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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湿透的汽机本体班金海（左）和邱健在对轮找中心。

近期以来，西安持续高温，面对“烤”
验，灞桥热电厂的职工坚守岗位，用汗水
诠释责任与担当。

5月21日，在汽机房6米3平台上，热
控二班专责工张涛的身影格外专注。这
里空间狭小，高温更是让人燥热难耐，但
张涛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正全神贯注地
回装热控配件，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入微。

不一会儿，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
甚至流进眼睛，带来阵阵酸涩。然而，为
了不耽误工作进度，张涛强忍着不适，争
分夺秒地完成安装。

安装完毕后，他又马不停蹄与运行
发电部的同事一起进行调试，直到运行
发电部人员确认输水阀门开关正常，他

紧绷的神经才得以放松。
与此同时，烈日之下，机电保护班副

班长张阿巍正带领班组同事紧张地整
理着电缆。一厘米粗的电缆，在他们手
中仿佛绣花线一般，需要精心铺设。

为了给新增加的报警系统铺设电
缆，从 5 月 20 日开始，他们就投入紧张
的工作中。张阿巍不断鼓励大家：“大
伙加把劲，下午就不用再被晒了。”

原本 400米电缆线需要两天才能铺
设完成，但在张阿巍的带领下，大家齐心
协力，在中午十二点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而发电部汽机专工任建军，则携带
七台氢气测量仪奔波于厂区与陕西省
测量院之间。任建军表示：“过一段时

间，大修检结束，我们
要做可燃气体检测，
现在提前把仪器校准
好，用的时候能第一
时间上‘战场’。”

正是这些默默付
出的职工，用坚守保障着热电厂各项工
作的顺利推进。

在职工们坚守岗位的同时，灞桥热
电厂工会也及时送上关怀。

在2号机组脱硫脱硝检修现场，一句
“来，吃块儿西瓜解解暑，工作上有困难
尽管说”打破了高温下的忙碌。

当日，该厂领导班子带队，深入锅炉、
汽机等各个检修一线，为高温作业职工送

去西瓜、冰淇淋、清凉饮料等防暑物资。
在 2号炉检修现场，慰问组反复叮

嘱职工：“天气热，一定要注意安全，累
了就休息，身体是工作的基础。”同时也
强调：“安全生产不能放松，既要保证检
修质量，也要照顾好自己。”

一位检修职工擦着汗感动地说：“谢
谢领导挂念！我们一定按计划完成任
务，保证检修质量。”

齐心协力共担当
——灞桥热电厂职工奋战一线保生产小记

本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海英

在工程建设的壮阔版图上，有这样一群特殊
的“开路先锋”，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仪器保障
精度，用数据绘制蓝图。5月 20日，记者见到了其
中的杰出代表——中交二公局设计研究总院测量
测绘中心经理吴辛。

参加工作 16年来，吴辛以毫米为刻度，以山
河为画卷，在高铁轨道、跨海大桥、超长隧道等重
大工程中，书写着属于测量人的传奇故事。今年

“五一”前夕，他荣获中交集团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毫米精度铸就专业高度

2009年，从宁夏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硕士毕
业的吴辛，带着对测量事业的无限憧憬，投身哈大
高铁建设。这是二公局首次涉足高铁轨道施工精
密工程测量，精度要求达到严苛的 2 毫米以内。
面对全局首台全站型测量机器人，全英文的操作
说明书成为第一道难关。吴辛白天抱着字典逐字
翻译，夜晚在施工现场反复调试，然而三次提交的
测量成果均被退回。

“那时候真的很挫败，感觉所有努力都付诸东
流。”吴辛回忆说。但这个倔强的年轻人没有放
弃，他带着退回的报告四处请教专家，反复分析测
量数据，终于在第四次测量时将精度控制在 1毫
米以内。这份来之不易的CPⅢ测量成果报告，不
仅为哈大高铁轨道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树
立了二公局高铁精密测量的“金标准”。

