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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的塔河油田，蒸腾的热浪席卷着每一寸土地。

56 岁的西北油田采油二厂 AD20 集输站岗位长傅元鸿

开始了每小时一次的巡检。

“一切正常!”半个小时下来，傅元鸿满头大汗，工衣

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在中控室，他取下安全帽，竟从里

面倒出了一串水滴。

资料员罗来蓉赶忙拿起毛巾递给他，问：“傅师傅，

这么热的天，今天还去约会不？”

“当然。”傅元鸿卸下 10公斤重的空气呼吸器，笑答。

走出小站，放眼望去，是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的沙

漠。这是该厂最偏远的一个小站。每天下班后，傅元鸿

都会赴一场“大漠约会”。

20 时 30 分，暑气未消，浑圆的落日贴着沙漠的棱线

缓缓西去，迎风面的沙坡轮廓清晰、平滑流畅，这样的

“纸张”太给力了。

大漠当纸，竹竿作笔，傅元鸿沉醉在自己的书法世

界里，享受着酣畅淋漓的“挥毫”体验。

傅元鸿出生在江苏扬州兴化，1988 年从石油地球物

理勘探学校毕业分配到江苏油田，当过仪器操作员、仪

器组组长、微测井组长、物探工程师，足迹遍及湖北、贵

州、河南等地，还走出国门去过阿尔及利亚，发明过专

利，荣获过油田 QC 成果一等奖。

2021 年，他作为单位首批外闯市场人员来到西北油

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 12-11 计转站，有了一个新身

份——岗位长。

听惯了“傅工”称谓的他听到别人喊自己“师傅”，一

开始还真不适应。当了大半辈子物探工程师，突然间变

成了一个采油工，五味杂陈。

但这种落差很快就被大漠带来的乐趣弥补。

第一次见到沙漠的时候，他就仿佛捡到了宝——这

么宽广又这么安静，不正是练习书法的宝地吗？

自小练习书法的他，几十年来没停过笔，而在沙地

上练字是外闯市场的意外收获。来到新疆工作后，上班

在井站，下班回基地，很多人靠打扑克、闲聊打发枯燥的

业余时间，而他每天下班后在大漠中练习书法，享受这

份独有的乐趣，荒漠也因此不再荒凉。

物探和采油是两个不搭界的专业，傅元鸿不仅适应

了这种转换，还干得不错，不仅被矿上评为优秀员工，他

所在的站也被管理区树为标杆站。

大漠当纸，竹竿作笔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李小艳 丁思博

骄阳似火，热浪灼人。8月的怀化西编组站，一排排

货物列车整装待发。位于舞水河畔的怀化西编组站，连

结沪昆、焦柳等 6 条铁路干线，有“怀化商贸物流中心黄

金码头”之称。

暑运期间，每天有近万辆货运车厢在此完成调动编

组后，发往全国各地。

“今天室外温度在 35℃以上，大家要注意着装，防止

烫伤。都带好防暑药品，作业时注意人身、行车安全。”8
时，孙益文布置完作业计划，再次跟大伙强调了高温作业

的安全注意事项。

孙益文是广铁集团怀化车务段怀化西编组站的一名

调车长，他和同事负责怀化西编组站列车的解体、摘挂、

取送等作业。

他们踏着热浪行走在调车场中，为列车“穿针引

线”。在拥有 32 根股道的编组场里，孙益文和同事平均

每班要完成 700 辆车的甩挂、编解、接风和机车牵引作

业。一个班下来，步数都是两万步打底。

“起动！起动！”9 时许，孙益文发出无线电台指令，

第一批调车作业开始了。只见他双手抓住车梯，全神贯

注眺望股道前端的信号。不一会儿，孙益文已汗流浃背。

完成第一批调车作业，已到 10时。孙益文赶紧跳下

机车，掏出水杯，咕咚咕咚喝了个痛快。“调车作业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因为每延误一分钟，列车就可能晚开

一分钟，下一趟车可能要多等一分钟，列车就无法做到正

点。”孙益文边擦汗边说。

为了防止晒伤、中暑，孙益文和同事做足了防护。手

上戴着加厚手套，身上穿着长袖防护服，包里装着藿香正

气水、大瓶饮用水等。

车辆连挂作业、进车挡作业……孙益文爬上爬下，被

汗水浸湿的工作服紧紧黏在他的后背。“每当看到自己编

组的列车安全正点开出就感到自豪，感觉汗水流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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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俩一块儿上下班，让很多人羡慕，

