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雷佳 何丽君

隆冬时节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花土沟地区格外寒冷，近日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一个身影就加快脚步向着青海油田物资

装备公司花土沟仓储中心走去。

唐坤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下班，仓储中心的工友都

打趣地称他为“守门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青海油田物资转运保障工作千头万

绪，犹如一张细密复杂的网。作为花土沟仓储中心党支部书

记，唐坤的工作就是带领团队成员畅通物资转运的“微循环”。

随着青海格尔木—新疆库尔勒铁路开通运营，2023 年，

青海油田启动物资到货“东线西移”战略调整，油套管等物资

实现火车货运直达花土沟站，此前，这些物资全部由公路运输

直达目的地，成本较高。

仓储中心运行之初，工作千头万绪，唐坤和同事们需要在

铁路和物资所需单位之间做好协调。每天一上班，他就奔波

在各个部门之间，这边还在忙着和铁路沟通火车到站卸货情

况，那边又打来电话催着要生产急需的油套管，唐坤一时间感

到分身乏术。

“不要害怕困难，想办法解决就是了。”在唐坤和同事们的

努力下，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火车货运直达、卸车等工作顺

利有序开展。

由于火车站离花土沟生活基地较远，一来一回在路上要

耗费很多时间。为了节约时间，唐坤和同事们把饭带到了火

车站，趁着卸车的间隙赶紧扒拉一口。

“从作业前的安全喊话，到作业中的安全监管，再到拉运

中的安全检查、卸车时的安全监督，每一个环节都要仔细查

看，每一项作业都要认真检查、再三确认。”唐坤说。

由于今年到货物资大幅增加，库区吊装作业频繁，唐坤每

天都与安全员一起开展吊装作业现场装卸风险辨识，细化安

全管控措施、强化风险管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在戈壁小站蹲守 1 个月后，唐坤白净的面庞被晒成了猪

肝色，嘴唇干裂出了一道道血痕，手上全是细小的伤口，他安

全帽的帽檐上有了厚厚一层盐垢，工装上也满是油渍和汗渍。

在唐坤带领下，花土沟仓储中心全年完成库区常规吊装

作业 597次，外部单位吊装作业监护 1083次，实现作业安全无

事故，而唐坤一个人就完成现场监护、安全巡检 300余次。

青盐线上的“双子星”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赵鲲宇 路文秀

“就是这儿，老郭。”

“嗯，确实是明显的侧向磨耗，你们这重载货运列车对钢

轨产生的冲击大，应该就是磨耗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日，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董家口南站 1070
号道岔处，两个身穿黄色工作服、30 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边弓

着身子用手划过钢轨侧面一边说。他们都来自国铁济南局青

岛工务段青岛西线路车间，一位是董家口维修工区工长郭丰

密，另一位是董家口南维修工区工长樊永聪。

“这处磨耗是上周巡检时发现的，现在正是春运客货运输

高峰，得用最近的‘天窗’把轨换了。”樊永聪直起身子说道，

“另外这组道岔几何尺寸也不太好，我准备趁着换轨一并把设

备整修到位。”

郭丰密的目光在道岔上转了一圈，点了点头说：“这工作

量可不小。这样吧，我带我工区几个小伙子给你搭把手。”

计划敲定，郭丰密和樊永聪回到各自工区着手进行施工

前的准备工作。

两人带领的董家口维修工区和董家口南维修工区，是名

副其实的“兄弟工区”，前者管内线路设备主要承载旅客列车

通过，后者则全部是货运重车。两个工区管辖着青盐线、草桥

联络线等共 100余公里线路、264组道岔，其中，董家口南站是

国铁济南局最重要的货运港口之一，煤炭、矿粉等货物单日最

大发送量达 10万吨。

临近春节煤炭需求量大，每条线 24 小时能装六七趟车。

运输压力的增大让这对“兄弟工长”的维修标准更高了，只要

视野内出现大于 1 毫米的肥边都会被记录，每次轨距精调都

保证数值在 0.05毫米内。

次日上午 9时，随着新轨顺利落槽，董家口南站 1070号道

岔换轨“手术”圆满完成。两个工区的 14名职工在 90分钟“天

窗”内完成了换轨、调整轨距、检查顶铁、尖轨密贴、整治接头

错牙等工作，巩固提升了董家口南站的线路设备质量。

一年又一年的春运工作在无数像郭丰密、樊永聪这样的

铁路人辛勤努力下圆满完成，他们像繁星散布在祖国 15.9 万

公里铁道线上。

“郭丰密的工区检修客运线路，平时工作都是在夜里；樊永

聪他们则要在白天顶着煤渣养护货运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

薛飞说，“他们是车间里有名的‘双子星’，昼夜守护着青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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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油田上的“粮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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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澄洋接过父亲手中的焊枪，在弧光中感受“学技术大有可为”——

