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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榆林市吴堡县，慕建通是一
个响当当的名字。这位 1993年出生
的小伙子从零开始，努力创业，不会
就问，不懂就学，直至身兼数职。他
既是陕西吴洲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也是慕家崖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更是村民心中带
领大家走向富裕的领路人。

慕建通先后荣获榆林市五一劳动奖章、吴
堡县劳动模范等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
学习、爱钻研的精神，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知识海洋里的奋进者

慕建通的学习之路从未停歇。
2013 年大学毕业后，已经担任省属大型

建筑企业榆林项目经理的他，没有满足已有
的知识储备。他白天搞建筑，晚上当学生，继
续学习。2018 年他成功考取西北大学研究
生，2021 年考取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研究生。

在提升学历的同时，他还积极考取各类专
业证书。

从 2016年取得房建建造师证书，到 2019
年取得市政、公路两项专业二级建造师资格
证书，再到 2021年取得高级物业管理师和职

业素养水平（高级）证书等，他平均每年至少
拿下一个专业证书。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深刻认识
到了不断学习的重要性。”慕建通说。

这些证书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刻苦钻
研，他利用工作之余，沉浸在专业书籍中，不
断提升理论知识水平，为在建筑和物业领域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行业前沿的探索者

事业上，慕建通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
展现出卓越的钻研精神。

在物业管理方面，他提出“四化”服务理
念。制度化管理上，他参与榆林市住宅小区
物业服务标准和收费管理办法修订，起草
多家物业公司的人事管理和维修维保规
范；专业化服务中，他发表专业文章，推行
6S 物业管理办法，还担任多家单位的物业
后勤管理讲师；人性化关怀上，提出人文物

业理念，公司获得“优秀物业公司”称号；智
能化发展时，他引进智慧小区 APP，为业主
提供便捷服务。

在建筑领域，他带领团队不断拓展业
务，让公司拥有地质灾害防治资质丙级、房屋
建筑工程等十余项总承包资质，年贡献产值 2
亿元以上，年上缴利税 600万元以上。

面对复杂的建筑项目，他深入研究施工技
术、管理模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家乡发展的领航者

回到家乡慕家崖村，慕建通把学习和钻研
的热情投入乡村建设中。

他主动出资流转二百亩撂荒地，自费平
整土地并引进韩城花椒种植技术，通过不断
学习种植知识，解决了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
防治、土壤改良等问题，为村集体和村民带
来收益。

在争取各类项目时，他深入研究政策，积

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推动村道硬化、文
化广场建设、水利项目等落地。为了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他学习电商运
营知识，带领村民将药枣、老黑酱等特
色产品销往江苏等南方地区。

在他的努力下，慕家崖村整村脱
贫，村民收入大幅提高，2023 年户均

收入突破 4 万元。最让人称赞的是，他不光
自己学习，还带动许多爱学习的村民通过学
习成了按月领工资的工薪阶层。

“你看大门就挣 3000多元，愿不愿意再学
一门手艺，我给你工资开得更高点？”面对小
富即安的同村村民慕建平，慕建通抛出了橄
榄枝：“你学习拿证，学费我出。”

“物业这块拿证，整个榆林市都没有几个，
你考个证，将来工资想低都难。”面对想跳槽
的小惠，慕建通又主动采取了新的留人办法。

如今有三百多名村民成为慕建通所属各
实业旗下的职工，并通过他的鼓励，取得相关
从业证书，拿到了远高于当地同行的工资。

慕建通凭借爱学习、爱钻研的精神，在学
业、事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他
是知识的追光者，也是实干的践行者，用自
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
篇章，激励着更多人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拼搏、
追求卓越。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何军

慕建通：村民致富的领路人

4月 1日，西安沣东新城自控所智能传感
产业园项目（一期）EPC工程现场，建设热潮
涌动。在这片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有一个
身影格外忙碌，他就是陕建安装集团四公司
管工班班长马稳定。

在建筑安装领域摸爬滚打二十余载，马
稳定用汗水与智慧，打造了一个个优质工程，
荣获了陕西省劳动模范、陕建集团劳动模范
等荣誉，被特聘为“陕西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职工评价员”。他还被称为管道系
统的“拼图师”与“血管疏通师”。

坚守初心，崭露专业锋芒

1996年，从周至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马
稳定，考入陕西省建筑安装技工学校。1999
年，他加入陕建安装集团，成了一名管工。

