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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西安持续高温，清晨的
阳光已带着灼人的热度。7月 13日，
西安国际港站股道间的空气已微微
发烫。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供电段
国际港电力工区的“点灯人”们，已挎着工具包在股
道间穿梭。他们必须赶在气温攀升至警戒值前，完
成灯桥检修任务，为中欧班列的夜间运行守护好

“眼睛”。
作为中欧班列（西安）的始发站，这里昼夜不息

地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站场内 4座灯桥、
上千盏投光灯是保障夜间装卸作业的关键命脉。
持续高温下，灯具、电缆更易出现故障，排查工作刻
不容缓。“最近天热，咱们调整了作业时间，清晨傍
晚赶工，避开正午高温。”工长冯杰一边仔细检查工
具，一边分发藿香正气水，“安全第一，防暑措施不
能少。”

9时许，作业开始。抬头望去，22米高的钢架灯
桥在烈日下泛起刺眼的白光，桥体表面温度已逼近
50摄氏度。冯杰率先登上扶梯，布满老茧的大手紧

握梯杠向上攀爬，“这温度，隔着手套都烫得慌。抓
紧时间，趁气温还没到顶，把 2号灯桥的故障处理
完。”他催促道。

青工张犇紧随其后。为防烫伤，他在手套里
垫了毛巾，可刚碰到灯罩便猛地缩手：“好家伙，比
烧热的锅盖还烫！”豆大的汗珠砸在滚烫的钢架
上，瞬间蒸腾消失。“天气越来越热了，不过段里给
配的防暑降温包真管用，冰袖、降温贴都有，凉白
开管够，还能轮换着歇口气。”张犇边说边加快了
手上的动作。

26岁的侯善杰系着安全带，稳稳固定在灯桥钢
架上，专注地更换着投光灯。额头的汗珠滑进眼
睛，他只是使劲眨了眨，手上的活儿一刻未停。“高
温天灯具容易坏，得尽快换新，晚上照明才跟得
上。”安装底座、固定电源线……动作娴熟利落，旧
灯拆下，新灯稳稳吊装到位。

当侯善杰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直起身擦汗时，

一列满载集装箱的中欧班列正从不
远处驶过。望着班列远去的方向，他
下意识摩挲着刚换好的灯罩，想起初
来工区时，爬 22米灯桥双腿打颤，收
工时浑身酸痛，只觉这活儿又苦又
险。这时，调试完设备的冯杰递来一

瓶水：“歇会儿，看这班列跑得多稳当。”侯善杰接过
水猛灌一口，抹把汗笑道：“师傅，灯修好了，夜里班
列走起来心里才踏实。现在干这活儿，心里敞亮，
再热再累也值！”

正午时分，气温飙升，作业人员按计划撤回休
息室。室内凉风习习，桌上备着绿豆汤和西瓜。冯
杰看着监测仪上跳升的温度：“下午等凉快些再
干。高温作业，设备安全要保，大伙儿的身体更是
头等大事。”

傍晚，随着最后一盏投光灯调试完毕，灯桥在
暮色中亮起璀璨光芒。“点灯人”们的工装早已被汗
水反复浸透又晒干，留下一道道醒目的汗渍。望着
灯光下穿梭如织的中欧班列，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在持续高温的考验下，西安铁路局的职工们以
汗水与坚守保障设备安全，让一列列中欧班列在热
浪中畅行无阻，满载着希望驶向远方。

高温下的“点灯人”
本报全媒体记者 韩 晶

“镜写三秦色，窗摇八水
光。”温庭筠笔下的长安水韵
令人神往。

从古至今，人们对美好家
园的向往总与水脉紧密相
连。如今，这份深情已从诗人
的笔尖，流淌至科技治水的前
沿阵地。

在西安市第四再生水厂，
活跃着一群水质“魔法师”。
工作室领头人蔡虎林带领团
队，以创新为笔，续写治水新
篇。30多项技术创新项目是
他们的“魔法卷轴”，16项专利
则是闪耀的“荣誉勋章”。他
们用创新为净水事业注入新
质生产力，让千年水脉在新时
代继续奏响动人乐章。