朱玉林和刘堃就是这样的一对。他们是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车辆段

徐州下行运用车间动检二班动态检车员，每

个班端坐电脑前，手握鼠标，击键检车，从 2
万多张黑白图片中准确找出车辆故障，报列

检作业现场处置，消除铁路行车安全隐患。

累，却幸福着。

坐在一起肩并肩干活，正好妻子刘堃

能管住丈夫朱玉林，工长王炎偷偷地乐。

原来，朱玉林性急，干活有些毛躁。一次，

上白班的他漏检钩提杆复位弹簧折断的

车辆故障，被上级批评。而刘堃对工作特

认真，自我要求也特高，严格按标作业不

漏检，对犯错的朱玉林狠狠数落了一番。

朱玉林一开始还强词夺理，刘堃尖锐地指

出其就是盲目乐观，小漏检也能酿成大事

故。最后，刘堃惩罚朱玉林连续干一个星

期家务活，写下安全保证书才罢休。王炎

干脆趁热打铁，在班组开工会上宣布，以

后 刘 堃 、朱 玉 林 就 固 定 编 在 第 二 作 业 小

组，结对检车。

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作为段“三

八红旗手”的刘堃常提醒朱玉林，必须将检

车技术学好，才能慧眼识故障，消除铁路行

车安全隐患。

他俩有了说不完的话。从班组开工会

上传达的上级文电命令要求，到“每班一

案”中事故案例教训的吸取，从常态化的检

车作业标准的执行，到故障图片分析技巧

的探讨，直至隐秘故障发现方法的分享，是

夫妻，亦同学，既坦诚，又认真，所以学得

快，记得牢。

果然，在近期的开工会“每班一考”环

节，随机抽考朱玉林，他都对答如流，令大家

刮目相看。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季度抽考

中，朱玉林又取得优秀成绩。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王炎感叹道。

繁忙的京沪、陇海两大干线的铁路货车

车流常年高位运转。夫妻俩并肩端坐，眼盯

电脑屏幕上，心无旁骛，左手轻扶键盘，右手

灵巧移动鼠标。

“天热，闸瓦熔渣故障多，要重点查看。”

“中欧班列，要检查得再细点。”

“不要心急，稳稳当当地检车。”

夫妻俩不时轻声提醒和勉励，目光相

撞，莞尔一笑。

车流密集时，他们得保持一个坐姿，在

工位上连续作业两个小时以上，常常累得身

体僵硬，眼睛生疼，脖子发硬，腿脚酸麻。每

当朱玉林抱怨时，刘堃就会殷勤地给他捶捶

背，揉揉肩，安慰道：“下班回家，带你做保健

操，放松放松！”朱玉林舒心一笑，又继续精

心检起车来。

8 月 20 日夫妻俩值夜班。朱玉林发现

了一件闸瓦熔渣故障，受到车间表扬，也得

到了“最亲密队友”的赞许。

夫妻俩一块儿上下班，让很多人羡慕，动检二班动态检车员朱玉林和刘堃就是这样的一对

结对检车见证“爱情的力量”

礼 物

有丈夫在，脏活累活轮不到她

“星期五的恋爱”
刘天海 徐丽娟

8 月 20 日，昵称为“星期五的恋爱”的

抖音博主王开玲将和爱人一起工作、生

活、旅游的短视频发到了抖音上，引来很

多点赞。

王开玲是嘉峪关电务段清水信号车间

信息中心的一名监测分析员，每天在微机

监测设备上分析由现场信号设备采集回来

的电压、电流、功率等数据，实时监测正在

检修中的设备数据，及时将设备状态汇报

给现场作业人员。

她爱人梁春涛是嘉峪关电务段清水检

修工区副工长，主要负责清水车间管辖的

信号设备检修维护工作。

这对小夫妻今年春天刚结婚，虽然在

同一个车间，但聚少离多。清水信号车间

管辖的屯升站，设备复杂，维修难度大，且

人员短缺，梁春涛主动申请驻守。于是夫

妻俩相隔了 20 公里，只有到周末才能相

见。“我就把抖音昵称改为‘星期五的恋

爱’，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真实

状态。”王开玲说。

工作中，分隔两地的夫妻俩则有说不

完的“情话”。

“屯升站作业负责人梁春涛，我是监测

分析员王开玲，2 号道岔定位缺口 2.65 毫

米，预警，请立即检查处理!”
“屯升站 2号道岔定位缺口 2.65毫米，

预警，作业负责人梁春涛收到，立即检查处

理，请继续监测 2号道岔各项数据。”

