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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母亲就医看病，与他的工地只隔了
一条街，却无暇探望。

弟弟请他帮忙安排工作，他只丢下
一句“自己去闯！”

他驱车百里将孕妻接到身边，却在
她分娩时忙得不见人……

这个看似“薄情”的男人，却受到甲方
高度赞扬。他就是陕建工程七部延安新
区东方雅苑医养中心项目经理刘金山。

妻子：我理解这个干事拼命的男人

刘金山和妻子是大学同学，2009年，
大学刚毕业，刘金山就到陕建集团上班，
几个月后，妻子考上造价员，也成了他的
同事。不久，他们就被派到山西临汾的
项目上。当地节能限电，晚上 9点后就
没有电了，生炉子怕煤气中毒，零下二十
几度的天气，盖上两床被子依然手脚冰
凉。刘金山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每天
天麻麻亮从农村租的房子走 3公里到工
地，忙到天黑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来，
400多个日子的连续苦战，让他消瘦很
多，也历练许多。

一年后，妻子回到集团办公室工作，
他则奔波在呼和浩特、榆林一个又一个
项目之间。

2014 年 10 月，当时还是女朋友的
她，到内蒙古杭锦旗神华馨苑工地上去
看刘金山。秋天的沙尘暴吹得天昏地
暗，他戴着护目镜，弓着背在风沙里放线
测量，看着一脸黑瘦的刘金山，她一阵心
酸。他却咧着嘴憨厚地笑着说：“这是咱
陕建的项目，既然交到我手上，那就得干
好！再说，虽然这儿条件苦了点儿，可一
天能多挣 80块钱，这样咱俩就能早点在
西安买房子安家了。”

那一刻，她理解了这个榆林小伙儿，下定决心
嫁给他。

甲方：他是陕建铁军作风的样板

“刘金山现在一肩挑着我们两个项目，是这些
年来最让我们钦佩的项目经理。”甲方延安锦荣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强说。

东方雅苑医养中心项目是甲方的重点项目，总
建筑面积 28544平方米，合同总价为 8600万元。去
年 11月开工后，前 4个月工程进展严重滞后，恰在
此时，他们有幸结缘陕建工程七部第四分公司，双

方签订合同后，乙方派来了年轻的刘金山。
他能行吗？徐强的心一度又提了起来。

今年 4月 13日，延安下起了鹅毛大
雪，狂风呼啸，寒气逼人。徐强担心恶劣
天气会影响工程进度，就到工地看看。
当时高达 35度的基坑坡道还没有硬化，
还带个急转弯。如果用天泵浇筑混凝
土，每一方要多花费25元，采用自卸商品
混凝土，就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了。天
气恶劣，道路又泥泞不堪，水泥罐车司机
担心危险，死活不下去。刘金山带着几
名管理人员冒着大雪拿铁锨垫石子铺沙，
满头大汗，干得热火朝天。工人们看到他
们这股拼劲，纷纷自愿加入到这场“战斗”
中。从早上到下午，十多个小时里，越来
越多的人聚集在这个险坡上，自卸自运混
凝土，很快备齐了料，省下一大笔钱。徐
强被这支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团队感染
了。刘金山做事雷厉风行、以身作则、不
计得失以及陕建善战善成的铁军作风都
给徐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事：他的“牛劲”征服了我们

“刘金山属牛，有一股破除万难的牛
劲，他进入陕建集团12年了，我就跟了他
6年。刚到东方雅苑医养中心项目时，他
说：‘这个项目场地狭小，工期紧，任务
重。工地旁边就是延安市政府，领导坐
在办公室里就能看到咱陕建这支队伍怎
么干的。何况，这开局之战，咱必须得打
赢！’”刘金山的同事张小亮说。

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难度相当
大。由于人手紧缺，每人都身兼多职，可
大家都鼓足干劲，跟着刘金山全身心投
入到施工建设中去。他自己更是一心扑
到工地上，从进场到封顶，除了回去接媳

妇进工地坐月子，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
当他带着我们只用短短三个月就实现主体封顶