然而，1毫米的精度对吴辛来说只是起点。在
高铁施工的最后一关——轨道精调环节，精度要
求达到惊人的 0.1毫米。在哈大、大西铁路攻克轨
道精调测量技术后，吴辛又带领团队转战佛山、成
都、深圳、三亚等地铁项目。每一次轨道精调，他
都要连续作业 4个小时，常常为了 0.1毫米的误差
与施工人员据理力争。“测量容不得半点马虎，0.1
毫米的误差可能影响整个工程质量。”吴辛说。

万里征程见证无悔坚守

翻开吴辛的工作履历，16年参与 32个重点项
目，测量总里程超过2万公里。这背后是无数个风
餐露宿、披星戴月的日子。

2014年 6月，吴辛突然接到外派通知，负责蒙
内铁路建设前期测量任务，仅用 7天他便完成准
备工作抵达肯尼亚。语言不通的他靠“生存英语”
速成法，一周内掌握基础交流。“这是被逼出来的，
不开口就寸步难行。”吴辛说。

首次遭遇草原鬣狗时，吴辛误将其当作温顺
的流浪狗，险些酿成大祸。意识到情况不对时，他
紧握测量用的三棱镜支架，边后退边吼叫对峙，幸
得当地居民及时驱赶。事后看到工地周边的动物
残骸，才惊觉身处猛兽出没的高危环境。

2023年 8月，在海拔 4000米的新疆G219公路无人区，测量员每天
需骑马 9小时抵达作业点。设备由马队驮运，风雪中马蹄踏出的便道
成为唯一“生命线”。

在恶劣环境中扎营 13天，帐篷成了移动工作站。夜间呵气成霜，
测量仪器常因低温功效降低，不得不“贴身”保温。每日靠卫星电话报
平安，物资补给如同“雪中送炭”。

突遇暴雪时，为保数据连续性，吴辛裹着棉被在风雪中操作仪
器。干粮结冰需用体温软化，吴辛却笑称“嚼着冰碴子更能提神”。最
终带回的毫米级数据，铸就了天路的路基精度。

“测量是工程建设的眼睛，我们就是要在无路可走的地方测出一
条路。”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吴辛总是这样说。在西藏圭嘎拉隧道、
高原铁路等项目中，他多次带队攀登海拔 5300米的雪峰，在生命禁区
为战略性世纪工程导航，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测量人的责任与担当。

创新引领推动技术飞跃

在吴辛的口袋里，始终装着一个磨得发亮的硬盘，里面保存着 16
年来的测量原始数据、图纸方案。这份对数据的珍视，源于他对测量
工作的深刻理解：“测量不是简单地量地，而是用脑子解题，有学不完
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凭借这种创新精神，吴辛在测量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深圳
地铁，他首次采用陀螺定向测量技术，为盾构机精准导航；在蒙内铁
路，运用GNSS高程拟合技术，使项目控制测量进度全线第一；在双堡
特大桥、积石峡大桥，集成无人机+三维扫描+北斗定位等技术，推动桥
梁测量迈入数智时代；在天津西营门城市更新项目，引入三维扫描与摄
影测量技术，打造毫米级数字孪生模型，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 200万元。

作为吴辛工匠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他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积极
培养专业人才。牵头组建二公局首支精测队，提出理论+实践+竞赛三
维培养模式，组织培训测量骨干 500余人次，培养出 7名局级及以上技
术能手，带领团队在中交集团测量竞赛中屡获佳绩。在他的努力下，
二公局成功取得国家甲级测绘资质及 3项乙级资质。

从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到行业内的“测量工匠”；从 2毫米的精度挑
战，到 0.1毫米的极致追求；从哈大高铁的首战告捷，到天山隧道的攻
坚克难，16年的测量之路，吴辛用专业、执着与创新，在祖国大地上书
写着属于测量人的壮丽篇章。那个磨得发亮的硬盘，不仅记录着他的
成长轨迹，更见证着一个测量工匠对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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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王磊（（右右））对电缆标识牌安装进行标准要求对电缆标识牌安装进行标准要求。。

