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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烈日高悬的钢城，贴近地面的
空气似乎蒸腾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热。7月 21
日，记者走进陕钢集团龙钢公司，提起赵忠峰，
工友们无不充满敬意。

“从来自全国 62家钢企的 189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以第 18名的成绩荣获‘全国钢铁行业
技术能手’称号，赵工真是我辈楷模……”

“师傅还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荣
誉称号，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从一名普通的维修工人，进阶到“能维
修、能科研、能攻关”的专家型技能人才，陕西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忠峰的成长之路既
有奋斗的汗水，也有收获的喜悦。

“这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1999年，赵忠峰从陕冶技校毕业后进入龙
钢公司，成为一名皮带工。他不甘平庸，不止

一次地告诉自己，年轻人要勤于奋斗、要敢于
拼搏。转岗钳工后，作为初入车间的维修“菜
鸟”，怎样把理论转化为维修能力，成为他面临
的第一个挑战。

想要独立完成设备维修，唯有虚心请教、
取长补短。在生产现场，师傅的身后总能看到
一个“跟屁虫”；上班、下班、午休时，总能看到
赵忠峰对着书摆弄零件、维修工具；遇上培训、
技术指导时，他总是挤在最前聚精会神地听、
一字不落地记。靠着不懈努力，赵忠峰很快成
长为一名出色的维修技工。

同年，他开始接触环保除尘和烧结风机设
备的运行维护工作，因为涉及环保大型关键设
备，他肩上的责任又重了许多。

“刚开始的时候压力确实很大，但只要爱
学习、勤动手、肯钻研，就没有啃不下来的‘硬
骨头’。”赵忠峰目光如炬、语气坚定地说道。

“创新的动力，是对工作的挚爱”

“技术人就是靠手艺吃饭，虽说万变不离
其宗，但也不能止步不前，只有持续学习，才能

不断创新。”每一个与设备相伴的日与夜，都留
下了赵忠峰刻苦的足迹。

主抽风机是烧结系统的心脏，以前故障
维修只能拆卸解体后送至厂家做动平衡，维
修周期 3—5天，严重影响生产。赵忠峰开始
摸索尝试离心风机“三点动平衡法”。每次做
动平衡，都要在风机叶轮上增加许多配重块，
并且经过不断地计算尝试，光计算的笔记本
他就用了几十本。最终，热烈的掌声响彻在
检修现场，他成功了。之后，该方法在炼铁分
厂、炼钢分厂、轧钢分厂多次推广应用，年创
效 100余万元。

热爱是坚持的理由，更是创新的动力。工
作20余年，他累计解决重大技术难题50多项，
完成技术创新成果30多项，深入钻研大功率风
机维保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机达人”。

“倾囊相授是我对企业的回报”

“赵工，昨天的培训有两个问题我还是
没弄懂，您啥时候有时间，我想再重新学习
一次。”

“赵老师，按照您教的方法，我制作了六方
镶配件，请验收指导。”

走在厂区，时不时就有人和赵忠峰打招呼
讨论维修技巧、课堂疑问，他总是有问必答、悉
心指导。

作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坚持
以工作室为依托，定期举办岗位轮训、技能等
级认定、技术比武等活动，通过言传身教让员
工充分认识到高技能水平的重要性，并建立合
理的奖惩制度，提高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努力打造一支业务精、纪律严、朝气足的高
素质维修队伍。

看着徒弟们一个个走上赛场，载誉而归，
赵忠峰从心底为他们感到自豪。在他的带领
下，一项项技术成果新鲜“出炉”、一个个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用他的话来说，这才是自己对
公司最好的回报。

20余载的历练打磨，换来了硕果满枝，也
让赵忠峰成为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一面旗帜。
他将岁月化成经验的沉淀，在平凡的岗位上勇
攀技能高峰，用辛勤的劳动谱写出一曲新时代
钢铁工人的赞歌。 □本报记者 鲜康

