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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汉中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
警，请问您刚才有没有收到让您转账的电
话……如果被骗，报警越快，能帮您追回损
失的可能性越大。”这是汉中市公安局刑警
支队反诈民警刘海贵向群众说得最多的
话。3月16日，刘海贵对记者说，他和同事们
每天要打几百个劝阻电话，与网络电信诈骗
分子斗智斗勇，分秒必争为群众追损挽损。

自 2010年 9月参加工作以来，刘海贵与
同事们累计拦截受骗资金7000余万元，预警
劝阻潜在受骗群众100余万人次。因表现优
异，刘海贵先后获评汉中市优秀公务员、市
打击治理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先进个人，荣立
个人嘉奖 2次，今年 1月，被陕西省公安厅评
为2023年度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分秒必争 精准预警劝阻

2019年12月，汉中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
接到预警，群众王某正在接听疑似诈骗电
话。刘海贵立即拨打王某电话，由于电话持
续占线，刘海贵判断受害人可能正在根据骗

子指令进行转款操作。情况危急，他一边持
续拨打电话，一边发送预警劝阻短信，并多
方联系其家人，同时将预警指令发送到王某
户籍地公安机关，提示当地民警上门劝阻。
短短 30分钟拨打了 20多个电话，发送了 10
余条短信，最终将身在苏州的王某劝阻成
功，及时按下“止付键”。

“打预警劝阻电话，最怕受害人拒接，紧
张又挠心，晚一秒，群众的血汗钱可能就被
骗光了，一整天下来脑瓜子嗡嗡的。”刘海贵
回忆，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短信，这样的工
作场景，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但每当帮助
群众成功止损后，面对肯定和感谢，刘海贵
干起活来就更有劲了。

在用好用足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的同
时，刘海贵和同事们先后搭建了东风预警
平台和长矛预警平台两个适合汉中反诈工
作的预警平台，7×24 小时不间断值守，
2023年以来，先后预警劝阻潜在受骗群众
30余万人次，直接拦截群众受骗资金 1000
余万元。

未雨绸缪 筑牢防骗“心墙”

“止案于未发，把反诈变成防诈。”刘海
贵说，对付无孔不入的电信网络诈骗，最好

的手段就是“防”。
刘海贵潜心研判电信诈骗案例，研究最

新网络骗术，笔记写了一页又一页，本子摞
了一本又一本。他一有时间就梳理各类电
信诈骗手法、套路、陷阱，对受骗群众性别、
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进行数据分析，总
结出了受骗对象的“四多”现象，并整理出一
整套有效的反诈预警劝阻话术。

“骗术不断升级更新，反诈宣传必须随
着骗术‘进化’，例如要防范最新的AI诈骗，
我们必须让群众明白‘眼见可不一定为实’
这个道理。”

为把反诈宣传的触角“沉下去”，刘海
贵隔三岔五就跑社区、进学校、去企业、到
医院……开展精准滴灌式、点穴式反诈防
诈宣讲工作。他先后 100余次到汉中市委
党校、陕西理工大学、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汉
师附小等地开展反诈宣传，累计受众达30万
余人。

“反诈宣传不能只是喊口号、挂横幅、发
传单，必须要做出群众感兴趣喜欢看的内容，
他们才能将反诈知识入脑入心。”刘海贵说。

为此，刘海贵参与制作反诈小视频10余
个、反诈课件 5套，在日常工作中推广使用，
大大提升了反诈宣传的生动性和现实感，获
得群众一致好评。

先发制人 织密反诈天网

“能在第一时间对受骗群众的钱款进行
止付冻结，防止更大的财产损失，是每一位
反诈民警的必修课。”刘海贵告诉记者，接触
的受害者越多，他就越发意识到，采取一切
可能的手段，将反诈工作前置，实现先发制
人至关重要。

刘海贵结合丰富的反诈经验，采取了搭
建预警平台、24小时值班制度、上门劝阻、保
护性停机、“三方通话”“举报封停”等工作举
措，不断织密反诈“天网”。

2018年以来，刘海贵审核涉诈APP线索
4万余条，审核全市电信诈骗案件录入、止
付、冻结、查询涉案账户信息10余万条，采取
紧急保护性停机 3000余人次，紧急止付 50
万元以上的案件20余起，联系银行对资金预
警的受害人保护性管控 1.6万余人次，有效
遏制了电信诈骗高发的势头。

