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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眼干活的贾南萍蒙眼干活的贾南萍。。

工作中的张雷工作中的张雷。。

在层峦叠嶂的秦巴山区，蜿蜒的公
路如绸缎般缠绕山间，既是连通山外世
界的脉络，也承载着山里人家的生活希
冀。5月 31日，笔者在这条“生命线”上，
遇见了一位用 26年光阴书写传奇的养
路匠人——南郑公路段喜神坝道班养护
工文利辉。

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将自
己的青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每一段公
路，用柔弱的双肩扛起如山的责任。

深山公路的“守护者”

1999年 6月，20岁的文利辉带着蓬
勃朝气与炽热梦想，踏入了偏远的喜神
坝道班。初来乍到，眼前的景象着实让
她心头一紧：养护现场灰尘漫天飞扬，繁
重的体力活儿一个接一个，生活环境更
是艰苦异常。

但文利辉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
劲儿，她暗自下定决心，要“把根深深扎
进这片土地里”。

白天，烈日高悬，阳光炙烤着大地，
她紧紧握住铁锹与扫帚，身影坚定地穿
梭在公路上。修补坑槽时，她全神贯注，
一锹一锹仔细填充材料，确保每一处修

补都平整牢固；清理边沟时，哪怕污水溅
满衣衫，她也毫不在意，认真清理每一处
杂物，让排水畅通无阻。风雨袭来时，她
没有丝毫退缩，依然坚守岗位，在风雨中
锤炼自己的养护技能。

夜晚，万籁俱寂，道班宿舍里，她一
边挑灯夜读，一边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地做着标注，那些工整的字迹、细致的笔
记，无一不彰显着她“干一行、精一行”的
执着追求。

渐渐地，她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成长为业务精湛的骨干。同事们提起
她，满是钦佩：“她总谦逊地说自己是‘门
外汉’，可真遇到难题，她就是我们最信
赖的‘定心丸’。”

道班职工的“贴心人”

“道班养护工每天干的都是力气活
儿，要是吃不好，哪有力气干活儿？”文利
辉心里始终惦记着朝夕相伴的工友们。
于是，在完成好本职养护工作的基础上，
她主动站了出来，挑起了保障道班伙食
的重担。

为了让大家能吃上新鲜可口的饭
菜，她不辞辛劳，天还未亮，当工友们还
在睡梦中时，她便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
揉面、熬粥，开启了一天的忙碌。那双
手，因长期劳作布满了老茧，却在此时变
得无比灵巧。

不一会儿，厨房里便飘出诱人的香
气，一碗酸辣开胃的臊子面，面条劲道爽

滑，臊子鲜香四溢；一锅热气腾腾的土豆
炖肉，土豆绵软，肉块鲜嫩，让人垂涎欲
滴。工友们吃着她做的饭菜，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纷纷竖起大拇指：“文姐
的饭菜，不光暖胃，更是暖心呐！”而她总
是微笑着摆摆手，质朴地说道：“大伙守
护公路，我就守护大伙的胃，这都是我该
做的。”

就是这份看似平凡却饱含深情的奉
献，让深山里的道班充满了家的温馨，也
让团队的凝聚力愈发强大。

养护战线的“多面手”

时光流转至 2024年春天，喜神坝道
班的办公室里，一盏明灯在深夜悄然亮
起，照亮了文利辉前行的新征程。彼
时，45岁的她，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
战。老统计员退休，内业资料规范化的
艰巨任务如同一座大山横亘在眼前。
但文利辉没有丝毫犹豫，她戴上眼镜，
以沉稳而坚定的姿态，稳稳接过了统计
员的“接力棒”。

面对统计工作日新月异的新要求、
新规范，文利辉没有丝毫退缩。她再次
拿出那股子从零开始的勇气，一切重新
学起。

每天，她活跃在公路养护的第一线，
宛如一位不知疲倦的勤劳采集者，用心
收集着公路养护工作中的各类关键数
据，并不时穿梭在道班工作人员之间，仔
细询问、认真记录，出勤情况、工作绩效，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她还时刻关注着
路况，眼睛紧紧盯着公路的每一处变化，
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将准确无误的
路况信息上报，为公路的顺畅通行筑起
一道坚固的信息防线。

