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卡车司机”的暖心事“最美卡车司机”的暖心事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韩增强是陕西西安的一名个体货车司机，一辆 4.2米的厢

式货车是他的“战友”。

通常，最让个体司机头疼的问题就是货源少、不固定，但

韩增强的活儿总是源源不断，秘诀就是他的靠谱和热心。

从业近 13 年，韩增强从未出过重大交通事故，连小的

剐蹭也很少出现，还在 2022 年西安市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

竞赛的货运汽车司机、叉车司机项目中，取得了第 4 名的好

成绩。

韩增强常年往返于西安和汉中之间，几乎承包了两地间

所有食品类的零散货。自己拉不完，他就联系一些个体司机

组成了“秦汉车队”，自愿将货源分给他们运输，并义务担任队

长进行分配调度。

不过，想要加入车队，韩增强有约法三章：“行车安全文

明，绝不疲劳驾驶；为人真诚热情，愿意辅助货主卸货；办事靠

谱，言出必行，将货主的货当自家的货。”

在韩增强的货车前挡风玻璃一角，贴着一张精美塑封的

8 寸照片，照片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这是在 2022 年西安市

物流运输行业抗疫表彰大会上，韩增强作为“最美卡车司机”

代表发言时的“高光时刻”。对于这张照片，韩增强一直视如

珍宝。这也是对他此前数次勇敢“逆行”的嘉奖。

2021 年末，正是北方冬季最冷的日子，西安因疫情封闭

式管理，韩增强响应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号召，加入志

愿慰问队伍。

12 月 25 日晚，西安欣桥市场大雪纷飞，韩增强徘徊在一

辆辆大货车之间，将物资送到货车司机手里。

12 月 29 日清晨 6 点 15 分，韩增强开车抵达陕西临潼服

务区，将一车外省送来的捐赠物资转到自己车里，再送回西

安……

那一个月，韩增强吃住都在车里。他开着货车，将省市工

会和各地捐赠的防疫物资、食物分发给西安周边 31个物流园

区的 2000多名货车司机，再组织这些货车司机从陕西各省界

服务区将四面八方捐赠的防疫、保供物资运往西安。其间，他

先后转运了 50多车次、近千吨物资。

这样的“逆行”，韩增强经历多次。2020 年湖北武汉发

生疫情，韩增强驰援武汉，将药品运至同济医院和金银潭医

院；2021 年陕西蓝田水灾，韩增强第一时间将爱心人士捐赠

的矿泉水运往灾区；2022 年四川雅安地震，韩增强开着载有

发电机、雨伞、帐篷、雨靴等救灾物品的货车，逆行在支援的

路上……

车轮滚滚，韩增强用行动传递着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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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侯红丽

6月 28日正午时分，新疆玛湖油田 MaHW6441井场上空

骄阳似火，井场上的一线职工正接受“烤”验。

透过钻井平台司控房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中国石油

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 70203 钻井队司钻陈小伟，正顶

着极短的寸头操纵刹把。

钻台上正进行接立柱操作，陈小伟一边控制刹把，一边

紧盯着在井口操作的井架工赵朝鹏和外钳工李军，配合他俩

操作。

3 分钟后，接立柱操作完成，钻头继续朝地层深处掘进。

满脸是汗的赵朝鹏把井口收拾利索，走进钻台偏房，汗水顺着

鼻尖滴落。

此时，内钳工李艳龙从 30米高的二层台走了下来。按照

施工进度，李艳龙每隔两小时就得爬一次二层台。虽然隔着

防护手套，他仍然能感受到铁栏杆灼热的温度。

不一会儿，李艳龙从钻台下来，走进值班室，打开柜子

取出一支藿香正气液，抠开瓶盖，插上吸管，一口气喝完。

一旁的桌子上，摆放着食堂为大家准备的冰镇绿豆汤、饮料

和西瓜。

大地热得仿佛要燃烧起来，阳光十分强烈，人在井场上看

哪儿都得眯缝着眼。“井上的小伙子，脸都晒得红彤彤、黑黝黝

的，差一把孜然辣椒面儿就成烧烤了。”技术员赵万斌调侃自

己的队友说。

目前，他们打的油井已经快到达预定井深，大家鼓足干

劲确保顺利完工，同时，仔细对重点部位、重点环节进行全覆

盖、无死角、零盲区检查，在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进尺、

保进度。

“高温期间，我们安排专人检查了空调等制冷设备，同时

在食品卫生上加强管理，在伙食上注重调剂，做到爽口开

胃。”队长王新园向记者介绍防暑“凉”策时说，井队足量发放

了防暑药品，创造舒适的工作与休息环境，为一线职工撑起

“遮阳伞”。

11年间，因工作分离的夫妻俩在书信和邮件里写下纸短情长，孩子们在家庭记事本上勾勒生活点滴——

那一页页漂洋过海的牵挂

本报记者 苏墨 赖书闻 关晨迪 董芳辰

深夜，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华

能海口电厂的工作间，一盏灯光依然明亮，那

是锅炉专工符亮在坚守岗位。

“亮工经常加班，有时有特殊任务，他甚

至几天几夜都不回家，太拼了。”说起符亮，

同 事 们 都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 正 是 因 为 这 种

“拼”，让符亮实现了从普通工人到技术大拿

的蜕变。

30 年来，符亮在热浪中守护锅炉安全运

转，帮助企业在发电技术方面攻关创新，凭借

出色的业务能力成为海南省特种设备事故调

查应急专家、中国电力工业设备管理高级专

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干就是了”

