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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
陕建十二建甘肃
会宁文景苑项目
施工现场，建设
者全力以赴保生
产，争分夺秒赶
工期，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图为
工人进行楼板混
凝土浇筑。

□通讯员
胡家赋 摄

“罗师傅，你慢点，这个管道容
易滑。”

“没事，比这高的管道我也上
过，而且是经常上。”

说罢，他继续向上攀爬，一个根管一
个根管检查，并一一拍照留底存档。

“罗师傅，这些就是常规检修项目，大
体看看就得了。”

“不行，这些必须认认真真地检查，万
一有了问题，我们连返修的机会都没
有。”……

11月 22日，从早上 8时到 11时，罗斌
和山东龙源的刘师傅，一直在低压缸内检
查，细心的罗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
点，一丝不苟地完成了项目检查。回到地
面，河北电建的刘师傅微笑着说：“罗师
傅，你是我见过最负责任的人……”

罗斌是国能锦界公司汽本班的一名

技术员，自参加工作以来，以扎实的专业
技能、无私的奉献精神受到众人交口称
赞。2024 年 10 月，公司 2 号机 C 级检修
时，罗斌每天都忙碌在检修现场。从检修
现场到中水库房到胶皮库再到围栏库，随
时都能看到他忙碌的影子。

罗斌是位极其认真的人，遇到技术上的
难题，都要弄个清楚明白。2号机C级检修
中，作为班组的技术验收人，他从来不随意
签一个字。每一个数据测量、备件回装都亲
自参与，生怕出了一丁点儿的差错……

吃苦耐劳是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
面对 2号机轴承箱作业空间小、进出难度
大的问题，他钻进去一干就是 2个小时，汗

水湿透了他的工作服，顺着脸颊不
断滑落，可他的眼神却始终专注着
加配重的点。经过漫长而细心的
作业，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加配重的

工作。机组投运后，彻底解决了所在问
题，看着平稳运行的机组，他的脸上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罗斌也是默默奉献的典范。他不仅
仅满足于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还致力于
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作为一名
班组技术员，他还非常注重团队建设和人
才培养，积极组织各种技术培训和交流活
动，不断提升班组成员的技术水平和团队
协作能力。

他常说：“付出，才会有收获……”在这
家公司还有许多像罗斌一样的年轻人，他
们坚定选择，用行胜于言的激情和干劲为
自己代言。 □通讯员 刘治军

“付出才会有收获”

2009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扎根
生产一线，发扬工匠精神，坚守国防强国
梦想，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艺精湛
的装配钳工技能大师。在我国舰载火控
雷达、近程反导雷达、某系列数据链、微
波着陆着舰系统、卫星导航关键设备、协
同作战信息系统等一系列国防重点型号
项目科研生产中作出了应有贡献。

他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十研究所高级技师张雷刚。11月20
日，记者对话了这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三秦工匠”“陕西省首席技师”。
张雷刚一直从事军工产品装配工

作，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精益求精。多年
来，他参与了多项重点型号产品的科研
生产任务，在打破瓶颈中，实现了零失
误、零差错。

在某雷达研制生产中，齿轮传动是
该雷达的核心功能部件，有 4级齿轮传
动，回差精度要求高。按照传统方法装
配后，多次回差数据不合格，始终不能
满足指标要求，原本三天的工作量，拖
了近两个月未完成。

张雷刚了解情况后，对产品结构进
行分析，并核算数据，通过多种参数计算
传动数据，采用调整偏心盘、设计研制装
配工装等手段，找到了问题所在，解决了

该难题，使产品装配顺利进行，满足了产品性能要求，
为该产品的交付奠定了基础。

在日常工作中，张雷刚刻苦钻研、积极探索、不断
创新，专注于寻找改进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的办
法。多年来，他积极开展技能创新，发明和改进工装、
工具等70余项，极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张雷刚善于钻研，也乐于传授技艺，充分发挥了
传帮带作用，将实践经验和参加大赛经验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了青年员工，使他们的技能水平得到大幅
提高。

