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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焊接工作的安建。

12月 8日 8时许，在陕西龙门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炼钢厂转炉作业区内，维修班班长
安建已经投入忙碌的转炉检修工作中，耀眼
的焊花在空中飞舞，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烟
雾。安建手握焊枪，或站或蹲，焊花时不时溅
在他的衣服上。

安建今年只有33岁，却是一个有14年焊
龄的老焊工。在弧光闪烁、焊花飞溅中，他的
脸膛变得黝黑了，手臂上留下了斑驳伤痕，焊
接技术也日臻成熟。

勤学苦练出真功

在作业现场，工
友们总能看到安建总
脚 步 匆 匆 ，来 回 奔
波。“上学的时候并没
有对焊接进行系统学
习，只能靠自己在工
作中练习，向老师傅
们逐个请教。”安建告
诉记者。

练习焊接技术有
时需要保持长时间蹲
或者半蹲，而让安建
印象最深的就是练习
仰焊。

“因为要仰头焊
接，所以觉得很难，虽然按师傅教的要领去
做，但还是不得窍门，不熟练。”安建说，为了
练好仰焊，他苦练蹲功，每天下班后，常常一
个人在宿舍练习，这个习惯他也坚持了 10
多年。

和他一起当焊工的工友大都换岗了，只
有他还坚持着。为了尽快掌握新的技术知
识，他收集了大量书籍资料，和小组人员一起
学习，并把自己的焊接方法拍摄成视频和大
家研究构造原理。工作中，他坚持精检细修，

不放过任何一个难题，很快，他的焊接技术突
飞猛进。

从普通手工焊、二氧化碳保护焊到氩弧
焊，他样样精通。他也从初级工成长为技
师，从班组优秀员工成长为省级技术能手。

不畏风险担重任

身为班长的安建，技术好、点子多、能力
强，各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2017年7月14日下午，需要对3号转炉
进行紧急抢修。刚停下的炉子，炉内温度足
有四五百度。”安建回忆道，为了确保生产稳
定顺行，他和工友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然而，转炉托圈和炉体之间只有一条不
到15厘米的窄缝，肉眼无法看到需要补焊的
具体位置。看到这个难度极大的任务，在场
的每一个人都不知所措。

只见安建在炉壳上铺了两张硬纸壳趴了
上去，将焊枪固定在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
上，再绑了一面镜子伸了下去，就开始了焊接
作业。但是，刚一打火，焊花就将镜子炸碎
了，他只能靠着刚才镜子里闪过的那几秒钟
记忆进行盲焊。

由于焊接质量要求高，焊缝必须一次性
焊接完成。不一会儿，硬纸壳上就冒起了烟，
工友们怕他被烫伤，每隔一分钟就要在纸壳
上浇一次水。

就这样，他两只手紧紧握住那支特殊焊
枪，焊了足足 30多分钟。当他从炉口下来
时，早已满脸通红，帽子也被烤变形了，大腿
上、腰上也留下了两道深红的血印。

攻坚克难成“王牌”

安建常说的一句话是，无论干什么工作，
要么别干，要干就要干好。

2015年，为解决“烟罩焊接完焊缝开裂”
难题，他对比国内外资料，借鉴其他焊接技
艺，总结了一套烟罩焊接工艺，对焊接过程中
的防止开裂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减少了焊
缝的开裂及检修频次。

作为分厂的年度创效明星人物，安建还
提出了“炉前转炉加料系统优化”“下料管冷
却水管路改造”“钢包灌沙装置优化”等创效
项目 10余项，直接创效 60余万元，逐渐成为
厂里的焊接“王牌”。

年复一年在焊接一线，安建四肢上有大
小疤痕 50多处，留下了专属焊工的特殊“年
轮”，这些都是他成长的见证。他也凭借精湛
的技术，先后获得了“韩城市劳动模范”“陕西
省技术能手”“韩城工匠”等荣誉。

