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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参与消防救援工作 24年来，他参加
了 1612次重大灭火救援战斗，救出 380
余名遇险群众，总结出 5种石油化工设
备泄露带压堵漏方法，练就“倒挂金钟”
的井下救人“绝活”。

他身体上留下的一道道伤疤诉说着
一个特勤尖兵的血性与勇敢。他，就是
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西安支队特勤大队
一站站长助理江永木。

用奉献和坚强诠释家国情怀

2月9日，江永木一大早便开始组织
特勤大队一站的消防员进行日常体能训
练，以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作为站长
助理的他，不仅需要从训练计划、紧急救
援上协助站长进行队伍建设管理，而且
需要对消防员的思想教育、日常生活给
予关心帮助。

24 年来，江永木回家探亲不足 10
次，其中5次因紧急任务被提前召回，刚
过去的虎年春节是他难得回家陪伴家人
的机会。

如何诠释家国情怀？江永木用身体

力行一次次证明。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受命成立地震救
援队驰援灾区。当时考虑到江永木家
乡在四川三台，家中受灾情况不明，指
导员怕他分心，让他留守。江永木急
了，冲进指导员办公室请战。他说：“我
参加过地震救援培训，应该让我去一
线。请组织放心，国事家事，哪个更重
要，我掂得清！”

在四川北川地震救援中，江永木和
战友们从废墟下救出群众 6人，疏散群
众1300余人。

练就“倒挂金钟”的救人绝招

在命悬一线间拯救，江永木凭借着
坚定的信念和高超的本领，冲锋在前，愈
战愈勇，以“倒挂金钟”井下救人的“绝
活”，成为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灭火救援
尖兵。

2015年 5月 21日，西安市长安区一
名两岁多的男孩坠入深水井，命悬一
线。当时天降大雨，井深口小，井下缺

氧，孩子生命体征减弱，救援难度和压力
极大。江永木看到挖掘机开挖进度缓
慢，建议调来一台旋挖钻机联合作业，仅
用一个半小时就在距离孩子被困井口 2
米处挖出一口 33米深的救援副井。江
永木主动请缨下到副井底部开展救援，
带领两名战友手工作业、横向掘进，奋力
打通生命救援通道。经过七个小时的艰
苦奋战，终于开辟出了一条长2米、直径
70厘米的横向救援通道。

江永木在仅能伸进手的情况下，不
顾洞口钢丝刺手，用手紧紧抓住孩子，并
用自己身体作为保护，护着孩子从横洞
中一点点挪出，最终将孩子成功救出。

24年来，他先后参与深井救援 300
余次，总结出了一套井下救援方法，研制
出井口专用三脚架和升降平台，也练就
了一手“倒挂金钟”的绝招。

为生命奔跑，与死亡较量

一次次身处险境，一次次绝处逢生，
生死考验始终伴随着江永木。2015年

“8·12”商洛山阳特大山体滑坡、2017年

“7·26”榆林特大洪涝灾害、2021年底西
安疫情防控……每一次为生命奔跑、与
死亡较量的“战场”上，都能看到他冲锋
的身影。

在 24年的特勤生涯中，江永木闻令
而动、愈战愈勇，先后参加各类灭火救援
战斗 7360余次，从井下、高空、火海、激
流中救出遇险群众 380余人。身高不到
一米七的他，单薄的身体中蕴藏着大大
的能量。“每当救援结束，现场的掌声和
群众的感谢让那一刻成为我最有成就
感、自豪感的时候。”江永木说。

芳华不再但初心依旧，历经生死却
信念不改。“全国应急管理系统一级英
雄模范”“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陕
西省杰出消防卫士”……24年来，作为
一名消防员，江永木获得了一系列沉甸
甸的荣誉。在他的家中，曾经见证他

“冲锋在最前面、战斗在最险处”的各
种荣誉奖章占满了整整一面墙。褪去
这些“光环”，江永木始终以平常心看
待未来。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是对未
能经常照顾年迈父母、陪伴妻儿的亏欠
与内疚。 □周恒宇

