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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吉铁路（乌海西站至吉兰泰站）向乌兰布和沙漠腹地延

伸的85公里处，是五等小站——本井站。线路两侧一边是戈

壁荒漠，另一边草木葳蕤，好似有些魔幻的“世外桃源”。

20年多来，本井站人开荒、育苗、浇水、施肥……硬是

在这年降水量不足 200㎜、昼夜温差高达 40℃、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生命禁区”的荒漠戈壁上开辟出一片

绿洲。可就在不久前，这些树险些枯萎倒下……

原来，入夏后站区早些年挖掘的两口井相继出现枯

竭，生活用水尚可勉强得到保证，可树木的灌溉成了“奢

望”。站长李志清看着日渐凋零的树叶，急在心里，痛在

心上。“不能让这些树死在我手里，这可是前辈们的心血

啊！”李志清说。

“自从车站缺水后，李站都很少洗脸了，省着水浇树，

后来我们也是能省则省，可 100多棵树实在是顾不过来。”

值班员李桂安说。

寻思了半天，最近的水源是太西煤集团公司前两年

刚刚挖掘的新井，李志清厚着脸皮开始“讨水”。

“你们的井枯了，我们的井保不齐也得枯，生活用水

缺了没问题，你们用水罐车来拉，树木用水量太大，我们

也很为难。”面对请求，对方负责人诚恳地说。

“这些树 20多年来从小苗长到井口粗，眼睁睁看着枯

死我心里难受呐！上级部门也在加紧挖掘新井，需要一

个过渡期，可人能等，树等不起啊……”

看着蓬头垢面的李志清渴望的眼神，对方最终被打

动：“这片林不仅是为了车站，也是为了我们这片荒漠

啊！”他们答应先从厂内主水管上接水引到车站应急，待

新井投入使用后撤除。

兴奋的李志清立即与段办公室取得联系，批复采买了

增压泵、热熔器，并将车站的旧水管重新收拾整理，还自费

购买了弯头、阀门等配件。一个星期后，弯弯曲曲的白色

管道从数十公里外延伸至站内。水龙头打开的瞬间，看着

白花花的井水，李志清没绷住，热辣辣的泪水涌了出来。

“龙爪槐 15 棵、杨树 8 棵、桃树 6 棵……”李志清一

边向大家介绍着树木的种类和数量，一边抖动着手中的

水管，手上的皮肤粗糙皲裂，指缝中塞满黑黢黢的泥土。

如今，车站里的树木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微风吹

过，树叶错落的婆娑声像极了多重奏。

乌吉铁路承担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盐碱等化工

产品外运和生活物资输送的任务，全长 130公里。本井站

仅有 5名职工，三班倒，每班二人，最年轻的 48岁，最大的

59岁，一待一个星期。

“常听人说，成年的树有灵性，来到这里后我理解了，

它们不仅为车站抵挡了风沙，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与

我们一同守护着这条大漠生命线的畅通。”李志清说。

“不能让这些树死在我手里”

尹江琼

“看！我这条抖音已有 117.4万的浏览量！”

8 月 20 日，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临盘钻井项目管理部

钻具检维修工李兴雄，自豪地给身边人看自己原创的抖

音视频——拍的是他和同事周末加班完成钻具螺纹带锥

度杠加工作业的场景。

平时工作中，难免有人唠叨辛苦劳累，有人抱怨收获

付出不成正比。李兴雄不同，他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

两年前，因为腿部受伤需要休息 3个月，单位安排他

看大门，工作虽然轻松了，但他不习惯，3 个月没到就要

求回到工作岗位。

现在，他有时带着仪器奔波井场给钻具做探伤，有时

在机修管具站车工车间忙碌。

一根根钻杆或钻具接头顺着传送带徐徐进入车床，

先固定位置，再卡好角度，然后开启电门，飞旋的铁屑次

第脱离刀具。

车工要及时用钩子钩出飘落在机器缝里的铁屑，还

要脱下厚厚的手套拿起卡尺一丝不苟地测量。那“钉子”

般专注的眼神，伴着额头上滑落的汗水，换来一个个锃亮

的成品完美出炉。

太美啦！李兴雄无数次感叹工作过程的精准美妙，

感受技术设备的强大给力。

有人说：生活就应该将有意义的事变得有趣，将有趣

的事变得有意义。“别人拍山水花草、晒三餐美食，那咱就

秀一下车间吧！”李兴雄想。

从 2021 年开始，李兴雄利用手机拍摄了短视频 200
多条。“认真工作的样子真帅”“致敬每一位努力拼搏的人”

