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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广告

五月的延安，天气微凉。火车司
机崔志鹏正驾驶着“钢铁巨龙”，沿着

“煤运通道”将一车车电煤、物资安全正
点运往南方。

崔志鹏是国铁西安局延安机务段
榆林运用车间的一名火车司机。立
志钻研创新的他，是单位的生产标杆、
技术能手、安全卫士。工作中勤恳朴
实，加之在各类技能竞赛中表现优异，
他曾荣获全国铁路技术能手和中华
全国总工会“火车头”奖章。受到表彰
后，他更加勤勉，并于今年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努力跑好每一趟

“出站信号。”“红灯站内停车！”司机
室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应答声，声音
洪亮、短促有力。

“我们火车司机，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正点跑好每一趟车，严格执行标准、遵守
作业规范，让旅客和货物安全‘归家’。”
崔志鹏说。

对累计安全牵引列车 1190趟、总走
行 23.46 万公里、运输物资 1.19 亿吨的

“老司机”崔志鹏而言，制胜法宝就是把
每一趟车都当做第一趟车来跑。“熟能
生巧，但同样也能生错。”他始终卡控作
业中的关键环节，不急不躁，每一趟都
执行好作业标准。

2023 年春运作为疫情防控调整后
的第一个春运，客货运量迅速回暖上
升。崔志鹏前往车间党支部，主动请
缨加入“春运党员突击队”，在他的带
领下，一支支刚强有力的突击队伍迅
速组建起来，经过 45天奋战，圆满完成
了春运“答卷”。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崔志鹏眼睛不大，却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任何故障隐患和漏洞，总
能在他眼里“原形毕露”。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一定要做好
机车检查工作，将故障隐患尽可能消除
在库内。”每次出乘之后，他就立马投入
检查工作中，机械间、走行部、车钩、踏
面……他手握检车锤，不放过任何一
处，那怕一个小螺丝。

元宵节那天，出完勤后已是凌晨 0
时25分，崔志鹏像往常一样对机车进行
检查，夜空中突然响起了烟花炸开的声
音，他忍住了好奇心，继续俯下身子检
查。咔嚓一声——机车前端的制动软
管发出响声，崔志鹏定睛一看，原来是
软管接口处松了，他立即联系检修人员
更换软管。

“幸好没有抬头看烟花，这么大的
隐患要是没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事后
他回忆道。

自进入铁路系统 9年多以来，崔志
鹏累计发现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90余
个，防止各类安全事故 37件，大家都夸
他有一双“火眼金睛”。

爱学也爱教

在慢慢接触了身边优秀的劳模先
进、技术骨干后，崔志鹏明白，要想有一
番成绩，必须下真工夫，必须努力向上。

他始终相信勤能补拙，每天在睡
前、出乘、退勤时抽出半小时学习业务，
9年累计学习时长达 4800余小时，记录
笔记7万余字。

“崔师傅以身作则，和我们同吃同
睡，一起训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
力呢？”2022 年，西安局集团公司举办

“振兴杯”职业技能竞赛，崔志鹏被选
派担任教练员，对参赛选手进行集
训。“我很愿意将所学教授给更多的
人，帮助他们成长成才。”他说。

崔志鹏总结出了“五要”学习法，
将每个知识点讲清楚讲透彻。对学
员，他手把手教、一对一讲，先后培养
出技术能手、先进个人 16 人，司机 30
余名、副司机 50余名，提升了司机队伍
整体业务水平。

“能把学到的业务知识分享给更
多人，才算是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崔
志鹏说，“我要当好货运增运增收的

‘火车头’。” □本报记者 白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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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第一次开的飞机是一架训
练机，虽然在地面做好了准备，但飞上天空
之后，大脑一片空白……一眨眼 40年已经
过去了。”5月22日，赵杉向记者感叹道。

赵杉 36年的飞行生涯，可以用数字形
象表述：14年的战斗机飞行时间，22年的
民航飞行经验，飞行时间 20170个小时，模
拟机带训约 1600 个小时，平稳操纵起落
7500余次，运送旅客数十万人次……

蓝天守护者——
军旅14载，练就飞行真本领

1983年，赵杉高中毕业时，正赶上空
军招飞。19岁的他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
条件和优异的文化成绩，从山西运城众多
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他怀揣着飞行梦步入
军营，自此便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

“空军飞行学员淘汰率极高，我们学校
当时去了 200多个人，最后只留下我。”赵
杉说。在空军长春第一预备学校时，赵杉
非常珍惜每一次飞行机会，降落之后，还要
将自己的飞行操作“复盘”一遍，把失误的
地方以及教员的指导记录下来，避免下
次出现。通过刻苦学习、严格训练，他拥有
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精湛的飞行实操
技能。1987年 5月，在空军长春第七飞行
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赵杉被分配到空
军飞行部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翱翔
在祖国的蓝天上。

