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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师傅，来了啊”“孙师傅，这是我刚蒸的大饽饽，走的时

候拿上两个”……近日，刚一下船登岛，沿路遇到的村民就热

情地和孙涛打招呼。

孙涛，“齐鲁最美职工”、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好运角供电

所职工。1998年，孙涛首次登上鸡鸣岛为村民维修柴油发电

机，至此与鸡鸣岛结缘。25年间，他始终坚守，成为鸡鸣岛的

“掌灯人”。

鸡鸣岛是山东省荣成市唯一一座人居海岛，在这座 0.31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生活着 66户海岛居民，90%以上是超过 70

岁的老人。此前，岛上仅靠一台风力发电机和一台柴油发电

机供电，断电现象时有发生。

1998 年，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鸡鸣岛的柴油发电机突

发故障，整个海岛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

位村民说：“俺侄子是电工，我问问他能不能来帮忙。”接到求

助电话的孙涛毫不犹豫地赶到码头，坐上小舢板，顶风冒雨，

忍着一路的晕船呕吐来到鸡鸣岛。

上岛后，顾不上身体的不适，孙涛带着工具马不停蹄赶到

故障处，半小时后，岛上终于恢复光明。得知鸡鸣岛的用电困

难后，孙涛当场承诺：以后这里的用电维修我来管。

自那以后，只要有时间，孙涛就会进岛检修发电机，挨家

挨户检查电线线路，一坚持就是 6年。

2004 年，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决心让鸡鸣岛用上“长明

电”，在岛上铺设了3000米海底电缆。然而，岛上的用电管理却

成了“烫手山芋”，那时鸡鸣岛没通自来水，进出全靠简陋的舢

板船。别人都避之不及，孙涛却主动请缨：“这差事交给我吧。”

海底电缆通向海岛的当天，孙涛第一个跳进海里，扛起每

米 28 公斤的电缆踏浪前行，岛上居民见此情形也纷纷加入，

渔家号子响彻海岛。

由于海岛进出不便，居民采购物品只能坐船出海，这对于

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十分困难。为了更好地服务岛上居民，

孙涛建起了鸡鸣岛彩虹桥驿站。

一包毛线、一盒药、一斤油炸糕……20年来，孙涛帮村民

采购的物品记满了好几个笔记本。他还动员好运角供电所彩

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进岛开展志愿服务。

“海岛就是我的家，不守着它我不放心。”一个工具包、一

顶安全帽、一身红马甲、一套电工服，即将退休的孙涛依然步

伐坚定，登上小船，向鸡鸣岛进发。

筑坝护水润泽四方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吴作浩 方成

“库区清淤、放空涵管闸阀更换、坝肩帷幕灌浆……”趁着

天气放晴，凤林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监理杨根大一边跟施工

队核对施工内容，一边告诉记者，“前段时间的大雨对施工进

度造成了一定影响，好在这几天天气不错，我们正督促施工单

位抢时间、抓进度。”

杨根大所说的工程，是浙江省诸暨市的“民生实事项

目”——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山塘综合整治。

在诸暨，共有小型水库 163座。其中，最早的一批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距今已 70 余年。虽已经过多轮除险加固，但病

险水库数量仍居高不下，加之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对小型水

库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为提高水库抗洪、抗震能力和安全稳

定性，今年，诸暨市将 9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10 座山塘综合

整治列入省级民生实事项目。

趁着中午休息，忙活了一上午的杨根大领着记者进了工

地的活动板房。在户外工作了 4 个多小时的他，上衣背后已

被汗水浸透。取下安全帽，用毛巾粗略地洗了把脸，他跟记者

讲起自己的经历：“我是农民出身，2008 年，镇里有一个山塘

饮水水源工程要开工，村里推荐我去，就干到了现在。”