这是小两口的日常工作，也是彼此说

过的最多的话，更是他们同心守护铁路信

号设备安全的见证。

杨军 周利 文/摄

8月20日晚上，在中国石油冀东油田南堡

5号人工岛一处铁皮房围成的小院里，红方砖

铺就的小道上，杨超手里拎着刚从外面买来的

新鲜蔬果，朝正在晾衣服的妻子卢玲娟走去。

杨超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递给妻

子。卢玲娟打开一看，原来是个绣花的遮阳面

罩。前几天在井场干活，看到烈日下的女工带

着好看的遮阳面巾，卢玲娟羡慕地赞美了几

句，没想到“闷葫芦”的丈夫记到心里去了。

杨超和卢玲娟都是南堡作业区第五工区

集输班的驻井员工，至今已经在油田工作了 9
年。两人的老家远在甘肃，为了一家人能在一

起，他们把家安在了人工岛上，两个孩子都在

这里长大，现在在外上大学。

岛上生活简单，颇有几分孤寂，在漫长

的守岛生涯中，他们成了彼此最温暖的陪伴

和最坚实的依靠。

两人的中午饭一般在食堂吃，吃得多了

便怀恋起西北老家的那些小吃。卢玲娟做

得一手地道的家乡菜，苦于买菜的地方离人

工岛太远，她没有机会施展。杨超见她胃口

不好，会隔三岔五地去 20 公里外的曹妃甸

大学城采购蔬菜和面粉。中午，杨超和面，

卢玲娟掌勺，色香味俱全的炒面片成了夫妻

俩最可口的美食。

值夜班时，卢玲娟主要负责在中控室内

监控各项生产参数，杨超则负责每两小时查

看一次现场设备的运转情况、对各排污点及

时排污、加药罐按时配药。近日雨水天气增

多，杨超便增加了巡检频率。

丈夫每次巡检，在中控室的卢玲娟都会密

切关注视频监控，井场上手电光划过的亮光、

泵房内走动的熟悉身影，她眼神紧紧跟随。

雨天，巡检一趟下来，杨超脸上全是雨

水，裤腿湿了大半截。卢玲娟便将早准备好

的生姜水递给丈夫，用纸巾擦擦丈夫脸上的

雨水，心疼地说：“下个点我去巡检，你好好

休息会儿。”“没事，这点雨不算啥，你盯好参

数就行。”卢玲娟知道，有丈夫在，脏活累活

都轮不到她。

休息的时候，卢玲娟会将家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等到夕阳西下，两人沿着海岸

边的石子路漫步，聊聊父母、讲讲孩子，岁

月静好。

“老婆，我爱你!”钢筋工何大全把一支
玫瑰花送给妻子，妻子则给他送上了寓意

“陪你一辈子”的杯子，还给了丈夫一个大
大的拥抱，叮嘱他在工地上要注意安全。
8 月 19 日，七夕节来临之际，在中交二航
局承建的四川省资阳市中交锦上项目工地
上，一场“浪漫七夕，爱在工地”主题活动正
在进行，项目部为 7对工人夫妻搭建爱的
鹊桥，送去爱的祝福。

方国俊 刘艺 摄

杨超和妻子卢玲娟在去年除夕并肩值守。

赵娟

“我们要让班组这一企业最小细胞释放

最大能量。”中铝瑞闽制造一部汽车板班班长

李健东说，多年来，他们以创建“学习型、创新

型”班组为核心，带动提升管理效益，促进提

升经济效益，走出了一条讲学习、练技能、求

创新、比贡献的班组建设之路。

该班组成立于 2019 年 3 月，现有员工 44
名，平均年龄 27岁，是一支朝气蓬勃、敢打敢

拼、立志求强的队伍。班组以“安全生产、高

效执行、按劳分配”为管理目标，以“创新”为

原动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开

拓创新，创造了投产一年就达标达产的优异

成绩。

自成立以来，该班组获中铝集团“安全、

干净”示范班组”、中铝瑞闽“模范职工小家”等

多项荣誉称号。2022 年，汽车板综合成品率

同比增长 17.35%，金属废品损失减少 7.5%，创

造直接经济效益达 2500万元。

“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提质增效，

大家畅所欲言。”周会上，李健东召集班组职

工集思广益，从提质增效、技改创新、节能降

耗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

李健东说，“我们班组青年员工多，大家

都很有上进心，通过这种经常性的研讨学习，

取长补短，可以更快地提高。”