5 月 25 日，微光
初绽时，一身深蓝色
工装已立于铁道旁。
身板挺拔似白杨，短
发利落如刀裁，黑框
眼镜下目光如炬——
他叫王磊，是西安铁
路局宝鸡供电段电
力车间电力维修二
工区的工长，也是一
名有着八年党龄的
共产党员。20 载光
阴，从青涩懵懂 的
电力线路工到铁腕
与 柔 情 并 存 的 工
长，他的奋斗足迹
早已与万里铁道线
融为一体。

“今天咱们要对
武马区间自闭线路
60#至 90#号杆电缆
沟进行回填，安装电
缆标识牌。必须全员盯控，标识
牌安装按标准埋深 20 公分，露
出地面 5公分，每 10米一个，误
差超一点都要返工！”分工会上，
王磊的嗓音沉稳如铁，眉宇间透
着不容置疑的严谨。班组人员
默契列队，“安全预演”如同每日
必修课，自 2011 年他成为安全
员以来，从未间断，仿佛已经嵌
入了他的心中，每每说起，他总
是字字铿锵：“安全红线，是拿命
画的！”

“王工长的眼睛就是尺！”班
组职工的调侃中藏着敬畏。日
前，陇海线“一线一缆”改造施工
正值关键期，施工任务艰巨、技
术标准高、安全风险大。午后
37℃的高温下，王磊趴在沟旁的
土堆里，突然叫停了施工：“老

段，你这个露出部分肯定多了。”
老段放下手里的铁锹，跟着俯下
身进行测量，仅多了 1公分：“王
工长确实厉害，今天见识了。”王
磊严肃道：“和安全有关的事情，
马虎不得一点。”

这样的场景早已成为工区
日常。2017年，他从安全员成长
为工长，并独创了“三查三验”
工作法：查环境隐患、查设备状
态、查人员状态；验流程规范、
验防护到位、验应急方案，每天
都扎在作业现场实践、琢磨。
青工小张曾不解：“师傅，你老
跟这设备较什么真？”他指向眼
前的设备，镜片反出金属冷光：

“设备不会喊疼，但事故会。”正
是这样的坚持与信念，2017 年
至今，王磊带领的班组创下了

“零事故”纪录。
小张名叫张云龙，家在辽宁

省本溪满族自治县，2022年毕业
于大连交通大学。小张仍记得，
初到工区那日：荒芜的沿线、冰
冷的脚扣、手心沁出的冷汗，都
让他极不适应，是王磊每天早起
一小时陪他练习、教他爬杆，从
三米到五米再到七米……他渐
渐适应了这样的环境，技能水平
也一路上升。去年，他成功取得
了宝鸡供电段职业技能竞赛电
力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

夜色渐深，王磊仍伏案完善
施工计划。窗外，白玉兰的新蕊
在月光下舒展，恰似他二十年如
一日的匠心——无需喧哗，只
在方寸之间以血汗浇铸，让每
一寸线路都长出安全的“根”。

让每一寸线路都长出安全的“根”

通讯员 赵悦廷

——记宝鸡供电段电力车间电力维修二工区工长王磊

“小区电表改造之后，就能抄表收费
到户，电费和市场价一样，如果有用电故
障，抢修也更及时高效。感谢你们的付
出，让我们心里踏实不少。”5 月 23 日，在
西安市莲湖区某家属院，有居民对正忙着
铺设线路的国网西安市区供电公司发展
建设部主任王佳飞及其同事竖起大拇指。

10 多年来，王佳飞作为百姓身边的
“暖心人”，为群众解决用电问题，守护万
家灯火。为方便群众用电，他经常楼上楼
下跑十几趟。“脑子里想的都是方案怎么
最优，怎样高效解决问题，顾不得累。”王
佳飞说，“2024 年，我们聚焦民生用电服
务，对 64 个老旧小区、150 个合表小区实
施改造，让辖区内 10万多用户用上了‘放
心电’‘满意电’。”