“肯钻研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一直处于
高温炙烤模式。7月 18日上午，在
西康高铁长安梁场的施工现场，西
康高铁长安梁场架梁队队长郝铎，
正在安排工人开展箱梁钢筋绑扎
和架梁设备进场拼装工作，忙得热
火朝天。

如今，高铁已成为中国一张闪
亮的名片，而这张“国家名片”上印着
无数高铁人的姓名，其中一个“闪亮
的名字”，来自一名退役军人，他就是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郝铎。

提起郝铎，同事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退伍不褪色，永远保
持着一名军人的本色，把岗
位当成战场，把高铁铺架设
备当成战友，在火热的高铁
建设一线奉献坚守。”中铁
一局新运公司付鹏飞这样
说道。

啥时候火车能快成一道闪电

“啥时候火车能快成一
道闪电呢？”郝铎第一次坐
火车时，心里就有了这样的
想法。

2004年11月，郝铎在完
成体检、政审等一系列招兵
检验后，第一次坐上咸阳兴
平开往新疆奎屯的火车，48
小时硬座、2800 多公里旅
程让他终生难忘。服役期
间，从部队回家坐火车得
两三天。很多战友探亲回
来，也会经常抱怨路程浪
费时间，挤占本就不多的
假期，陪家人的日子屈指
可数。“啥时候火车能快成
一道闪电呢？”这个想法，
又在郝铎的心里出现。有
一天，在浏览新闻网站时，
郝铎看到一条关于中国第
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
际建成后将在陆地上飞行
的新闻，当时心里就萌生了
想要参与到改变中国铁路
现状的战略性工程中。

退伍那天，郝铎坐上了
回家的“绿皮车”，在经过三天晃晃
悠悠的路程后，终于再次踩在咸阳
的土地上，“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有
机会一定要参与到高铁建设中。这
也是我退伍后对自己人生规划的第
一目标，如今也成了唯一前进的方
向。”郝铎坚定地说。2008年 4月，
他如愿加入了中铁一局新运公司，
并直接参与到高铁施工中。

回家不用坐“绿皮车”了

“当我第一次走进施工现场，
映入眼帘的巨大架梁机，犹如一个
钢铁怪兽，瞬间就被震撼到了。”说
起入职第一印象，郝铎难掩激
动。怎么把这个重达近 900 吨的
箱梁放置在桥墩之上，真正弄清
楚这个“大家伙”的工作原理，成
为郝铎当时需要克服的难关。好
在当时公司内部采取的是“试图
制”，郝铎就成为了师傅口中的

“十万个为什么”。那段时间，郝铎
争分夺秒地学，逐渐对运梁车、架
桥机和提梁机有了深入了解。在
他的努力下，从“小白”到出师，仅
仅用了半年时间。

到京沪高铁施工时，郝铎已经
可以带领 40名新学员开展团队作
业。“在不到 4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提梁机拼装和调试及运、架设备主
体拼装，创下当时的行业纪录，更
是以‘零事故’顺利完成任务。”郝
铎骄傲地说。但他并不满足当时
的成绩，在西宝客专架梁施工过程

中，为了提高施工工效，郝
铎带领班组优化各道工序
和各环节衔接，将原先架设
一孔箱梁需要6小时以上的
时间缩短至 4小时以内，将
900吨箱梁架设效率提高了
三分之一。

“参与兰州至新疆的高
铁施工，算是真正圆了我的
梦想，从新疆回家终于不用
坐‘绿皮车’了。”郝铎对记
者说。当时环境特别恶劣，
给施工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郝铎和团队克服种种困难，
在极寒天气下提前工期，安
全顺利完成管段内所有 900
吨箱梁架设任务。兰新二
线的开通，使原先乌鲁木齐
至西安48小时的旅程，如今
13小时就可以到达。

“一线就是我的根”

工作 15年，常年在外，
郝铎深知对家人亏欠太多，
他曾经也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他想到了和工友们一起
工作、一起战斗的场景，似
乎找到了在部队时的感
觉。而当过兵的人，没有理
由说放弃。就这样，郝铎一
直坚守在项目一线。