“不赞网红不赞星，只赞普通操作工”……每一个作品都有

自己的励志格言，还标明不同的技术、工具和加工名称。

视频里的主角都是李兴雄的同事，他们的家人看到

了都特别喜欢，不仅更了解他们在干什么，同时也更理解

了他们的辛苦和敬业。

短视频还吸引了很多素不相识的粉丝。其中一条有

117.4万的浏览量，点赞、评论和转发近 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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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

如何让大学毕业生在生产一线待得住、

留得下？近年来，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铁运

处把高校毕业生培养放在企业整体发展规划

中去谋划、去部署，在“育留用”上下功夫，不

断完善培养机制、持续优化成长环境，做到岗

位育人、事业用人、感情留人，让高校毕业生

干事有舞台、发展有奔头，生活有保障。

“处里给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轮岗锻炼方

案，安排我们到基层生产段进行轮岗实践锻

炼，每两个月轮岗一次，对我们进行‘双导师’

培养，解决实践技能欠缺问题。”2023 年新入

职毕业生王栋介绍道。

在新入职毕业生轮岗锻炼中，该处一方

面由班组长、技术员对大学生进行专业技术

帮带，培养他们的业务知识、现场操作等能

力；另一方面由党支部书记等管理人员进行

管理能力帮带，提高思想素养、综合管理能力

等，促使其快速成长。

2020 年，曹海从兰州交通大学车辆工程

专业毕业，进入车辆段。见习期满，该处根据

专业把他纳入“青智淮矿”工作室，为他搭建

技术交流、课题攻关、项目研讨的平台，激发

他学习业务、钻研技术的热情。如今，他已

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他创新的“油漆过滤回

收循环使用专用小车”项目大大降低了职工

劳动强度。

要做到人尽其才，就要做到善于搭建“舞

台”。该处将优秀大学生安排到最需要、最适

合、最关键的岗位，因岗配人、因需用人，让他

们在擅长的领域成长成才。在生产单位，

2022 年毕业生周飞已成长为技术能手，在该

处举办的高校毕业生技术比武中获得线路工

第一名的好成绩。

铁运处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和舞台，在这里看得到未来。马腾、黄向前被

纳入淮北矿业集团“百名英才”培养计划。该

处党委书记作为他们的直接联系人，每季度

掌握考核情况，每半年听取一次工作情况汇

报。

该处聚焦高质量发展需求，先后制定出

台《2022~2025 年人才开发培养工作的意见》

《铁运处高校毕业生担任班组长助理的实施

办法》等，特别关注高校毕业生的成长成才，

实行新入职大学生见习期满直接任职班组长

助理计划，为他们绘制“成长路线图”。

为帮助新入职高校毕业生快速融入环境，

该处积极落实见好“第一面”、住好“第一晚”、

开好“第一会”、上好“第一课”、拜好“第一师”

规定内容，让毕业生感受他乡亦故乡的温暖。

“我们加个微信好友吧，生活中有啥困难

就跟学长说。”2022 届毕业生史先园和 2023
新入职大学生谢磊实同是安徽理工大学的校

友，为了方便交流，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修缮装修大学生公寓、提供“双宿舍”、配