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春节期间，
秦岭深处漫天飞舞的雪花，为大地披上了
雪白的外套。听着咯吱咯吱的踩雪声，行
走在漫山积雪的山脚下，犹如在神秘的峡
谷丛林探寻。一个个手持双拐棍、肩扛工
具包的巡山工出现在唯美的雪景里，原本
静谧空旷的山林变得热闹起来。2 月 9
日，这支巡山小分队的第一次任务就已经

拉开了序幕……
他们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供电段灞源电力工区的职工。灞源电
力工区地处秦岭脚下，这里四面环山。他
们所管辖的近百公里的电力线路在沟壑与
山峦间蜿蜒相连，其中90%的电力杆塔及设
备分布在深山老林里。该工区共有17名职
工，平均年龄32岁。

70后的工长刘卫平和90后
的薛岩松既是师徒，也是最佳
搭档。薛岩松说：“秦岭地势复
杂，交通靠走，开路靠手，道路
一点没有。”他们每次外出巡
视线路，都是跋山涉水、迂回
前进、风餐露宿。很多时候，
需要攀爬在悬崖峭壁间，清理
扫除潜在的危石危树。尤其
到了冬季，原本山峰险峻，外
加暴雪飞舞、狂风呼啸，巡线
工作更是犹如险象环生的探
险之旅。“穿丛林，过雪地”，这
既是薛岩松和刘卫平日常工
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的乐
趣所在。师徒二人热爱徒步

旅行，喜欢亲近大自然，在同种兴趣爱好
和特殊的工作性质下，他俩经常把外出作
业比作闯关游戏，并乐此不疲。巡山途
中，他们偶尔也会苦中作乐，踏歌而行，悬
崖峭壁、丛林沟壑间，留下他们欢快粗放
的歌声。

夏季，秦岭绿树成阴、风光无限，而到

了冬季，却是一片冰封雪盖的景象，给外出
作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中平原刚入
冬，秦岭山区早已是冰天雪地。除了日常
电力线路维修外，他们每月还要对管辖区
域内近百公里的电力设备进行全覆盖步行
巡视。在山间，直线距离仅百米的山路实
际距离远超于此，作业难度更大。

野外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
找到快乐。“一路上，偶尔能碰到蛇、野猪与
不知名的小动物，就像小时候玩的‘超级玛
丽’闯关游戏一样，都是大自然设立的‘关
卡’，能够到达电力杆塔，就算闯关成功。”
刘卫平打趣地说道。

“通关”的行程是一种探索，过程中曲
折不断。今年1月初，刘卫平和薛岩松外出
巡视电力杆塔，刚上山不久，走到一块开阔
的山顶平地，看到此地大片区域像被开垦
过的荒田，到处布满动物留下的足迹。当
走到岭 20号电力杆附近时，发现两头野猪
正在觅食。由于经常听到当地居民讲野猪
袭人的故事，两人立即警惕起来，不敢发出
一丝声响。直到野猪走后，两人才松了一
口气，开始采集电杆信息。这种经历他们
从未对家人提起过，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说
多了家人只剩下担心了。

在历经多次这种胆战心惊的体验后，薛
岩松不仅胆子大了，处理起事来也沉稳镇定
了许多。每次巡视，除了工具外，砍刀、手锯
和拐棍也成了他们外出的必备用品，不为作
业，只为逢山开路、保护自身安全。

他们用朴实的忠诚，守护着铁路的安
全畅通，他们是秦岭深处的“闯关人”。

□任伟 程灿远 李春城 王虎 摄影报道

秦岭深处“闯关人”

受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春
运期间，高铁有时会晚点，最晚
的到站时间会在凌晨三四点
钟。不用担忧，在西安北站，作
为高铁晚点应急的公交备勤人
员，西安 266 路公交驾驶员张钰
炫和冯凡，会一直等待最后一位
旅客上车。

和往年一样，今年的春节，张
钰炫和冯凡依然在西安北站的公
交枢纽站度过。不同于“临时抽
调”，张钰炫和冯凡二人的岗位属
于“固定备勤”。这也就意味着，在
西安北站，每一次高铁晚点，他们二
人都在等待乘客，不论有多少人，不
论时间有多晚。

