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姑娘，你应该被评为劳模”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窗外的气温零下 18 摄氏度，尽管以最快速度赶回场站，

车厢地板还是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桶里刚刚接的开水已变

得温热。提桶、下车、擦钢圈、打扫车厢……朱莉娜开始忙活

起来。

朱莉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经营一部

907路公交车驾驶员，自 1999年入行以来，每天把车打扫干净

是她不变的职业习惯。

回忆起当初的职业选择，朱莉娜的回答风趣又干脆：“因

为看到开车的女司机特别潇洒。”为了实现梦想，1995 年，她

背着父母报考了大车驾驶证学习班，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女

学员。

开公交车并非易事。为了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朱莉娜

升级了自己的驾驶证，并从家乡伊犁来到了乌鲁木齐。

起初，她跟着师傅从售票员干起，认路、记路、学习驾

驶技巧。“最难的是冬天，马路不像现在这么干净，除了雪

还有车压出的冰溜子，开得稳、开得好很需要技术。”朱莉

娜回忆说。

跟着师傅学了两年后，朱莉娜开起了公交车。从 2路、52
路、526 路再到 907 路，朱莉娜伴随乌鲁木齐市公交事业的发

展一路成长。

2020 年，朱莉娜获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拿

到荣誉，她一度有些不安：“毕竟我只是认真做了最平凡的

工作。”

后来，她从一位老人的话里找到了答案。

当时，她被派去支援 536B 路公交车，那天上来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脚步颤颤巍巍，朱莉娜看到后，赶紧让老人坐在

最前面的位置，并询问老人到哪一站下车。快到站时，老人

准备起身前往后门，她耐心地说：“不着急，您先坐着，一会儿

在前门下车。”下车时，老人转身对她说：“姑娘，你应该被评

为劳模。”

“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荣誉来自乘客的认可。”这也更加

坚定了她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

“今年 7月我就要退休了。”收拾干净车厢，朱莉娜对记者

说，“真是舍不得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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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吉翔