得益于刘海贵及其同事们规范、有序、
高效的工作，去年 11月，汉中市资金预警首
次实现了“预后归零”目标，成为全国47个实
现预后零被骗的地市之一，受到陕西省公安
厅红字通报表扬。

□本报记者 胡睿琳

“经常深入车间一线，为职工进行技术指导，这不仅已成
为我工作的常态，也是我不断寻找创新灵感的一种方式。”李
海清一边查看设备，一边向记者介绍道。

3月 15日，陕西省劳动模范、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机电总
厂高级技师、创新技能团队领头人李海清走出工作室，沿着
厂区道路，从支架车间一路走到机修车间，每到一个车间，他
都要看看各种设备检修进度情况，及时掌握职工在维修方面
遇到的技术困难，并进行指导……

李海清扎根车间一线近 30年，干过钳工、支架维修工、
设备检修工，车间内检修技术活对他来说都是信手拈来。

来到李海清技能大师工作室，在职工创新创效成果展示
区，滚筒剥磨一体机、自动水循环装置、液压顶杆拆卸装置、
一种便携式起吊工具……数件职工创新成果模型整齐摆放
在一起。

“这些成果大部分是职工自主设计制作的专业工具，少
部分是根据维修需要对现有工器具进行升级改造，以达到提
质增效、减轻劳动强度的目的。”李海清指着职工创新发明成
果，脸上洋溢着笑容。

实际上，职工在维修设备过程中时常会遇到棘手的技术
难题，影响维修进度和质量。就在两年前，该公司为解决液
压支架维修难题，引进了激光熔覆焊设备，填补了立柱自主
维修技术空白。但是引进的设备仅能对立柱外缸面进行修
复，而对于缸筒内壁还无法实现自主维修，每年还需外委，导
致维修成本过高。

钢筒内壁维修技术受制于人，这让以李海清为领头人的
技术团队感觉如坐针毡。为了搞清楚设备工作原理，去年团
队赴先进单位对标学习立柱缸筒内壁修复技术。

“设备核心技术一样，无非是焊接头和喷砂管布局不同，
只需定制一款内壁加工头，我们自己就能改造。”技术团队学
习完后一致认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最终设计
制作成一款可调高低和直径大小的内孔焊接装置，首次投入
修复千斤顶立柱内壁作业，修复后的立柱尺寸、硬度和光洁
度均符合标准，达到国标要求。

像这样能解决维修难题的职工创新成果在机电公司不
在少数。有方便焊接采煤机滚筒齿座的专用支架，可杜绝传
统维修作业中需频繁起吊作业的安全风险；有自动化去除托
辊毛刺装置，减轻了职工劳动强度；有设计的活塞密封安装
机，能快速将密封圈安装到位，安装工效提高十倍……

在李海清的带领和引导下，职工结合自身岗位职能，从
优化加工工艺、改造升级设备和提升作业效率几方面考量，充
分发挥自身创新潜力，加工制造出一批具有实用推广价值的
设备及工具，机修质量和
工效得到大幅度提升。

□本报记者 胡建宏
通讯员 张辉

开春以来，随着西安市高新区隆港城建
安工程二标段项目建设步入收尾阶段，工人
们铆足了劲进行最后冲刺，现场一片繁忙。
刘建刚看着面前拔地而起的建筑，掏出手机
拍下照片分享至朋友圈，心中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

从午夜月明到东方黎明，从清晨日出到
傍晚暮色低垂，一天很短，来不及拥抱清晨，
一天很长，可以完成好多事情，每天的十二时
辰是工程人年复一年的写照，也是陕建十二
建集团隆港城建安工程二标段项目施工员刘
建刚这个职场菜鸟破茧成蝶的见证。

