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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在陕煤集团煤层气
榆林分公司柠条塔项目
部提起任向成，大家都
说：“任向成在生产一线
舍得下苦，这小伙子是
个出了名的实干班长。”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2018年 10月，任向
成怀着忐忑的心情应聘
到榆林分公司柠条塔项
目部干钻工，他大学学
的是畜牧兽医专业，属
于典型的门外汉。

知道自己急需学习
专业知识，他扑下身子，
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不
仅向老师傅、技术员、项
目经理请教，还借来说
明书、技术资料钻研。
不仅“打破砂锅问到
底”，而且在实践中比别
人花费更多时间，多干
活多流汗，他的这股较真劲，被人当面
称为“傻子”，他听到后一笑而过，继续
手中的活。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他就学会了钻
机、水泵等设备的操作及维修技能，还
熟悉井下勘探业务。2020年 7月，项目
部选派他和 4名骨干参加定向钻机学
习培训。他靠着“傻”劲，不耻下问，记
录这摘抄那，不断熟练操作和维修技
术，终于练就独有的看家本领。别人不
会的他会，别人解决不了的请他来，逐
渐脱颖而出。

从钻工到生产班长

担责任，始成长；尽责任，方进步。
在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培训中心学习过
程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任向成理论、
实践成绩总是第一。2019年1月、3月先
后取得煤矿探放水操作资格证、安全检
查作业资格证，他的组织能力及管理能
力初露锋芒。2019年 11月被项目部提
拔为生产甲班班长。

在柠条塔煤矿N1215工作面施工
时，煤层厚度不足2米且上下浮动大，因
此，每班进尺不到 80米。他认真分析
钻探的岩层取样和进尺数据，总结经验
教训，决定不同岩层采取不同钻探技
术，使进尺提高到 140米以上。他还给
其他班组宣传推广创新成果，不仅提高
了整个项目部钻探进尺，还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

为了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2021
年 6月，他主动报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继续深造。

目前，榆林分公司转招任向成为
合同制员工。陕煤集团劳模、柠条塔
项目部经理张扬在生产调度会上勉
励大家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任向成
的转正是他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
造性劳动的最好诠释。” □徐云杰

近日，太白公路管理段在做好抗疫防护各项工作的同时，聚焦公路养管中心工
作不放松，进一步加大对桥隧的管养力度。图为该段组织开展的桥隧养护提升专
项活动现场。 □贾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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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供电部门服务就是好，只要客户一个
电话，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及时把电路修好。”
家住西安市临潼区油槐街办南杨村西楼组的村民
们感激地说。

3月31日20时20分，国网陕西临潼供电公司
油槐供电所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打破了黑夜的平
静，油槐街道南杨村南杨西楼台区多位客户反映
家里停电，希望尽快处理，值班人员立即将情况报
告给所长段晓峰。

故障就是命令，抢修刻不容缓。段晓峰带领
4名抢修人员迅速赶到故障现场，发现地埋电缆线
总长80米左右，全部挖开检查抢修难度非常大，必
须找到故障点。经过不懈努力，得知地埋电缆有一
处中间连接部位，故障点也许就在那个连接点上。

抢修人员立刻疏散周围人群，与此同时，客户
经理采取现场走访、手机短信、微信服务群等方式向

故障停电客户实时报告抢修进度，预估复电时间。
开挖后发现，电缆故障点正是此前猜想的那

个连接处，所有抢修人员都松了口气。
近期的夜晚依然寒意袭人，抢修人员冻得瑟

瑟发抖。由于夜晚能见度较低，对施工也是一大
考验。经过近 3个小时的奋力抢修，23时 15分终
于恢复了供电。

现场围观的村民看到房屋里重新亮起来
的灯，大家感慨地说：“供电服务人员真是太
辛苦了，必须为点亮黑夜的电力使者点个大
大的赞！” □潘世策

深夜抢修记

“检查仔细一点，再复核一下。”这是中国铁路
西安局西安工务段西安南线路车间检查工区班长
姚昊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90后的姚昊已经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奋战了
11年。2011年10月被分到南五台工区，作为第一
批分到车间的大专生，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经
过 3年多的业务学习积累，在同批青工中脱颖而
出，被提拔为西安南检查工区班长。

从工种来说，线路工就是铁路线路的“医生”，
作为“医生”的线路工人，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丰富
的工作经验，才能对线路上的各种“病害”作出精
确判断，然后再进行整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
此线路工在工作中不容有半点马虎，不可有一丝
松懈，姚昊深知这一点。