26年，9000多个日日夜夜，文利辉始
终将“路畅人安”的使命扛在肩头，从未
有过一丝懈怠。

暴雨倾盆时，积水没过膝盖，她毫不
犹豫跳进积水中，徒手清理涵洞，疏通排
水通道，全然不顾雨水的冰冷与污浊；寒
冬腊月，她迎着刺骨的寒风，撒盐除冰，
双手被冻得皲裂，一道道口子触目惊心，
她却浑然不觉。

面对家庭与工作的艰难抉择，她忍
痛将孩子托付给年迈的父母，自己毅然
驻守道班，全身心投入工作；面对急难险
重任务，她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写下“请战
书”，冲锋在前。有人曾问她，选择这份
艰辛的工作，是否后悔过？她目光坚定
如炬，毫不犹豫地回答：“公路是人们出
行的命脉，看着乡亲们的车平平安安驶
过，一切都值了！”

山风轻轻拂过工具车上飘扬的旗
帜，文利辉的身影依旧忙碌在养护一线。

她的身影与连绵起伏的群山相互
映衬，融为一体，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这
世间最美的风景，不在遥远的远方，而
在自己脚下这片坚守多年的土地；最耀
眼的勋章，不是那些闪耀的金杯，而是
公路上那一道道被岁月打磨得光亮的
车辙印痕。

曹伟是陕西交控
集团宝鸡分公司岩湾
收费站站长。这位 43
岁的关中汉子，在父老
乡亲们心中，是心怀大
爱的“抗洪义士”。

“在我们心中，‘帅
大叔’是能力出众的

‘救火队长’。”5 月 29
日，他的收费员同事如
是说。

曹伟走入公众视
线，起因于 2024年 7月
16日的一场暴雨。

那天晚上 22 时左
右，一场五十年一遇的
强降雨侵袭宝鸡多地，
引发洪涝地质灾害。
地处凤县东北 57公里
的河口镇岩湾村，是受
灾最重地区之一。暴
雨来袭时，心系群众的
曹伟主动联系村委会
主任了解汛情。得到
的答复是村庄受灾、部
分村民家中在短短十
分钟内涌入了没过炕
头的积水！危急时刻，
曹伟当机立断，组织党
员突击队赶赴暴雨肆
虐的岩湾村。

暴雨突袭
勇当抗洪先锋

山洪在短短十几
分钟内袭来，涌入村民
家中。在深及大腿的洪水中，尽管
脚步不断被水中的树枝缠绕、铁丝
网挂住，曹伟逆行地脚步分秒未有
停息。30分钟后，他第一个冲进情
况最为危急的住户家中，将受困群
众解救出来，并送至收费站安全区
域内。曹伟再次返回受灾现场时，
大家劝他歇一歇，他却说：“我是站
长，又是党员，必须冲在最前面！”

23 时，岩湾村断水断电断
网。在陆续赶到的镇政府、村委
会干部的合力救援下，第一批 86
名被转移的受灾群众，被安置在
了收费站职工食堂内。曹伟立即
安排站上的厨师和工作人员连夜
做饭，就为了让大家随时来、随时
有口热饭吃。把饭菜一碗碗送到
群众手里时，他发现年逾八十的
文大妈是慢性病患者，行走不便、
状况堪忧。他立即说：“把我的房
间让给这位大娘住！”

随后安置的第二批群众在当
地政府和志愿者队伍的引导下，陆
续进入收费站，他带领收费站员
工，把配备有空调、卫生间的员工
宿舍让给受灾群众。同时，还为群
众提供了脸盆、拖鞋、肥皂、被褥等
紧缺用品，并紧急协调了50张临时
休息的床位和被褥，让受灾群众住
进干净整洁的房间。