“焊接就跟做人一样，焊接时的每一道焊
缝就像要走的每一步人生路，既要沉稳又要
认真。”这个“硬焊子”说，零返工是他定下的
下一步目标。 □本报记者 李旭东

————记省技术能手记省技术能手、、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钢厂维修班班长安建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钢厂维修班班长安建

青春在璀璨焊花中闪耀

日前，国网西
安供电临潼公司辖
区普降雨雪，穆寨
供电所对 10 千伏
136 纸 李 线 及 0.4
千伏线路设备进行
雪后巡检，消除线
路设备隐患两处，
确保山区群众在雨
雪天气里安全用电
取暖。

□通讯员
潘世策 摄

让健康农食直通百姓餐桌
12月6日，走进陕西粮农营销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粮农物流），总经理岳维维
正忙于筹备“双节”供应。她制定营销活动方
案、完善电商业务选品，每天忙得分身乏术。

“守好百姓的粮袋子，我觉得使命光荣。”
对岳维维来说，二十六年的坚持让她真正成
了一名粮农人。现在，她带领团队在粮食行
业中一路前行，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市
场供给服务继续努力贡献。

消费扶贫见实效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构
建新时代陕西消费扶贫长效机制，陕西省总
工会采取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
元创新模式，建立了具有工会特色的消费扶
贫采购平台。

岳维维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向省总工
会请命，组建30人团队，将生产、消费、流通各
环节打通，使产销两端精准高效对接，实现了
工会消费扶贫采购平台在产品规划、采购、品
控、包装、配送的一体化服务。

“深化拓展消费帮扶工作，助力乡村振

兴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岳维维坚定
地说。

作为平台运营服务商，首要责任就是严
把产品质量关。为此，她亲自带队，深入一线
对全省 56个国定贫困县的 200多家扶贫企业
以及合作社进行了考察，确保平台扶贫产品
符合国家行业规定的质量安全标准，确保价
格合理、带货真实。

在她的带领下，粮农物流落实执行“大企
业+县域中小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供应链
保障机制，实现消费扶贫的精准对接。同时，
设置2万平方米的周转仓，与京东、云集等大型
物流企业建立合作。建立了10多人的专业客
服团队，保障销售端的服务工作。

“依托省总工会各分会推进会，推动夏送
清凉、秋送双节消费的同时，推进扶贫产品进
食堂、进家庭。”岳维维说。同时，依托粮农集
团“走出去”优势，积极参加省外粮油、农特产
品展销会，开展“陕西消费扶贫产品全国行”
推广活动。截至目前，陕西消费帮扶云平台
入驻帮扶企业共签约600多家，累计上架商品
约 4500款，服务 5000多家会员单位，近 39万

会员，销售覆盖全国30多个省200余个地市。

保供稳市展风采

“最让我清楚意识到我们责任的是抗疫
期间的保供攻坚战。”岳维维对过去三年有着
深刻记忆。

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为
切实保障特殊时期粮油市场供应，岳维维带
领营销 50人团队第一时间组织复工复产，并
对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供应稳价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疫情防控期间，她带队奋战在市场一
线。组建应急保供突击队，冲锋在保供第一
线，线上各平台24小时营业，西安市内所有的

“中国好粮油”直营店、销售点及时补货，统一
规范价格和销售，做到了粮油供应充足、物流
及时、价格平稳。

为确保医院供应，她组织物流以最快速
度抵达西安市各大医院和建设工地，及时将
米面油产品送到抗疫一线。面对广大市民的
需求，组织几十家门店及时开业，并张贴保供
稳价公开承诺书，带头践行不涨价。

示范营销取实绩

2018年，岳维维接手了“中国好粮油”项
目中的营销示范体系建设。在她的带领下，
建立了“好粮油”产品销售体系，构建了覆盖
全省的优质粮油产品销售服务网络和覆盖全
国的营销渠道，新建示范店和加盟店共计 60
多家，营收累计增加2亿元。