担任班长后，他更是兢兢业业干事，诚心诚意
待人，肩上经常背着一个洒满各种各样颜色油漆
的背包，包里是日常检查能够用到的各种工具。
平时大家缺少的东西都问他要，他总是能慷慨地

与大家分享，同事都笑称他的背包是“聚宝盆”。
“班长带着我们走线路、穿隧道、过桥梁，每天

行走 30000余步、弯腰 2000余次，对管内 120余公
里线路、89组道岔进行检查，无论是严寒酷暑，还
是刮风下雨，都能在线路上看到他的身影。对于
每次检查出的‘病害’问题，他总能及时地将解决
病害的方法也一起想出来，他认为不光要检查到，
还要整治好。”同班组的成员说起姚昊来，充满了
对他的尊敬。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2021
年 9月 22 日，西康线西安南线路车间经历了近
几年来同期持续时间最长、降雨量最大的秋林
连阴天气考验，造成车间管内晃车、路基下沉以
及 4起挡护垮塌等严重水害。9月 26日后，持续
的强降雨造成线路路基土体水饱和，出现大面
积路基下沉，造成线路不平顺，行车安全风险陡
增。面对防洪压力，作为检查工区的班长，姚昊
积极与工长一起研究策略，立即调整巡查方案，
加大巡查力度，确保每日可以全覆盖车间线路
设备。在他的带领下，检查工区共检查发现路
基裂纹 6处、危及行车安全隐患 12处，减少经济
损失20余万元。 □李香甫

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每天行走30000余步、弯腰2000余

次，对管内120余公里线路、89组道岔进行检查，他就是姚昊——

穿行山间11载的“线路医生”

南晓强是陕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一名主治
医师。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让很多患者
摆脱疾病的痛苦，接诊量多年在中医科名列前
茅；他没有惊人的壮举，却18年如一日视患者如
亲人，以最少的费用解决患者最大的痛苦，得到
病人及家属的好评。

学中医更爱中医

学习苦，学医更苦。为了在中医上学有所
成，南晓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学习。至
今他还牢牢记得，当年学习中医 28种脉象等专
业知识，虽然理论早已烂熟于心，但与实际诊脉
还有一定差别，只有不断实践，不停用手去摸、
用心去悟才能准确判别病种。如今，南晓强仍
然坚持刻苦学习。工作之余，他经常在深夜潜
心研究每天或每个阶段遇到的问题和中西医结
合临床的新课题。

多年的钻研，使他在中医治疗胃病、呼吸道疾
病、妇科病等方面形成了独到见解和治疗方法。

南晓强不仅参与编写了医学专著1部，还完
成科研课题 2项，发表科研论文 10余篇，受到了
业内专家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2012年至2015
年，他参加了陕西省名中医“师带徒”传承学习
活动。通过边学习边实践边探索，使中医不断
发扬光大，并在此基础之上采纳和借鉴西医之
优势，业务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履职尽责解病痛

南晓强接诊了一位中年女性肿瘤晚期患
者，每天使用强力镇痛剂多达 8 至 12 支。为
了缓解患者的痛苦，他每天巡诊多次，详细询
问患者疼痛改变情况、治疗效果、疼痛时间等，
然后采用中药、针灸相结合等疗法，将患者使
用的镇痛剂减少到每天 6至 8支。他每次经过
该患者病房门口，都会仔细观察她的状态，当
看到病人表情不很痛苦时，他心里就会多一
些欣慰。

2019年，南晓强参加咸阳彬州市送医下乡，
为当地提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及诊疗技术。当
时，他每天接诊患者 50至 70人，有时还会超过
百人，得到了院方及当地群众充分信任，获得彬
州市卫生局、市医院先进工作者称号。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来，南晓强不忘初
心、认真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时时处处严格要
求自己。他热爱家庭和生活，但为了患者能够
及时安心治疗，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却经常加
班加点工作。他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始终
把患者当亲人，以解除群众的疾苦为己任。

用心用情为患者

2006年，他接诊了白水县一位 60多岁的食
道癌男性患者，家属认为肿瘤无法治愈，想放弃
治疗，南晓强用医学专业知识给其家属分析疾
病治疗的前景、治疗的必要性及患者受益情况，
说服家属和患者继续配合治疗，随后制订出经
济可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期间还多次给
予患者心理开导及数千元经济帮助，使患者生
命延长了十余年。