张雷刚先后培养出“陕西省技术能手”2名，技师
5名，“陕西省科技系统青年岗位能手”1名。所培养
的人才先后获得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钳工第三名，
西安市钳工技能大赛第一名、第三名等荣誉。所带
团队连续获得陕西省工人先锋号、文明班组、标杆班
组等称号。同时，借助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一平台，他
带领团队完成了 40多项技术革新，获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十研究所的QC成果第一名 2次，
第二名 2次。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他还注重理论研
究，编写作业指导书和操作规程 40余项，为技能传承
积累了宝贵经验。 □见习记者 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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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远离城市繁华，带着家人
牵挂，以山河为伴，与石头对话，行走在祖国四
方——他们就是地质工作者。

作为其中一员，徐江波的足迹伴随着我国
长输管道的建设，走遍了大江南北。现任西北
有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八勘察处负责人的
他，自 2004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坚守地质科
研一线，主持、参加完成的勘察设计、地质灾害
防治项目300余项。

勤恳工作 为地质事业奉献

中等的个头，谦和的笑容，一副眼镜代表
了多年伏案画图的累积。11月20日，记者见到
徐江波时，他刚布置完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
了，就是没办法坐下来，总想走来走去找点事
干。”他笑着说。

参加工作 20年来，徐江波先后参与、负责
了西气东输三线（甘肃段）、靖边—西安输油管
道工程、中卫—贵阳联络线工程（四川段）、兰
州—成都原油管道工程（四川段）、西气东输支
线（轮台—吐鲁番段）、应县—张家口天然气管
道工程、中缅管道国内第一标段等勘察工作。

2010年，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开辟一条
更安全的内陆石油通道，减少对马六甲海峡依
赖，中缅管道开始建设。作为国内第一标段勘
察项目经理，徐江波沿着中国远征军走过的滇
缅公路，在高黎贡的崇山峻岭里面踏勘了几百
公里。

“这次勘探工作历时七个多月，这么长的
工期里我一次家都没回过。最惊险的是，最后
撤离时发现一条毒蛇离我只有不到 10厘米。”
提起工作中印象深刻的经历，徐江波对在热带
丛林中的这次勘探工作记忆犹新。

2013 年在新疆轮台县，他在茫茫盐碱地
中，为维族老乡免费打了一口甜水井；2018年，
在韩城市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项目中，他精准
判断出高陡边坡的变形趋势，并提出性价比最
高的处理方案，为国家节约资金上千万元；
2023年，他率队承担了西安、宝鸡、延安、榆林
等多市地下空洞普查工作，为老百姓的脚下安
全保驾护航。

善于钻研 专业赛道结硕果

业精于勤，术专于攻。徐江波从参加工作

开始就善于钻研，凭着把困难踩在脚下的劲头
和在实践中历练的本事，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
长为长输管道勘察领域的专家能手。先后发
表了《黄土地区长输管道的水工保护分析》
《长输管道河流穿越勘察要点分析》、对岩土
工程勘察中水文地质勘察的地位及内容分
析》等论文十余篇，两次获得教育部优秀工程
勘察三等奖。

作为新时代的地质工作者，更要在改革发
展中奋勇作为。为此，他主动请缨，承担了多
次攻坚克难项目。在与长安大学合作中，他带
领团队先后完成了“新型疏浚底泥固化材料”
项目、“建筑废弃物再生骨料构建毛细屏障层”
项目等，其中“新型疏浚底泥固化材料”项目获
2023年陕西省企业“三新三小”创新竞赛二等
奖，“建筑废弃物再生骨料构建毛细屏障层”项
目获公司学术金秋技术交流会优秀论文。
2023年，徐江波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同时获得
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软著1项。

履职尽责 参政议政担使命

11月 9日，2024年“秦创原·沣东杯”陕西

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和颁奖仪
式在中俄丝路创新园举行，徐江波的项目——

“秦巴山区泥石流灾害防治科技创新与应用”
获大赛一等奖。

作为民革西安市委会经济建设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长安区第十五届政协委员，徐江波
立足本职工作，勇于担当、履职尽责，连续 5年
被民革西安市委会评为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他撰写的《黑河金盆水库水源地保护调研
报告》作为民革西安市委会集体提案，获西安
市政协优秀提案一等奖；撰写的《我市垃圾分
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获得统战部调研报告二
等奖。徐江波被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授
予 2023年度优秀政协委员，撰写的《关于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我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建议》被评为优秀调查研究成果。