的时候，甲方对这支队伍的“陕建速度”钦佩不已。
封顶当天，甲方送来两面锦旗和表扬信及5万元的红
包奖励，并对“拓荒牛”刘金山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东方雅苑医养中心项目的完美履约，让甲方从
心底里佩服，于是又将后续造价1.5亿，共有15栋楼
的观山越项目交给了工程七部第四分公司。

“每天戴上陕建的安全帽，我觉得那就是一份
责任，一份担当。在我的心里，每一个项目都要塑
造起陕建的品牌，为此，就要全力以赴、敢打敢拼！”
刘金山语气坚定地说。 □付桂萍 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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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黑框眼镜，为人谦和有礼，处事稳
重低调，给人直观感觉就是技术男形象。今
年45岁的姚彦军是航空工业宏远公司小型
锻造厂技术科副科长，共产党员，主要负责
自由锻产品工艺编制、现场问题处理、工步
工艺改善定型、作业指导书编写等工作。在
20余年的技术岗位上，他扎根生产一线，在
干中学、学中干，在实践中探索，在守正中创
新，取得了令同龄人羡慕的“成绩单”，收获
了“专利达人”的美誉。

紧盯问题破瓶颈

2020年，公司技改新增的 1.6米数控环

轧机投入使用。负责新制模具
设计、工艺编制及定型报批等
项工作的姚彦军，面对多个瓶
颈难题，不知疲倦加班加点奔
波在生产现场、技术工艺室，
熟悉操作工步，查验相关资
料，收集数据信息。饿了就吃
泡面充饥，困了就趴在桌子上
打个盹，硬是凭着“一根筋”的
韧劲，不断在优化设计、改进
参数中提高质量效率，最短时
间内完成了各项节点目标，扫
除了制约环扎件月产值任务
在2/3以上的最大障碍。

截至目前，姚彦军申报的
25项专利已有 18项获国家专
利授权证书；牵头负责的多个

课题攻关项目获得多项大奖；参加的拼搏
QC小组被评为中航工业先进质量管理小
组；2篇技术研发成果被省级专业杂志刊
发；个人多次被评为公司级“质量先进”“科
技先进”“专利先进”及“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

主动请缨显担当

新品高温合金锻件是客户重点急缺
项。传统生产工艺周期长，能源消耗大，产
品一致性、稳定性难于受控。为彻底改变
这一现状，提高生产效率，他结合 20余年
积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大胆提出了打破

传统路径依赖的新思路新方法。随后，在
技术中心大力支持的基础上，进行工序减
法优化。

实践证明，该工艺较前缩短一半工时，
有效缓解生产装备紧缺的同时，质控效果完
全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目前，该项技术成果
已推广应用到类似产品生产，减少了消耗成
本支出，提高了产出质量效率。

岗位创新提效能

技术工作最忌讳纸上谈兵。承担多厂
家重点急缺产品精益优化以来，他最喜欢
往现场跑，最乐于跟锻工师傅在一起，带
着节约是最大效益的思路，针对典型问题
逐项核实工序，在繁杂的工艺数据中发现
规律，进行预研方案的修改验证，常常是
一跟产就是大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十余次不断细化参数、改进操作工步，某 5
项钛锻件工艺创新得到了固化定型，某 6
种材料工序优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提高
产出质量效率的同时，增强了公司参与市场
的核心竞争力。

有首诗这样写道：“白日不到处，青春恰
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姚彦军如
同一朵小苔花，扎根技术服务第一线，以热
情、执着、责任和担当，不断追求卓越，在平
凡中书写工匠精神。 □王平

践行工匠精神的“专利达人”
——记航空工业宏远公司小型锻造厂技术科副科长姚彦军

蓝色防化服、雪白的手套被熟练
地穿戴在身上，戴好口罩，穿上干净的
蓝色洁净鞋，全过程只用了十几秒的
时间……7月 29日，蒲城海泰新材料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纯化部纯化班组经
理冯凯，经过一系列标准规范的动作，
走进车间开始忙碌的一天。