为做好中国好粮油产品的品牌宣传，岳
维维带领团队构建以“陕西粮农”企业品牌为
统领、以各类产品与服务品牌为内涵的“1+
X”品牌战略，以示范店为中心，辐射周边社
区，给广大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并对粮农
旗下米面油产品进行规划和包装设计，开发
10余款米面油产品和农副产品。同时，完善
新零售销售渠道，打造粮农集团“好粮油”线
上“优粮到家”平台，构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O2O垂直电商体系。

“如今，人们的生活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
健康、吃得安全提升，我们会做好安全保障、
服务好最后一公里，让健康农食直通百姓餐
桌。”岳维维说。 □本报记者 鲜康

————记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记全国五一巾帼标兵、、陕西粮农营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岳维维陕西粮农营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岳维维

12月 4日一早，记者见到西安人民大
厦索菲特酒店副厨师长张铁城时，他正在
检查当日的菜单和食材准备情况。今年57
岁的他，在今年6月举行的国际职业技能大
赛中，凭借莲蓬七宝羹、秀山金花、银牙里
脊丝三道经典陕菜，从 70余名烹饪同行中
脱颖而出，获得大赛银奖。

作为一名陕菜师傅，他是怎样坚守职
业理想而又干出了一番名堂的呢？

从文化中获得创新启发

1985年，19岁的张铁城从省政府服务
学校烹饪专业毕业，被分配到西安人民大
厦餐饮部工作。

从采购、择菜到练习切“牛毛丝”等基
本功，他总觉得还少点什么。厨房实操的8
小时外，他开始钻研饮食文化和故事。

“在师傅的带领下，我触摸到了陕菜
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别具一格的仿唐菜，
这些唐代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和饮食烹饪
遗产，既绵长又厚重。”每当回想起师傅讲
起这些时的神采，张铁城都不免动容。从
此，这个地道的南方人就和陕菜结缘，一
直延续至今。

在张铁城看来，陕菜虽具备主料、主
味、香味突出的特点，但并未进入中国八大
菜系，其开发、创新、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如果能够形成风味独特又海纳百川、影响
深远的一个菜系，那么就值得被发扬，也一
定会壮大。

如何将经典菜品做成企业的宣传名
片，他向具有老手艺的陕菜师傅讨教菜
肴美味的真谛，传承历经 60 余年的西安
人民大厦经典菜肴，深挖传统烹饪绝
技。他从唐诗“乳燕飞来泥做肉，千金纷
折酬精英”中获得灵感，创作了乳月鸡；
又依据韦巨源的《烧尾宴》，创作出新版
的丁子香淋脍。

37年来，经他手传承创新的陕西代表
菜有二百多道，每道都赢得了顾客的称赞。

让古老陕菜焕发新生机

继承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每一道菜保
留其味型的前提下，需要对食材进行改良，使之适合不
同人的需求和口味。

张铁城举例说，用松茸替代香菇，既能保留菌菇味
型，避免香菇高胆固醇对健康的影响，还能利用松茸抗
衰老、高微量元素的营养价值。在改进经典陕菜驼蹄羹
的过程中，他在市场上不断搜寻新食材，白天请教前辈，
晚上加班试制，在 20多天的坚持中，才让这道古老陕菜
焕发新生机。

“厨师这个职业，3个月不学习一定会落伍。”张铁
城感慨。为了不掉队，他每天在工作之外花至少 40分
钟学习，通过阅读烹饪行业的权威期刊来研判最近趋
向和潮流。平日里，他还会去餐馆包括档口摊位等地
考察调研。

即便如此，瓶颈还是避无可避，一棵白菜如何做到
口感软糯又不失风味，就让张铁城反复操练而不得。他
不时翻看笔记，回顾老一辈陕菜师傅们的技艺。

这样的工匠精神加上不断尝试，张铁城终于突破
白菜难题，制成了特色名菜“江瑶一劲松”，这也让他从
1993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烹饪比赛开始，先后获得“全
国第三届烹饪比赛个人银奖和团体银奖”“陕西技能大
赛中餐项目第一名”“陕西省优秀青年岗位能手”“新城
工匠”等称号。