平时，符亮习惯埋头苦干，并不擅长表达

内心。

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回海南工作，他回

答：“如果当时不回海南建设家乡，这应该会

成为我人生中很大的遗憾。”

1989 年，符亮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研究院工作，前途一

片光明。但听到海南经济特区成立，亟须

人才回流建设的消息后，他毅然选择“南

归”。符亮来到华能海口电厂，从一名司炉

工干起。

好学上进的符亮很快熟练掌握了业务技

能。针对自己的技术薄弱点，他反复钻研，直

到补上短板。他还主动学习其他领域的专业

知识，不断拓宽视野。他凭借努力，很快从一

名一线锅炉工晋升为锅炉班长，后来又成为

锅炉运行专工。

采访中，一走进温度四五十摄氏度的锅

炉车间，符亮立刻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从容自

信。面对同事的请教，他掰开了、捻碎了进行

讲解，带着徒弟们到锅炉现场实操，很快就解

决了现场的问题。

“符工平时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埋头

在干，最近流行的那句话‘干就是了’，形容他

最恰当了。”同事们如是说。

符亮说，在锅炉车间工作了 20 年，车间

的隆隆声和燥热的空气，让他感觉踏实和

安心。

为了100%的安全

“锅炉运转的一个小失误，可能会对整

个电厂的运行安全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我

们 必 须 做 到 100%准 确 ，才 能 保 证 100%安

全。”工作中，符亮始终牢记“安全第一”，狠

抓安全管理。

2006 年，时任机组长的符亮遇到了一个

难题，“8、9 号机组经常出现电流突变，造成

锅炉电压不稳，导致功率上不去。”

当时，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都未能找到

原因，而符亮却迎难而上。他查找了大量引

风机设备资料，并结合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

成功找出设备故障原因，圆满解决问题。

为切实提升锅炉设备运行的安全性，符

亮每天都会总结当前锅炉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与隐患，并有针对性地修编完善锅炉运行规

程，建立锅炉典型操作票和危险点预控单库，

按难度及紧急程度制定预防措施，变事后防

范为事前防御。

对自动化程度高、隐患难以排查的大型

机组，他主动承接检测任务，凭借丰富的运行

经验和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针对 DCS控制

系统逻辑开展拉网式、精准式隐患排查，并对

发现的几十处问题提出修改方案，保证了电

厂安全稳定运行。在他的努力下，2019 年，

华能海口电厂实现“零非停”，为海南经济平

稳发展贡献了力量。

培养创新团队

“当时人才比较缺乏，新机组运行维护等

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不仅电网稳

定性比较差，还经常发生跳机，影响电网正常

运行。”初到电厂，符亮便发现了人才队伍管

理上的问题。

2015 年，符亮领衔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成

立，旨在为企业培养一支潜心钻研前沿技术，

具有自主攻关能力的创新团队。

2019 年，符亮负责的集控运行优化 QC
（质量管理）小组，在海南省质量管理工具应

用大赛中荣获 QC 小组活动成果和质量创新

项目两项一等奖，推动海口电厂锅炉各项主

要能耗指标不断进步。

符亮工作之余爱好踢足球。不过，工作

繁忙的符亮平时很少有时间看足球比赛，因

为“为了 100%的安全，就要 100%的付出”。

符亮：守护锅炉运行安全 30 年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徐丘濂

“母子平安！放心吧。”6 月 23 日下午，

孩子出生的喜讯传来，许双运的货船正在浙

江宁波舟山港抛锚，他和船员们历时 3 个

月，终于从巴西装载纸浆顺利回国。

船上的生活区信号不好，许双运冒雨跑

到罗经甲板上找信号，全然不顾雨水打湿了

衣服。他紧紧盯着视频那头的新生儿，在雨

中笑得像个孩子。

这已经是他第 3次缺席了孩子的出生。

写在病历纸上的牵挂

许双运是中远海运船员管理公司广州

分公司的远洋船长，刘银霞是广东省东莞市

清 溪 医 院 儿 内 科 的 副 主 任 医 师 ，两 人 在

2011年 12月 25日步入婚姻殿堂。

2012 年 1 月 10 日，甜蜜的家庭生活被

忙碌的工作打断——许双运接到任务启程

远航，一去就是 11个多月。此后，聚少离多

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

“当时，在海上打电话费用很贵，我俩只

好写信。有时船已经离港，信还没有寄到。”

想爱人的时候，刘银霞就随手拿起病历纸，

把心中的思念和牵挂变成一行行文字，也把

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悦跟丈夫分享。

“双运，如果一切顺利，再过 10 天你就

能到温哥华了，到时又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了。日子过得真快，离上次去看你，又有两

