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底的一天，原本在家准备婚礼的王宗荣，从河北涿州

匆匆赶赴位于云南会泽的渝昆高铁建设工地。

王宗荣是中铁十八局渝昆高铁项目部二分部的技术员。

当时，渝昆高铁会泽周家村特大桥下部结构即将完工，项目部

计划安排桥梁上部移动模架现浇梁施工。“工期紧、难度大、任

务重，迫不得已才联系小王赶回来‘救火’。”项目部二分部党

工委书记袁晓东说。

周家村特大桥梁体的施工安全是整个大桥建设的重中之

重，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把控。王宗荣原定在 3月 5日举办婚

礼，但为了周家村特大桥第一片移动模架现浇梁顺利浇筑，他

和未婚妻商量后，决定将婚礼延期。

在周家村特大桥第一片梁移动模架拆模过孔后，王宗荣

发现，底板底面与腹板外侧只能采用人工配合洒水车的方式

进行喷洒养护，但周家村特大桥高墩众多，且梁体高于地面

20米以上，洒水车与人工配合无法在养护期内完成对梁体的

系统养护。

为避免混凝土表面失水产生收缩裂纹，王宗荣和项目技

术人员通力合作，研制出一款智能喷淋系统，能对养护米数、

养护循环次数和养护间隔时间进行设定。这样一来，系统启

动后，设备会自动执行养护命令，将半雾化养护水均匀地喷洒

在待养护混凝土结构表面，保证了表面与水充分接触。

当然，难题不止一个。

移动模架现浇梁施工条件困难，施工荷载复杂，受季节性

影响较大。

施工中，需要对安全风险较高的桥梁移动模架工作状态

进行实时监控，王宗荣与项目技术人员反复探讨，联合专业公

司研制出了一套移动模架智能监控系统。

“在移动模架使用过程中，能对较为不利的构件进行实时

自动化监测，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保障移动模架施工安

全。”王宗荣解释说。

在王宗荣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周家村特大桥从 3 月 18 日

第一片梁浇筑至今，施工一直安全稳定、质量可控，还获得了

建设单位的“绿牌”奖励。 （陈昌云 张硕）

劳模师徒走红记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方师傅，挥挥手，我给您照张相。”

“快来看，这师徒俩都是劳模。”

……

近日，解放卡车“七代同堂”巡游北国春城，参加活动的方

向远、冯斌刚一来到现场就成了红人，各路媒体记者的“长枪

短炮”立刻聚焦到这对劳模师徒身上。

师傅方向远，是专治“疑难杂症”的模具大拿，也是大国工

匠的“解放”样本。

徒弟冯斌，发明了多项实操技术，三次获得国家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奖。

师徒俩的相似之处颇多，都是 19岁进入一汽解放汽车有

限公司，都是圈内知名的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参加工作 42 年，解放打造的 7 代产品，我全干过。”一一

走过整装待发的七代解放卡车，方向远的目光中有喜悦，也有

自豪。

登上第一代解放卡车，方向远坐进驾驶室，摩挲着手中的

方向盘，他与解放卡车车标的故事涌上心头。

第一代老解放的车标原本是塑料件，铆接在发动机外板

上。1987 年，解放卡车第一次换型，厂里决定将毛主席手书

的“解放”二字重新制模，冲压到发动机罩上。

方向远勇挑重担，用锉刀、扁铲一点点刻、一点点磨，历时

29天终于完成新模具的制作。此后的许多年里，解放一直沿

用这套模具制造车标。“经手的每一个产品，我都要把它干成

精品。”方向远说。

因为热爱，方向远开启了技术攻关之路。他发明的“模具

凸凹度测定法”，填补了行业空白；他首创的国内模具拉深新

工艺，一年可为企业节约零件外委加工费 800多万元。

在师傅方向远的言传身教下，徒弟冯斌成为新一代技术

大拿。

生产中，解放 J6卡车的多套拉延模具出现了老化、拉毛问题，

冯斌带领班组反复试验，历时一年成功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修

复后的模具，使用寿命及耐磨程度均明显提高，模具在线维修工

时下降60%，废品率下降70%。入职26年来，冯斌攻克了许多技

术难题，为企业节约成本500万元，创造产值超5000万元。

七代解放卡车身披大红缎花，缓缓驶上长春街头，沿途众

多市民驻足观看，感慨解放品牌的巨变，频频有人向坐在车内

的“明星师徒”挥手致意。

“我会把师傅身上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带领徒弟们站在

数智化转型潮头，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冯斌对记者说。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为了首梁顺利浇筑

劳模人物 52023年 8月 2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ghxwghzk@126.com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图片故事

本报通讯员 张翟西滨 张静

本报记者 毛浓曦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身在非洲的郭照思

乡情绪渐浓。今年是陕建六建集团海外项目

部经理郭照扎根非洲项目工地的第 13年。

他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作贡献的同

时，也和工友们一起展现了中国工人的良好

形象。“一路走来，支撑我的最大动力就是家

国情怀和为企业争光。”郭照说。

初到非洲

1996年 7月，22岁的郭照大学毕业，成为

陕建六建集团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历经多

年在项目一线的摸爬滚打，他积累了丰富的

施工经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他还考取了

商务部颁发的“援外专家证”。

2009年 8月，企业进军海外市场，郭照主

动请缨、迎接挑战。他被陕建华山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借调到非洲喀麦隆公司项目部，参