“老司机”冯凡已经记不清这
是自己第几次备勤春节了。因为
从西安北站投用开始，他就接到
了这项任务，从未缺席。而对于

“新人”张钰炫来说，这是他第二
个备勤的春节。

一般情况下，最后一趟高铁
到达的时间为 23时 30分。如果
遇到晚点或者临时有加开车辆，
西安公交就会启动应急保障预
案，为晚点的旅客提供摆渡服务。

2月6日，受降雪天气影响，西
安北站多趟列车出现晚点。

“啊，都这么晚了，公交还开
着啊？”一位旅客一边准备上车一
边发出疑问。

“你好，这是西安公交的应急
保障车辆，专门为晚点旅客服
务。”张钰炫笑着回答。随后，张
钰炫按照 266 路公交的线路，载
着旅客出发。凌晨 3 时许，最后
一名旅客下车，张钰炫终于松了
口气。

据了解，从今年 1 月 21 日至

今，张钰炫和冯凡基本都保持着
相同的节奏。每日 18时至 24时，
他们要负责做好西安北站公交枢
纽站营运车辆的消毒工作。凌晨
后，就开始待命“备勤”任务。直
到晚点旅客全部到站，一天的工
作任务才算结束。平日里，他们
是266路公交的晚班驾驶员，节假
日就变成“专职备勤”人员。

“最近，晚点车辆较多，大约
持续十多天，我们都是坚守到凌
晨三四点。”张钰炫说，“有不少
乘客也会提前约车或让家人来
接，不选择乘坐公交车。但是哪
怕只有一位旅客需要坐公交，我
们都会等着送他们。” □梁璠

深夜公交摆渡人
秦岭清晨，寂静而寒冷。地

下1900米，忙碌了一夜的邬宗清
刚刚准备睡觉，又接到维修任
务。顾不得换上工作服，他穿着
睡衣便在工作间忙了起来。

秦岭输水隧洞TBM的“专家号”

“领导照顾我，给我安排了
个套间，里面有一张床可以睡
觉，外面就是我们工作的平台。”
中铁隧道集团公司劳动模范、中
铁隧道股份优秀党员标兵、先进
个人、技术能手、中铁隧道集团
引汉济渭项目部机电副
总工邬宗清的讲话略带

“凡尔赛”。
邬宗清在地处安康

市宁陕县四亩地镇天
华山脚下的引汉济渭
项目工作。

引汉济渭秦岭输水
隧洞受地形和地质条件
限制，采取开敞式硬岩
掘 进 机（TBM）施 工 。
TBM是一套机、电、液、
光、气等系统集成的工
厂化流水线隧道施工装
备，堪称当今世界隧道
掘进最先进的设备，电
器、电路十分复杂。虽
然每个掘进班都配备有
专职电工，但是碰到急
难故障仍然离不开邬宗
清这个“专家号”。

“我的文化水平有
限，没能把一些发明、经
验总结出来！”邬宗清有
些羞涩地讲。虽然只有
初中文化水平，但他的
名气却在引汉济渭工
程岭南 TBM 项目部乃
至在中铁隧道集团都
很大。

为了随时维护、确保正常掘
进，邬宗清享受着“套房”特殊待
遇。在不足 5 平方米的工作间
里摆放着各种电器元件。最引
人瞩目的是桌子上的一套直播
设备。

“我想把我多年积累的知识
和维修经验传授给大家，让同行
能少走弯路，提高工作效率。”邬
宗清不仅要管理整个项目的电

网、TBM设备机电维修，还要经
常被抽调到其他项目上救急。

“太忙了，时间也固定不了，直播
的愿望一直没实现。”邬宗清有
些遗憾。

中铁隧道集团引汉济渭项目
部了解情况后，成立了邬宗清创
新工作室，一大批年轻职工陆续
拜师学习机电知识，大多数都成
了业务骨干，在全国各个项目发
挥着力量，这让邬宗清十分自
豪。其中，最得意的徒弟与自己
的女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起
奋战在川藏铁路上。

“草根工匠”护航
TBM施工

引汉济渭工程秦岭
输水隧洞是人类第一次
从底部贯穿世界十大主
要山脉之一秦岭，最大埋
深 2012 米、长度 98.3 公
里；常年温度超过 40 摄
氏度，相对湿度达 90%；
岩石硬度达到 306兆帕，
超过普通钢板硬度；突涌
水、突涌泥、岩爆、有害气
体等地质灾害频发。众
多国内外院士、专家评
价，引汉济渭工程综合难
度世界罕见。