坚守一线 筑牢安置防线

17日上午，收费站内安置受灾
村民 137 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压
力，曹伟把汛情后的防疫工作作为
头等大事，和当地志愿者们一起，
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讲解个
人卫生知识，每天不间断对安置点

进行定点消毒杀菌。
就这样，他几天没睡过
一个好觉，始终坚守在
服务群众的一线。后
来，大家才知道，曹伟
家所在的宝鸡市石坝
河，是市区当晚受灾最
为严重的地区，家里还
有多年卧病在床的老父
亲。提及此事，这位刚
强汉子热泪盈眶：“家人
被市上来的志愿者照顾
得很好，我更要照顾好
站里的乡亲……”

灾后的岩湾村，被
山洪冲击而来的树干、
乱石淤塞。部分乡亲
家里进水近2米深。乡
亲们一边在村里生产
自救，一边在收费站搭
伙住宿，这样的“一家
人”生活，一直持续了
18天。在此期间，新华
社、央视、省电视台和
当地各家融媒体纷至
沓来，高度关注着站上
的乡亲们。面对镜头，
曹伟满面倦容的脸掩
不住欣慰的神情，一遍
遍的把政府的关怀、志
愿者的帮助、陕西交控
集团的措施讲给全国
观众听，唯独不提自己
的劳累和付出。

11月 6日，岩湾村
的 20余名村民代表把
一份感谢信张贴在站

区最醒目的位置，文大妈拉着曹伟
的手说道：“我活了八十岁了，头回
见那么大的暴雨！也是头回见交
控这么好的单位，收费站有这么多
的好娃……”

扎根基层 淬炼多面能手

熟悉曹伟的领导和同事都知
道，他的思想和表现不是一时冲
动、临时起意，而是得益于多年来
的组织培养和自我历练。2011年，
银昆高速陇县段通车运营，曹伟
担任了地理位置最偏远、连宿舍
都没有的火烧寨治超站站长，在
这里锻炼成了“治超专家”。2012
年，银昆高速凤翔段开通，他担任
了同样位置偏远、没有澡堂的南
寨收费站站长，在这里成为了管
理所的“稽查能手”。2021 年，银
昆高速宝坪段开通，他担任了岩
湾收费站站长，在这里，他把这个
位置最偏远、常年多雾多雨的山
区小站，打造成了分公司“一线党
小组建设示范点”。大家都说，曹
伟是任劳任怨、以站为家、以苦为
乐的“救火队长”。

生活中的曹伟，还是位多才多
艺的“文艺中年”，朗诵、演讲、唱
歌、街舞、小品信手拈来，多次主
持分公司大型文艺汇演、知识竞
赛，他参演的文艺节目，曾在省直
机关工委、集团、分公司竞赛中多
次获奖。

面对群众和同事的赞誉，这位
关中汉子保持着一贯的沉稳：“对
平凡的工作，多一份热爱和尊重，
再多的苦和累，都会化作心里的一
份值得、生活里的一段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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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南萍，你蒙着眼睛做精细活，没事
吧？”5月 22日一大早，工友关切地问道。曾

“穿着睡衣赶场子”的西安电务段综合检修车
间继电器工区副工长、共产党员贾南萍，被单
位宣传后出了名，这回又成了焦点人物。

年初假日期间，贾南萍正在温泉里泡
澡，突然接到车间电话，段上有紧急任务要
突击完成，她急忙穿着睡衣就跑来了，到了
现场，借了工友工装立刻投入战斗，圆满完
成了任务。

那这一次又是咋回事呢？
进入 5月份以来，西延高铁施工继电器

入厂测试进入攻坚阶段。该段综合检修车
间既担负着施工继电器检测任务，同时段萧
家村、长陵施工继电器检测，以及段轮修、高
铁轮修继电器检修任务也全部落在该车间
职工肩上，贾南萍所带领的继电器工区任务
相当繁重。

在这个节骨眼上，工区的人员调配却捉
襟见肘——仅有的两名验收员，一名去支援
段文化下一线活动，另一名因家中有事休
假。面对这堆积如山的生产任务，贾南萍和
工长深感肩头的压力沉甸甸的。看着不断增
加的工作量，贾南萍心急如焚，她二话不说，
开启了“超长待机”模式。每天早早到岗，最
晚离开，为了追赶进度，常常错过饭点，直到
夜幕深沉，才惊觉早已过了下班时间。