这些年，纯化班组有 20多项技术
的创新成果得到了广泛应用，人均产
值一直位列各生产车间前茅。他们先
后于 2020年被陕西省总工会授予“工
人先锋号”，2021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他们公司主要产品有液晶材料、

OLED光电显示材料及医药中间体。
纯化班组主要负责公司最终液晶产品

的提纯和纯化工作，把好产品出货的
最后一道关口。

说到纯化班组，从成立之初的人
员不足、技术缺乏，到如今个个都是技
术能手，精英工匠。冯凯颇有感触：

“这是大家在一起动脑筋、出主意、想
办法，攻克一个又一个工艺难题的实
践中锻炼出来的。”

产品中某些杂质或者氧化剂对
产品寿命和器件功耗有很大影响，所
以含量必须要控制在精确的范围
内。就拿抗氧剂的添加来说，要控制
在较小的范围，常规操作是无法实现
的，必须通过反复调研尝试，控制产
品流速、离心时间，该抗氧剂才能得
到精准控制。

冯凯说，对一种产品杂质的控制，
如果杂质占比大于十万分之一就会直
接影响产品寿命和器件功耗，而且工
艺操作结晶温度在-20摄氏度到-10
摄氏度之间时，杂质控制极其不稳定，
后期经过实验、细化参数，将温度控制
在-12摄氏度到-10摄氏度范围内，该
杂质检测不出，问题得以解决。

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纯化包
装单元是最终出货的环节，需要员工
用“火眼金睛”识别产品的好坏，班组
成员便练就了娴熟的手法和具有超强
洞察能力的眼睛，为产品判定把关。

“产品的状态、颜色、晶型、以及分析测
试结果，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
固定标准。”员工安宁说。

让纯化班组副经理赵恩归印象最
深的是，蒸馏过程随着现有设备的升
级改造和新技术的投入使用，经过多
次的实验模拟验证，最终采用不锈钢
设备代替玻璃设备，实现产能翻倍、生
产效率提升、工时减半、能耗降低，在
成本控制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纯化班组在把好产品质量最后一
道关的基础上，还发动集体智慧，提倡
作业人员建言献策，不断进行工艺优
化和设备改良。公司采纳他们的合理
化建议36条，降低直接人员成本30%，
效率提升 15%。如今，他们的显示屏
等产品远销国内外，并占据显示行业
的主导地位，填补了多项行业的空白。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实习记者 童露雅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蒲城海泰新材料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纯化班组

火眼金睛“把关人”

日前，延长石
油延安炼油厂举办
2021年夏季职工球
类运动会，比赛极
大丰富了广大职工
业余文化生活，增
强了凝聚力。图为
男子七人制足球比
赛现场。
□曹锋 王睿 摄

将“安全文化墙”打造成生产现场风景图
本报讯（秦曙霞）“走，咱们去看看现场的

安全文化墙。”“原来这就是中国中铁‘安全
2468’。”近日，中铁宝桥宝鸡事业部辙叉分公司
打造了一面“安全文化墙”，利用通俗易懂的图
画、文字，将安全知识展示出来，成为了生产现
场的一道风景。

打造“安全文化墙”是中铁宝桥辙叉分公
司扎实推进全员安全培训、开展安全文化宣
传教育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增强职工的安
全意识，将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知识“入眼入
心入脑”，辙叉分公司积极行动，将“6S”管理、
中国中铁新时期安全生产“2468”管理要点、

“管”“监”责任落实、岗位风险卡控等内容通
过“安全文化墙”进行展示，将课堂讲解和生
产现场实地讲解相结合，在职工中引起了良
好反响。

中铁宝桥辙叉分公司

近日，面对
秋淋天气的增
加，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宝鸡供电
段福临堡智能
化无人变电所
利用智能机器
人进行雨中巡
视，对变电所内
700 余个关键点
进 行 巡 检 、巡
查，大大提高了
雨天巡检的频
率和效率。图为
智能机器人在雨
中巡视福临堡变
电所高压室外场
地设备。
□张赢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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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刚过，
站在汉中市南
郑区法镇后河