辰时（7:00-8:59）
闹钟准时震动，看着身旁熟睡的妻子和

刚出生四个月的儿子，刘建刚蹑手蹑脚地走
出卧室开始洗漱。今天是主体施工的关键阶
段，各项工序如何进行穿插？他一边洗漱，一
边思索今天的工作安排。作为隆港城项目
17#楼的栋号长，刘建刚肩上的担子很沉。
初到项目时，看着眼前的基坑，之前还没有独
立负责过一栋楼的刘建刚犯了难，从哪块开
始干？劳务如何沟通协调？工序穿插如何安
排？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会就学，不
知道就问。”刘建刚下定决心。

他每天在兜里揣包烟，在项目部休息时
就凑到老栋号长身旁请教；工人们觉得他年轻，不愿意听指
挥，他就经常自费买点矿泉水、饮料，在工人们小憩时递上
去；工序穿插不明白，项目开生产例会时，他总是提问最多
的。短短两个月，他就成了栋号长里的“熟练工”。

巳时（9:00-10:59）
在办公室做完前期准备工作，刘建刚步履匆匆地行走

在“钢筋丛林”里。
“钢筋绑扎不要遗漏”“模板施工时要严格按照交底施

工，不能缺少拉片”“你们浇筑混凝土时，一定不要过振、漏
振，应快插慢拔，直到无气泡、不下沉为止”……这是刘建
刚在施工时说得最多的话。工人们调侃他：“刘工，你每天
都说，不嫌烦啊。”刘建刚正色道：“我知道你们都清楚怎么
干，但是只有我每天都说，你们才能时刻都注意，不然出现
质量问题导致返工，浪费的是你们的时间，损害的是公司的
利益。”

未时（13:00-14:59）
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
刘建刚在办公桌前编排着本月的材料需求计划，这是

他每个月都特别重视的事情，一栋楼施工到了哪个阶段，大
概要用多少材料，不浪费是每一位栋号长的必备技能。但
刘建刚做得更细，他会从加工源头开始把控，比如钢筋加工
时，工人为了方便，直接从中间截断，本该用三次的钢筋剩
下一小节就成废料了；二次结构时，工人总是用瓦刀加工红
砖来使用，能不能用全看工人师傅的手艺，导致砖被浪费。
但在刘建刚这里不行，钢筋加工时自己就站在旁边指导，二
次结构时砖块必须用切砖机，虽然工作繁琐了些，但是从源
头上减少了材料浪费。

酉时（17:00-18:59）
打铁还需自身硬，吃过晚饭的刘建刚来到会议室参加

集团组织的“12345”学习，在集体学习过后，他还要自学，在
他办公桌上各种资料中，一级建造师的教材格外显眼。

自结婚后，考过一级建造师就是刘建刚最重要的奋斗
目标。“有时候说不清为什么，在工作之后，学习热情会突
增，我现在恨不得天天能坐下来学习，关注的公众号都是与
工程建设、执业考试有关的。”他这样说。

戌时（19:00-20:59）
繁华归于寂静，暑热仍有余温。刘建刚合上书本，伸伸

懒腰，骑上电动车往家里赶去。为了照顾妻子和刚出生的
儿子，他在工地附近租了房，以便能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
当问到他整天这样跑，不累吗？刘建刚说：“当然累啊，但是
一片地从来时荒无人烟到走时万家灯火，这会非常有成就
感。就像当孩子叫第一声爸爸的时候，你会觉得任何付出
都是值得的。” □通讯员 贺博

“第九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3月 17日早 7时 45分，随着熟

悉的第九套广播体操音乐响起，中
铁宝桥2024年职工大众广播操晨练
活动拉开了序幕。

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
动、体转运动……一列列、一排排整
齐的步伐、标准的动作展示着中铁
宝桥广大职工勇于跨越、追求卓越
的企业精神风貌。

“通过健康晨练，使大家的身体
得到充分调动，既活动了关节、打开
了胸腔、锻炼了肢体的协调能力，又
拉伸了腰背部肌肉群，缓解了颈椎、
腰椎的不适，放松筋骨、调节心情，
缓解了职工肩颈疲劳和精神状态，

同时也展示了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健
康的精神风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提振大家的士气。”中铁
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姚伟
国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
划》，每年3至5月份，中铁宝桥工会
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广大职工积极
开展大众广播体操晨练活动，引导
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参加体育锻炼，
营造健康向上的工作氛围，激发广
大职工的工作热情，以更饱满的精
神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同时，也
为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七连冠”凝聚
职工群众力量。