备电热水器……该处不断改善大学毕业生的

生活环境，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生活便利；

开展领导干部联系优秀人才、组织部部长联

系高校毕业生等结对活动，每月进宿舍走访

谈心，每季度召开座谈会等，解决工作生活难

题；开展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慰问、青年交

友等活动，努力提升大家的幸福指数。

“企业对我们大学生很重视，工作、生活

中处处能感受到关怀与关爱，这里是我们的

家，更是我们干事创业的舞台。对未来，我们

充满期待。”机务段技术员吴竞征说。

“育留用”：让大学生在一线更好成长

精细巡检

驾驶“地下动车”，一路没有服务区
田宏远 满晓

“地层深度 3142米，电缆速度每小时 4850
米，张力 660公斤……”8月 16日，在位于四川

盆地群山环抱中的新盛 204-1H井，正在进行

射孔施工。射孔绞车上，中石化经纬公司西

南测控公司XN323队绞车岗陈静一手按着系

统排压阀，一手握着滚筒控制器，眼睛盯着仪

表盘，神情专注地操纵绞车。他的前方，绞车

盘匀速转动，电缆笔直地伸向井口，再从井口

下入数千米深的地下，像一列地下动车一样，

牵引着射孔工具串，向着目的层奔驰。

射孔是利用高能炸药爆炸形成聚能射流

束射穿油气井的套管、水泥环和部分地层,建
立油气层和井筒之间的油气流通道。射孔作

业中，如何把射孔枪等工具串送达设计位置

是射孔成功的关键。

在“地下动车”的行进过程中，绞车岗相

当于驾驶员，车辆高速行驶，驾驶员的手就不

能离开方向盘。一次射孔通常需要 5 个小

时，为了避免去卫生间，陈静早上尽量少喝

水。大热的天，汗没少出，渴得嗓子冒火，他

就含一颗薄荷糖，滋润一下喉咙。

此时，时针指向 12时。从 8时启动绞车，

陈静驾驶“地下动车”已经整整 4个小时。午

餐送来了，可他却无法腾出手来吃。

“地下没有服务区，只要启动，就不能停

止，直到工具串安全返回地面。”陈静说。

新盛 204-1H 井是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

司部署在四川盆地的一口开发水平井，该井

是川西须家河组地层第一口采用水基泥浆施

工的水平井，最大井斜角达到 91.91°,水平段

长达 1021米，射孔过程中面临大井斜、水平段

长、地层压力高、地质结构复杂等施工难点。

直井段走完，“动车”进入平行段，这时需

要启泵借助水流做动力冲击泵送工具串前

进，陈静根据地下情况，不断调整着张力和速

度，使张力和速度一直保持稳定。

12时 30分，工具串到达指定层段。

“五、四、三、二、一，开火！”队长杨刚发出

“射击令”，3簇射孔枪120发子弹射向目的层段。

百发百中！现场响起欢呼声，陈静的手

心已经满是汗水，因为专注而僵硬的脸上露

出了微笑。

动车返程，上提工具串，收回电缆，陈静

娴熟地操作，在快速运动中，把电缆一排排

整齐地盘到绞车盘上。队友们说，这是陈静

的绝活，全凭手部的精细动作。陈静用了五

年时间，400 余口井的施工作业成就了这份

武功。

14 时，工具串出井，施工完成。这时早

已过了午餐时间，陈静活动了一下僵直的腰，

这才端起放凉了的午餐……

认真工作的样子真帅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全员素质提升，今年

以来，山东能源鲁西矿业唐口煤业坚持开展

“一月一工种”岗位练兵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

员工“学技术、钻业务、强本领”的工作激情。

他们以培养员工专业知识扎实、技术能

力全面、操作技能精湛为目标，提出了“三个

必须”口号，要求各基层单位及班组必须提高

练兵认识、必须确保全员参与、必须提高员工

技能。

为提升月度岗位练兵的针对性，在岗位练

兵工种选择上，唐口煤业推行“定制化”岗位练

兵模式。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让基层

班组对照自身业务短板，提交练兵需求。

职工翟纯琪是一名从事井下机电维修的

资深电钳工，多年的井下机电维修工作磨灭了

入职激情，此次参加井下电钳工岗位练兵也怀

着试一试的态度。但是，在理论培训中，他看

到公司技术大拿吕晓旭、机电部长赵韶亭亲自

上台授课，还跟着机电部副部长冯冠军下井实

操，一下子提高了练兵积极性。

不仅如此，唐口煤业还积极邀请设备厂家

技术人员来矿授课传授技能，重点培养岗位员

工的理论知识和故障研判能力，其“实际、实用”

的做法极大地刺激了学员求知欲。综采一区

电钳工闫勇说：“我连续参加了两期岗位练兵，

现在不用看原图纸，就能独立将工作面三机设

备电路图绘制出来了。” （张超 王玉彪 李凡）

“一月一工种”岗位练兵有实招见实效

精心维护
9月 2日，中石油管道局四公司作业人员携带各种机

具材料进入40米深的长江江底，在已建成的盾构隧道内
对A轨进行全面体检、精心维护，让物料运输轨道处于最
佳状态，保障管材等各种物资安全平稳运输。 宋洋 摄

抚顺石化工建公司负责近百套生产装置的各类大型机组、高危介质泵、关键工艺设备的
日常维护和检修，他们将故障多发设备做为重点检查、监护对象，加强日常巡检和特护，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今年以来，处理机组、设备因工艺、操作等原因造成的各类故障975余台次，
作业许可分析管理9次，实现了在运装置的安稳运行。

图为施工人员在认真检查液压缸内壁。 王文贺 赵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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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育人，干事有舞台；事业用人，发展有奔头；感情留人，关爱有温度