为了高效推动技能人才成长，该班组

以“师带徒”“劳动竞赛”“青年岗位能手”

“金牌操作手”为契机，总结归纳岗位操作

流程，制定 SOP 作业指导书，逐一攻破“岗

位盲区”。

为强化班组培训效果，汽车板班利用班

组微课堂、手把手教学等“理论+实操”全场

景创新教学手段，打破场地、人员、时间限

制，最大程度降低学习门槛、扩大受众范围，

形成师傅讲、全员学，擅长的讲、不擅长的

学，以教促学、教学相长，“人人为师、人人为

学”的浓厚学习氛围，从而全面、全员、全方

位提升班组技能水平。一年间，该班组开展

专题培训 34 次，培养合格顶岗主操 5 名，代

培主操 9名。

面对客户提出的头尾划伤、折痕等质量

问题，该班组成立质量攻关团队，从设备参数

修正、工艺路线规划、包装方式创新等各个环

节逐项攻克，历时 1个月终于获得成功。

“这 1 个月里，有时为了收集第一手资

料，两三天待在现场不回家；有时发现新的思

路，赶快召集大家一起研究分析，经常错过饭

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李健东说。

集体攻坚是他们班组常年保持的习惯，

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一系列技术攻关。

打造以创新为原动力的班组，这是该班组始

终坚持的目标。

几年来，他们按下创新创效快进键，“独

门绝技”不断增多。班组职工自主发明的“超

宽、超厚”缝合操作方式既提高了生产效率，

又节约了金属占用成本，参与研制的某系合

金超薄卷材生产工艺成为国内唯一一条可批

量化生产该卷材的生产线。

作为中铝瑞闽蓝园项目第一批拓荒者，

他们在一片荒芜的滩涂地上建起“中铝东南

沿海铝精深加工基地”。“作为中铝瑞闽战略

转型核心的汽车板生产线生产操作人员，我

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将汽车板生产线打造成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汽车轻量化用铝’

生产基地。”李健东说。

胡云峰

可别小看每天生产就增加交接班这么点

时间，累积起来可是个大数字，对于完成千万

吨矿井生产计划，一分一秒都很关键。近日，

皖北煤电智能公司采煤区“视频+数据”动态

交接班实践成功。

今年 6 月 13 日，该公司产能由 800 万吨/
年核增至 1000 万吨/年正式落地，取消夜班

后只有 2 班生产，又要立即按照千万吨组织

生产，如何在班次不增的情况下完成千万吨

生产计划这一课题摆到了大家面前。

经过充分调研，面向基层，利用三基建设

这一“利器”，“向交接班要时间”这一计划应

运而生。

“原来交接班，设备都要停下来；现在设

备不停，在班前会利用一台多功能电视就能

实现。”采煤区区长朱胡涛介绍，动态交接班

分视频交接和数据交接，视频交接部分主要

采取多功能视频会议的方式，反映井下人员

状态、设备运行等情况，直观的帮助下一班职

工了解工作进度、现场安全；而数据交接部

分，只需设备集控人员或技术人员利用智能

设备管控平台查看井下设备运行实时数据、

历史数据，从而对设备运行工况进行评估，提

出上一班生产存在的问题，安排下一班安全

注意事项。

学习有“妙招”，创新有“绝技”

充满活力的汽车板班

金牌班组G

“黄金码头”的最美“汗卫者”

“视频+数据”交接班开启生产加速度

知 足
周斌是龙源云南公司马头村光伏项目部副经理，

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除了推动审批手续、跟踪施
工进度、协调设备进场，还要操心团队的业务培训、职
工健康甚至伙食情况等等。同在该公司的妻子王蕾有
时会嗔怪“你关心别人比关心我多”，周斌说：“咱做新
能源的，很多都是两地分居，咱俩能在一起上班我已经
很知足了！” 涂启志 摄

聚焦·并肩前行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