部队的生活终身难忘，赵杉先后荣立
三等功两次。从初入军营的懵懂青年，到
成长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赵杉说军旅生
涯对他影响至深，既有生活习惯的养成、身
体素质的增强，又有对吃苦耐劳的锻炼、顽
强毅力的培养。这14年的军旅生活，也为
他之后空军转民航奠定了扎实基础。

空中摆渡者——
恪尽职守，飞好每一次起落

1997年，赵杉从部队转业之后，从事
地勤工作，2001年9月加入海航，开上了民
航客机。

“作为一名民航客机机长，将旅客安全
送达目的地是我的责任。”赵杉对记者说。

2021年 3月，在一次珠海至西安的航
班上，一名旅客有轻生迹象。乘务组立刻
对其进行制止并报告机长赵杉。赵杉嘱咐
乘务组及安全员冷静应对，并指导乘务组
对旅客进行疏导，在当事旅客情绪稍加稳
定后将其调整至最后一排。与此同时，赵
杉带领机组高效沟通管制，申请优先落地，
联络公安及地面医护人员。飞机提前安全
落地后，旅客经急救检查无大碍。

“与战斗机不同，民航客机承载的是
无数旅客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责任更加重
大。每次飞行，我都心怀三个敬畏——敬
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一定是认真
准备，仔细研究，飞好每一个航班。”赵杉

告诉记者。

授业解惑者——
润物无声，匠心传承未来

“我已经带飞带训飞行员、培养机长超
过百名。”赵杉自豪地说。作为资深飞行教
员，广阔无垠的天空是他的授业课堂，仪表
纵横的驾驶舱是他的三尺讲台。

赵杉教学风格灵活多样，深受学员尊
敬。他在指导飞行学员技术能力及理论基
础的同时，在飞行实操中也充分展示了教
员职责，认真飞行、努力教学，让每一次飞
行都变成有意义的课堂教学。他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原则，在模拟机带飞、
检查等关键问题上，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
检查标准，在技术放飞上未曾出现一起把
关不严的工作差错。

“赵杉教员在对我们晚辈的教学方面
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生活中也是
非常随和，为人谦恭，乐于助人，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飞行员吕建龙告诉记者。

赵杉，一个有着 36年飞行经验的“老
兵”。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光环：

“中国民航局安全飞行奖章银质奖章”、海
南省两新组织党工委“优秀共产党员”、陕
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些令人骄傲的
荣誉，是对他壮志凌云、奔赴蓝天 36载的
诠释，而真正的自豪，蕴藏在千万次安全
的起飞降落间。 □本报记者 王静

“飞”了36年，他仍在翱翔
——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安航空飞行员赵杉

雷震进行管道更换焊接雷震进行管道更换焊接。。

在工友眼中，他是“钢水掉身上也不动一下的铁
汉子”；在师傅眼中，他是“用一箱箱焊条‘喂’出来
的好徒弟”；他自己却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焊工，只
想焊好每一条焊缝，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他就是陕西能源电力运营有限公司高级焊工
雷震。

5月 15日，天气炎热。刚刚从抢修现场归来的
雷震，挽起了早已被弧光烤褪色了的衣袖，手臂处
露出了大大小小、新旧不一的疤痕。“当焊工的身上
没疤，哪行呢？”他笑着说。

守初心——“要干一行爱一行”

时间回到 1996年，从技校毕业的雷震选择成为
一名电气焊工。

“有一回去找在发电厂工作的父亲，无意间被焊
花飞溅的场景吸引住了，那时候就萌生了学电焊的
想法。”他说。

焊花固然美丽，但当他进入操作间拿起焊枪时，
才发现还是把电焊想得简单了。电焊不仅讲究手眼
脑高度协调，还需要体力与耐力。

“冬天穿厚了没法操作，只能冻着；夏天穿少了
又容易烫伤，只能闷着。”雷震说，加上眼睛长时间
被弧光刺激，一直举着焊枪的手又发酸，真是难受。

条件艰苦并未阻止雷震向上走的脚步，用他的

话说，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从进厂第一天起，
他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当起了学徒。

不是蹲就是跪或躺、脸上留下了一道被面罩摁
压的痕迹……雷震没有喊累，而是利用休息时间，
反复练习焊接技术。从切钢板开始，到平焊、立
焊，再到仰焊，他不知疲倦地练习，成为同龄人中
进步最快的那一个。30 岁之前，他已经基本掌握
了碳钢、合金钢、不锈钢等 10 余项焊接技能与方
法，并考取了相关证书。

遇挫折——“技术提升没有上限”

鲜衣怒马少年郎。就在雷震自认为是厂里最好
的焊工时，一次故障维修将他“拍回地面”。

2009 年，某电厂一个再热器管道爆管，需要焊
接。已经是攻关小组组长的雷震带着人赶到现场时

却傻眼了，“焊口的局部位置肉眼无法观察到，而且
是多排管道，人根本进不去。”雷震硬着头皮，带着小
组成员从早上焊到晚上，返工 6次，依然不合格。

机器已经叫停了，多停一分钟就多出很多成
本。眼看雷震等人已精疲力竭，一个个耷拉着脑袋
垂头丧气，电厂决定从江苏请专家来“救场”。“不到
4个小时，人家就搞定了，用了一种我们都没见过的
焊接手法。”