与中国政府援建喀麦隆工程的施工管理。

初到非洲，面对工地杂草丛生、蚊虫肆虐

的环境，郭照和工友们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用最快的速度清理杂草、搭建临时宿舍。没

有水，他们就打井取水；没有电，他们就自己

动手发电。

项目启动之初，需要拆除此前工地上遗

留的 40 根柱子。当时，租不到拆除设备，只

能人工拆除。在郭照带领下，大家一起砸、

撬 、拆 、运 …… 手 磨 破 了 就 缠 上 布 条 继 续

干。有好几次，身体单薄的郭照都累倒在了

工地上。

“两年期满完工时，感觉自己成长了许

多。”郭照感慨说。

二次出征

回国不久，陕建六建集团依托陕建华山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借船出海”，承接到喀麦

隆埃博洛瓦三星级酒店建设项目。该项目是

埃博洛瓦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陕建六建集团

进军非洲市场的首个项目。

喀麦隆生产、生活条件艰苦，不少人都有

畏难情绪，项目经理人选一时空缺。公司领

导将目光落在了郭照身上。

几乎没有犹豫，郭照再一次勇挑重担。

离别故土、告别妻女，他第二次踏上非洲这片

土地。

时间紧，任务重。白天，郭照和工友们头

顶烈日加班加点抢工期。有的机械设备还没

到位，他们就干脆人拉肩扛。

夜晚，气候湿热加上蚊虫叮咬，他们常

常难以入睡。有时，一个工友唱起《十五的月

亮》，往往一人唱、众人和，一时间“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的情绪就在大家中间蔓延

开来……

后来，郭照和工人们的出色表现，让他们

在非洲赢得了 6个工程项目。每承揽一个新

工程，郭照总会提醒大家：“咱们不远万里来

到非洲，不仅代表着企业形象，更代表着中国

工人的形象。”

铁汉柔情

“最多只去两年。”这是郭照当初给家人

的承诺。结果，两年又两年，今年已经是第

13年。

郭照忘不了，在非洲与女儿视频通话时，

女儿带着哭腔说：“爸爸，我好想每天都能见

到您……”

他也忘不了，在海外的 10余年间，大伯、

四爸、二舅等 10位亲人先后去世，关山阻隔，

他未能见到亲人最后一面。

这些年，曾获西安市优秀辅导员的妻子，

包揽了一切家事，默默撑起了一片天。

女儿考入西安市重点中学后，妻子在学

校附近租房陪读。每天下班后从单位赶过来

帮孩子做饭、辅导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出发上

班。妻子坦言，13 年来，自己由一个“弱女

子”变成了“女汉子”。

郭照告诉记者，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

解，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太多。“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看着自己参建的项目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造福当地的人民，他很

欣慰。

13 年坚守，13 年奋斗，郭照先后被陕建

六建集团授予“劳动模范”“六建好人”“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以他的事迹创编的情景

剧《一封家书》，也在企业内部引发热议，鼓舞

着其他海外建设者。

13 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者郭照不畏艰辛跨越山海，用坚守点亮人生——

在非洲唱响“劳动者之歌”

47载村医路

从退役军人到外卖小哥，高丰在新业态赛道上奔跑——

“ 匠 心 ”骑 手
本报记者 车辉

外卖小哥高丰个子不高，寸头下是一张

方正黝黑的脸。

这位东北小伙儿 33 年的人生路经历了

很多大场面，可谓一路“开挂”。

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

观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提起这些经历，高丰略带腼腆地说，可能是因

为自己身上有 3个标签——退役军人、党员、

外卖骑手，所以更容易“被看见”。

高丰当过 5 年兵，退伍后在北京成为一

名外卖骑手，后来又担任 707 骑手党支部书

记。这 3 个标签是他奋斗青春的注解，也让

他成为全国 8400 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的

优秀代表。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高丰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职业荣光再一次点亮了

他的人生。

“眼里没有难事”的士兵

高丰自小生长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

县，电视剧《士兵突击》让他对部队生活充满

了向往。

18 岁那年，高丰参军成为一名反坦克炮

兵。军旅生涯中，他参加过多次抢险救灾任

务，一次次与危险擦肩而过。不过，他印象最

深的还是参与小兴安岭的火灾救援。

那是高丰入伍后第一次参与大型任务，

那一年，他只有 19岁。

深夜，接到救援任务后，他和整个营队一

起火速出发，前往救援现场。出发前，听到前

方“火势非常大”的消息后，他紧急写下遗书，

希望“如果回不来了”，父母照顾好自己。

抵达现场后，高丰和战友们站成一排，一

边踩着烧得黝黑的山土向上攀爬，一边用手

中的镐铲刨土灭火。

“裸露在外的火灭完了，更重要的是扫

除隐藏火点。一根树枝看上去没问题，但还

是要用镐刨一刨。如果树枝坚硬，说明里面

没有火苗；如果刨几下，树枝就软了下来，说

明火点还藏在树干深处，需要彻底把火苗熄

灭防止复燃。”高丰至今还记得山林灭火的

门道。

在高温环境下，救援前后持续了 12 天，

高丰和救援队员们每天最多睡五六个小时。

他和战友们浑身上下除了牙齿是白的，都被

染成了灰黑色。

“从那之后，在我眼里再没有难事了。”高

丰回忆说，结束救援任务回到营房后，他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遗书，那一刻，他觉得自己