初入职时，马稳定跟着师傅在工地干
活。只见师傅眯着眼看了看两个直线钢管
口，目测了一下，就报了尺寸，让他下料。

马稳定心有不服地用卷尺量了量，发现
师傅目测的1.2米，和实际测量结果只差了不
到几毫米，让他敬佩不已。“我将来也一定要
达到师傅的水平。”马稳定暗下决心。

此后，他严格要求自己，任何事情都要做
到极致。经过多年积淀，他逐渐掌握了管道
施工的各项工艺，成为公司乃至整个安装市

场中技术数一数二的人。
2007年，在西京医院病房楼施工时，马

稳定带领班组严格遵循军事化管理。为确
保工程进度，那年春节，他和同事坚守在施
工一线。

除夕夜，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施工现
场灯火通明。“过年虽然不能回家，但咱们把
医院早点建好，就能早点接收病人，我们也
算是出力了。”马稳定拍了拍身旁工友的肩
膀说。

陕建安装集团四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李涛介绍，多年来，从西安邮政大楼重件处
理中心到西京医院病房楼，从西南郊污水处
理厂到陕西信息大厦，马稳定参与了众多重
大项目建设，所参建项目多次荣获“AAA”工
程、长安杯等多项荣誉。

勇挑重担，攻克艰难险阻

2005年，马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是
将党员的担当融入工作细节。

2009年，刚完成西京消化大楼新增任务
的他，马不停蹄奔赴西南污水处理厂，负责滤
池安装及部分新增工作。面对新挑战，他虚
心求教。

盛夏酷热难耐，沟底的工作环境更是恶
劣。在安装滤板时，马稳定第一个爬进不足
70厘米的狭窄空间，还不忘回头喊：“大家都
注意安全，动作慢一点，保证安装质量！”

到了冬天，为确保工期，马稳定组织人员
清理滤池积雪、填充石英砂。双手冻得通红，

他却喊着：“这点冻算啥，咬咬牙就过去了！”
2016年临近除夕，马稳定接到紧急通知，

要突击完成兴平室外热力网年前开工任务。
然而，天公不作美，两场大雪让简陋

的野外临时帐篷成了他们的“避风港”，马
稳定每天早早起来准备好电焊机。“只要
齐心协力，这点风雪根本难不倒咱们。”马
稳定搓着通红的双手说。最终突击任务
顺利完成。

圆梦鲁班奖，铸就优质工程

在建筑行业这条
充满挑战的道路上，
马稳定凭借永不服输
的拼搏精神和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坚守
在项目一线。

2015 年 7 月，马稳
定参与建设延安大剧
院工程。从项目伊始，
他就将目标锚定中国
建筑工程“鲁班奖”。
他全身心投入项目中，
把这里当成长期驻地。

剧院工程中，有大
量高度在 20米以上的
安装施工作业。安装
雨幕时，马稳定大声
喊：“每一个螺丝都要
拧紧，每一块板材都要

对齐，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大家现在所处的
位置非常高，首先要保证安全。”

为达到“鲁班奖”标准，马稳定经常钻研
图纸到深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为每
道工序制定标准化操作要求，严格把控施工
质量。最终，马稳定和他的班组以高质量、
高标准完成了施工任务。功不唐捐，延安大
剧院获评“鲁班奖”。

谈到未来，马稳定说：“管道安装工作关
乎千家万户。干就要干精品工程，守好岗位，
担起应尽责任，把活儿漂亮完成。”

管道系统的“血管疏通师”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陕建安装集团四公司管工班班长马稳定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 青

工作中的马稳定（右一）。

4 月 7 日，暮春的晨光
轻柔地洒落在社区的每一
个角落，李洋俯身检查着社
区的消防栓，深蓝色警服后
背洇出一片汗渍。这位曾
以百米冲刺速度制伏歹徒
的特警尖兵，此刻正一寸一
寸摩挲着消防管道的接
缝。“管道老化需要立即更
换。”他说着在笔记本上记
下这条隐患。

李洋由曾经的特警，变
成如今社区大妈们最爱的

“小李警官”，仅用一年时间，
就完成了从“铁血硬汉”到

“贴心管家”的转变。
从“雷霆攻坚”到“绣花治理”

2024年，因工作需要，李
洋从巡特警大队下沉调至大
明宫派出所，成为一名社区
民警。

当他第一次走访社区
时，面对密密麻麻的 5000
多户居民信息，真有点发
怵。于是，他思考了这样一
个问题：以前在训练时，瞄
准的是靶心，现在我该瞄准
什么？

经过多次实践，他找到
了社区工作的“靶心”——精
准思维。

在不懈努力下，他绘制
了三维立体社区地图，用不
同颜色标注各种事项，如独
居老人、出租屋等。由他建
立的“一户一档”数据库中，
就连孤寡老人常用药的品
牌都记录在册……