“工作这么多年，我对老婆和儿子是最愧
疚与不舍的，但是选择了地质工作，我还是无
怨无悔。”徐江波对记者说。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热爱，徐江波用岁月
的沉淀和积累，讲述着与大地和自然的故事，
在地质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鲁静

1130米是宁西铁路穿越东秦岭的最高海
拔处，而四面环山的灞源站，就坐落在这个最
高点上，这是西安铁路局西安车务段的一个四
等小站。

“9月份开始就冻得受不了，早早穿上了秋
衣秋裤。”11月19日，灞源站助理值班员宁百超
说，由于海拔高，又位于山谷风口，这里的冬天
来得特别早。

守望者：以爱为家

在灞源站环顾四周，远处五颜六色的山峦
一眼望不到尽头。

站台上多姿多彩盛开的波斯菊、染红了半
边天的夕阳、股道里半米多厚的皑皑白雪……
5年来，宁百超在手机里保存了几百张车站四
季变换的风景照。

“前不久，段上让我调到商洛站工作。”然
而，车站的一草一木和朝夕相处的同事们，都
是宁百超不舍得离开这里的理由。其中，2002
年出生的东北小伙李文鹏就是他手把手带出
来的。

“刚来时，小伙子把被子叠得像个‘响铃
卷’，现在已变成了‘豆腐块’。”李文鹏的进步，
让站长何业飞很是欣慰，“随时去他宿舍，都是
整整齐齐的，而且娃也很上进。”

已经在灞源站工作了 20年的车站值班员
杨继红是宁百超的师傅。下了夜班，他总是不
会立即补觉。“上午睡了，下午就睡不着，影响
夜班的工作精力。”半辈子都待在山区小站的

杨继红说，他最大的爱好是爬山，车站周边的
山被他爬了个遍。

“在山区工作，空气好，啥都好。”“车多
了，要操的心也多，但车站氛围好，我们10名职
工一起努力守好这座站。”“这个季节，我们下了
班可以去捡毛栗子，西面矿山附近还有很多
野核桃……”提起车站，师徒三人连连说好。

宁西线从 2003 年开通至今已经 20 多年
了，灞源站每天的接车数量也从30多趟增加到
140多趟。

11月 18日，黄昏的车站暮色四合，山风凛
冽。助理值班员郭方成拎着铁鞋去远处给车
辆做防溜，值班站长尹汤在联控接发列车，他
们一个每天要喊上百次联控用语，一个要拎着
铁鞋跑上万步。正是应了这句话：值班员的
嘴，外勤的腿。

铁汉情：并肩作战

打冰除雪、捣固线路、维修接触网……西
安供电段商洛供电车间灞源供电工区工长林
小冬和西安工务段商洛线路车间灞源线路维
修工区工长段景华，这两个关中汉子在灞源
工作了 20多年，早已摸清了养护山区铁路的
门道。

11月 10日，他们要利用下午 3个小时的
“天窗”，为牛夕隧道渗水点加装引流板，减少
冬季结冰。

人员集结完毕，大家列队绕过一段山路，
走向车站上行方向停放的轨道车。完成准备

工作，轨道车启动，两侧的群山缓缓后移，没几
分钟就进入了长达13公里的东秦岭隧道，车厢
内瞬间昏暗了。

“小李，你都考上高级工了，走，跟我去接
地线。”灞源供电工区接触网工徐会调侃。“我
现在是高级工，得干些‘高大上’的活！”接触网
工李宗翰笑着回答。大家笑作一团，车厢里顿
时欢快了起来。

“春天治鸟患，夏天防洪，秋天集中修，冬
天打冰，基本闲不下来！”谈到工作，入路2年的
李宗翰对一年四季的重点工作脱口而出，当上
高级工的他争着要干维修接触网的技术活。