“小宝贝”跃上“大舞台”

“这是我们发明的水下打
捞装置。”在创新工作室，蔡虎
林手持一个造型独特的设备，
言语间满是自豪。他介绍，这
是团队的“得意之作”。污水
处理池需 24 小时运转，传统
打捞依赖起吊绳，易磨损断裂
导致停工，影响效率。如今，
这款水下打捞装置投入使用，不仅效率
倍增，更为公司节省了可观成本。

“起初，领导也没想到员工下班后还
会琢磨这些‘小玩意’。”蔡虎林笑道。正
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让公司管理层
真切感受到创新的力量，也更加重视创
新工作室的孵化作用。

蔡虎林所在的清远中水公司拥有24
座污水处理厂。过去，各厂不乏“小发
明”，但这些“宝贝”往往难以被广泛知
晓。如今，依托创新工作室平台，各厂成
果得以集中展示、共享，推动技术经验交
流与复用，极大激发了公司的创新活力。

从图书角到“梦工厂”

回首工作室的起步，蔡虎林感慨万
千：“最初，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图书
角。”公司的一笔图书资金，意外播下了
梦想的种子。在工会的扶持和推动下，
这颗种子悄然生根、发芽、茁壮。不知不

觉间，那个仅容数人的小小角
落，已蝶变为省级创新工作
室，也见证了每位成员职业生
涯的崭新航程。

“现在工作室由我牵头，
核心成员包括两名负责人和
五位小组长，均由高级工程
师和工程师担任。”蔡虎林介
绍道。

从普通员工到每年带领
团队产出创新专利的领头人，
蔡虎林坦言，这份转变充满挑
战，更是淬炼与成长。

“如今的工作室，既是对
外的闪亮名片，更是对内的人
才摇篮。”蔡虎林说。近年来，
工作室承接了集团技能等级
考试培训、技能大赛组织等任
务，为人才培养提供沃土。那
些曾在图书角点燃的智慧火
花，如今通过“理论培训+项
目实战”的培育模式，在新一
代工匠手中绽放出愈加耀眼
的光芒。

“净水人”的坚守与荣光

在西安，再生水的“舞
台”早已超越工业冷却与景
观补水。护城河畔碧波荡漾，
汉城湖底清澈可见，街头绿
地的喷灌系统欢快运转……
再生水如同隐形的脉络，悄
然滋养着城市的每一寸肌
理，也无声诉说着“净水人”
日复一日的坚守。

“污水处理行业，我觉得
除了对个人的专业有要求外，
更重要的是不能间断的责任
心。”在谈及净水工作者的职

业精神时，蔡虎林的眼中闪烁着坚定而
温和的光芒。

“污水处理行业，专业素养固然重
要，但更不可或缺的，是永不停歇的责任
心。”谈及职业精神，蔡虎林眼中闪烁着
坚定而温暖的光芒。

蔡虎林的家就在护城河边。茶余饭
后，他常携家人沿河散步。每每指着清
澈的河水，他总会自豪地说：“看，这就
是我们处理过的再生水。”那一刻，脸上
洋溢的，是一名“净水人”最质朴的骄傲
与荣光。对他们而言，这份职业早已超
越谋生手段，升华为守护家乡、润泽城
市、回馈自然的崇高使命。

当古老的城砖在匠人手中垒起巍峨
的城墙，他们以筋骨守护长安；当清澈的
河流在数据与智慧间流淌，蔡虎林团队
以科技守护水域。守护的方式在变，但
那份让“长安常安”的信念，仍在悠悠流
水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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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建二建集团遍布全国的工地上，一抹
抹亮眼的“黄马甲”，已成为责任与坚韧的独特
标识。这身工装之下，挺立着无数女性建设者
的身影。她们穿梭于钢筋水泥间，奋战在风沙
严寒中，以柔肩担重任，将奋斗的足迹深深镌刻
在广袤大地，让巾帼力量在建设一线熠熠生辉。

荒漠中的“大管家”