在一次反诈骗宣传中，他借鉴特警战术中的
“精准打击”，专门组织了一次为老年人设计的“情
景剧演练”活动。此次演练使辖区的电诈发案率下
降 90%。

“特警的经历教会了我，为了守护一方平安，既
要有雷霆手段，更需要有绣花般的韧劲。”李洋说。

针对老旧小区电动车违规充电易引发火情的现
象，他协同社区和物业，想尽办法——用火灾案例视
频展示，增强居民防火防灾意识；积极推动小区安装
智能充电设施，筑起坚实“防火墙”。

从“钢铁铠甲”到“柔软内心”
转岗初期，李洋曾因自身的“特警气质”还闹过

笑话。有一次，居民投诉楼上有噪音。对此，他下意
识地用战术手势，示意对方“隐蔽”。此举让社区工
作人员不知所措，李洋也很尴尬。由此，他意识到：

“社区警务不是解救人质，需要的是换位思考。”
从那以后，他开始跟着老民警学习了“婆婆嘴”，

追求精细化、温暖感。在调解室里，李洋备上了菊花
茶，把战术背包换成便民服务包，里面装着创可贴、
老花镜和宠物牵引绳等。

去年夏天，辖区一住户的孩子因沉迷手机与家
人发生矛盾。李洋得知情况后，没有进行简单说教，
而是带着孩子参观警用装备，用战术训练手段，转移
孩子的注意力，最终促成家人和解。如今，这个孩子
已成了辖区“少年警队”的积极分子。

李洋的工作不局限于社区。2024年 2月，他在大
明宫小学“法治安全第一课”中，用案例讲解防范网
络诈骗、交通安全和校园欺凌等方面的知识，引导
学生理性解决矛盾，并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推动
法治意识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这场活动已成为
警校共治的典范。

从“单兵突击”到“群防群治”
“社区警务和特警队工作一样，应该讲求团队作

战精神。”李洋把自己在特警队时的协同作战理念，
转化为“连心警务”实践。

他组建的由商户、快递员、楼栋长组成的“治
安协理队”信息网、24 小时活跃的“平安西铁”微信
群，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尤其在遇到安全隐
患或紧急求助情况时，可在第一时间上报。今年 3
月，正因为有商户提供了举报线索，让他成功阻止
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

依托于大明宫派出所的警务改革，李洋创建的
信息沟通网络，在警务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
作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2024 年，社区警务室
从 16个扩容至 45个，社区民警专职化后，出警响应
时间缩短至 3—5 分钟，并实现矛盾纠纷“治标又治
本”。经过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一年来社区各类警
情下降了 60%以上。

如今，居民称呼李洋从过去的“警官”到如今的
“小李”，虽然称呼被“降级”了，可李洋却说“小李”是
自己最自豪的勋章。

采访临近尾声，李洋接到了社区居民来电，但手
机响起的却是特警队专属的集结铃声，铿锵有力的
铃声恰似他工作转型的决心：从守护城市安全到温
暖万家灯火，不同的战场，相同的初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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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主任，防雷元件测试工装真是实
用，不仅让安全系数提高了，还节省了不少
时间。”这几天，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西安电务段综合检修车间自闭工区工
长王胭高兴地对李东霖说。

防雷元件测试工装的研发者便是西安
电务段综合检修车间副主任李东霖。

入路 8年来，他在工作中勤学苦练，从
一名初出茅庐的小白，成长为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能手，在
技术比武中，获得西安电务段技
能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些
年，他先后获得发明专利 3项、实
用新型专利3项，获得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创客大赛最佳
创意奖、优秀科研课题奖。从信
号工一路成长为车间干部。

2024 年 10 月 25 日，李东霖在跟班作
业时发现自闭工区在测试防雷元件时需
3 人配合，测试夹易脱落，带电测试有隐
患。防雷元件是防止雷害天气造成电务
设备损坏从而影响行车的重要元器件。

眼看两个月后春运就开始了，春运期

间是测试防雷元件最忙的时候，春运一结
束近 39900个防雷元件就必须马上配送至
各站，确保在雷雨季前安装完毕。如何赶
在春运前解决这一难题成了李东霖最棘
手的事。

当时，李东霖下决心要研发出一款防
雷元件测试工装。一有时间，他就翻阅书
籍、搜索资料，向身边的同事、亲朋好友和
机械厂家请教，研判测试防雷元件所需的

功能，并将功能拆解成若干个部分，把可供
参考的工装整合到一起，将不合理的地方
进行改进，优化设计。书籍和各种工具成
了他的朋友，一回到家就钻进书房“捣鼓”，
少了对妻子和孩子的陪伴。

在研发中，最难的部分是如何同步

测试元件两端和安全拔取防雷元件。通
过不断总结、反复推敲、持续改进，终于呈
现雏形。

“有时候越做越兴奋，都忘记凌晨几点
了。”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李东霖，在研
发工装过程中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从设计到成品加工耗时近 2个月，修
改 3次设计方案，改进 20多张图纸、10余
次工装。春运前，一款带防触电装置的防