2021年下半年，南晓强接诊了一位不明原
因低热长达3个月的患者，该患者先后就诊西安
多家医院，均无疗效，慕名找到南晓强后，经他
的中药处方调理，患者 2周后体温恢复正常，随
后监测体温1个月，均未再次出现发热现象。

“看到患者恢复健康，对我来说就是最开心
的事。”南晓强认真地说。 □秦文

他将汗水洒满项目的每一个角落，把
安全意识刻在项目上每一位工友的心头，
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项目安全生产保驾
护航。他就是陕建十二建集团紫阳党校
项目安全员周垚。

2020年，怀揣着人生梦想，从长安大
学安全工程专业毕业的周垚加入到陕建
十二建集团的大家庭。在第一工程公司
安全生产管理部工作期间，他把在建的安
康机场、北环线、高新路网、恒口厂房、恒
口高速引线等十几个工地跑了个遍。基
坑、边坡、塔吊、脚手架……这些地方和设
备浸润着他执着与拼搏的汗水，也见证着
他的成长进步。

2021年 8月，因紫阳党校项目人员吃
紧，周垚从公司安全生产部被调往该项
目担任安全员。刚到项目部就遇到暴雨
的考验，“8·29”连续暴雨致使项目部驻
地——紫阳城关镇新桃村六组老水沟水
位暴涨，大面积淤泥直接倾泻到项目部门
口道路上，人车已无法通行。

“项目部是咱们的家，别怕！我们一
起上！”他一边组织挖机、铲车清理碎石
杂土、疏通管涵，一边手拿锄头对于机
械不能操作的部位进行人工清理。尽管
泥浆沾满衣裤、汗水浸透全身、锄把磨
红双手，但他始终毫不退缩，直至路面
彻底清洗。

紫阳县委党校项目东南侧紧邻310省
道，周边地形是 20米的陡峭山坡，施工中
极易遇到局部突发泥石流、碎石掉落等风
险。为保证复杂环境下的安全生产，他一
方面翻阅各类资料，与同类项目开展经验
交流，编制出《党校项目部安全管理体
系》；另一方面，对坡体进行24小时实时监
测，避免不稳定岩土体松动引发险情。

“临边防护不到位，请修护好再施
工。”“绝缘手套有吗？为什么不戴，出了
事谁负责？”

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周垚眼里
都是天大的问题，正是“眼睛里容不得沙

子”和敢碰硬的态度，使他在项目部成为
出了名的“爱较真”。一开始有些工人很
不适应，就告诉他：“周工，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何必如此认真。”他却说：“我宁愿做
恶人，也不能做罪人。管安全容不得半点
虚假，就得按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

管安全不光要有责任心，更应该有一
颗爱心。“有些工人师傅安全意识淡薄，对
安全问题一时疏忽，我们不能一味地靠批
评和罚款，他们挣钱不容易。”周垚在长期
的安全管理中悟出了一个“秘诀”，那就是
以心换心。他把所有施工人员当作自己
的兄弟姐妹，经常茶余饭后走到工人当
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拉家常中普及安
全知识，灌输“安全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
了你自己”的安全观。

几年的工作经验让周垚深深地体会
到，安全是只有起点，永远没有终点的工
作。作为一名安全员，不光要有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现场管理经验，还要有敢当“黑
脸包公”，不讲人情面子，少当“好好先生”
的思想准备。

“我妈经常说我是个不回家的‘野
人’，我知道这话既是埋怨，更是牵挂与心
疼！”谈起家庭，他坦言，自己是一个不称
职的儿子和丈夫。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需要随时待命，
老家白河县和安康市虽然只相隔100多公
里，他却顾不上回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
母。今年元旦，他和女友结束 7年恋爱长
跑走进婚姻的殿堂。妻子多次想让周垚
带她去杭州度蜜月，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
实现，如今身怀六甲，仍然只能一个人去
做孕检。在她的印象中，周垚总是很忙，
生活中陪伴的时间少之又少……

“我现在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
妻子，我对他们的亏欠太大了！没有他
们的理解支持，我不可能在这个岗位上
安心工作。”对于周垚来说，生活的味道
不仅有工作中的甜和苦，还有愧对家人
的酸和涩。 □李磊 刘忠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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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得罪人也不做“好好先生”
——记陕建十二建紫阳党校项目部安全员周垚

“患者康复是我最开心的事”
——记陕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南晓强

4月3日，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广西南
宁国际铁路港安置小区配套小学（一
期）项目部组织职工开展清明祭英烈活
动。图为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刘科林 施梦瑞 摄