王佳飞立足岗位，思考如何提升作业
效率、保障安全作业，为生产一线解决实
际问题，争当智慧电网的“开拓者”。

2016 年，作为主创人员，王佳飞带领
全班成员开展各项专题活动，成立质量管
理 QC 小组以及创新小组，运用新思维、
新模式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他结合工作经验，提出并撰写了《缩短倒
负荷平均停电时间》方案，将停电时间由
原来的 35.5分钟缩短至 3.4分钟；2020年，
开展《配网台区可视化管理智能监测终
端》课题研究，提升了运维和管理水平，提
高了供电可靠性和配电台区运行安全性；
2023年，开展《缩短 10kV架空线路接地故障平均停电时间》
QC课题研究……这些立足一线的创新成果，极大地提升了
电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我认为，工作要细致、精准、到位，即使是重复枯燥的
工作，也要坚持做好。”王佳飞说，不仅要将自己的所学、所
思、所为总结好，还要将技能传承好，让工匠精神得以延续。

在多年的工作中，王佳飞先后荣获“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劳动模范”等称号，还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坚
持服务青年、动员青年、凝聚青年，通过“手把手教”与“实
地历练”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给青年电力工作者交任务、压
担子，帮助一批又一批青年电力工作者成长为配电专业的

“顶梁柱”。
青春似火、岁月如歌，王佳飞始终坚守在电网建设一

线。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十四运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
晚分会场等多项重要保电任务，彰显陕西电力青年担当。
作为“电靓古城”共产党员服务队副队长，他远赴西藏阿里
地区，同“红柳花”共产党员服务队结对共建，毫无保留地分
享配电网经营理念和不停电作业技术，助力当地提升供电
服务水平。

“我希望通过努力，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承诺践行下
去，通过一言一行影响更多的青年电力人。”王佳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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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院领导！特克斯石英岩矿勘
探项目已顺利完成阶段性目标，探明储
量超出预期 30%。”5月 25日，在西北地
质勘查院专题工作汇报会上，项目经理
拓步瑞翻开厚实的勘探日志，也将思绪
拉回到三个月前那个特殊的元宵节。

当城市还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温馨中
时，他已带领特克斯县某非金属矿地质
勘探项目部成员迎着北疆的刺骨寒风，
拖着满载精密设备的行李箱在天山脚
下的茫茫雪原里，进行地质测量、岩矿
样品采集及钻探工作，破解那里藏着的
地质密码。

风雪启程，向未知进发

抵达特克斯首日，零下 25℃的极寒
给勘探团队了一个“下马威”。柴油发电
机难启动，钻探设备液压油变黏稠，笔记
本电脑也频频死机。拓步瑞迅速组织搭
建临时营地，与队员在简陋帐篷里反复
核对勘探方案，依据地质图和前期资料，
精准标注重点区域。

安全员邢振鹏的神经始终紧绷着。
极寒环境下，金属变脆、设备故障率陡
增，暗冰和雪窝更是潜在的危险。为确
保队员的安全，邢振鹏每天都要徒步检
查每一个作业点。在厚厚的积雪中艰难
跋涉，仔细检查钻机平台是否稳固、安全
绳是否牢靠，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的角落。他常说：“在这里，一
个小失误都可能酿成大祸，我必须对每
一位队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技术员苟磊和白云不惧寒风，专注
调试设备。凛冽的风如刀刮脸，睫毛挂
满冰碴，他们仍全神贯注记录岩芯矿石
质量，深知精准调试与细致记录是获取
可靠地质数据的关键。水工环技术专
家何润泽带领小组勘查周边水文地质，
在雪原艰难前行，力求掌握地下水位变
化和岩石特性，为石英岩矿开采提供科
学依据。

驾驶员李宗杰驾驶越野车化身流动
补给站。结冰山道复杂危险，他凭借丰
富经验和沉稳心态，小心翼翼运送物
资。车轮碾过积雪，发出沙沙的声响，在
寂静的雪原中，这声音仿佛是最坚实的
回响。

这支团队在极端环境下各司其职，
用专业与坚守，向着未知挑战，为勘探工
作全力拼搏。

极寒中的专业坚守

野外作业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在
勘探过程中，地质锤敲击石英岩时，迸溅
的矿渣常常会划伤队员的脸颊，但大家
没有一人喊疼，简单处理后便继续投入
工作。当大雪漫山时，车辆无法前行，队
员们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徒步攀爬雪山进