在同一个“天窗”点，段景华也带领着职
工，在灞源站内进行线路捣固和钢轨打磨作
业。他们话不多，“天窗”一开始就埋头干活，
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一寸一寸地捣固、一点
一点地打磨。

灞源线路维修工区管着宁西线 34组道岔
和 100公里的上下行线路设备，灞源信号工区
管着 50多个信号机、10余组转辙机等信号设
备。问他们苦不苦、累不累，段景华笑着说：“大
家心齐了，就不怕什么辛苦了。”

家园梦：温暖如初

“流水和假山都是我们亲手设计挖掘的，
这些活泼的鱼儿是在附近河里捕捉的！”11月
10日，刚结束了一天的“天窗”作业，林小冬一
回到工区，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院子里那片充满
生机的鱼塘。

只见鱼塘清澈见底，水草随着潺潺流水轻
轻摆动，一条条鱼儿游弋其中，它们时而聚集
成一团，时而各自散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一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静静地伫立着，为这片
小天地增添了几分宁静与和谐。

石板路蜿蜒曲折，路面上的图案各式各
样，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路边的月季花散发
着淡淡的清香，尽头立着一块半米高的石碑，
刻着红字“家园”。

从灞源供电工区下一个小山坡，就是灞
源线路维修工区。这里同样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一进大门，两个大花园便映入眼帘，
花园内开满了五彩斑斓的格桑花，有人说那
是百日菊。段景华笑着解释道：“这花儿花
期长，能开好几个月呢，我们就叫它‘百日
花’吧！”

工区楼道里有一面职工风采文化墙，上面
画着一座温馨的房子，房檐下挂着职工们的家
庭合照。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他们幸福的瞬
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工区。
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几名职工正在花园里采
摘花籽儿，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
馨。虽然“百日花”的叶子有些干枯，但花朵
依然鲜亮如初，仿佛在诉说着它们不屈不挠
的生命力。

采访结束时，职工们热情地挥手告别：“欢
迎明年开春来赏花！”他们的笑容如同这片花
园一样，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本报记者 陈沐妍

组建志愿服务队、征集志愿
者，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绥定分公司子洲收费站收费员
雒佳娜迅速集结志愿者开展服
务司乘志愿活动……这是近日子
洲收费站开展“文明出行、你我共
建”活动中的一幕。

积极、向善，是雒佳娜给人的
第一印象，出生于绥德县的她，从
小便立志做一名“可为”的人。

在处理好收费工作之余，雒
佳娜逐渐让自己成为一名后勤

“小管家”，站务工作的“小灵
通”。她跳出只会机械式“收好
费”的工作思维，主动站了出来，
苦学收费票证管理业务、职工生
活服务事项、专项活动策划等工
作，让收费站对广大群众的服务
更加精细化、有温度。

身为一名“多才多能”的收费
员，雒佳娜肩头的责任升级为携
手收费员们打好每一场“硬仗”。

陕西交控绥定分公司子洲收
费站 30多人的收费队伍中，有三
分之二是青年，技能相对单一，缺
乏创新思维意识，难以满足企业
发展新要求。为此，雒佳娜下定
决心，要用抓铁有痕的韧劲和勇
气，共同锻造出一个个“新”项目。近三年来，在
她的协调下，创新推出“快乐工作法”、文明服务

“三字诀”、收费稽核“顺口溜”、伙食管理“掌上
管”，成功打造“梦桃式班组”，成绩位列全分公
司前茅。

今年 3月，在管理机构扁平化改革过程中，
为了保障在改革过渡期间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她主动放弃休假，协助站内整理档案、规范业务
管理、传达企业改革精神等，助力改革加速度。

同时，雒佳娜还潜心学习稿件撰写，便于用
文笔记录、宣传更多动人的故事。她在中国交通
在线网、交通强国、陕西交通报等媒体平台上先
后发表新闻稿件120余篇。

“‘敬业奉献模范’‘新闻宣传优秀通讯员’等
荣誉，雒佳娜一次次获评，实至名归。”收费站站长
刘程在站务会议中讲道，“她是三尺红亭里的一抹
暖阳，全体干部职工要向她对标学习。”

