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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煤矿工人，大多数人眼前浮现的都是
安全帽下被煤渣染黑的面庞，以及“重体力”

“高风险”等关键词，很难把这一职业同大学生
群体联系在一起。但近期，却有 8000 多名大
学专科毕业生“抢着”当煤矿一线操作工，引发
社会关注。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不
久前发布通知，招聘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和理
工科相关专业背景的井下操作工，入职后需
锁定煤矿井下一线生产岗位不少于5年。截
至目前，已有8000多人报名，远超600人的招
聘需求。

不少人认为，招聘大专生“挖煤”是用人单
位在大材小用、浪费教育资源。但笔者认为，
煤炭企业在技术转型、安全升级的背景下，把
一线职工队伍的招聘转向大学生群体，是顺理
成章的正常选择。

煤矿行业正在向机械化、智能化方向转
型，需要具备一定学历和相关技能的人才。此
次宁夏煤业招聘的井下操作工的工作内容不
仅包含煤矿掘进、开采，还有皮带运输、设备机
械和电气系统的操作、安装、检修与维护等工
作，显然对技能有一定要求，需要理工科专业
背景无可厚非。

宁夏煤业官网显示，旗下各煤矿均已实现
智能化技术及建设100%覆盖，采煤工作面和
掘进工作面均100%实现智能化。井下操作工
在工作中操控智能设备已经成为常态，具备相
关学历背景的大学生能更好地适应技术转型，
而不是一种浪费。

煤炭井下作业，同时也是高危工作领域。
此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曾指出，人员素质
是煤矿安全基础建设工作“四要素”中的最大
短板，要逐步实现煤矿从业人员大专及以上学

历达到30%以上。所以，招录大学生，能够补
齐煤矿安全生产的短板，切实保障行业职工的
生命安全。

从就业的角度出发，这么多大专生愿意
投身矿井工作，也说明煤矿行业一线岗位在
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等方面有一
定吸引力。

在矿井下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并不是一
句空话。近年来，智能设备将煤矿工人从危险
岗位上替换下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煤矿工
作环境差、安全风险高的问题；国家煤监局、中
华全国总工会等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
煤矿劳动用工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的指导意见》
则对井下作业人员的工作时长做出了规范，并
提出要提高从业人员工资待遇，加大工资收入
向技能型人才、井下一线和艰苦岗位人群倾斜
力度，以较为优厚的工资待遇吸引青年到井下

一线工作。
可以预见，未来，随着科技含量的提升，

煤矿一线职工方方面面的待遇、保障会提
升，对年轻高学历求职者的吸引力也将明显
上升。

当然，对于煤矿开采行业而言，年轻求职
群体也不能只看到正在取得长足进步的一
面。毕竟，这是个艰苦和具有一定风险的行
业。一方面，招聘单位要充分做好岗位的宣
讲，对应聘青年职工进行一定的技能、心理的
测评，确定其是否真的适合井下作业。另一方
面，急于找工作的年轻人也需主动了解煤矿井
下工作的特殊性和艰苦性，以免入职后才发现
自己无法胜任，耽误求职进程。 □于玘珺

大专生“涌向”煤矿不代表学历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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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师傅，今天的运输任务结束
了吗？”笔者戴好安全帽，挥手向油
罐车里的马登宽打招呼。“咳，这才
哪到哪啊，还没有呢。”说完，马登宽
就开着油罐车驶出了井区，前往卸
装点。

近日，笔者抵达位于甘肃庆阳的
城壕井区悦 93井站。在荒凉的油田
上，阳光照亮了一群石油人的身影，
他们正驾驶着车辆穿梭在油井之间，
穿行于尘土飞扬、机械轰鸣不绝于耳
的土地上。

在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
长庆运输分公司，像马登宽一样的
驾驶员的日常任务是在油井与储油
设施之间运输原油。

在荒野中，他们唯一能够依赖
的就是一辆辆油罐车。每当罐车启
动，发动机的轰鸣声就会打破这片
黄土地的宁静。

车轮与碎石路面的摩擦声，似
乎在诉说着行进路上的艰辛。山路
如同蛇行的带子，一旁是陡峭的山
壁，一旁是遮蔽视线、高高耸起的黄
土坡块，从山头上向下望，只觉一
阵眩晕。山路蜿蜒曲折，一环扣着
一环向下层层递进。踢一块石块

下去，只见它越滚越快，直到撞上凸起的崖壁厚
石，摔得四分五裂才结束旅程。

在这样的环境下，昆仑物流人不仅要谨慎驾
驶注意对向来车，还要掌握自身车辆转弯的弧
度大小，避免一不小心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
果。据说，曾经山路道路狭窄，油罐车每每经
过山上的弯道都需要倒车调整车体然后才能顺
利通过，这大大增加了运行过程中的时间成
本。不过现如今道路略有拓宽，车辆可以正常
行驶。