刚到水利施工现场，杨根大从司机做起，后来兼任施工队

向导，并协助测绘员测量大坝数据。再后来，他成了施工队里

的小工。施工时，他有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老师傅们看到

他踏实好学，都愿意教他。慢慢地，杨根大不仅学会了施工技

术，还考取了监理证书。

每年防汛防台期间，都是杨根大工作最忙碌的时段。

在庄坞山塘综合整治时，工程项目刚开工就遭遇了大暴

雨。当时，山塘原本的溢洪道比较窄，雨又下得急，放水速度

远赶不上降雨速度。为确保山塘安全，凌晨 1点多，他紧急调

来 3辆挖掘机拓宽溢洪道口，一直工作到第 2天早上，保障了

出水顺利。

10多年来，杨根大全程参与了红坞底、文周、庄坞等水库、山

塘的建设。看着自己参与的项目，保障着几十万群众的生产生活

用水安全，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的内心充满成就感。

“看着水库安全稳定，水库周边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好，再

苦再累也值得。”杨根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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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赖书闻

“钻完井会遇到各种挑战，但再难也要攻

克。”这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海

油海南分公司工程技术作业中心技术专家罗

鸣常说的一句话。

17年如一日，罗鸣潜心研究技术，带领团

队冲破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禁区，站上国家科

技最高领奖台。

“炼”成技术专家

罗鸣从小就心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向

往，因此在高考时填报了石油专业。2006 年

大学毕业后，他加入南海西部油田，从事海上

钻井作业与研究。

“海上钻井作业极具挑战，当时高度依

赖国外设备和技术，我就想在这方面有所突

破。”说起自己的工作，罗鸣眼里满是光芒。

海上钻井作业环境恶劣，困难总是不期

而至，刚入行的罗鸣感到了极大压力，他在心

底暗暗给自己鼓劲：一定要耐下性子跟师傅

多学习。

那段时间，只要有出海机会，罗鸣就主动前

往，他一年出海的天数超过 200天。边实践边

学习边琢磨，他不到 3年便从一名助理监督成

长为钻井总监。

此后，罗鸣开始带领团队向油气开发条

件更苛刻的高温高压领域进军。

为了摸索相关技术，罗鸣随身携带笔记

本，随时记录现场数据和工作心得。渐渐地，

他和团队迅速成长，高效完钻了很多高温高

压油气井。

2009年初，一口创纪录的深井正在钻探，

但平台设备能力不足、井下情况特别复杂、下

部地层情况不确定等难题让项目停滞不前。

罗鸣被派到现场支援。到了现场，罗鸣

带领团队齐心攻坚。最终，这口创纪录的深

井安全高效完成，罗鸣团队创造了中国海油

5000米以上深井最短钻井周期的纪录。

探索禁区

我国南海油气资源丰富，但地质条件复

杂，开采难度大。20 世纪 80 年代，外国团队

开采尝试的失败，也让此地成为当时业界公

认的油气勘探开发禁区。

生性不服输的罗鸣加入中国海油高温高

压钻完井项目组，与团队一起，向禁区进发。

开采高温高压油气，如同点着火把在

“火药桶”里探宝。“如果井下的高压没有得

到很好的控制，它们就会蹿上来，可能会引

发灾难性后果。”罗鸣说，这也是攻坚的难点

所在。

由于技术难度和现场作业风险很大，熬

夜加班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整个团队二三

十人，经常吃穿用住都在值班室，大家就这样

坚持了好些年。”罗鸣回忆说。

技术攻关不会一蹴而就，尽管全力以赴，

但进展依然缓慢，常常稍有起色又碰到新困

难。经过罗鸣团队的反复实验，终于在钻井

液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实现高温高压深井

勘探开发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2018 年，“南海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

术及工业化应用”获得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作为主要参与者，罗鸣站上

了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

逐梦深海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深水油气勘探开

发，罗鸣又有了新目标——他的身影出现在

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

“挺进深水，是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发展的

需要，也是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罗鸣潜心研究深水深层勘探作业领域，与同

事一起探索、钻研深水钻完井技术，整合内外

部作业资源，出色完成了宝岛 21-1构造的探

井作业。

在今年的“深海一号”二期开发工程中，

他所在的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钻完井团队直

面深水、深层、高温、高压四大难题，瞄准“提

速、提质、提产、提效”作业目标，组织各方资

源投入作业，优化钻头选型和钻具组合，安全

高效完成了 12口气井的表层批钻作业。

针对后续开发工作，罗鸣表示，降本增效

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要努力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实现