村的高山上，云雾缭绕，依着起伏山势的3000多
亩茶园“碧波荡漾”，透过云雾，山下是白墙红瓦
极具陕南风格的村舍，初秋的朝阳下，一幅“山上
建园区、山下建社区”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如此生
动地在绿水青山间展开……

村是被陕西省政府列为首批“最美乡村”之
一的后河村，茶叶便是被认定为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陕西省现代农业园区的汉中
市云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茶叶基地。打造出
这个 3000多亩优质茶园的人就是吴华，一个打
赢了脱贫攻坚战又投身乡村振兴的市级劳模、
民营企业家。

艰苦创业 在产业发展中勇当先

陕南植被丰茂，绿水青山。今年 50出头的
吴华是汉中市南郑区人，看着家乡人民守着绿水
青山依然在贫困中挣扎，吴华很早就辞去公职，
自主创业，并于 2007年与家乡一家茶场签订了
70年经营合同。

创业初期，百废待兴，茶园荒草丛生，厂房破
旧不堪，为了让茶园茶厂焕发新的生机，吴华科
学规划发展方案，对原有茶园修剪补苗、锄草施
肥，先后与中国茶叶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汉中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展
开合作，新建国家级良种示范园 300亩，利用荒
坡地扩大茶园种植，挖通通往茶厂的山间道路8
公里，配套新建茶园管理道路和排水渠总计 10
公里，改造整修茶叶加车间，检修茶叶加工设备，
使企业走上正轨。

目前，公司拥有茶园3200亩，其中有机茶园
面积2000亩，清洁化茶叶生产线两条，年加工茶
叶能力达 800余吨，成为当地产业带头强、引领
示范优、扶贫带动快的龙头企业，先后被命名为

“陕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陕西省现代农业
园区、省级“十佳茶园”等，走在了汉中市茶产业
发展的前列。

敢于担当 在脱贫攻坚中走在前

夏秋季节，茶叶产量不及春季。该公司茶厂
厂长邹迪业告诉记者，“对于贫困户来说，学得一
门技能是脱贫的根本。”为了让 3户身有残疾的
特困户脱贫后不返贫，吴华将他们接到公司，常
年包吃包住，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并通过制茶技
能让他们每人每月有3000元的工资收入。同时，
为52户贫困户担保贷款入股，保底分红，为每户
贫困户配股5万元，每户每年分红3000元。目前，
52户贫困户已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广阔大道。

在脱贫攻坚中，吴华及他的团队，精准施
策，采取流转土地、订单农业、劳务用工、扶贫
贷款资金入股分红等多种联接模式，帮助贫困
群众发展产业、稳定收入来源。开展茶叶、中药
材等栽培、种植技术培训 120余人（次），对贫困
户生产的鲜茶叶每斤高于市场 10%的价格收
购，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价值 10余万元的茶苗 40
余万株，为40户贫困户发放肥料800公斤。

对无产业发展能力、但有劳动力的贫困户，
吴华优先与他们签订用工协议，给予贫困户每天
高于其他人员10%的劳务工资。近几年，该公司

为当地解决季节性务工岗位 150余个，年提供务工工资 70余万元，辐射带动当地
1500余户农户发展茶叶生产，实行订单生产，每年收购茶农鲜茶叶600余吨，茶农户
均增收4000余元，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百尺竿头 在乡村振兴中立新功

脱贫致富靠茶，乡村振兴也得靠茶。记者采访时，吴华正在与西安一家公司
商谈如何对“云山茶叶”的品质、包装等进行提质增效，这种强强联手的方式为打
开西安更大市场做足了准备。

此外，吴华继续加强与中国茶叶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深度
合作，一边改造整修茶叶加工厂房、检修新增茶叶机械，一边采取养殖鹅放养在茶园
吃害虫、种植桂花树等发展园林经济的“生态方式”，扩宽增收渠道和茶园效益。

他还对照当地乡村振兴规划，打造形成了集游客体验采茶、旅游观光、餐饮休
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山上建园区，山下建社区”的发展模式变成现实，
为当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后河村逐步从贫困村变成
了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村经济跃居全镇第一的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姚彦军姚彦军（（左左））在工作现场在工作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