当马登宽完成运输任务回到井站与工友交
接时已是黄昏，太阳徐徐划向地平线，井区也早
与琥珀色杂糅在一起。巨大的抽油机如同守护
神般矗立在山顶之上，它们与远处的天际线交
织成一幅力与美的画卷。

在这里，机器的轰鸣声、钢铁的碰撞声、石油
工人精准而有力的呼喊声，共同构成了一首特有
的交响乐。

马登宽摘下安全帽，拿起车座上的手套擦了
擦满头的汗跑来，脸上写满了疲惫却依旧扬起大
大的笑容。此时，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风，顿时黄
土四起，将人笼罩起来，马登宽连忙用胳膊掩面，
喊道：“快闭眼！别说话！”尽管如此，笔者依旧没
有摆脱黄土进嘴的命运。过了一会，风沙渐停，马
师傅笑着说：“山上就这样子，时不时就刮一阵‘妖
风’，每次一吹脸和头发都灰蒙蒙的一层土，狼狈
得很，你们没见过这阵仗吧，快拍拍衣服。”

抬眼时，笔者看到了马登宽皱纹里的沙粒、看
到了他低头时脖子上的汗渍、看到了他红色工服
上乌黑的油渍。井区的条件很苛刻，可昆仑物流
人长年累月待在这里工作，没有喊苦，也不叫累，
他们将精力和时间完全奉献给了石油事业，平凡
且伟大。

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对家人的思念。“我女
儿和你们好像一样大。”马登宽看着笔者说。在山
上，时不时能看到穿着红工服的人举高手机接收
信号和家人通话——山里信号弱，想通话就必须
往更宽敞、更高的地方站。

一天的工作结束，他们纷纷下山，回到山下的
基地。“来，我亲自下厨给你们炒个鱼香肉丝，我娃
说我做的这个菜最好吃。”一下车，马登宽就撸起
袖子冲进了厨房。

在城壕分队，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在门口小院
种了菜、养了鸡，做饭都是驾驶员师傅们自给自
足，在这里就餐如在家一般，充满温情。

在一次次运输中，他们重复着装载、驾驶、卸
载的流程。每完成一趟行程，都是对自己耐力和
勇气的一次验证。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生
计，更是承担着对家庭、对社会、对祖国的责任。
这份坚守，源自对奉献石油的深爱。

尽管工作条件艰苦，尽管每一天都充满挑战，
但昆仑物流人扎根油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着，
展示了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在崎岖
的山路和严酷的环境中书写着自己的使命，默默
支撑着千家万户的能源需求。

□通讯员 张诗悦 刘若男

近日，陕建安
装集团足球队出征
中冠联赛，荣获潍
坊赛区第5名。队
员们在比赛中拼搏
进取，展示了企业
职工文化体育生活
的新成果，彰显出
职工奋勇争先的精
神风貌。图为比赛
现场。
□通讯员 薛军

薛伟刚 摄

王胜利：跑好中欧班列“接力赛”

20余年驾龄，安全驾驶 450000 公里、
2126趟，7300余天零违章、零责任事故，防
止事故 50 余起，2022 年值乘中欧班列
X8048次时发现机车动轮圆簧断裂，受单位
重奖快奖 10000元……这是中欧班列司机
王胜利的一些从业数据记录。

6 月 6 日 17 时，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
声，满载着太阳能电池板的X8033次中欧
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正点发车。

司机室内，王胜利紧盯前方线路，并用
余光再次确认了技术参数，在他的操控下，
列车缓慢启动，平稳驶出车站。

王胜利是国铁
西安局新丰镇机务
段的一名中欧班列
司机。他所在的车
间，大伙自喻“丝路
司机”。

2013 年，为响
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该段成立新
丰西运用车间，采
取自愿报名、组织
推荐相统一的方
式，再进行择优录
取，其目的就是开
好中欧班列，高质

量服务“一带一路”。王胜利作为其中一
员，如愿进入了“丝路车间”，开上了中欧班
列国际列车，和“一带一路”同岁同发展。

“丝路车间”主要担当交路为陇海线新
丰镇站至西安国际港站至天水站区段。作
为这段“接力赛”的老运动员，王胜利跑了11
年，但每一次担当中欧班列任务，他还是认
真备战。从出勤开小组会，领取报单、IC卡，
核对运行揭示，到接车检车、核对技术参数
等，每项流程无缝衔接，动作规范流畅。