降本增效。”在罗鸣的脑海中，后续南海油气

资源开发的前景画卷渐渐清晰。

带领团队冲破油气勘探开发禁区后，罗鸣站上国家科技最高领奖台——

“钻”向大海更深处

摘“ 星 ”之 路
——从 3 位村书记看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传承

本报记者 王维砚

59 年前，为改变河南兰考的落后面貌，

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翻碱土、封沙

丘、种泡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59 年后的今天，“焦裕禄精神”早已成为

兰考的精神坐标，在兰考人心中重如千钧。

初秋的豫东平原，酝酿着收获的喜悦。

8 月 30 日～31 日，记者来到焦裕禄曾到访过

的村庄，感受那里的追“星”热度。

2022 年下半年开始，一场摘“星”热潮在

兰考县兴起。三义寨乡付楼村、桐乡街道王

庄社区成功摘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

治、乡风文明、支部过硬“五颗星”，成为河南

省首批“五星党支部”。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从 3 位村书记身上，记者

感受到了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的回响，也看

到了豫东乡村迸发出的勃勃生机。

赵书记的“小目标”

“恨不得掏出心给村民，他们就是不理

解。”2017年 3月，刚上任不久就被村民“放了

鸽子”，付楼村党支部书记赵六红委屈得掉下

了眼泪。

数月前，县里征集盖大棚的村民名单，每

个大棚能获得 6000 元补贴，200 多户村民都

报了名。然而，在村里正式确定盖大棚名单

时，报名人数却断崖式地变成了“零”。

一夜未眠，赵六红渐渐冷静了下来。他鼓

足勇气，挨个找到村民，询问他们反悔的原因。

“一个大棚除去补贴，还要掏一万七千多

元，俺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村民们讲出了顾虑。

“我可以帮你们找银行贷款。实在不行，

我自己拿钱帮你们垫上。”赵六红的真诚感动

了村民。不久，16 个崭新的大棚出现在了农

田里。第二年，农户不仅自己鼓了腰包，还带

动了村民就业。

当初，赵六红也是被一份真诚所打动，才

选择回村当支书的。

2016年 10月，回乡探亲的赵六红家里来

了一位客人——付楼村第一任驻村书记王中

伟。他的来意和此前的每一次都一样：劝赵

六红回村当“领头羊”。

彼时，赵六红在外打拼已有 26 年，是村

民眼中“不差钱”的能人。

“看到村里很萧条，汽车开过去全是尘

土，心里确实不是滋味。”这一次，赵六红动心

了。他想要带着乡亲们一起往前走。

决心回村大干一场的赵六红做了一件

事：他花两个月时间新建了自家房子，为的是

避免上任后再建新房引起村民不满，也是为

了让自己没有退路。

6 年间，“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

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焦裕禄的“三

股劲”一直支撑着赵六红。

他带领村民还清了村里的负债，把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几万元发展到了 40多万元，他

的体重却从 142 斤降到了 116 斤，还患上了 2
型糖尿病。

“拉车的不好好拉，推车的怎么给支持。”

6 年间，来自河南省发改委的驻村书记一任

接着一任干，赵六红也一次又一次咬紧牙关，

坚持了下来。

53 岁的赵六红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

标”：再用几年时间，让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万元。

裴书记“发电记”

付楼村还有几位“能人”驻村第一书记。

裴东鑫就是其中一位。

村口，一座崭新的风力发电机高高矗立，风

扇叶迎风运转。裴东鑫跳上顶部装着光伏板的

观光车，娴熟地驾车带领记者“扫村”。

黑框眼镜、深色皮肤，短袖白衬衫、黑色

西裤搭配运动鞋，驻村近 1年，45岁的裴东鑫

已是标准的村干部打扮。

2022年 11月，河南省发改委地区经济处

处长裴东鑫来到付楼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任期两年。

刚驻村不久，裴东鑫就“阳”了。冬天，

北风一刮，屋里就凉透了，村民给裴东鑫送

来 3 床被子和 1 件军大衣，还轮流给他送饭、

照顾他。

村民的质朴和温暖，点燃了裴东鑫心中

的一团火。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句焦裕禄

当年说过的话，让裴东鑫深受启发。驻村之

初，他就明确了“尊重规律，根据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的工作思路。

付楼村处于风口，日照时间长，地势开

阔，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些都是光伏发电、风

力发电的有利条件。

1 个月的时间里，裴东鑫走访了五六十

户村民，摸底房屋结构、察看房顶承重能力、

讲解光伏发电的好处，一一打消村民心中的

疑虑。

兼具发电储电充电功能的光伏车棚、300
多米长的光伏长廊、正铺设碳纤维地暖的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村民屋顶整齐排列的蓝