黄峰 关景匀 陈毓莹

一碗黄河水，半碗是泥沙。作为世界上

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

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

为实现“巡测为主”的黄河水文测验新模

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集合专精

水文、通信、软件、电气等各个领域的“精兵强

将”，组建起一支 10 人的核心科研创新团队

（以下简称“研发团队”），攻克了泥沙在线监

测的世界难题。

早期的同位素测沙仪，对仪器应用及日

常维护要求极高，易受外界不确定性因素影

响；传统的浊度转换式测沙仪量程小，受流

速、含沙量影响大，不适用于黄河这种高含沙

河流；振动式测沙仪稳定性略差，容易被水中

漂浮物堵塞，需要人工随时处理。

他们经过讨论，决定采用光电测沙的方

式，研发一款适合黄河水沙条件的测沙仪器。

新仪器的工作原理不同以往，它利用光

强度与含沙量之间的关系，建立核心算法模

型，由此计算得到含沙量数据。

原理听上去简单，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

研发前期，研发团队实行“5+2”和“白+
黑”工作制，团队成员放弃节假日，每天工作

15小时。

他们以黄河泥沙为蓝本，收集了 68万组

原始数据，不断进行分析验证，进行了因子校

准、多点校正、核心算法模型建立、特定波长

光电组件选型测试等实验共计 1853次，连续

运行 2304小时。

“我们的测控方式、核心算法都是一种从

无到有的创新，是奔着全黄河流域都适用、真

正实现全自动在线监测的方向研发的，这在

国内国外都是独家。”谈到研发历程，研发团

队牵头人、黄委河南水文水资源局高级工程

师牛茂苍既感慨又骄傲。

历时 3年，光电测沙仪终于出炉。

2020 年汛前准备期间，光电测沙仪率先

安装于小浪底水文站开展比测应用。“小浪底

水文测验断面位置特殊，在小浪底水库坝下，

每年调水调沙期间都会有高含沙水流出现，

且含沙量变化剧烈，便于检验校核仪器的精

准度，获得的数据比较有代表性。”黄委河南

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孙建民表示。

2020 年 7 月，小浪底水文站对光电测沙

仪进行人工比测，取样 38 次，比测效果良

好。2021 年，光电测沙仪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有了这款“利器”，含沙量数据每 6 分钟

一次自动传输到电脑系统内，可完整监测每

一场沙峰的“起承转合”。

“以往我们怕漏过沙峰，需要不断取沙

样，职工常常彻夜不眠。而且人工取沙样需

要静置 24小时才能处理样本，不能及时拿到

结果。有了这仪器实时监测，不会错过沙峰，

而且当时就能得到测验结果。”小浪底水文站

站长陈志远说。

孙建民认为，光电测沙仪的发展，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冰期泥沙的在线监测、极端恶

劣环境下仪器的使用等，都是他们未来打算

解决的问题。

这个团队攻克了泥沙在线监测的世界难题

“‘隐形’不代表不重要”
廖炳达

“请测酒，测酒正常。”8 月 31 日 4 时 20
分，天还没完全亮，在南宁动车乘务车间派班

室内，杨宗盛正在进行出乘前的准备工作。

整理着装、酒精测试、领取工具、存车线作业、

车厢巡检……这些动作他已经重复了近 5
年。当天，他值乘贵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首

发列车。

28 岁的杨宗盛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

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动车乘务车间的动

车组随车机械师，主要负责监控动车组的运

行状态，做好故障应急处置工作，是动车组的

“急诊医生”。

2017 年，杨宗盛来到南宁车辆段，成为

一名实习动车组地勤机械师。如今，他已是

一名技术过硬的动车组随车机械师，值乘过

广西现有全部车型的动车组列车 。

今年 3 月，杨宗盛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公

司第一批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随车

机械师。今天他值乘的贵南高铁 G4308 次

首发列车，就是 CR400AF 型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

每次值乘，杨宗盛都要提前 2小时起床到

达派班室，完成车下走行部检查库、车上供电

检查等一系列出乘准备，确认列车达到出库

标准。来到存车场，杨宗盛背起工具包，手持

摄像手电，开始对车下走行部检查起来。

6 时 30 分，列车缓缓停在南宁东站站台

上，车门打开，杨宗盛手持摄像手电，开始站

台巡检作业，做始发前的最后一次检查。“随

车机械师是按照一人一车配备，途中遇到的

各类设备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他说。

7 时 33 分，列车缓缓驶出南宁东站。途

中，除了每两个小时一次的车厢设备巡视，杨

宗盛大部分时间都静坐在狭小的行车监控

室，紧盯大大小小的控制屏和仪表。

其实很多旅客不知道哪个是随车机械

师，只是在乘车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个穿着

铁路制服的人穿梭在站台上、车厢里，拿着手

电筒照来照去。

但是，“隐形”不代表不重要，这是杨宗盛

坚信的。在列车上，大到运行安全，小到热水

温度，都离不开随车机械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