陇海铁路线作为中欧班列的重要通
道，共有隧道 120个，大小桥梁 97座，涵洞

610个。南临急湍的渭河，西穿险峻的秦
岭，全线地质恶劣，河汊纵横，群山林立，行
车艰险，路况复杂。“宝天区段最考验司机
操纵水平，尤其是中欧班列，技术速度要求
高，精密货物多，要提前多想一步、多记一
点，把风险降到最低。”新天车队队长张琳
超介绍。

基于此，新丰镇机务段组织党内优质
品牌“长安号·秦先锋”和“丝路驼队”攻关
组骨干成员及王胜利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司
机，针对性开展技术攻关。反复比对每名
司机的操纵曲线，在原有操纵方法基础上
不断完善优化，将沿途重点区段的下闸时
机、减压量、参数设置等注意事项、安全措
施逐一梳理归纳，编印成册，方便大家翻阅
学习。

“中欧班列拉的大多是电子产品、光伏
设备、太阳能电池等精贵货品，驾驶技术必
须要硬。”新丰镇机务段运用科副科长宗引
涛介绍道，中欧班列起初以运输棉纺织、化
工等原材料为主，随着新型产业发展和外
贸需求变化，高附加值品类越来越多，各种
冷藏保温车、汽车运输平板车等特种车辆
编进了列车里，跑好“接力赛”的责任越来
越重。

“通过信号！”
“绿灯，正线通过！”

“汛期雨天较多，机车容易打滑空转，
尤其是宝天区段，线路老、坡度大、地质恶
劣、路况复杂，雨天触发运行监控装置报警
及动作的风险更大，这时不仅要加强立体
瞭望，还要进行预防性撒砂增加摩擦力，调
整机车牵引力保持匀速行驶，保证准点到
达。”咸阳站停车期间，王胜利细致地给徒
弟讲解着行车关键。

王胜利不仅是一名老司机，更是青年
司机眼中的良师。他创立的“丝路驼队青
工帮带小组”，讲经验、教方法、练技能，把
跑好中欧班列“接力赛”的精神劲头代代传
下去。从业以来，他先后带出10余名徒弟，
各个业务能力出众，部分已走上专业管理
岗位。

“X8003次，天水站二场三道停车，司机
明白！”从西安国际港始发，手比呼唤确认
200余次，以接近120千米/时的速度一路向
西。6月6日22时13分，王胜操纵着制动手
柄，驾驶着中欧班列平稳正点到达天水站，
完成了属于他的“接力”赛程。交接后，这
趟中欧班列将由兰州局集团公司司机继续
值乘，直至“接力”完赛。

“虽然只值乘中欧班列总里程的 3%，
但能参与这趟‘接力赛’，我感到十分骄傲
和自豪。”王胜利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白子璐

工作中的王胜利。（资料图）

姚文喜正在检测设备。

日前，在陕煤黄陵矿业机电公司电修车间
作业试验台前，一名年纪不大、身材微胖的工
作人员正为徒弟认真讲解矿井防爆开关柜维
修技术。

工作十一年来，他扎根一线，从事综采设
备电气维修工作，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在岗位上
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就是黄陵矿业机电公司
电修车间电气维修工姚文喜。

学电气的检修“大拿”

2013年从电力学校毕业后，学习供用电技
术的姚文喜被分配到支架车间，负责检修矿用
综采设备液压支架。

看着眼前这些完全和电气系统不搭边的
数米高的支架以及密密麻麻的液压管路，以
前轻松“玩转”的万用表和验电笔变成了大
铁锤和撬杠，加之嘈杂、潮湿的作业环境和
每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姚文喜内心有所
动摇。

“年轻人刚来都先要学会修支架，这些支
架可是咱们矿山的‘宝贝’，金贵着呢。不是谁
都能学会修理呢。”工友调侃道。

“只要用心学，别人会修，相信我也可
以！”姚文喜暗暗下定决心。

他跟着师父从支架工作原理和液压控制
系统学起，理清捋顺支架维修理论知识，把每

次大修工作当成自己练兵的“战场”。遇到不
懂的维修技术难题，他都会详细记录下来，找
师傅问个明白，直至弄清楚。

姚文喜凭借着内心的一股韧劲，熟练掌握
了大部分矿用型号液压支架的检修工艺流程，
俨然成为液压支架检修的“大拿”，并在技能功
力展示中操作支架成功开启啤酒瓶盖，彰显了
自身过硬的专业素养。