“我们部室职工长期从事脑力

劳动，久坐在电脑前，身体得不到
有效锻炼，通过晨练做操，大家的
精神状态、身体素质得到了有效改
善。”早操结束后，中铁宝桥党委办
公室主任商志勇擦去额头汗水高
兴地说。

不少职工纷纷表示，做广播体
操看起来是小事，但反映了企业职
工的精神面貌，身体得到了锻炼，倦
怠松懈远离了身边，工作质量和效
率也将大大提升。

“广播操晨练这项活动在中铁
宝桥已经持续了 58年，从最初的第
四套大众广播体操一直做到了现今
第九套大众广播体操。”姚伟国说。

□通讯员 李学利

“妈妈，节日快乐。给您买了一套化妆
品，估计几天后就能收到。爸爸，女儿想您，
给您发了个红包。”3月8日下午，云南昆明一
家宾馆里，趁休演的间隙，西安话剧院“90
后”演员王晗与远在黑龙江漠河家里的父母
视频连线。

无独有偶，青年导演、演员余燕尼也牵
挂着西安家里 11岁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今
天开不开心，作业写得怎样，有没有不会的
地方？”

在西安话剧院，演员队有 78人，其中女
性人数占比较多，为了演好每一场戏，完成
每一轮全国巡回演出，她们舍小家顾大家，
有困难自己扛，为传播话剧文化、繁荣话剧
事业默默贡献着巾帼力量。

四年没有回家过年

说走就走的演出让王晗以舞台为“家”
习以为常。2019年，王晗大学毕业后进入西
安话剧院，她好学上进，苦练内功，很快成长
为一名优秀青年演员。

因疫情，3年没回老家的她，本打算今年
春节回家陪父母好好过个年，可大年三十院
里的一纸通知让她再次取消了回家的计划。

王晗说，西安距漠河 3000多公里，坐飞
机再转乘火车才能到家，来回路上得用 4天
时间，而话剧《延水谣》《红箭 红箭》大年初
六就要在西安开演，她在两部剧中都担任角
色，为了不耽误演出，王晗选择再次把思念
压在心底。

“当你被赋予更多的责任时，你就得承
担更多的付出。”王晗表示，集体利益大于个
人利益。

今年春节，演员队有 80%的职工没有回
家过年，他们坚守舞台，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场精彩剧目。

决不能拖剧组的后腿

在余燕尼眼中，戏比天大。
春节前一天，余燕尼的公公在送孙子上

学途中被车撞伤住进医院，而春节期间演出
被排得满满当当。余燕尼无暇顾及家里，全
身心投入演出，丈夫则忙里忙外，不仅照顾
好孩子和婆婆，还得去医院照看公公，非常
辛苦。

2月 23日，话剧《柳青》要开启第六次历
时50天的全国巡演。临行前，余燕尼下决心
要跟剧组请假，在家好好陪陪家人。“说辞都

想好了，可请假二字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余燕尼说，“身边的姐妹各有各的难处，有的
家里有两个孩子需要人看护，有的孩子考上
高中没人陪伴，大家都在克服着自己的困
难，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全力以赴把戏演好，
团队每个人都在努力，一个萝卜一个坑，我
不能拖剧组的后腿。”

剧院里有30多名有小孩的职工，他们与
孩子也都是聚少离多，一门心思搞好演出。

相互帮衬一个不掉队

排戏、演戏是演员的日常。平日里，姐
妹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同家人在一块的
时间长得多，日久天长，她们建立起深厚的
友情，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生活上相互关
照，业务上相互促进。

巡演旅途的奔波，还要排练演出，压力
不小，加之离家时间久，大家难免有些负面
情绪。这时，思想活跃、正能量满满的青年
演员侯丹琪主动站出来，她陪伴大家一起聊
天解闷，说心里话，帮助姐妹们解决生活及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调动大家以积极的心态
投入到排演中去。