在伊犁的广袤冻土上，项目部资料员小
燕身着醒目的黄马甲，成为荒原中一道坚韧的
风景。

作为项目部唯一的女性，她以细致入微的
工作串联起日常运转的链条：在访客眼中，她是
传递温暖的使者；在会议室内，她是调试设备、
严谨记录的保障者；生活区里，她是守护希望的
生活管家。

她的职责远超案头，更化身项目“大管家”，
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周全，将繁杂琐碎的事务
编织成井井有条的日常。那抹跃动的“黄马
甲”，犹如荒漠中柔韧而顽强的根系，深深植根
于建设热土。

革命圣地的“五朵金花”

革命圣地延安，项目交付进入关键阶段。
五位被当地人誉为“二建五朵金花”的“黄马甲”
姐妹，组成了一支娘子军，在黄土地上书写担当。

商务员指尖翻飞，结算数据毫厘不差，“黄
马甲”映衬着专业与坚毅；资料员伏案疾书，文

档如士兵列阵般整齐，严谨作风在黄衫下熠熠
生辉。面对紧急维修任务，她们更是撸起袖子
冲锋在前——项目经理化身“技工”，资料员担
当“普工”，黄马甲沾满尘土，却闪耀着最本真的
劳动者荣光。

“困难都能克服！”谈及工作，她们语气铿
锵。然而提及远方家人，坚毅眼神后难掩未能
陪伴的深深抱憾。这抹“黄”，承载着她们对事
业的赤诚和对岗位的敬畏，浇筑进工地的日日
夜夜。

发展中的“巾帼力量”

从伊犁荒漠到延安热土，从傲雪寒梅到烂
漫山丹，陕建二建集团的巾帼建设者们以青春
为笔、汗水为墨，将爱岗敬业如磐石般嵌入工程
质量的根基，将勇于担当似星火般点燃团队斗
志。那一抹抹跃动的“黄马甲”，早已汇聚成推
动企业发展的强劲暖流与坚实力量。

这份由责任淬炼、被匠心点亮的“黄马甲”
精神，深植于企业肌理，早已超越工装的定义，
成为驱动陕建二建集团智慧建造、绿色发展的
核心基因。

未来，当每一位员工自觉将这份担当“穿在
身上、刻进心里、扛在肩上”，企业必将在时代的
浪潮中扬帆远航，驶向基业长青的壮阔之境。
那时，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厦，都将不仅由混凝
土筑就，更由这代代相传的“黄马甲”精神浇筑
其不朽的魂魄。

通讯员 崔孝武

身着黄马甲的娘子军 本报讯（通讯员 郑蕊 郑涵语）近
日，在陕西省国防系统女职工创新工
作室联盟领衔人肖春的推动下，航天
四院四十三所肖春创新工作室迎来一
场突破行业壁垒的交流——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北方特种能源集团西安北方
庆华机电有限公司王美琼创新工作室
团队首次到访。这标志着陕西省女职
工创新工作室联盟正式启动跨行业深
度协作。

座谈会上，双方团队围绕“搭建平
台、促进交流、协同创新”的联盟宗旨
展开热烈讨论。从材料性能优化到工
艺流程革新，从创新管理到团队协作
模式，不同行业背景的思维碰撞持续
擦出创新火花。王美琼团队实地考
察了肖春创新工作室及 308室质量技
术组，深入了解了其在成果孵化、精
细化管理及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先
进经验。双方还聚焦“试验—生产—应用”全链条路
径中的难点，现场交换解决方案，为后续协同攻关奠
定基础。

作为活动亮点，陕西省劳模王美琼登上肖春工作
室特色平台“炭知堂”，分享了项目管理、团队激励与技
术突破的实战经验。她提炼的跨领域方法论不仅为创
新工作注入新思路，更实现跨行业智慧的有效传递。

此次“破冰”行动成功打破了行业壁垒，凸显了劳
模创新工作室在激发职工创新动能方面的引领作用。
作为陕西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于 2025年 3月牵头成
立的创新平台首批成员，两个工作室未来将持续依托
联盟机制，深化常态化交流，紧扣国防主责主业，将跨
界协同的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力，为国防科技工
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巾帼智慧与力量。

蔡虎林蔡虎林（（中中））和工作室成员讨论修复方案和工作室成员讨论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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