“又热又湿，每个班
我都要喝五六斤水。在
这样的环境下，机电设
备机器容易受潮损坏，
维修保养工作量很大。”
邬宗清介绍说。

让邬宗清记忆最深
的是 2016年 2月 28日的
子夜，硬岩隧道掘进机施
工掌子面发生特大涌水
量，每天高达 4.6万立方
米，是设计全隧洞最大涌
水量的 3.76倍。水柱像

超高压水枪猛射，越来越深的大
水中，TBM 没法动弹，濒临“淹
死”的困境。

“2000多人参与抽水抢险，及
时将TBM配电设施抬高，避免了
整个设备电路损坏。”邬宗清说。

这次严重的涌水事故一直萦
绕在邬宗清的脑海里，如何高效
解决 5820 米亚洲最长斜井反坡
隧洞抽水问题，成为邬宗清和徒
弟们的课题。“经过一年多实验，
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了抽水自
动化设备，投产后可以减少人
力，还可以节约电费。”邬宗清自
豪地讲。 □刘正根

近期，每天早上 7时许，西安市公安局临
潼分局交警大队特勤中队民警姚忠林已经穿
上防护服，与同事们在兵马俑专线高速路口集
合了。

“麻烦扫一下二维码。”在高速路口，45岁
的姚忠林和同事提醒来往车辆司乘人员出示

“一码通”和行程卡，并提醒市民游客出行时戴
好口罩。如果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
则要检查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自 1月 28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恢复开放
以来，附近的车流量日渐增多，姚忠林和同事
们不敢有丝毫放松。

高速路口四周空旷，寒风直往人衣领里
钻。车少的时候，姚忠林就双手使劲地搓，双
脚不停地跺……“虽然西安疫情控制住了，但
是外防输入不能放松。我和同事们必须确保
将风险挡在外面。”姚忠林说，由于疫情，春节
期间该高速路口需要 24小时值守，每个班要
连续在此坚守12小时。

“最难的时间段是晚上 12时以后，天冷，
值守的每个人都穿了好几层衣服。”姚忠林
说。拦车、敬礼、扫码、指挥放行，值一个班下
来，他觉得胳膊都麻木了。

“我们都是公安队伍的一员，守护千家万户
是我们的职责。”姚忠林说。□张斌峰 王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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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世策）日前，国网西安供电临潼
公司开展优秀人才“双向”挂职培养锻炼活动，
营造“本领学自一线、选人来源一线”的正确用
人导向。

据了解，本次活动确定 3名青年职工下基层
育苗培养，11名青年职工参加公司2022年第一批
双向挂职（岗）学习锻炼，全方位学习掌握供电企
业基本功。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
良好工作氛围。

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

开展优秀人才“双向”挂职锻炼

本报讯（余立强）近日，中铁七局三公司西
康高铁项目部举行节后班组队伍座谈会，共商增
效大计。

座谈会上，施工作业班组长从安全、质量、成
本等管理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建
议，既指出了项目管理中需要改进的地方，也提出
了改进的措施和方法。据了解，该项目自2021年
7月开工以来，项目部攻坚克难、科学施工，超额
完成了公司和业主下达的投资计划，在西成客专
陕西分公司的综合考评中，获得两次第二名。
2022年，项目部乘胜追击，获得西成客专陕西分
公司综合评比第一名，获各类奖励 50万余元，夺
得新年首月开门红。

举行座谈会共商增效大计
中铁七局三公司西康高铁项目部

按下新年建设“加速键”
本报讯（刘祥胜）春节过后，陕建三建集团

全面吹响复工号，位于西安市空港新城沃家花园
二期项目的 700余名职工和劳务人员在春节期
间，坚守奋战在施工一线，全力保工期、保质量，按
下新年建设“加速键”。

据悉，项目部为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各部门提前谋划，克服材料进场受限、雨雪天气等
不利因素，严格落实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6号南楼施工至四
层结构梁板，北楼施工至七层结构梁板，7号南、
北楼施工至三层结构梁板，主体结构计划今年 3
月底全部封顶。

陕建三建集团空港沃家花园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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