技能成才路上“争金夺银”的父子“接力”

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杨文卿在反诈路上勇毅前行——

“ 细 节 控 ”守 护 百 姓 钱 袋 子

丁卫松（左）
正在指导丁澄洋
进行焊接操作。

受访者供图

他让龙凤花烛焕发新活力
近日，陈建友在工作坊制作龙凤花烛

产品。
秀山龙凤花烛是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喻意吉祥、喜庆、光明。传统的龙凤
花烛工艺繁杂无法机械化量产，利润微薄，
当地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传承手艺，龙凤
花烛制作工艺一度面临失传。

陈建友家三代从事龙凤花烛制作，为提
升手工花烛档次，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作为
市级非遗传承人的陈建友在熟练掌握传统
技艺后开始对龙凤花烛进行改良和创新。

如今，在陈建友的工作坊里，龙凤花烛
种类繁多，颜色形态各不相同。近年来，陈
建友开始探索适合年轻人的市场，推出香
薰花烛等文创产品，销往浙江、福建等地。

“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不断创新，适应时
代和市场的需求，传统技艺更是如此。”陈
建友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实习生 许驰

时间回到 2023年 9月，第二届全国技能

大赛焊接项目的比赛现场，绍兴技师学院教

师丁澄洋获得焊接项目第五名。这是浙江

省近 20年来在国家级一类焊接大赛中取得

的最好成绩。

丁澄洋在一片祝贺声中来到后台，准备

给家人报喜。

打开微信，父亲的朋友圈让他红了眼：

“祝贺你啊，青年！本来此时此刻应该在你

身边，但亚运让我无法请假随行陪伴。等你

归来时，开一坛和你年龄一样的陈酒，我们

就叫它——状元红！”

此时，父亲丁卫松正在杭州亚运会现场

进行排水保障。丁卫松曾在 2016 年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按照程序，丁澄洋也

将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这也意味

着，他们将成为全国首对获得“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的父子。

回顾成长之路，丁澄洋感到，父亲始终

在自己的前方。看着儿子在技能路上快速

成长，从业 33 年的机械制造正高级工程

师、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排水有限公司焊工

丁卫松，深切感受到，技能人才迎来了发展

的“春天”。

选择技能之路

2016 年，丁澄洋初中毕业。面对不理

想的中考成绩，他对未来感到迷茫。“成绩刚

扣上民办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上高中还是读

技工学校，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摆在了我面

前。”丁澄洋回忆道。

一场关于成才之路的争论在丁家上演。

饭桌上，丁卫松沉默良久，开口说道：

“进技校吧。学一门技术，踏踏实实做一名

工人。”

话音刚落，妻子就表示反对：“别人不知

道，你还不知道吗？学技术有多苦，你怎么

舍得让儿子像你一样再经历一遍？”

其他亲戚也觉得丁卫松有些“残忍”，但

丁卫松没有回答，而是扭头看向一旁的儿

子，“洋洋，你认为呢？”

丁澄洋低下头，没有说话。

在丁澄洋印象中，电焊工是一项“不太

体面”的工作。

父亲丁卫松负责的是污水管道的维修

焊接，维修电话一响，他常常需要通宵作

业。回到家，身上沾着黑泥，带着恶臭。因

为工作时要戴着面具，他脸上蜕掉了几层

皮，眼睛也经常红肿刺痛。更严重的是，由

于长期浸泡在污水里，丁卫松患上了苔藓皮

肤病，太阳一晒，手一挠皮肤就会发红，奇痒

难忍。16 岁的丁澄洋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

这份艰辛。

“不如明天去我工作的车间看看。”丁卫

松对纠结的儿子说。

第二天，丁澄洋来到父亲工作的车间，

当他看到两块钢板在一道电弧闪过之后瞬

间凝结在了一起，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

都称父亲“铁裁缝”了。焊缝上那一片片整

齐均匀的铁鳞片让他感到非常神奇。

到了午饭时间，丁澄洋主动开口，“爸，

你觉得我行吗？做这一行有前途吗？”