雷元件测试工装闪亮登场。
这款防雷元件测试工装投

入使用后，防雷元件测试时间
从 2 分钟压缩到 17 秒，节约时
间成本 86%；作业人数也由原来
的 3人减少至 1人，节省人工成
本 67%。李东霖也被大家称作
铁“裁缝”。

“新工装解放了我的双手，让我的工
作效率翻了好几倍。”西安电务段综合检
修车间自闭工区职工张瑞说。

“接下来我要继续研发，将工装改进
成一次可同步测试多个防雷元件，实现批
量测试。”李东霖又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铁“裁缝”李东霖
通讯员 杨 爽

近日，四川众汇通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曹先忠向
淮宿蚌项目工地一位女士送
上一面写有“为民工争取权益
仗义执言 视工友如同家人
嘘寒问暖”内容的锦旗后，感
激地说：“工人进场时，她为每
个人建立档案，现场点名、工
资发放，直至退场，每个环节
都细致入微，还帮助我们分担
了很多工作。”

在项目工地上，她被农民
工亲切地称为“暖心大姐”。
她不是钢筋水泥的搬运者，却
是工地上做好联系工作的“桥
梁”。她用专业和细致，管理
着农民工的实名制信息和工
资支付，用真诚和关爱温暖着
每一位农民工的心，托起大家

“稳稳的幸福”。她就是中铁
一局二公司淮宿蚌项目工会
女职工委员薛涵明。

初入工地：
从“小白”到“行家里手”
2016年，薛涵明初入绥延

高速项目，负责农民工实名制信息及工资支付管
理工作。对于建筑工地的复杂环境和陌生劳资
管理领域，她坦言：“一开始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但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一定要做好。”她像一
块海绵，迅速吸收着新知识，穿梭在各个工点，认
真核对信息、工资，倾听他们的诉求；办公室里，
她专注于整理资料、完善档案。

“每一份合同、每一次考勤，都关系着农民工
的生计。”这是薛涵明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更
好服务农民工群体，她主动学习相关管理办法，
建立农民工管理室，累计建立实名制档案4000余
份。她的努力不仅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也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为农民工谋福利：
从“找工作”到“找希望”

上一个项目结束后，一群50岁左右的农民工
找到薛涵明，满脸愁容地问：“小薛，我们还能有
新活儿干吗？”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薛涵明心中
满是感慨。她当即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一定帮
你们想办法。”

她先是联系了项目部，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
和良好口碑，成功把几个农民工介绍到项目部当
门卫。接着，她又马不停蹄地联络工地的其他老
板，极力推荐这些经验丰富的农民工。在她的努
力下，30余名农民工顺利找到了新工作，生活重
新燃起了希望。

“大家一起干过活儿，有困难互相帮衬是应
该的。”薛涵明用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她对农民工
的关心和支持。她的行动不仅赢得了农民工的
感激，也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化解矛盾：
从“争吵”到“和谐”

在项目抢工大干高峰期，劳务队伍人员流动
频繁，工资结算变得异常复杂。一次，老板推诿
扯皮不给结算工资，农民工情绪焦躁不安，甚至
围堵项目部讨要工资。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薛涵
明没有慌乱，立即通知项目部相关部门配合。

她一边安抚大家的情绪，用真诚的态度承诺
一定会妥善解决问题；一边迅速梳理考勤资料，
对照合同单价，一笔一笔地核算工资。当她将清
晰准确的工资清单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争议
得以平息，工资按时发放到每一位农民工手中。

除了工作上的矛盾，薛涵明还关心农民工
的生活。有一次，一对农民工夫妻因生活琐事
发生激烈争吵甚至打架。她得知后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耐心倾听夫妻二人的矛盾，以女性特
有的细腻和温柔为他们化解矛盾。通过她的劝
解和协调，这对夫妻重归于好，工地的氛围也更
加和谐温馨。

薛涵明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认可，她参与
编写的《中铁一局农民工实名制及工资支付管
理标准化手册 1.0版本》在集团公司推广应用，
不仅荣获诸多荣誉，她还从派遣员工转变为正
式职工。

通
讯
员

汪

清

托
起
农
民
工
﹃
稳
稳
的
幸
福
﹄

4月3日，中铁十
二局集团四公司周
转材料中心组织员
工在工作闲暇之余，
合理规划“小菜园”，
积极开展绿化耕种
活动。大家分组依
次松土、施肥、铺膜、
插秧、浇水，种植了
西红柿、辣椒、菠菜
等10余种蔬菜。

此次活动进一
步提升了干部职工
的凝聚力，激发了大
家干事创业的信心
和决心。

通讯员
王慧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