“您先后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标兵’、全国‘最美退役
军人’等，荣誉都这么高了，

怎么还在一线工作？”记者问道。
“我的第一个荣誉在我参加工作第
三年就获取了，随后这些年陆续又
获得了很多国家级荣誉，从内心
讲，我很惶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
压力。我的荣誉都是在一线获得
的，一线就是我的根，只有扎根一
线才能更好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郝铎坚定地说。

15年来，郝铎先后参与京沪、
西宝、郑阜等十几条高速铁路架
设，完成了超过 11000 孔箱梁架
设、300余组高速道岔和 1000多公
里的长轨铺设等施工任务，创造
了高铁铺架连续 15 年设备运转

“零缺陷”、安全质量“零隐患”、生
产组织“零违章”的骄人成绩，五
次刷新高铁铺架全国新纪录，在
一次又一次与时间赛跑中，为世
界高铁桥梁架设提供“中国标准”
和“中国速度”。

□本报记者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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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捧着“优秀共产党
员”荣誉证书，王亮内心无比
激动，这是他工作以来第一
次获此殊荣，深知这份沉甸
甸的证书背后有自己艰辛努
力的付出，更是党组织对自
己工作的肯定。

王亮现任陕煤集团黄
陵矿业机电公司机电总厂
党支部书记兼生产副厂长，
2009 年从中国矿业大学毕
业后只身来到黄陵矿业，怀
揣着美好的憧憬，立志于将
自己的理想扎根于绵延的
矿山。

以厂为家守初心

初到矿区，王亮被眼前
的景色所吸引，连绵起伏的
桥山将矿区包裹在内，葱郁
的大树、栉次鳞比的楼房，繁
华的街道，完全打破了自己
对矿山的印象。

“上学那会儿总认为矿
山应该处在荒山戈壁，到处
都是风沙走石的场景，眼前
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对矿山
的认知。”王亮回想起当年刚
来矿区的感受时自嘲地说。

入职后，他的岗位是机
电总厂技术员，每天面对
着庞大的液压支架等矿山
综采设备，看着设备里面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缆和电气元件时，王亮顿
感有心无力，他深知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实践
经验更需要不断摸索学习。

干着技术员的工作，不懂设备检修技术岂不让
人笑话？为提高业务水平，他经常跑生产现场，跟
着师傅学习查看技术图纸，和技术人员探讨设备检
修难题，乐此不疲。

“王亮踏实勤学，肯吃苦，学技术也快。”现已退
休的王新民谈起自己的爱徒仍赞不绝口。

记得多年前的一天深夜，井下采煤机设备突
发故障，如不及时处理就会影响矿井生产，正在
值班的王亮接到抢修电话立即和技术人员下井
进行维修，经过几个小时的抢修，终于解决了设
备故障，保障了矿井正常生产。像这样的突发事
件时有发生，王亮都会主动跟着技术人员一同奋
战在检修一线。

经过 14年的学习历练，王亮逐步成长为一名
技术尖兵，并被推选为生产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管理着整座厂区的安全生产和党建工作。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由于家人不在矿区，王
亮就以厂为家，四个车间他几乎每天都要跑一遍，
查看着设备检修进度，和技术人员交流设备检修技
术难题。

相隔千里守相思

“王亮媳妇和孩子都在成都，他一个人在这上
班，一个月才能和家人团聚一次。”机修车间主任朱
海伟向笔者透露。

一个工作在陕北山区的工业小镇，一个身居蜀
地大都市，每到休假王亮都要辗转近千公里，才能
和妻子孩子团聚，十几年如一日，他和妻子相隔千
里彼此相守相思。

谈起妻子和孩子，王亮内心既感到自豪又显得
愧疚。自豪的是妻子贤惠，照顾孩子，独自一人撑
起一个家，愧疚的是十几年来自己陪在妻子和孩子
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