丁卫松端起手中的不锈钢碗，说道：“世界

上的金属制品，60%都需要焊接，焊接技术直

接决定了产品质量。小到厨房里的锅碗瓢

盆，大到航天飞船、航母大桥都需要焊工。”

“洋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任何一行

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得到社会认同。”丁澄洋

被父亲的话语触动，决定到宁波技师学院学

习焊接技能。

焊花飞溅中逐梦

开学没多久，实操项目就给丁澄洋“上

了一课”。

焊接时火花飞溅大，初学者丁澄洋经常

遇到皮肤烫伤、脸部蜕皮的情况，眼睛发炎

更是家常便饭。到了七八月份，焊接工位气

温高达 40 多摄氏度，训练需要穿着厚厚的

防护服，从早上 7点到晚上 9点半，他身上的

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全身都是湿疹，痒

得晚上根本睡不着。

丁澄洋开始打退堂鼓，“这个专业太苦

了”，他想重新选择工作环境舒适的专业，甚

至羡慕起了读高中的同学。

趁着暑假，他回家向父亲提出了放弃学

技术的想法。父亲没说话，而是带着他再次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丁澄洋进门就看见书架上摆满了浙江

省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等荣誉证书。那

一刻，丁澄洋觉得电焊也一样可以出彩，父

亲就是他眼中的“电焊状元”。

回到学校后，丁澄洋静心学习电焊技

术，慢慢体会焊接的乐趣。

他白天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晚上刻苦练

习技术。为了练手稳，他每天将砖头挂在手

上站桩 15分钟。一道道刺眼的电焊弧光从

他手下迸发，一缕缕紫蓝色的轻烟在空中飘

扬，一块块的铁鳞片均匀整齐，每一种焊接

的成功都能给他带来新的惊喜。

2017年，宁波市“雄镇杯”焊接大赛即将

举行。只练习了一年不到的丁澄洋跃跃欲

试，又心里没底。周末和家人打电话时，父

亲听出了他的犹豫，“不论对手实力有多强，

不断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丁澄洋再

次被父亲的话语鼓舞，开启了漫漫训练路。

为了争取到比赛名额，他常常为了一条

满意的焊缝，在车间里一蹲就是十几个小

时。因为长期穿着不透气的劳保鞋，他的脚

掌开始一层层地蜕皮。

最终，丁澄洋获得了学校比赛的第一

名，并在大赛中夺得第 3 名。那一年，丁澄

洋 16岁，破格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焊工技师。

传递新时代的焊枪

如今，丁澄洋已成为绍兴技师学院的焊

工实践指导老师。他了解到学校要开设东

西部合作城市四川仪陇技工班，主动申请成

为班主任，和四川仪陇前来绍兴求学的 23
名学生吃住学在一起。

从拥有一技之长到投身教育事业，丁澄

洋初心不变。他把全身的精力和最大的热

情都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照顾学生生活

的同时，丁澄洋毫无保留地传授焊工技能。

父亲丁卫松曾告诉他，团队合作是新

时代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随着时代的发

展，焊接工艺的增加，金属材料的丰富，到

处都需要技能人才，不必担心‘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我们需要的是多交流、多学习、

多创新。”

历时两年，丁澄洋带的第一届东西部

协作班学生已经顺利入职，在各自的岗位

上技能逐梦。

“学技术大有可为。对于现在工作在一

线的焊工而言，发展机遇增多了、地位提高

了、舞台更大了。”丁卫松感慨道，“我甚至还

和儿子聊过，如果以后有了孙子，一定鼓励

他好好学习，在大学校园里换种方式继续研

究焊接技术，利用科技赋能，成为新时代的

智慧工匠。”

“ 各 类 利 好 政 策 正 在 向 技 术 工 人 倾

斜，年轻的技能人才只要肯学、有技术，照

样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丁澄洋表示，在

教学的同时，他一有空就会泡在实训车间

里琢磨焊接技术，追求焊接的更高境界没

有终点。

本报记者 裴龙翔

他不以诈骗案值论大小，每案必侦，牢牢

守护群众的钱袋子；面对人去楼空的诈骗窝点，

他不放过蛛丝马迹，从一张纸片中发现重要线

索；他是百姓信得过的“警察叔叔”，不厌其烦

地反诈劝阻，让百姓的血汗钱“骗不出去”……

今年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宣部、公安部共

同举办《2023 闪亮的名字——最美基层民

警》发布仪式，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

队九队队长、反诈中心副主任杨文卿当选

2023年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每案必侦

在 2023 年 6 月 29 日浦东警方举行的反

诈集中宣传活动上，16 位受害群众领回了被

骗的 1060余万元钱款。其中，既有几百万元

的大额款项，也有 7800元的小额资金。

是全力抓大案，还是大案小案都一查到

底？杨文卿有自己的思考：“不管骗多骗少，

每一分都是百姓的血汗钱，并且小案快破、小

案多破，能更好地提升群众的安全感；通过小

案子，也更容易发现违法犯罪的端倪。”

