢塔、钢主梁加工中，率先
在行业内实现了无创伤制造、
无创伤吊装、无创伤支撑技术，
推广应用了轨道式焊接机器
人、无盲区自动焊接设备、焊接
群控制系统等一批国内外先进
加工设备，产品质量和技术创
新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
价，将钢主梁、钢塔制作精度和质量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钢梁
制造和总拼生产现代化的先河！”

这封感谢信褒奖了李军平带领
的整个技术团队的功绩，也给中铁
宝桥集团赢得了荣誉。

要说李军平在造桥中的开先河

之举，那说来话长。
1998年 4月至 2000年 5月间，

李军平主持完成的规模宏大、科技
含量极高、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芜湖长江大桥钢梁制造项
目，被誉为“中国桥梁建设的第四个
里程碑”。

2005年建成通车的南京长
江第三大桥是我国第一座钢塔
斜拉桥。两座高达 218 米的

“中国第一钢塔、世界第一曲线
钢塔”（2003.10-2005.7），是南
京长江第三大桥的重点和关
键，精度要求达到新的高度，制
造难度非常之大，但李军平就
有敢于虎山行的拼劲。钢塔制
作，西方虽然起步早，但他瞄准
世界桥梁制造的先进水平并敢
于超越。2004年 9月，当二百
多米的世界第一曲线钢塔架设
时，几位外国专家得讯后就盯
在现场，当看到钢塔竖起后佩
服地说：“技术精良，工期竟比
我们快了两倍。”

还有在 2005年11月，他主
持广州黄埔大桥钢梁制作项
目，其跨度 1108米、钢梁总宽
近 42米，为世界大跨径第一宽
桥。他精益求精编制工艺，在
大桥制造中提出了 20多项建
议，特别是成功开发了大宽度
钢箱梁的横坡控制技术，首次
采用整体对接式隔板组焊及箱
段几何尺寸控制技术，既严格
保证了钢梁质量，又提高了生
产进度。

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繁
荣发展中，他主持了多座跨越长江的
大桥钢梁钢结构的制造，仅在南京就
主持了3座。能为长江三角洲经济
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即将形成
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的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李军平感到无比荣幸
和自豪。 23 □通讯员 侯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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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铁路车辆制动管系故障多
发 ，中 国 铁 路 西 安 东 车 辆 段 针 对 季 节
性 易 发 故 障 入 手 ，加 大 日 常 作 业 风 管
路回检、管系漏泄故障应急处置、制动

机性能试验等作业关键项点卡控检查，
为 春 运 铁 路运输畅通提供优质车辆。
图为该段检车员正在检查车辆制动软
管连接状态。 □贾智炜 宋亮 摄

也没有豪言
壮语，平平淡淡的
语言里，却能揭示

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更能透视一个人
的内在心灵。这是接触葛衍章后给人的
最初印象。

葛衍章，1982 年 11 月生于南宁宾
阳，2006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工业大学，
2017年 8月到了尼日利亚，现任职于中
铁十二局一公司拉伊铁路线下四分部副
经理。

高中时母亲就去世了，上大学时，父
亲去世，对他来说，似乎家庭的不幸都
是极为平常的。葛衍章很要强。来到
拉伊铁路上，领导安排他负责全长 13
公里的管段和 1 号营地、拌合站的管
理。线路管段有 4座主线桥、5座跨线
桥和 15座框架涵的施工项目。他总是
起早摸黑地带领着 12 名管理、技术人
员和 27名工长，组织着 400多人的属地
雇员（高峰时达到 700 多人）一项一项
推进工作。

说起他的爱人，葛衍章很是无奈。
“从来到尼日利亚，一年多没有回家

了。”葛衍章的爱人叫曹小青是湖南郴
州市永兴县人，俩人于2009年结婚后，第
二年便生下儿子。这对他人来说，爱情的
甜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然而，晴天霹雳。
2016年12月，经权威诊疗机构确诊，曹小
青患上了尿毒症。每周透析治疗需要
2-3次，每个月的费用至少3000元。孩子
要上学，爱人要治病，家中二老双亲不
在，葛衍章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但他却
没有把任何内心的烦扰转嫁给妻子。

他悄悄安排妻子回湖南郴州老家
生活，在郴州市一个偏僻的地方租了
房子，把孩子安排上了学，又请来岳母
照顾妻子。至今，葛衍章已经三年多没
有回过老家了，连一张纸都没能给父母
烧过……人都是有情感的，葛衍章也一
样。每天晚上 7点半下班吃过饭后，整
理完资料，他才与妻子视频，问问家里
的情况，孩子的学习。