“每次出门时孩子总是抱着我不愿撒手，哭着
让我留在身边陪他。”说到可爱的儿子，眼前这个1
米8的汉子眼里泛起了泪花。

“三年疫情期间，由于路途遥远，王亮仅回家
了 6次。”厂长王志凯谈起王亮不由得赞叹，“曾经
公司领导就为他回家的事特批过，安排他每次回
家可以多休两天假，但是王亮从没有执行过领导
的‘安排’。”

一边是家庭，一边是事业，十几年间，要说妻子
没有怨言，孩子不思念爸爸，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
于王亮而言，他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妻子和儿
子能理解支持他。

翻开手机相册，看着挚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儿
子，王亮脑海里浮现出一家人在一起欢声笑语的场
景…… □张辉

“别放冰糖了，咱们有好几个
员工血糖高，我这有从家带来的木
糖醇。”

“这次我少放了点柠檬试试看煮
出来的味道。”

7月17日13时，中油测井青海分
公司冷湖项目部涩北基地沙漠公寓
的厨房里，该项目部副经理陆志奇拿
着一罐木糖醇边说边向蹲在灶台边
翻看食谱的经理曹波走去，灶台上的
小锅再一次飘出了柠檬的香气，自制
柠檬水是该项目部爱心小分队为员
工新增的又一解暑利器。此时，在距
这里 70余公里的C3734作业队施工
现场，烈焰下的队员们蹲在一起，甜

甜的西瓜水顺着手指滴落下来的瞬
间，冰冰凉凉的感觉迅速在手上蔓
延，抬头找寻今天来送清凉的党支部
书记谢楷的身影，眸中是那辆装有饮
用水和冰镇大西瓜的白色皮卡车和
谢楷，已在热浪蒸腾的崎岖小路上奔
赴下一个施工现场。

中油测井青海分公司冷湖项目
部驻守在海拔近 3000米、寸草不生
的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涩北气田，且施
工地点普遍离生活基地较远。每当
生产忙季，按时吃饭就成了员工们的
一种奢望，为解决员工吃饭难，在谢
楷的倡导下，由项目部班子成员和一
名老党员组成的冷胡项目部爱心小

分队于2022年8月正式成立。
小分队成员克服道路崎岖、极端

天气、路途偏远等困难，将一份份热
气腾腾的饭菜送到施工队员的手里。

由于受到环境和交通的影响，如
何理发也一直困扰着驻守的员工，为
解决员工理发难的“头”等大事，小分
队购买了推子等工具，为大家提供义
务理发服务。据不完全统计，爱心小
分队成立以来共送餐 100余次，义务
理发70余次。

“寒供热饭夏送凉，地平线上皮
卡忙，盐碱沼泽寻气源，爱心小队护健
康。”项目部员工将一幕幕暖心的画面
都融进了这首打油诗中。 □刘青涛

夏送清凉寒供热饭
——中油测井青海分公司爱心小分队小记

7月21日上午，在咸阳国际机场三期
扩建工程施工现场，陕建安装集团第二工
程公司管工班的职工头戴安全帽，身着蓝
色工服，穿梭在作业现场的各个角落。

“这个倒链型号太小，吊不起管子，
换个大的。”“小王，你去检查一下管道压
力。”……管工班班长宋亭一边拿着扳手
紧螺丝，一边监督着组员，有条不紊地调
度着现场秩序。

从提不起劲到干劲满满

1996年，宋亭穿上工装，拿起管钳，
成了一名管工。

“工作无非就是抬管子、刷漆、除锈、
套丝……”在初入行的宋亭看来，管工的
工作是机械的，辛苦的，乏味的。“那时我
才19岁，喜欢新鲜的东西，天天重复干着
一样的活，心里总是提不起劲来。”他回
忆道。

同为管工的父亲看穿了宋亭的心
思。出于“必须得有一技之长才能有饭
吃”的朴素愿望，他决定手把手教儿子学
技术。

“管工就是跟各种管道打交道，除了
对管道跟管件进行切割、连接、安装，还

要进行管道系统的维护与保养。”经过一
年学习，宋亭对管工有了系统的了解和
认识。

随着技能越来越成熟，宋亭也越来
越干劲满满。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险、
急、难任务，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