个月了，不知道你瘦了还是胖了。”

“一周前，我去做彩超了。这个月，宝

宝长得好快，现在我中码的工作服都穿不

下了。邻居送来了好多刚出生到 5 个月的

婴儿都能穿的衣服，老妈把它们都分类洗

好叠好了。最近，我和孩子都特别喜欢看

月亮，在我们心里，看到月亮就代表看到

了你。”

“双运吾夫，当你收到信时，春节已将

近，忘记这是我们第几个春节分隔两地了，

不要太牵挂我们。老人无恙，我把孩子们留

在东莞过年了。老妈辛苦了一年，让她好好

休息。”

……

相聚时，刘银霞把这一封封没有寄出的

信，交到爱人手中。许双运把它们小心放入

行囊，陪伴自己劈波斩浪。

“时常会拿出来读，看到熟悉的字迹，就

像看到她本人。”许双运说。

来自大洋深处的邮件

漂在海上的许双运也常常把对妻子和

儿女的想念、叮嘱写进邮件里。

“银霞吾妻见信好！我于 14 日下午抵

达孟加拉国蒙拉港外锚地卸货。如果卸得

慢，24 日、25 日可能还是没有信号，小宝的

周岁，结婚 6 周年纪念日……想回家了，思

念祖国了。”

“阿霞，早上就不要去买菜了，多睡一

会儿。天气冷了，该开小车就别骑电动车

了，不要为了省油钱让自己受累。”

……

这些来自大洋深处的邮件，也串联起夫

妻俩在工作中的奋斗时刻。

“阿霞，我们还在太平洋航行，日子过得

很充实。我在做大副的实习报告了，你别

说，还真挺难的，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理一理

下一步该干的工作。”

“很高兴得知你要去进修了，这是个提

升自己的机会，正

好 趁 这 个 机 会 努

力 把 主 治 医 师 考

过。去番禺后，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能

像以前那样随便吃点东西糊弄一下就

过去了。”

刘银霞把这些邮件打印出来装订成

册，和许双运的来信一起收好。

“往事历历在目，转眼就 11年了。”刘银

霞对记者说，“只可惜，有一些信因为搬家弄

丢了。”

记事本上的温暖亲情

在 6岁儿子许正浩的记忆里，父亲只有

一个春节在家，11 岁的女儿许思晴也只比

弟弟多一次与父亲共度春节的经历。

姐弟俩一直由外婆照顾长大。 2022
年，外婆回老家看望临终的外曾祖母，10 岁

的许思晴主动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家务，并帮

忙照看弟弟。“姐姐一直很有担当，我们都很

信任她。”话虽如此，夫妇俩对女儿依然很是

心疼。

懂事的女儿深知父母的不易，从未埋怨

过。有时，她也会拿起父母的信件念给弟弟

听，在上面教弟弟认字、写字。

后来，刘银霞准备了一个家庭记事本，

让孩子们把想对爸爸说的话写在上面。

姐弟俩学着母亲的样子一笔一画地给

父亲留字：“爸爸，很快我要上小学了”“老

爸，我最近考试两门都得了 A”“老爸，我又

多了个弟弟”……

2021年 5月，许正浩的幼儿园布置了家

庭作业，要求父母给子女写一封关于家庭故

事的信。回到家后，他在家庭记事本上写

道：“爸爸，给我写封信吧。”

不久，幼儿园的活动日到了，感动之余，

老师把许双运写的邮件打印出来交给了刘

银霞、许正浩母子……

现在，3 个孩子占据了刘银霞的日常，

也填满了许双运的牵挂。漂洋过海的日子

依旧，夫妻俩往来的信件、家庭记事本上的

内容越来越多。

6月 25日，许双运的货船满载汽车框架

箱和集装箱再次起航前往巴西。

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温暖的文字继续

陪伴他乘风破浪……

从退役士兵到石化尖兵

7月 6日，曹飞带着去年新入职的青年
工人，冒着高温在现场巡检并传授技艺。

2002年，曹飞脱下军装来到中国石化
仪征化纤公司，成为一名石化操作工人。
在这个新“战场”，曹飞退伍不褪色，守初
心，铸匠心，刻苦钻研、锐意创新，实现了从
一名操作工到一专多能的岗位标兵的华
丽转身，获评石化工匠、全国劳动模范。

成为公司PTA（精对二甲苯酸）部高级
技师后，他热心开展传、帮、带，把培训搬
到装置现场，组织开展岗位练兵、仿真模
拟操作训练，一个单元、一个系统、一个片
区地带着员工们爬框架、钻管廊，手把手
传授技艺。

去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江苏省授予
曹飞江苏“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本报通讯员 刘玉福 摄

图① 刘银霞给女儿和儿子读许双
运写的家书。

图② 刘银霞在病历纸上写给许双
运的信。

图③ 许双运在对船员进行《安全系
泊手册》培训。 受访者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扫一扫
解锁家书里的纸短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