大家都知道，继电器检修工作不仅需要
精湛的技术，更考验眼力的精准度。一向认
真负责的贾南萍，为了赶任务，近一个月持
续高强度用眼，像战士打枪那样闭左眼睁右
眼，导致右眼红肿得格外明显。车间主任和
书记见状，强烈要求她去医院检查治疗，医
生诊断后明确表示，必须卧床休息，眼睛不能再接触光线。

然而，这个医嘱却让贾南萍心急如焚。当前任务本就紧迫，自己这
一病无异于给团队“减员”。她心想，在医院干等着眼睛恢复，工作进度
可耽误不起！于是，她毫不犹豫地从病床上爬起来，冲出医院，马不停
蹄地返回工作现场。

5月 22日早上 8时，贾南萍主动向工长请缨，带着 5人来到信号厂
现场检测继电器。

右眼红肿的贾南萍，眼上蒙着药棉纱布，露出一条眼缝，和工友们
从 8时 20分一直干到 18时 40分，而信号厂的工作时间是 9时至 17时。
在对方的一再催促下，她们才不得不
走，这让信号厂的男职工不由得竖起
了大拇指：“服了！电务段的女工干
活竟如此拼命啊！”

在建筑工地的钢筋水泥间，有这样一位
“安全守护者”。他用四年时间，从初出茅庐
的新手，成长为专业的安全员，再到独当一
面的起重机械管理专家，用行动诠释着“安
全无小事”的真谛。他就是陕建华山建设集
团第七工程公司幸驾坡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安全员张雷。

2021年，刚入行的张雷就给自己立下规
矩：安全是底线，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这
个信念让他坚持每个清晨提前到岗，拿着检
查表穿梭在工地间。

2022年，张雷初到樊川小区项目。这个
90后小伙首次独立负责项目的安全管理工
作。每天清晨，他总是第一个到现场，逐一
检查脚手架稳固性、用电线路规范性和高空
作业防护措施。

“李师傅，您这安全绳挂点位置不对，高
挂低用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工人们起初觉
得他吹毛求疵。直到一次巡查中，张雷发现
某班组私自拆除架体连墙件，立即叫停作业
并组织全员培训。面对“小题大做”的嘀咕，
他用手机当场播放事故案例视频进行警示

教育，“一次侥幸可能毁掉无
数家庭”这句话让现场鸦雀
无声。

张雷的“安全经”可不只
是较真。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他创新“可视化交底”工
作模式，将复杂的操作规程
转化为图文并茂的展板，张
贴在施工现场。这一项举
措，引来工人们纷纷点赞，工
友笑称这是“安全说明书”。

“安全管理不能靠蛮干，
要用巧劲。”张雷深知，提升
效率才能夯实防线。他还
在项目创新推行“安全积分
制”，将隐患排查、规范操作

与奖励挂钩，激发工人主动性。
“安全管理的价值，往往在危急时刻凸

显。”2023年的一次设备故障，张雷临危不
乱、快速反应，化解了危机。当天，塔吊突然
断电，吊臂悬停在半空，下方正是密集的作
业区。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疏散人员、封
锁现场、联系抢修团队……仅用20分钟排除
险情。事后工人才知道，这样高效地应对，
得益于日常反复演练。

“安全是团队的事，成绩属于每个人。”
张雷始终保持谦逊，工作之余学习国家及行
业标准。2023年，张雷被集团聘为“起重机
械专家”。

他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专业守护生
命。在张雷心里，每声“张工，来看看这个”
都是信任，每次“一切正常”都是承诺。这正
是新时代建设者的担当：既要做技术过硬的
行家，更要做生命的忠诚卫士。

“把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地里”
——记南郑公路段喜神坝道班养护工文利辉

通讯员 张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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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用“安全经”筑起生命防线
通讯员 段君龙