某项目需要在离地30多米的斜柱上
安装雨水管道，宋亭主动请缨，倒挂在半
空中，用扳手将点位一个个管件安装起
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克服倒挂引
起的身体不适，他还要时刻关注支架承
重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一天只能组装 4
个点位，宋亭干了整整8天。

正是靠着这股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干劲，1998年，工作仅两年时间的
宋亭就当上了管工班班长。

铺3.5万米管道穿破13双鞋

在陕建安装集团，一线工人每年发
一双工作鞋，两年发一套工作服。穿破
一双鞋需要多长时间？宋亭的回答是：

“30多天。”
2003年 1月初，宋亭被紧急调往海

南三亚希尔顿大酒店项目，承担 240余
套客房的管道安装任务，管道铺设总长

为 3.5万米。
初到项目部时，宋亭就悉心制定了

一个工作计划。然而，一个月后，宋亭发
现管道铺设进度远慢于计划。原来，酒
店项目建在海边，周围都是沙地，这给运
输管道带来了很大麻烦。

“沙地上只有下了雨才能走货车，不然
车轮深陷，寸步难行。”宋亭说，工期紧张，
哪能等下雨再干活呢？于是，在30多摄氏
度的高温中，宋亭带着管工班28人，用肩
膀将一根根管道扛进了施工现场。

仅 4月份一个月，他们就铺设了 1万
米管道，占总长度约三分之一。这是什
么概念？“敷设四个单体建筑主系统管线
1万米，常规来说需要 3个月。”陕建安装
集团二公司总工程师刘琛说，管工班创
造了人均管道敷设的新记录。

2003 年 12 月底，项目正式交付使
用，管工班顺利完成任务。收拾行李准
备返回的宋亭数了数穿破的鞋子，整整
13双。

徒弟“不愿”靠近的人

宋亭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施工现
场，从阳光帅气的小伙子变成了头发花

白的中年人。如今，他将更多精力放在
了技术指导及安全管理中。

“我理解的班长，除了要带好头，还
要勇于担责，对每个人负责。”宋亭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管工班，每天早上7点开安全会已
经成为雷打不动的常规动作。会上，宋
亭除了安排工作，还会随机考问组员。

“杜东亮，会看BIM图了吗？”“今天要铺
设的管道图纸看完了吗？说说。”……

久而久之，徒弟们对严厉的宋亭既
渴望接近，向他学习真经，又“敬而远
之”，怕他随时出道难题。

“师傅教了我很多技能，最重要的
是，历经无数个安全会的提问后，我养
成了提前规划的好习惯。”已是项目经
理的赵辉是宋亭的徒弟之一，他深有感
触地说。

“学就学最好的技术，练一身过硬本
领，成为最好的管工。”这是宋亭的初心，
也是他对徒弟们的肺腑之言。

在 27年默默无闻的奋斗中，宋亭多
次被集团评为先进个人，2017年被西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授予“长安建筑大
工匠”称号，今年他又捧回了陕西省五一
劳动奖章。 □张代弟

学最好的技术，当最好的管工
——记陕建安装集团第二工程公司管工班班长宋亭

面对连日
来 的 持 续 高
温，国铁西安
局宝鸡供电段
紧盯季节性安
全关键，向班
组配发了充足
的防暑药品，
并现场送上防
暑 饮 品 和 西
瓜，切实加强
职工劳动安全
保护。
□刘一江 摄

7 月 17 日 13 时 30 分，经过近 20 小时连续浇
筑，由中铁七局承建的陕西省重点项目西康高铁
三标项目北关乾佑河大桥1号墩0#块顺利浇筑
成功，为全标段工程按期完工和全线顺利通车奠

定了坚实基础。据悉，乾佑河大桥所处地为南秦
岭中山区，地面高程约814至864米，相对高差约
50米，地质复杂，施工场地狭小，施工干扰和施工
难度非常大。 □余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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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陕钢集团龙钢公司钳工责任技师赵忠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