“我不是不想家。妻子有病，更需
要我……”葛衍章平静地说。对于领
导准备申请困难职工的照顾，葛衍章
想到的却是比他更困难的员工。 23

□通讯员 郑建军

■兵头将尾■
乐在天涯修铁路

■职场精英■ 留人岂能靠“春节返岗押金”
据报道，某建筑工

地老板为留住工人，将
每月工资截留一部分，

说是积存到年底统一发放。临近年底，老板却推
托说“年后才能结算”。在一些地区，为了留住工
人，有的工地延期支付，把上个月工资押到下个月
发；有的克扣工资，每月从工资里收取一定金额的
在岗保证金；有的扣押证件，“帮忙”保管工人的身
份证、社保卡等证件。

用人单位出台类似“春节返岗押金”制度，目
的是让工人春节之后返回工作岗位。在人口红利
逐渐减退的今天，对用工企业而言，如何留人、敦
促工人节后返岗确实是十分头疼的事。为此，用
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争夺工人，一
些企业给出了很多优厚的条件，还有一些企业把

“留人大戏”上演到极端，采取种种非理性方式留

人，这种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未必就能如愿。
一方面，是不是返岗，工人自身会有一个权

衡。他们出门劳动流汗，首先考虑的是付出和回
报问题。待遇好的企业自然会受到青睐。只是

“少发一个月工资”或“扣除返岗押金”，未必就能
逼迫工人返回岗位。另一方面，用“春节返岗押
金”逼迫工人返岗，即便能留住人，也留不住心，反
而会增加工人的抵触情绪。更为关键的是，无论
是“春节返岗押金”，还是“春节之后再发工资”
都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对工人正当权益的侵
犯。对此，有关部门应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确保
春节之前工资发放到位。

企业也应认识到，“留住工人”需要正确的
方法，与其强留人，不如以情留人，让工人感受
企业的真诚和温暖，企业把职工当家人，职工才
会把企业当家园。 □郭元鹏

■职工之声■

今年 40岁的王晓燕是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供电段柞水变
电所的一名安全员，婉丽、谦虚、细腻是
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勤俭朴实的她，对
待工作一丝不苟，始终将班组安全放
在首位。

她的日常工作就是保证西康线
路柞塔上下行到迴龙上下行线路有
效畅通以及对变电设备的一些故障
进行简单维修、巡视、倒闸、写台账
等。虽单调重复，但她从不抱怨，从
1998 年开始参加工作到 2008 年 6 月，
她一直在配电所，后因单位工作调
整从转职至今一直在变电所。

“安全重于泰山”，每周王晓燕都
要组织班组同事学习安全法规，讲解
安全人身伤亡事故案例，绝不懈怠。
有一次她到高压室巡视，发现一名同
志未戴安全帽，当即予以批评教育。
要求所有同事当班时必须严格要求自
己，从戴安全帽、穿绝缘靴开始。

只要在所里，每天她起床最早，
休息最迟。她每天都要对办理过的
每一张工作票再次进行核对，逐样
检查当天动过的设备安全措施是否
都恢复，确保设备达到热备状态。
2015 年，柞水变电所预试期间，她正
发高烧，暂时退烧后又匆匆返回所
里 配 合 预 试 ，一 直 坚 持 到 预 试 结
束。由于劳累过度，在倒闸期间她
晕倒了…… 她的执着坚韧也影响着
孩子的成长，王晓燕的儿子在西安第三中学上
学，儿子在多次的考试中名列全校第一名，她
2016 年还获得碑林区阳光家长的称号。

每年春节期间，在大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候，她
却在变电所值班，常年无暇照顾孩子和家人。为
了确保西康线路供电系统的有效畅通，她每晚睡
在控制室。王晓燕经常说：“单位、班组利益永远
第一位。”由于她身体素质较差，常年神经衰弱，
加上担任值班员长期睡在控制室，导致身体越来
越差，2016 年还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在做完手术
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得知单位值班
员太少，抽不出替班的值班人员，她又要求值
班。家里人不放心，退休在家的老爸便陪她上
班，给她洗衣服做饭做好后勤。提到孩子和家里
的老人，王晓燕都是满满的愧疚……

有付出就有回报，多年来，王晓燕所在的柞
水变电所获得“段安全生产先进集体”“段先进女
职工集体”“路局表彰先进集体”“局女职工先进
集体”等各种荣誉，王晓燕也获得“段先进生产工
作者”荣誉称号。

王晓燕用“严要求 保安全”的使命感，时时
刻刻彰显着一个铁路人的执着和奉献，她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着平安供电的每一页。 23

□通讯员 段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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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来自西安市长安区文化、宣传、教
育、卫生行业的知识分子代表和选调生近百名学
员，在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西迁精
神”专题培训。86 岁高龄的交大西迁老教授李怀
祖为大家讲授了西迁历程和很多不为人知的故
事，每每令大家动容。图为学员们在“西迁精神
博物馆”听取交大志愿者讲解员的精彩阐释。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