余燕尼在演出之余喜欢安静下来创作

小品和情景剧剧本，一旦工作起来就进入忘
我状态。细心的化妆师马萍看在眼里，她轻
轻地给余燕尼的水杯倒满开水，并给她煮上
热气腾腾的泡面、饺子。余燕尼反过来用好
作品来回报姐妹的关心，她创作的小戏《党
员日记》获得了“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优
秀剧目”。

王晗在话剧《延水谣》中对《黄河大合
唱》《大刀进行曲》《南泥湾》三段合唱戏的听
调听感有些拿捏不准，学音乐专业的李尚真
主动当起了辅导老师。“姐妹们相互帮衬着，
最终目的是给观众呈现一场场脍炙人口的
话剧。”王晗说。

现今，被誉为“话剧陕军”的西安话剧人
的足迹已遍布 30 多个省区市的 80 多座城
市，年演出 300余场，受众 50余万人次，话剧
《长安第二碗》《柳青》《路遥》等获得了国家
级大奖。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台前幕后女演职人
员的辛勤付出。她们不但在事业上发光发
热，还要兼顾着家庭的‘柴米油盐’。”西安话
剧院院长任雪迎说。

今年，西安话剧院演员队荣获“西安市
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通讯员 李江波

“王海彪……”
“到……”
每一次提到这个名字，总会听到一声铿锵有力

地回答。对于一名拥有 12年武警老兵阅历的王海
彪来说，“勤奋自律、积极进取、雷厉风行”的作风习
惯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2023年1月，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了国能锦
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成了一名检修工。”3月 17
日，王海彪对笔者说，面对新环境、新工作，一切都
得从头学起，可作为一名老兵，他并没有害怕，勇敢
地迎接着每一次新任务。

从认识工具，了解设备，再到设备检修，王海彪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师傅，这个百分表怎么读？”
“先读小指针转过的刻度线，再读大指针所指

的刻度线，并乘以0.01毫米，再把两个读数相加，就
是你要读的数……”

“好的，师傅。”
作为师傅的王国智对王海彪更是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了
他。勤于学习的王海彪更是勤写、勤练……把每一
个问题都要亲自过上一遍。

刚开始工作时，他找不到头绪、理不清方向，就
在一次次失误中找到问题所在；在一次次前行中总
结经验，渐渐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他把
每天巡视设备发现的问题、运行设备的启停及要
求、查找设备故障的渠道以及缺陷处理流程，都要
反复地研究并向师傅请教。

王海彪入厂短短一年时间，已经连续经历了 3
次C级检修，但真正属于他和师傅管辖的设备检修
只有1次，另外的2次都是主动请缨去的，他想趁着
检修的机会，多看看，多学习。

3号机C修时，王海彪跟着师傅王国智忙前跑
后，他一边跟着师傅学习理论，一边利用检修机会
进行实践。整个检修期间，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
饭，一位承包商师傅对他说：“海彪，让师傅给你放
两天假，好好歇一歇。”

“这点辛苦，不算什么……再说我还想趁着检修的机会多学
习学习。”他笑着说道。

王海彪踏实认真的作风和他长期在部队生活的习惯有关，无
论干什么总是一板一眼，从不马虎。

如今转业一年多了，他还时常带着电子图纸，一个系统一个
系统地对比学习，把每一根管道的来龙去脉，每一个阀门的作用
原理都搞得明明白白。做到了所过之处，再无问题。

生活中王海彪是个不善言语的人，但他善于与人相处，总是
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同事，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他擅长倾
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并能够积极地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因此，每一次都能出色地完成班组交给他的任务。

以王海彪雷厉风行的作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看
到一个成熟、稳健、技能全面的青工…… □通讯员 刘治军

与时间赛跑的反诈“急先锋”
——记全省优秀人民警察、汉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级警长刘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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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但在事业上发光发热，还要兼顾着家庭的“柴米油盐”，走近——

话剧舞台上的铿锵玫瑰

深 入 车 间 寻 找
创新灵感的领头人

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3月18日，西安铁路局宝鸡供电段结合运
输安全生产实际，扎实开展陇海线宝鸡至天水
段下行线接触网大修施工，全面排查设备问

题，对参数超标、零部件“烧、伤、断、裂、缺、磨”
等隐患问题进行整治、克缺，全力确保供电设
备稳定运行。 □通讯员 赵涛 刘一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