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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都 40度了，咱还要扛着仪
器在葡萄地里穿梭。”

“闷热比雨天好，雨天脚上踩的全
是泥……”

6月的新疆，太阳像个大火炉，空
气更是灼热。王延蓬和他的伙伴肩扛
全站仪手抬三脚架，汗水顺着脸颊和发
梢滑落。浸透在衣服上的汗水被阳光
蒸了再烤后，映出一道道白色的汗渍。

王延蓬是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
工程局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绕城高
速（西线）工程项目的一名测量队员，天
天扛着测量仪器迎着朝阳去、踏着晚霞
归，是他和队友们工作的真实写照。

勤学人 肯努力

“张哥，用软件怎么绘制断面图？
土方开挖量计算我也有些困难，Excel
制作计算表怎么弄？”王延蓬吃完晚
饭就拿着笔记本追在测量队长张珉
昊身后问。

“兄弟，刚从工地回来，不歇一会
儿再问？”同事小党在一旁打趣着。

“白天要在工地放线，只有下午
下班回来才有时间嘛。”王延蓬红着
脸解释。

当别人下班娱乐时，王延蓬总是一

个人沉浸在书本里。他利用网络、书籍
等方式不断拓宽视野，提升业务技能。
在同事的指导下，经过锻炼，王延蓬的
绘图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迅速成长为
测量队的主力队员。

勤劳人 肯吃苦

去年八月中旬的一天，王延蓬和同
事穆宇飞扛着测量仪器到拌合站去测
放罐体的预埋件。为使测量数据更准
确，他扛着仪器向前多走了几步，没留
神腿就被木板上的钉子划了十几厘米
的伤口，顿时鲜血直流。

“他强忍着痛，一直坚持到晚上 11
点多，将预埋件放完才去了医院。”穆
宇飞回忆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
打完针后又一瘸一拐到工地上去放线
测量了。”

新疆夏天普遍温度高达 40 摄氏
度，冬天最低气温零下30摄氏度，早晚
温差比较大，紫外线强。测量人员最艰
苦的时候，冻得手都伸不出来，测量时
王延蓬还从不戴手套。“戴着手套不方
便操作仪器。”王延蓬说。

天气冷时测量仪气泡不稳定，王延
蓬就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多测几个点，时
常因为早出晚归而误了吃饭的时间。

细心人 有底气

“我们干测量的要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任何一个施工角落。不能因为嫌
麻烦而偷懒，不能因为工程量小而忽
略。”王延蓬经常说。

“我们都知道王延蓬有两个笔记
本。一本记录的是数据，还有厚厚的一
本是施工日记，笔记本上记满了每天的
工作内容，这孩子很刻苦。”张珉昊提起
王延蓬总是忍不住夸赞。

“数据里主要记录的是校模板的数
据，给自己留个存档，方便以后哪里有
问题可以用到。施工日记不仅是我对
今天工作的总结，也是看看自己哪些地
方做得不足。”提起这两个笔记本，王延
蓬眼里是藏不住的自信，眉梢间是满满
的底气。

有一次，王延蓬发现全站仪对控制
点设站完成后和数据对比总觉得哪里
不对，便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

大家重新校正了后视点复测，果然
发现前后数据误差比较大。

“幸亏重新测量了，数据影响放线
的偏差，影响了施工就麻烦了。”

“延蓬还是可以的，很细心，咱们搞
测量的就需要细心。”张珉昊赞赏地说。

王延蓬养成的好习惯，让他在日常
的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处理起来也更
加得心应手。

迎朝阳、踏晚霞，王延蓬把最深沉
的爱献给了这片土地，用最朴实的行动
奉献自己无悔的青春，努力将一张张

“施工图”变为“竣工图”。
□张馨予

“车长、车长，7车厢里妈妈下
车，孩子还在车上没有下去……”

“收到、收到，我马上过来。”
7月 12日 19时 45分，乘客李

女士和儿子文文（11岁）原本乘坐
G838次列车从广州南站上车至华
山北站外婆家探亲，列车抵达华
山北站后，李女士与文文下车后，
文文以为自己的手机落在车上，
便突然跑上列车准备寻找，他刚
踏进车厢，车厢门便开始关闭。
看到文文被滞留在列车上未能
下车，李女士瞬间急躁不安，站
在站台上对着车厢不停地呼喊
求助。