这件事给雷震内心带来了非常大的触动：人外
有人，技术提升没有上限。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
要攻克这项难题。也从这时起，他收起了之前沾
沾自喜的想法，“活到老、学到老”在他心里生根
发芽。

送走专家后，雷震做了一套模拟试架，凭记忆
照着专家的操作练习。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知
道了这种焊接手法就是镜面焊。在经过多次练习
探索后，他终于掌握了镜面焊的基本施焊技巧。

随后，在公司一次次机组大修任务中，雷震都
打头阵，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啃下了一个又一个

“硬骨头”。

挑重任——“不给自己留遗憾”

2020 年 9 月 25 日，“中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陕西省选拔赛——国家精选项目焊工技术”举

办，这一天对雷震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公司参加国家级比赛。”他

坦言：“对手都是来自各行业的顶尖高手，比赛项目
也与国际焊接赛事接轨，我压力很大。”

的确，焊工是个“吃青春饭”的工种，与同组 20来
岁的小伙子相比，此时已经 44岁的雷震在体能上并
不占优势。

“要对得起公司的培养，也不能给自己留遗憾。”
抱着这样的信念，雷震走上了“战场”。

比赛要求在 7 个半小时内完成组合件焊接、铝
合金管板组建焊接、不锈钢结构件焊接 3个模块里
的 7 个模型。“这些模型包含了生产中可能用到的
所有焊接手法和工艺，同时也包含了各种焊接位
置。”雷震解释道。

为了节省时间，雷震没敢休息，一丝不苟地焊接
着一个又一个构件。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 20 分钟时，他完成了所有构
件。放下焊枪，走出赛场，雷震才发
觉衣服全都被汗水浸湿了，一直举着
焊枪的手麻了，人也有点恍惚。

好在结果不违人愿，雷震焊出
的接口合格率近 100%，获得了比赛
二等奖。

“这次比赛激发了我参加技能竞
赛的激情。”随后，他又代表公司参
加了 3次省级比赛，并于 2023年 4月
被评为陕西省技术能手。

采访接近尾声时，雷震又接到
了一通抢修电话。穿戴好工作服
与面罩的雷震，将焊枪头放在管道
的对接缝中，弧光闪烁、焊花飞溅，
不一会儿，管道接口就被牢牢焊接
在了一起…… □张代弟

弧光照亮奋斗人生
——记省技术能手、陕西能源电力运营有限公司高级焊工雷震

工作中的崔志鹏工作中的崔志鹏。。

“这样细致的工作，男的能干
好吗？”在很多人眼里，护士都是
身着白衣、头戴燕尾帽的女性。
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男性进入女
性唱主角的护士群体中。配药、核对信
息、操作仪器……这些细致活，男护士做
得毫不逊色。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副
护士长刘雄涛，在一线护士岗位一干就是
14年。“之所以从事护理工作，一方面是坚
定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是比较看好男护
士的前景。”5月10日，刘雄涛告诉笔者。

“虽然当男护士不是件稀奇事，但男性
从事这个职业还是被不少人议论。”刘雄涛
说，他从来都不觉得这份职业有什么令人
吃惊的，反而一直为此而自豪，男护士一样
救死扶伤，职业没有性别之分。

护理工作绝不仅仅是传统观念中的打

针、发药这么简单，在手术室、ICU、急诊科
均要求护理人员具有较好的身体、心理素
质，还要具备掌握高精尖仪器设备的能力。

“男性当护士也可以做得很出色。”
经过多年历练，渐渐地，刘雄涛成了麻醉
科护理工作中的佼佼者，能够高标准完
成各项护理工作。他力气大，经常协助
病人做检查，帮助他们下床活动，成为科
室里不可替代的一员。

手术室是医院任务最繁重的科室之
一，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刘雄涛打
趣道：“我和护理团队其他人练就了一种

‘技能’——一饿就是几小时。”腰酸了要
站得住，肚子饿了要挺得住，困了要熬得

住，甚至通宵达旦地忙碌也一定
要抗得住……因为热爱，刘雄涛
毫无怨言。

在上班的第三个年头，有一
台腹膜后肿瘤切除手术需要刘雄涛的护
理团队全力配合，这既要求医生具备较高
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更需要护士高度集
中精力配合，更是一场体能大考验。刘雄
涛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坚持到晚上十点
多，配合医生顺利完成手术。

回顾起这段经历，刘雄涛不谈辛苦，
“救死扶伤就是我们的使命。看到患者逐
渐康复，看着他们出院时的笑脸，我有一
种很大的成就感。”

“在手术室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我将
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在无影灯下发挥出一
名‘男’丁格尔的作用，继续前行。”刘雄涛
坚定地说。 □谢明静

无影灯下的男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