“匠心无非是极致的用心。”张铁城说。

带徒弟从硬指标开始

“烹饪文化的传承需要坚持不懈，甚至是下苦功
夫。”张铁城带徒弟有个硬指标——每个人都要认真记
笔记，每道菜必须对照笔记反复操练。

“烹饪其实是一门高深的文化艺术，涉及营养学、美
学、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文化的多个领域。”张铁城说，
对从业者的要求不能停留在体力好就行。

言传身教是带徒弟的关键，张铁城至今还坚守在厨
房一线，每天从选食材开始，手把手带着年轻厨师精耕
细作每一道菜品。

同时，他还结合现代化管理，把手工烹调技法提升
为计量化、标准化、程序化，稳定菜品口味。他又带领同
事们积极适应市场变化要求，把陕菜的传承和创新有机
结合，参加我省“一带一路”宣传活动中的高规格宴会，
让各国宾朋品尝和欣赏陕菜。

目前，他带的6名徒弟中，王振在第六届全国烹饪技
能竞赛热菜项目中获得银奖、周雄宽在 2020年 10月获
得省人社厅举办的“陕西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奖
赛”中荣获中餐烹饪二等奖。

张铁城表示，将继续为陕菜发展贡献个人力量，开
发创新新型菜品，打造强有力的陕菜品牌。

□见习记者 刘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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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到最好。”这是
陕煤韩城矿业桑树坪矿机运二队生产三
班班长陈龙龙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参
加工作至今 12年来，实干为要是他成长
的一大法宝，突出的业务能力和勤勉好
学的工作作风，让他赢得了全队干部职
工的认可和尊重。

逢甘沐雨 茁壮成长

2011年，陈龙龙如愿以偿地来到矿
上，刚入职时，他面对大家有些紧张，说话
也很小声，自我介绍时咽了好几次口水，
引得工友哈哈大笑。

幸运的是，班组里的老师傅都热情
主动地帮助他，给他讲解设备特点及干
活技巧。那时，除了羡慕别人能干，他更
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独当一面。从那以
后，他暗下决心，每天坚持将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想都记录下来，通过不断反
思、虚心请教，同时利用下班时间阅读相
关书籍，专业能力很快便有了提升。一

年多的学习与实践，他从最初打下手、当
学徒到熟练设备原理，从门外汉到能独
立处理各类设备故障，一步一个脚印，在
实践中积累了经验、锤炼了本领。见证
了矿工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相互尊重，
使他对矿山拥有了更多的热爱和激情。

“从事检修工的那段日子，我与机电
设备建立了深厚感情，每次检修都特别
小心认真。”他说，遇到故障，总会迅速而
准确地作出判断，并用最少的时间处理
完毕，保障安全生产。

使命在肩 不负重托

随着智能化的发展，矿上先后投用
了快速掘进设备和陕煤集团首套TBM
硬岩掘进机，与此相配套的梭式矿车在
保障掘进速度中至关重要，梭车组组长
的重担便落到陈龙龙肩上。

角色转变职责不变。陈龙龙养成了
班前会开始前提前半小时赶到队部的习
惯，提前了解设备运转情况、统筹当班工

作，做到心中有数，成了他每天的必修
课。虽然井下运输线长、面广，但他带领
大家认真学习安全技术措施和风险因素
辨识。加之任务分配合理，大家职责明
确，保障了梭车高效运行，为北二采区开
拓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除了梭车组长，陈龙龙还是一名电机
车司机，每次车启动前将四周检查一遍，
再看看矿车各部位连接是否牢靠，行车时
按照各路段规定速度行驶，过道口时观察
瞭望。正因对安全发自内心的敬畏，一车
车物料才能顺利送抵终点。三个月前，陈
龙龙成为班长，从工作记录本上不难看
出，无论是排矸、运人、运料的数量还是效
率，三班的成绩总会引人注目。