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在抽油机日
夜不息的运转声中，有这样一位“老中
医”，他用 40年的时光聆听每一口油井
的“心跳”，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把脉”每
一个设备的“健康”。他，就是中国石油
长庆油田采油四厂化子坪作业区中心站
的维护工——柯义权。

5月 28日清晨，当晨曦的第一缕阳
光洒向大地，身着红色工作服的柯义权
已经来到化118-27井场上，像经验丰富

的老中医为井场上的每一名“老朋友”把
脉问诊。

58岁的柯义权是化子坪作业区的一
名维护工，按照作业区月度设备检修计
划，他开始了一天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咯
噔……”一声微弱的异响传来，他快步上
前，在一口抽油机旁，舒展的眉头紧紧皱
了起来：“这台抽油机不对劲。”随即，他戴
起劳保手套，打开工具包，仔细排查起抽
油机上一颗松动的螺丝。

井场上，每天上演着柯义权
一把扳手、一支听针辨“百病”的
绝技。40年如一日，在 5月的黄
金上产季节里，是他最忙碌的时
候，今年也不例外。化 115-27
井组数字化监控系统显示正常，
他却从中“揪出”了减速箱齿轮
磨损隐患。“老设备就像老伙计，
喘气声重点儿都得留心。”他自
创的“触听嗅观”四步诊疗法，让
数口低产井焕发新生，机械故障
率也相对降低。徒弟马旭东感

慨：“师傅摸过的设备，连螺丝钉的位置
都刻在脑子里。”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面对油田智
能化数字模式，这位与抽油机打了半辈
子交道的“老中医”，又戴上了老花镜，
跟着 90 后技术员学起了 SCADA 系
统。从“听音辨障”到“油井智能诊断
系统预判故障”，再次开启了“二次学
徒”生涯。为此，他每天提前到岗一小
时，每天晚休一小时，经过日夜积累，
已经能够熟练应用 SCADA 系统迅速
化解各种设备故障，让作业区生产平
稳运行，保障油井“脉搏”的平稳。

在日常生活中，他更像一位暖心的
“大家长”。得知同事师惠荣因肠胃不
好需要调理饮食，考虑到平日里上街采
购不方便，他便主动揽下采购任务。每
天完成巡检工作都会多走几公里绕道
去买菜。“小师肠胃不好，得买些软和的
菜。”他说。三个月下来，师惠荣的餐盘
从辛辣变成清淡，肠胃也好了许多。“在
外工作不容易，中心站就是咱们第二个

家。”他也时常这样宽慰师惠荣。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记得一次

雨夜，中心站员工在两小时产量监控中
发现两小时的输差大于 2方，立即通知
站点停输，关闭上下游控制阀门。当时
作为大班班长的他接到消息后，迅速组
织人员对外输管线进行巡查。经过一
番紧急管线排查后，最终发现是外输
流量计问题，清理流量计后，联系上下
游倒改流程恢复外输，直到等输差平
稳后才返回生活区。

第二天，同事关切问道：“昨晚那么
大的雨，你们还徒步巡查管线，多危
险！”柯义权微笑着回答：“输差虽然是
其他原因导致，但是我们也不能麻痹大
意，亲自落实一下才能放心。”

岁月在柯义权脸上刻下沧桑，却也
书写着一名老石油工人的荣光。临近
退休，他时常感慨：“在基层摸爬滚打了
大半辈子，真要离开队伍，还怪舍不
得。”朴实无华的话语间，却饱含对岗位
的深情与眷恋。

4040年聆年聆听油井“心跳”的“老中医”
——记长庆油田采油四厂化子坪作业区中心站维护工柯义权

通讯员 张建峰 段建勤

5月28日，在西铁教育培训基地实训室内，培训教师指导学员利
用行车凭证室实训设备进行多机联动救援演练。多年来，西铁教育
培训基地通过规模化实训设施、科技化教学手段及产教融合模式，构
建了覆盖全工种、全流程的铁路技能人才培训体系，为铁路行业培养
高素质技能人才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