接到岗位乘务员通知后，列
车长周保第一时间赶到 7号车厢
的通过台,看到站台上急躁不安的
李女士后，隔着窗户对站台上的
李女士比画着别着急、别着急，一
边询问李女士的电话。

电话拨通的瞬间，列车已缓
缓驶出华山北站，周保冷静地对
李女士说：“您别着急，有我们
在，孩子不会有事的，我们前方
停车站就是终点站西安北站
了，您可以坐后面的动车来接
孩子。”

随着列车快速驶离车站，站
在车门口的文文却还一直望着窗

外，湿润的眼眶里透着迷茫。看
到文文的情绪变化，同是母亲的
周保心里也有些着急，便搂着文
文的肩膀一边走进车厢一边交
流起来。20 时 10 分，车厢广播
中传出了列车即将到达西安北
站的声音，周保在安排好车内相
关工作后，便再次拨通文文母亲
李女士电话，告知李女士孩子会
跟她们一起退乘，待她到达后领
孩子与她汇合。

20时 33分，文文跟随周保到
达西安北站西安客运段动车队待
班区。为了消除文文的紧张情绪，
乘务组工作人员给孩子拿来了酸
奶、水果和热好的乘务餐……周
保又一次拨通了李女士的手机，
让孩子告知母亲，现在很安全。
听到文文声音的李女士终于平静
了许多。

21时 30分，周保的电话铃音
响起，她和同事一起带着文文匆
匆向出站口走去，与李女士汇合。

21时 40分，看到孩子平安无
事，李女士搂着孩子激动地向列
车工作人员致谢：“当时在站台我
都要急死了，幸亏有你们，太感谢
了、太感谢了！”边说边向列车工
作人员深深鞠了一躬。

□贾智炜 吴世兰 王少华 汪洋

他叫刘文升，是陕煤
集团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掘
进队的一名工人。从学生
时期开始参与志愿活动，
13年间，他通过慈善机构、
志愿服务队、支教团、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多个爱心平
台捐款、捐物，有留存记录
的就有 8 万余元，他用爱
心为困难群体点亮一盏

“心灯”。
刘文升的公益情缘，

缘起2009年。那时他在延
安市第一中学读高中。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加入洛
川县“滴水志愿服务队”，
自此开始了他行善助人的
爱心志愿路。

2011 年，在西安上大
学时，刘文升接触到“启梦”
支教团，他每次去之前，都
会通过团队在社会各界征
集“爱心资金”和教学用
品。当时，父母给刘文升
的生活费每月有800元，他
拿出平时积攒的1000元毫
不犹豫捐了出去。

刘文升所在的学校临
近康复路，除了正常上课
时间外，他顶着烈日在西
京医院的天桥上卖袜子、小饰品，
周末在酒店当小时工、去便利店
当搬运工，收入所得只为寒暑假

“支教团”启程的那一刻。
2013年，刘文升同时在西安

市两家大型百货商场打工，最累
的时候，他一天卸过七个集装车
的货物。凭着踏实肯干，头脑灵
活，短短三个月时间，刘文升从
理货员升成店长，捐款也从每次
几百元提升到上千元。期间，他
陆续收到许多孩子的感谢信，刘
文升当宝贝似的把这些书信收
藏着。

大学毕业后，刘文升为多陪
伴父母，选择回到家乡——黄陵
县店头镇这座产煤小镇谋生。他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煤矿
选煤厂开铲车、放煤，一
个月仅有 3300 元工资。
2014年，刘文升步入了婚
姻的殿堂。随着两个孩
子的出生，日子过得有些
紧巴巴，但在 2015 年至
2019 年他还向周边贫困
村民和矿区困难职工送
去上万元的米面油。

2019年，刘文升到黄
陵矿业一号煤矿工作。为
了多学技能，他选择到最
辛苦的掘进一线历练。学
打钻、开皮带、干电工、当支
护工……在煤矿工作的三
年里，刘文升相继荣获“安
全卫士”“安全先进个人”
等十余项荣誉称号。

来煤矿工作后，刘文
升便加入一号煤矿青年
志愿服务队，多次参与疫
情防控和关爱特殊儿童
等各项志愿活动，在此
过程中，他还影响带动
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志愿
服务队。