如今，陈龙龙凭借专业技术和管理
才能，已成为该队的中坚力量。谈起成
长经历，他总是笑着说：“爱岗敬业要体
现在实干上，只有做出让大家心服口服
的事，才能无愧于心，要靠能力出圈，用
实绩说话。” □通讯员 高孟学

陈龙龙：靠能力出圈 用实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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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喜讯！咱们延安管理所隧
道监控室获得了‘延安市五一巾帼标兵
岗’称号。”近日，这个好消息传遍了陕西
交控西延分公司，毕青也打心底里高兴。

高速隧道监控员被称作“高速公路
的眼睛”，毕青就是其中的一双。通过屏
幕，她观察着隧道内设备运行、车流量的
变化，在司乘看不见的地方当好安全员。

勤请教 快适应

“再过十几天2023年就结束了，算算
日子，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整整 10个年
头了。监控工作看似是和电子屏幕‘打
交道’，实际上要求监控员必须具有细致
敏锐的观察力，‘看’的其实是一份责
任。”毕青坦言。

“一进门就看到墙上满是屏幕，刚当
监控员的时候眼睛根本看不过来。”回想
起第一次到监控室上班，毕青记忆犹新。

从一线岗亭转到幕后监控室，面对
陌生的设备，陌生的业务，她暗下决心要
尽快适应，干出点名堂来。不管走到哪，
她都带着一个黑色小本，将每一个设备
的操作流程、每一次故障的排除、新制
度、新政策一一记在上面。对于疑难问
题，她耐心翻阅资料、虚心请教同事，直到
脑会、心会、手会。仅一个月，毕青就在考
核中以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了监控室的“排头兵”。

早发现 快处置

每半小时对所有图像进行排查，定时检查所辖路
段 9条隧道 18个单洞内照明、交通、通风、消防、紧急
呼叫等系统……毕青的工作内容虽然看似琐屑，但都
是关乎安全的大事。

“当遇到事故车辆时，早一秒发现，快一步处置，
以最快的速度协调相关部门到达现场救援，就可以避
免二次事故，也能保障隧道畅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毕青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21年2月的一天，监控室的电话响起，“您好，延
安所监控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电话那头传来
紧张而局促的声音，“你好，我的车在隧道里坏了，没
办法继续开，麻烦你们帮帮我。”

毕青一边安抚司机情绪，一边通过监控视频迅速
确定故障车辆具体位置，提醒司机在车辆后方 150米
处摆放好警示牌，并快速移步至人行道等待救援。通
过切换交通信号灯、播放隧道广播等方式，提示过往
车辆减速慢行，随后她又快速将相关情况告知当班路
产巡查人员，调整摄像头位置对事故车辆进行实时监
控。最终，故障车辆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妥善处置。

这一幕只是毕青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她平均每
天处理隧道停车及突发事件30件左右，遇到恶劣天气，
司乘咨询路况的电话更是接连不断，“上班有‘上战场’
的紧张感，但安全不能有半点马虎。”她说。

担责任 保安全

“我们的排班出来了，除夕不能在家吃年夜饭
了。”2023年除夕前夕，毕青原本和丈夫商量着与亲人
吃年夜饭，无奈只能过几天再团聚。

1月21日，是2023年春节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第
一天。零点刚过，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
监控大厅如往常一样灯火通明，电话铃声、键盘敲击
声此起彼伏。毕青和同事刚接完电话紧接着又上报
路况信息……“春节期间，监控室接到的大多是求助
电话，坚决不能掉以轻心。”她说。

工作需要四班两运转，没有固定的时间回家看孩
子，毕青只好拜托公婆帮忙照顾。因为聚少离多，很
多次回到家，年幼的孩子都认不出眼前的人是妈妈。
她不由得一阵心酸，躲起来偷偷流泪。

“安全工作无小事，隧道监控这个工作看似简单，
却要时刻绷紧神经，更要眼勤、嘴勤、手勤、腿勤，及早
发现并排除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毕青说，这是通往
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通道，承载着西延高速人身上沉
甸甸的责任。 □见习记者 郭雪婷

工作中的毕青工作中的毕青。（。（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