“来来来，今天我们开诚布
公地把一年来的问题都说说。
大家实话实说，红红脸出出汗！”
入驻中铁建工集团西安地铁6号
线南站项目后，张亚军第一时间
组织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他说，一个团队不能总说
好的，要常常自省改进，才能走
得更远。

17年来，从雪域高原到三秦
大地，张亚军完成了从技术员到
工程师再到项目部书记、工会主
席的角色转换，梦想、坚守和责
任这几个词诠释了张亚军一路
的奋斗历程。

梦想

课本里《布达拉宫》一文中，
雪山雄鹰、冰川河流……让人无
比向往。小时候朴素简单的向
往，激发了张亚军巨大的动能。

“领导，派我去吧，这是我的
梦想！”2005年 11月 18日，中铁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赴西藏
建设拉萨站的动员令，张亚军第
一个提交了申请。

当天成为他一生难忘的日
子，他高兴得难以言表，甚至没
给家人说一声，便到了那片世界
屋脊。刚下飞机，张亚军就明显
感到身体不适，缺氧腿软，甚至
不敢大步走动，每走一步都如同
背着 20多公斤的重量在负重前
行。那时，他才意识到高原没有
想象中那么简单。

张亚军当时负责的拉萨火
车站机辆整备基地是全线通车
的重要环节，主要给火车进出运
营提供检修、编排、调头等重要
保障。

当时，各项基础设施和建设
都比较落后，睡觉只能在军用帐
篷里。连续几个月，硬是靠一把
小型钻机完成了艰难的打孔作业。

“通车倒计时期间，大家在工地上连
轴转，一个月不洗澡、不刮胡子是常事，都
不敢和家人视频，怕家人操心。”张亚军的
脸上写满责任。

2006年7月1日，拉萨站建成通车，看
着第一列火车缓缓驶进站台，张亚军瞬间
泪流满面。

坚守

2007年 1月，结束了拉萨站最后的收
尾工作后，其他同事陆续调走，只有他还
坚守在高原。2008年 4月，张亚军放弃平
原舒适的工作环境，转战世界海拔最高物
流中心——那曲物流中心项目。

“那曲物流中心是青藏铁路的续篇，
没有这项工程，青藏铁路就不能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张亚军说。

那曲平均海拔在 4500米以上，年均
气温-3℃，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 48%，
绿化常年遭受砂石多、土质差、高寒缺
氧、干旱少雨等多重威胁，被称之为“生
命的禁区”。

在这里施工，要想通过绿色环保验

收，难度极大。但他还是想在这
片“蛮荒之地”看到绿色“生机”。

本来以为种草是件很简单
的事情，但是张亚军万万没有想
到，辛苦种出来的草芽在一场沙
尘暴后几乎全部死掉。

经过反复研究，张亚军发
现，6月到 7月是相对较好的季
节，那时河水融化，那曲河南岸
的1000亩荒滩靠近水源，草皮在
那里养护易成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3个
月的时间，这个连树都种不活
的区域种出了一片绿色，当地
藏族同胞直说这是一个“生命”
的奇迹。顺利完成任务后，他
又悄悄地踏上了拉林铁路建设
前线……

责任

2021年 6月，拉林铁路顺利
通车后，张亚军接到了建设西安
地铁 6 号线南站项目的任务。
他没有停留，迅速回到西安投入
新的“战场”。

尽管离家近了，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先
回家看看。烈日炎炎，他带着几名职工历
时 40天，完成项目三类建设，并从职工需
求出发，建设五大驿站，设立农民工服务
站，内含理发角、维权角、图书柜和棋盘
桌，丰富职工生活。他说，等把这个新家
建好，大家开开心心入住后，再回去看望
父母和爱人。

2021年末，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古城
西安按下了“暂停键”。接到封控消息，他
第一时间组织补充采购生鲜果肉、桶装
水、泡面、卫生纸、牙膏等生活用品和口
罩、酒精、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确
保生活、防疫物资充足。

做好这些，张亚军带头主动封存项
目各工点，安排专人防守把控，严格限制
人员私自外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

“不让出，我们吃喝可咋办啊？”面对
项目部分工人的疑惑，张亚军嘿嘿一笑：

“请放心，这些我早安排好了！”
如今，他的办公室内，一枚“建功高

原十年”的奖章被放在各种荣誉证中最
显眼的位置，见证着这位从高原走下来
的实干家。 □本报记者 王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