提及是什么支撑着
他一路坚持做善事，刘文
升回忆：自己七岁时，“三

九”天里贪玩，不慎掉进河中齐脖
深的冰窟窿里，他挣扎着呼喊了
20多分钟，周围一片寂静，命悬一
线时，突然出现一位陌生人，将他
从冰窟窿里救了出来，随后转身
离去。父母带着刘文升满村找寻
恩人，至今都没有音讯。

自那以后，父母经常嘱咐他，
做人要善良，懂得感恩。善良的
种子从此种在了他的心中。

2019年始，刘文升通过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每月定期向贫困
山区儿童捐款。在刘文升心里，
行善助人，是一种“使命”。他
的善心就像一道光，照进需要
帮助的人心里，也照亮了自己
的人生路。 □李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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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分钟后的重聚

“队长，咱们啥时候能去狮溪 1-1HF井
场啊？”中油测井公司青海分公司L11099作
业队队员尚永奎满眼期待地说。

“我们需要让身体先适应一下，况且这
里山高路险、重峦叠嶂，今天大家先好好休
息，明天咱们一早就去，如何？”作业队长刘
辉笑吟吟地看着大家说。

页岩气井录井作业是中油测井公司青
海分公司录井业务的新领域，公司决定让页
岩气井录井L11099作业队出征贵州页岩气
市场，这也是该公司录井工作首次走出柴达
木盆地。经过 2600多公里的舟车劳顿，从
海拔 3000多米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到海拔只
有1000多米的贵州，L11099作业队的全体
队员刚刚到达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接下来
的行程。

录井作业又被称为油气发现的眼睛，
主要是在地下能源开采钻井过程中，通过

采用各类传感器采集到的参数及时准确地
发现地下含油气情况，并通过实时数据的
变化对地下情况进行判断，为安全钻井提
供保障。

“队长、队长，那咱们明天要带啥啊？
要带吃的和水吗？需要带急救药品吗？
要带……”听队长说明早就去，这群欢呼
雀跃的年轻人便七嘴八舌地围着刘辉问
东问西，夜幕下的地质小院里好一番热闹
的景象。

清晨 6时，天刚露出鱼肚白，刘辉已再
次确认好今天行程的各项工作。7时，队员
们陆续起床，一切准备妥当后，这一群大漠
里的地质工，踏着鸟儿的歌声出发了。

“今天咱们的行程安排是爬到井场对面
的山顶上远探上井的路线。听当地老乡讲，
去井场方向有其他岔路，具体步行上井路线
尚不清楚，为了避免走错路，咱们需要先探
下路，确认一下上井的路线。”刘辉边走边向
队员们说着今天的行程。

“看看这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咱们柴
达木确实是没法比啊。”

“队长，你说这里的岩性会不会跟咱们

那里有很大差
异啊？”

“队长，你说
页岩油气的特征
都有啥啊……”
伴随着队员们
一个个向自己
抛出的问题，刘
辉的话匣子打
开了：“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相对于柴达木
盆地更加古老的地层，岩性上差异不大，主
要为灰岩、砂岩、泥岩、页岩等，只是地质年
代不同……”

徒步两公里，早上 9点半左右太阳“伸
着懒腰”从东边山头“走”了出来。“太阳出来
了，现在山路上会有一点湿滑，大家注意脚
下安全啊。”队员詹玮大声说道。

“大家快看，大家快看，那里有一个地
质剖面露头！”大伙儿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
音吸引了，不禁看向走在队伍最前方的尚
永奎，只见他满面惊喜地对大家喊着，队员
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个地质剖面露头
尽收眼底。

“快快快，队长，快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地
质剖面露头呗，了解了才能干好工作。”看
着求知若渴的队员，刘辉心里乐开了花儿。
他走近露头查看后，结合露头的颜色、岩性
及岩石成分等内容为大家进行了详细讲解，
队员们听得很认真。为了让队员们能灵活
应用学到的知识点，他结合钻井地质设计和
邻井地质资料与大家展开了讨论交流。

轻风、水流、鸟语声与这群青海测井
地质队员的探讨交流声融为一体，山间那
一排中国红正意气风发地奔向云雾中的
狮溪 1-1HF井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贵州页岩气井录井市场谱写高原尖兵
新华章。 □刘青涛

7月 15日，陕西省气象台
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历
经了五天持续降雨，天空都是
雾蒙蒙的，阴云密布，硕大的雨
点噼里啪啦地落在山间……