色光伏板……初秋的付楼村“电力十足”。

目前，全村 1 年可以发电 100 万度。以

前，村里的小学因为电费贵，用不起空调；现

在，便宜的“绿电”让学校实现了“空调自

由”。今年冬天，裴东鑫和村“两委”推出的光

伏发电、碳纤维地暖、外墙保温“三件套”，将

让村里的老人度过一个“暖冬”。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裴东鑫心里还有一笔

细账：粉条厂使用“绿电”后，1年可以节约 10
万元；育苗基地“绿电”改造后，每年可以节省

15万元……

今年，村里的蜜瓜迎来了大丰收。村民

们开心，裴东鑫也乐开了花。

此前，育苗基地遭遇了病虫害，裴东鑫在

和村民“头脑风暴”后，为种植园更换了基

土。他们还把菌棒打碎搅拌到新土里，增加

肥力。果然，土地没有辜负大家。

“扑下身子，听取群众的建议。”裴东鑫在

驻村日记里写下了新的心得。

“幸福路”上找答案

接到最后一户村民同意拆房修路的电

话，张连生一拍大腿，激动得几乎从椅子上蹦

了起来，“最后一座碉堡终于攻破了。”

站在平坦宽阔的“幸福路”上，王庄社区

党支部书记张连生回忆起多年前的这一幕，

依然难掩兴奋。

2017 年初，王庄社区决定改造村里的泥

土路，涉及 58户村民的门楼、厕所、配房和院

墙拆除。

张连生和村“两委”一起制定了“劝拆策

略”：组织村民去“高颜值”的村子参观，直观感

受人居环境提升带来的改变；村干部、党员及

其亲属带头拆；挨家挨户上门做好解释工作。

1 个月过去了，57 户村民都同意拆房修

路，只剩下最后一户村民迟迟不愿拆除自家

的两间配房和厕所。

“路修好了，村容村貌才能改善，企业和

资金才能进来，咱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张连

生和村干部“十顾茅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还请来这户村民的“亲友团”来做思想工作。

2017 年底，一条命名为“幸福路”的柏油

马路贯穿全村南北。

“既然干，就扎扎实实干，把村民一步步

带上幸福路。”成为村干部后，张连生埋在心

里的这个抽象想法“成真”了。

高中毕业后，张连生来到桐乡街道王庄

社区工作。从团支部书记到村会计，再到村

主任、支部书记，他的人生似乎一直与这座村

庄绑在一起。

1963 年 出 生 的 张 连 生 并 未 见 过 焦 裕

禄。学生时代，老师常教他们唱一首歌《我们

的好书记》，从那时起，焦书记一直是他心中

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兰考，更多人

正和张连生一样奔走在一条“赶考”路上。

◀裴东鑫（左二）在付楼村举办的孝
老孝亲饺子宴上给老人端饺子。

受访者供图

▶张连生在村广播室里向村民宣讲
焦裕禄的“三股劲”。

受访者供图

滑着轮椅上讲台
9月4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永安镇遗棠小

学，杨季刚在教室给四年级学生上英语课。
今年48岁的杨季刚是遗棠小学的一名

乡村教师，从教已28年。2017年1月28日，
杨季刚因意外摔伤，先后做了3次大手术，
在头部和后背植入了两块钛合金钢板。由
于脊髓永久性损伤，他的胸部以下丧失知
觉，不得不与轮椅为伴。

靠着顽强的毅力，杨季刚在一年半的
康复训练中，学会翻身、坐起，练习独立穿
衣吃饭、滑着轮椅自由活动。渐渐地，轮椅
上的两个车轮成了他的“双腿”“双脚”。

今年秋季开学，他除了负责四年级的英
语、美术课，还要教一、二年级的书法和阅读
课。平时，杨季刚把获得的奖金用来给学
生购买读物，还建立起“杨老师流动图书
角”，设立读书奖励基金，激励学生养成爱
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本报通讯员 吉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