行测量。他们背着沉重的测量仪器，在
厚厚的积雪中艰难跋涉，每一步都需要
耗费巨大的体力。

有一次，苟磊在测量时不慎滑入雪
坑，情况十分危急。幸亏他系着安全绳，
在队友们的奋力拉扯下，才得以脱险。
然而，经历了这场惊险，苟磊第二天依然
准时出现在勘探点，脸上带着乐观的笑
容，坚定地说：“数据不等人，咱们得跟天
气抢时间。”他的这份执着和敬业精神，
感染着每一位队员。

为了确保取样的准确性，苟磊和白
云常常趴在冰冷的雪地上。即使刺骨的
寒意透过厚厚的衣服侵入身体，他们也毫
不在意。他们用冻得通红、几乎失去知觉
的手，仔细记录着每一处地质特征。

邢振鹏始终像守护家人般关注着队
员们的安全。当道路结冰车辆打滑时，
他带领工人们拿起地质锤凿冰开路，在
冰坡上一点一点地凿出一条通道，凿开
冰面后，再撒上工业盐，降低冰雪的熔
点，硬是在危险的冰坡上开出了一条安
全通道，为队员们的出行和物资运输提
供了保障。

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一碗驱散寒
意的羊肉汤，不仅温暖了队员们冻僵的
身体，更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抚慰；而对讲
机里队友们互相打气的话语，则如同一
股股无形的暖流，流淌在每个人心间，成
了大家最温暖的慰藉。

冰雪中的收获与感动

经过 45天的艰苦奋战，项目部完成
了6平方公里的地质测量工作，钻探进尺
2100米，采集岩矿样品 850余件，为后续
的矿石分析和储量评估提供了充足的样
本。当最终数据显示石英岩矿储量远超
预期时，拓步瑞在勘探日志里写道：“这
片雪原不会说话，但我们读懂了它的密
码。”窗外的雪地上，勘探路线图在月光
下泛着银色的光，仿佛是大地对他们的
无声致意。

临别前，甲方负责人怀着深深的敬
意，送来了刚烤好的馕饼和哈萨克族传
统美食纳仁。他感慨地说：“你们比雪莲
花还耐寒，是真正的英雄！”这些美食不
仅是对西北地勘院工作的认可，更承载
着浓浓的情谊。

车轮卷起的雪雾渐渐消散，拓步瑞望
着这片被风雪雕琢的土地，脑海中浮现
出队员们在冰天雪地中忙碌的身影——
苟磊冻红的双手执着地记录数据，邢振鹏
凿冰开路时溅起的冰晶，还有大家围坐
帐篷喝羊肉汤时的笑容。月光下，勘探
路线图的银色痕迹与远处雪山融为一
体，仿佛大地用最纯净的笔触，为这群

“冰雪探宝人”镌刻下无声的勋章，而那
些被破解的地质密码，正如同深埋冰雪
中的火种，即将点燃这片土地新的希望。

与冰雪“共舞”的45天
——西北地质勘查院攻坚团队破解特克斯冰雪深处地质密码小记

通讯员 王文豪

本报讯（通讯员 高月圆 韦嘉昇 李瑞昕）5月 21日，黄陵矿业公司
2025年“安康杯”职工台球比赛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矿区19家基层单
位及兄弟单位的 140余名职工踊跃参与，成为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
的一届赛事。

比赛自 5月 12日启动，累计进行了 7天的小组淘汰赛、循环赛、决
赛等环节。为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赛程均安排在下班后进行。赛
前，部分单位通过组织内部比赛、聘请教练等方式开展技术培训，还
搭建职工台球活动室，为选手备赛提供支持。

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对，凭借娴熟杆法，上演势大力沉的击球
与精妙走位，展现台球运动的力与美，诠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观众紧盯局势，为精彩瞬间齐声叫好。最终，应急救援中心孙杰、瑞
能煤业侯晓宁分获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双龙煤业、铁运公司荣获优
秀组织单位。

黄陵矿业公司“安康杯”职工台球比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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