汛情是“动员令”，险情是
“冲锋号”。国铁西安局宝鸡供
电段党委闻“汛”而动，向险而
行，上下一心，第一时间成立
党、团员应急抢险突击队，在防
汛抢险一线展现“硬核”担当。

“照明用具、发电机、抢修
工具……全部上轨道车！”

“大家速度快一点，抢险
现场需要照明，我们必须抓紧
过去！”

李彬是秦岭供电车间的副
主任，刚刚接到调度电话，便立
即组织班组职工第一时间奔赴
抢险现场。清理便道、调试发
电机，他们一气呵成。

“大家注意安全，来！把发
电机和灯都往前送！”

“师傅，这种体力活让我
来！我年轻，有劲！”23岁的
贾凯浑身湿漉漉的，抬着设备

便大步向前走去。
贾凯今年“七一”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考验，

他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践行真心。
“宝成线宏庆至李家河区间K121+090、李家河至两当

区间K126+227泥石流上道，区间封锁。雨量还是挺大的，
得抓紧检查供电设备，我出巡！”宝鸡供电段略阳供电车间
技术员王军边说边拿起“家伙什儿”出发了。

“接触网设备状态良好。”
“支柱基础牢固，无倾斜，无位移。”
“拉线无松动。”
……
历时三个多小时的巡视，王军的腿上早已裹满了厚厚

的泥浆。在确定泥石流对供电设备无影响后，他一整晚悬
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边有惊无险，另一边却轻松不起来。
“陇海线东口至石家滩区间K1304+500边坡溜塌树

倒，东石区间 230-232跨中承力索损伤，大家快速出动！”
随着宝鸡供电段拓石供电车间东口接触网工区工长刘建
军的一声令下，早已做好应急准备的职工们迅速登上轨道
车，向抢险现场赶去。

抵达现场，刘建军第一时间检查了设备情况，随即便
有序安排分工。“咱们分小组作业，这边准备对烧伤线索进
行加固，小张，你们检查一下吊弦，进行更换！”

四个小时的艰难奋战，他们齐心协力，终于对受损设
备完成恢复。

“我们多准备一些方便食品、牛奶、矿泉水，送到抢险
一线去。路不通，我们就用轨道车送，一定要保证现场职
工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工会副主席巫小刚认真安排着。

抢险现场，慰问品送到了职工手里，组织的关怀也送
到了职工的心坎上。

“感谢段领导对我们的关心与惦记，我们一定会尽全
力尽快恢复铁路畅通！”一线抢险员工坚定地说。□赵悦廷

王延蓬：迎朝阳踏晚霞的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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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当油气勘探的“眼睛”
——中油测井青海分公司进军贵州页岩气作业队小记

7月17日至18日，略阳县遭遇大雨袭击，境内的345国道多处出
现塌方。对此，汉中市公路局略阳公路段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
迅速组织机械设备和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清理塌方，完成了抢险
保通任务。 □徐立生 杨月亮 摄

连日来，全省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40
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各企业为一线作业人员
准备了藿香正气水、凉茶等防暑物资，并开展中
暑急救培训，严格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尽最大
努力降低持续性高温天气给现场施工和生活带
来的不利影响。

炎热的夏季，高温下的劳动者需要付出比
平常更多的汗水，尤其需要得到关爱。一方面，
相关单位和工会组织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为
一线劳动者及时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要尽量
为职工设置装有空调的休息室，露天工地则应
在附近搭建遮阳篷、配备电风扇，提供充足的清

凉饮料，让职工“随需随取”。另一方面，在制度
设计上下功夫。不妨学习有些企业“做两头，歇
中间”的方法，让劳动者的作业时间避开一天中
最炎热的时段。同时，适当安排“工休时间”，即
规定职工连续工作 1 小时后，可以休息 10 分
钟。还可以通过工作微信群等渠道，向职工宣
传防晒窍门及降温常识等，提高一线职工的防
范和应对能力。

职工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健康直接
关系到企业的效益和发展。高温下的职工需要

“组合关爱套餐”：既要为职工预备充足的防暑
降温用品和物品，也要为职工合理地、人性化地
调整作息时间，还要向职工传播科学的防暑知
识和急救常识。做好做细这一系列工作，“关爱
职工”才不是一句空话，才能真正让辛勤的职工
们安全度夏。 □余清明

高温下的职工需要“组合关爱套餐”

作业队队员合影作业队队员合影。。

抢险现场抢险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