焊接水平不输专业人士

正所谓技多不压身。已成为支架维修组
长的姚文喜抱着“一技傍身，走遍天下”的想
法，跟着师傅学习电焊技艺。

短短三个月时间内，他便掌握了平焊、立
焊、横焊、仰焊等多种技术，焊接水平不输专业
电焊师傅。

2020年，姚文喜从一名支架维修工“跨界”
成为电工，开始从事采煤设备电气维修工作。
凭借所学的电工基础知识，他很快进入岗位角
色，内心的种子逐渐生出萌芽。

“文喜谦虚好学，踏实肯干，想方设法学习
电气维修技术。”师傅郗卫平这样评价他。

采煤机电气驱动部分是整个设备的核心，
想要学会维修采煤机绝不是一日之功。

姚文喜跟着师傅学习检修采煤机，通过拆
解采煤机学习了解内部元件、设备构造及工作

原理。
两年时间内，他掌握了电机、防爆开关等

矿用电气设备的检修技能，现在已成为综采设
备检修的行家里手。

干就要干出彩

在从事电工的几年时间里，姚文喜从不满
足于仅会修理设备。

2022 年，公司举办
第八届职工技能大赛，
姚文喜报名参赛。为了
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每天工作结束后，他都
会独自一人在实训区苦
练检修技能，每次模拟
实践都会给自己定检修
任务，直至弄懂学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综采维修电工组比赛
中，经过激烈角逐，姚文
喜最终斩获第一名，被
授予“技术标兵”称号。
同年作为公司代表参加
陕西省首届“三秦工匠
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取得大赛电工组二等

奖。2023年 11月参加“天信杯”全国煤炭行
业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被授予“煤炭行业技
术能手”称号。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勇于挑战自我才能
不断进步。”姚文喜说，要在平凡岗位上追求自
我超越，实现自我价值。

□通讯员 李浩 张辉

勇于挑战自我的电气维修工

余之超（右）为乡亲介绍木耳种植技术。

她从 4个木耳吊袋大棚开始，如今做到了农业
板块龙头企业，有了标准化制种制袋厂、种植木耳
的家庭农场、分拣深加工的工厂，还有了冷链物流
储存库。她就是省劳动模范、镇安县总工会兼职副
主席、秦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余之超。

如今，余之超带着群众发展木耳产业，去年给
西华村集体上缴了 82.5 万元，给村民发放工资
404.5万元。她所在的西华村，也从一个深度贫困
村变成了先进村、红旗村。

小时候，余之超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离开
贫穷的大山，不要再像他们一样当农民。余之超也
很努力，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很快在西安一家知
名饭店做到了管理职务，未来可期。但在 2006年，
她回到了山里。“我是山里娃，根在山里，该在山里
做点什么。”余之超的想法很纯粹。

“刚一开始，我把山货收购回来又卖出去，干了
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跟心里想干的事不是一回事。”
她说。于是，她选择在西华村种植木耳。

西华村是一个深度贫困县的深度贫困村。余
之超刚到的时候，这里还不通公路，20多公里的山
沟沟里，连片土地不超过 15亩。更尴尬的是，整个
村里只有 3个老人。“其他人早搬走了，鸟不拉屎的
地方，人咋待啊，不走咋办？”村支书说。

即便如此，余之超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这
里肯定能长出好木耳。

这里海拔2100米，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气
候也反复无常。就这样，遇水架桥，逢山修路，没钱
请技术人员，就自己学，没钱请工人，就自己动手
干。研发、创新、做标准……余之超成了半个专家。

村民建不起大棚，她就设计适合山区且省钱的
塔式木耳种植架；村民掌握不了技术，她就把所有困
难环节在工厂完成后再交付给他们。渐渐地，余之
超的事业开始步入正轨。返乡创业快20年，余之超
从当年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步入了中年，也在忙碌
之余收获着快乐。

如今的西华村，在余之超木耳产业的带动下，家家门前有
花，户户通了水泥路，产业路上都铺上了柏油。她还带动了周
边村的旅游业，木耳地旁的大石头，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曾经
出去务工的几十户村民又回来了，余之超为村里培养了几十个
技术骨干，并把他们输送到其他村当指导技术。

余之超先后被商洛市人民政府授予“十佳创业明星”“十佳
农民”“十佳农村实用人才”。她主导研发的“立体塔式木耳种
植架的研发及木耳栽培技术”获商洛市科技二等奖并申请了专
利，被商洛市人民政府评为首届“十佳农民”。

小木耳，大产业。西华村富了，还带动了周边村、乡镇的乡
亲走上致富之路。“她就是大山里的领头雁。”大家说。

“产业兴旺，共同富裕才是我的目标，我要带着山里的父老
乡亲勇往直前，让我们的小木耳，成为真正的大产业。”提及未
来，余之超信心满满。 □通讯员 项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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