2023 年 2 月 7 日，浦东警方接到一则报

警：市民徐先生在接到教培机构客服的退费

电话后，被引流到一个 QQ 群，随后下载软件

被骗“刷单”，损失 1万余元。

杨文卿并未因案值小而忽视它，反而对其

展开全面分析，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庞

大的群体正在诈骗链条中充当“引流”角色。

一场长达 8个月的破案攻坚随之开始。

杨文卿带队查明，骗子不仅租用大量境

内外服务器，甚至自建话务系统，涉及上万个

活跃账号。面对海量数据，杨文卿开启“日夜

兼程”模式。1个多月后，他和同事们交出一

份心血之作——厚达几千页的线索汇总表，

其后衍生出的纸质案卷更是堆满了一大间会

议室。

此后，浦东分局先后组织 5 批次集中收

网行动。截至目前，已抓获 2000多名犯罪嫌

疑人，追缴、冻结非法所得 400余万元。

抽丝剥茧的“细节控”

身材清瘦、戴着眼镜的杨文卿，鬓角已经

灰白，他从不在意吃穿，也没有其他爱好，但只

要涉及案情，他的敏锐和专注总能让人赞叹。

10 余年前，上海警方首次尝试跨国侦办

电诈案件，杨文卿被点名抽调赴境外办案。

当杨文卿和同事们冲进诈骗窝点时，那

里已人去楼空。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对

这幢三层小楼展开地毯式搜查，终于在一个

不起眼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些还未来得及销

毁的纸张碎片。

杨文卿蹲在地上，把碎纸片全部摊开，一

点点地拼，最终拼出 3张小纸条。起身时，他

不仅衣服湿透，连眼镜片上也满是汗水。

每张纸条上都有一个受害人的姓名和电

话号码，这也成为扩案寻人的突破口。最终，

专案组成功抓获 20余名犯罪嫌疑人。

“他是典型的‘细节控’。”浦东分局反诈

中心研判分析大队青年民警陆学渊说。

一次，小陆在汇报案件进展时，提到涉案

人员曾到一家饭店聚餐。“饭店叫什么？几个

人参加？用什么方式付钱的？”杨文卿发出一

连串“灵魂拷问”，直接把他问懵了。

在继续深挖后，小陆才明白了杨文卿的

良苦用心——果然，通过饭店这条线，一下子

查出 5名涉案人员身份，为破案奠定了基础。

百姓信任的守护人

在杨文卿看来，“要想守护好群众的钱袋

子，关键要做到‘骗不出去’和‘追得回来’。”

女孩小丽深陷“网恋骗局”，派出所民警

两度上门都吃了闭门羹。分局反诈中心提级

介入后，杨文卿一连登门两次，都被拒之门外。

再次敲响小丽家门时，杨文卿带来了一

位中年女子。他从 300多人的反诈志愿者队

伍中，找到曾被他帮助过的被害人李女士现

身说法。这一夜杨文卿熬红了眼，费尽了心，

为小丽保住了 100多万元存款。

杨文卿还在“追得回来”上同步发力，他

以分局反诈中心为平台、整合全局优势资源，

积极对接运营商、银行，研究推出“一键止付”

机制，不断为反诈止付提速增效。

2023年8月26日清晨，陆女士委托丈夫到

前滩派出所报案，她多次转账被骗 175万元。

接到警情后，杨文卿立即提级管辖，直奔派出

所。他一边安慰，一边帮陆女士从十几张银

行卡中梳理出 3 张转账银行卡。同时，指令

民警启动紧急止付机制。转账已有 48小时，

连素来镇静的杨文卿也急得满头大汗。争分

夺秒后，他们终于成功追回 100多万元。

事后，陆女士特意委托丈夫到分局反诈

中心送上锦旗，锦旗上写着：“恪尽职守勤勉

尽责，止付挽损温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