雒佳娜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牵头成立子
洲收费站志愿服务队，参与爱心助残、消防安全
知识宣传等主题活动；发起“爱心救助”活动，慰
问帮扶困难家庭；组织志愿者积极投身抗洪抢
险、暖冬行动等各类救援、救助任务达 120余次，
惠及群众3.2万余人，先后3次获得“优秀志愿者”
称号。

家住子洲县驼耳巷乡的小林，父母身患残
疾，家庭经济困难。雒佳娜得知这一消息后，随
即决定资助小林的学业，先后支出数千元物资。
如今，小林已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在救死扶伤第
一线将这份爱接续传递。

面对荣誉和赞美，雒佳娜始终保持谦逊和低
调。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三尺红亭里一名收费
员应该做的事情，服务企业、奉献社会就是她应尽
的义务和使命。未来，她将继续带领收费员们坚
守岗位、履行职责，为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和人民
群众美好出行贡献力量，确保通行绥定高速的司
乘都能安全畅行。 □通讯员 王雪

（上接第一版）
“现在，家家户户都能吃上旅游饭。我们

虽然放弃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能为子子孙
孙留下优美的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龚仕
成说。

护水爱水，干群合力
安康市市长王浩告诉记者，在确保“一泓清

水永续北上”的长期实践中，护水、爱水和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行动自主、情感
自愿，深入安康各级党员干部群众心中。

“多年来，通过坚持山水同治、水岸齐管的系
统综合治理，健全相关管理工作机制，安康市扎
实推进汉江水质保护工作，同时为大小河湖配齐
用好‘贴身管家’，鼓励群众和志愿者参与护水，
形成保护合力。”王浩说。

在安康市旬阳市吕河镇，年近七旬的全国
“十大最美河湖卫士”王孝文，与旬阳市守护汉江
志愿者联合会的 300多名志愿者一起，常年义务
在汉江的多条支流打捞水上漂浮物、捡拾河道垃
圾，已累计打捞捡拾各类垃圾100余吨。

“常常河边转，勤把垃圾捡。确保河水净，清
水送京津。”全国“巾帼河湖卫士”朱先萍，7年来
坚持每月两次与旬阳双河女子护河队的队员们
在汉江支流上巡河护河。据了解，在王孝文、朱
先萍等人的带动下，旬阳市目前已组建起44支义
务护河队伍，共有队员 4000余人，其志愿服务内
容也从起初的捡拾河道垃圾，逐步拓展到参与公
路沿线、村庄院落的环境卫生整治。

珍稀水鸟鱼类再现
据安康水利部门负责人介绍，安康市每月对

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 42个国省市控断面开展水
质监测，全市地表水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汉江
干流和瀛湖水质长期保持为优，汉江出境断面水
质常年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优良的水质、向好发展的水生态环境也变得
越来越可见可感。安康市汉滨区退休干部林俊
礼与多名退休干部职工、志愿者组成团队，长期
自发开展安康及其周边的汉江流域水生资源科
普调查。他们拍摄记录到斑脸海番鸭、黑腹滨鹬
等5种当地多年不曾出现过的水鸟如今在水边活
动的影像，以及中华秋沙鸭、东方白鹳在安康越
冬的罕见情形。

此外，一度难觅踪迹的鯮鱼、秦岭细鳞鲑、多
鳞铲颌鱼等鱼类，近年来在安康汉江干支流的分
布也在持续扩大。

在林俊礼看来，这些珍稀水鸟和鱼类对水
质、食物和生态环境都比较挑剔，它们的出现足
以印证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不断变好。

“更让人欣喜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野外
调查不断看到，汉江沿线群众在认识上已经有了
很大变化。他们珍惜自己的生活环境，用心呵护
河流小溪，以点点滴滴的行动汇聚出一泓清水、
一江碧绿。”林俊礼说。

（新华社西安11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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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岭 之 巅 的 守 望 者

脚下有泥土 心中有热爱
——记西北有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程师徐江波

——西安铁路局西安车务段灞源站探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