也浴火重生了。

部队生活塑造了高丰坚强的意志和勇于

担当的品质，也把军人的底色刻在了他的生

命里。

记者每次见到高丰，他的工装总是穿得

一丝不苟，精气神十足，“军营里的好作风要

保持下去，到哪儿都要干出个样来。”

2022 年 7 月，保持军人本色的高丰荣获

“北京榜样·最美退役军人”。

日记本里的工匠精神

退伍后，高丰来到北京成为一名美团外

卖骑手。他从没觉得送外卖是一份简单的

工作。

“骑手也可以有工匠精神，比如在送餐

过程中做好总结，这些经验技巧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完成工作。”7 月，在全国总工会举

行的“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闻发布会

上，高丰和他的日记本一起亮相。翻开日

记本，里面不仅有他为外卖工作记录的注

意事项，还有他手绘的片区“送餐捷径”示

意图。

送餐路上，有匠心的高丰总结了很多小

诀窍、小技巧。

“在商圈送单时，尽量不要走大路口，因

为等红绿灯的时间往往比较长；周一到周

五，下午 4点以后尽量不要走学校路段，容易

拥堵；在商场取餐时，要知道商家离电梯近

还是离楼梯近；配送冷热不同的餐品要分开

摆放，配送果汁饮料时要用隔板挡开……”

说起自己的“配送秘籍”，高丰滔滔不绝，十

分自信。

在高丰看来，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最重要

的是用服务获得顾客的认可，他把自己的服

务心得总结为“用心做服务，服务到人心”。

每天下午接单量不多的时候，高丰会趁

着这个空当在不熟悉的区域转一转，熟悉周

边路况和楼宇、商圈的位置，这些都有助于他

提升服务质量。

高丰认为，物流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飞

速发展的行业，大有可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的技术和知识含量。他报名参加了国家开放

大学免费进修项目，选择物流管理专科专

业深造。“后续我还想继续报考本科班。”

党员骑手的荣光

除了本职工作，高丰总愿意做一些别人

看来“多余的事”。

送单路上，高丰义务担任交通督导员，提

醒不认识的同行注意交通安全，不要违章。

“出现交通事故，痛的是自己，伤心的是家

人。”高丰告诉记者，也会遇到不被理解的情

况，但只要能对增强骑手的交通安全意识有

所帮助，就会继续坚持。

高丰还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参与社区志愿

者工作。在大街上用夹子捡烟头、在路边的

花坛里捞矿泉水瓶、举竹竿去摘挂在树上的

塑料袋……他还去过养老院擦玻璃，给老人

们送水果。

2019 年，7 月 17 日，美团从 425 个北京站

点、2 万多名骑手中筛选出 13 名党员骑手，

成立国庆游行队伍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

部采用数字“707”命名，70 代表国庆 70 周

年，7 与骑谐音，代表外卖骑手。高丰凭借

出色的表现成为 707 临时党支部里的一名

党员。

七八月的北京，气温超过了 35 摄氏度，

高丰在操场上带领骑手们训练，脸上的汗

水不停地往下滴，身上的工装也早已渗出

汗渍……

“60 周年国庆时，我正在部队服役。阅

兵开始时，刚好轮到我站岗，战友们在楼上集

中收看，我只能听听声音，非常遗憾。没想到

70 周年阅兵，我们就在现场了。”说起国庆游

行当天的盛况，高丰至今仍十分激动。

历经炎炎酷暑，北京正迎来秋高气爽，高

丰一如既往地奔跑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一次又一次地及时给翘首期盼的人们送去一

顿饭、一盒药、一份暖心。

高丰和同
事一起将外卖
送到楼宇用户
手中。

受访者供图

8月 16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康庄
乡乔沟村，乡村医生乔风亭上门为91岁的
王改荣老人做常规检查。

1976年，正在读高中的乔风亭，参加了
原邯郸县举办的卫生学习班。毕业后，她
回到家乡乔沟村开始了村医之路。从花季
少女到花甲老人，乔风亭把她最美好的年
华奉献给了农村基层卫生事业。

那时，生产队只有一间简陋的卫生室，乔
风亭经常头戴草帽、手拿镰刀、肩挎药箱，踩
着泥泞的土路去给患者看病。乡间小路上常
常回荡着她哼唱的歌曲，“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2010年开始，乔风亭负责全村1390人
的公共卫生服务。她为全村每户人口都建
立了电子档案，对高血压、糖尿病和65岁以
上等重点人群按时随访。

“我要继续坚守乡村医生岗位，守护百姓
健康，对得起生养我的这片土地。”乔风亭说。

本报通讯员 聂长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