27 年扎根一线潜心研究焊接技术，从一

名焊接“门外汉”成长为国内金牌工匠、国际

焊接技术顶尖专家，自创的焊接新工艺对标

世界先进标准，创造了从业 20余年无一条焊

缝返工的纪录。

“焊枪一拿、面罩一戴，我就会提醒自己

要做到极致。”在这条追求极致的路上，程平

一次次向极限发起挑战。 2023 年 12 月 27
日，49 岁的华能德州电厂检修部焊工班班长

程平被授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10年练就焊接绝技

1995年，21岁的程平退伍回到山东德州，

被分配到华能德州电厂，成为一名维修工。

工作一年后，偶然间，程平看到一位焊工

举着焊枪焊接管道：焊工变换不同姿势，动作

熟稔地将一条条“龇牙咧嘴”的裂口“缝合”，

只留下一道道平整漂亮的鱼鳞纹。

程平看入了迷。也是从那一刻起，他决

定转学电焊。1997 年，程平正式进入焊接

班，成为一名学徒。

“每天用掉焊丝 200 多根、干满 10 个小

时。有时练上了瘾，甚至连饭都忘了吃。”苦

练基本功的日子，程平不曾忘记。

“他不挑活儿，有时因为连续作业，他累

得拿筷子都拿不稳。”与程平搭档工作 20多年

的焊工高文忠说，工友们都打心里佩服程平。

干电焊这行，需掌握碳素钢等 5 种钢材

的焊接技术，每项技术都要考证。大多数“考

证族”3年就能考下所有资格证，但不想为了

考证而考证的程平却用了 10年时间。

每考出一个证，他就钻进电厂扎扎实实

练两年，不断总结、复盘，将技术彻底吃透再

继续“打怪升级”。10 年里，他烧坏了几百副

防护手套、几十套工作服。而这一路上练就

的技艺，也从此结结实实“长”在了他身上。

在110米高空摇晃作业

焊工生涯里，程平有过许多“高光时刻”，

但让他感触最深的，却是一次进行风机维修

的高空作业。

2021 年 3 月 14 日，渤海莱州湾南岸的一

组风力发电机组出现故障，探察现场后，程平

决定高空作业。

风机维修高空作业难度极高。风机悬在

空中不断摆动，对人的身体承受力、焊接技艺

都是挑战。此外，一些风机器件的原料特殊，

如球墨铸铁，其焊接是国际级难题，再加上高

空作业能带的工具有限，作业难度可想而知。

当天风速超 12 米每秒，位于 110 米高空

的舱体随着风速不停晃动。机舱内，程平和

徒弟在几平方米的活动空间里，像不倒翁一

样摇摆。“比坐船还晕。”程平说。

然而，焊接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手的稳

定。在机舱里，焊枪多次举起，又多次放下，

压根儿对不上焊口。就这样和风搏斗了数小

时，焊接工作几乎毫无进展。

经过仔细思考和反复试验，程平终于找

到了方法——“身体紧紧靠住机舱，保持呼吸

平稳，和它一起摇摆，边摇边焊。”

风机器件的缺口重约 10公斤，需用焊条

一克一克地补上去，每焊一下，还要趁高温锤

击数次。程平和徒弟在机舱里待了近 40 个

小时，焊了整整 70层，锤击了两万多次。

结束作业后，程平好几天走不了直线，也

吃不下饭，徒弟的胳膊很久才消肿。

“创新，让你我都出彩”

近年来，焊接技术日臻精湛的程平开始

通过创新攻克行业难题。

彼时，程平注意到，每年三四季度，各地

经 常 发 生 由 高 空 作 业 焊 渣 掉 落 引 起 的 火

灾。如何防止焊渣掉落？程平开始研究这

个难题。

经过数月的研究和试验，他成功制作出

第一把折叠式焊渣防火伞。电焊高空作业

时，只需将折叠式焊渣防火伞固定在焊枪下

面，便可稳稳接住所有掉落的焊渣。目前，折

叠式焊渣防火伞已在 9家央企推广应用。

这次成功的发明经历，给了程平信心，

也激发了他的创新热情。此后，程平先后

发明了能吸收有害热光源并将其转化成电

能的弧光收集再利用面罩，可调节送丝速

度、为焊工省力的手工氩弧焊自动送丝器

等“神器”。

2017 年，程平创新工作室成立，程平带

领团队里的十余名年轻成员攻坚克难。“创

新，让你我都出彩”成为程平创新工作室的

“金字招牌”。

多年来，程平带领他的创新团队先后完

成电力焊接技术攻关 30余项，在国家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 6篇，获得发明专利 10项，获省部

级职工创新奖 4项。

扎根一线、苦练技术，程平创造了从业 20 余年无一条焊缝返工的纪录

焊 花 熔 铸 匠 心

“阅阅妈妈”的开学第一天

徐先英在野
外观测白刺结实
与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张云文

人生一甲子，他 60 年的履历可以用一

个字概括——“沙”。

“出生见的是沙子，上学看到的是沙子，

大学学的是沙子，工作又和沙子打了一辈子

交道……”徐先英说。

“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甘肃省

治沙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先英是名副其实

的“沙专家”。他主持完成的 30多项科研成

果、22 项授权专利、百余篇（部）论文和专

著，谈的都是“沙”。

此外，他还成功筛选出 4个抗逆性沙地

造林树种，研发出 17 项防风固沙技术与模

式，研制 90 多台（套）新型治沙装备在全国

沙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倾其一生探索科技治

沙的“中国方案”。

“我就是民勤人”

农历正月刚扫尾，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

北部的民勤县就开始忙碌起来，为即将于初

春开始的挖沟槽、铺稻草做准备。

甘肃，是我国沙漠分布面积大且荒漠化

危害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有沙化土地面积

12.17万平方公里。甘肃的“沙患”又以民勤

县最为典型，俗语“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

下人”，反映的就是这里沙进人退、人口被迫

大量离乡外迁的现实。

“我就是民勤人。”1963 年，徐先英出生

在民勤县西渠镇丰政村。

丰政村是个风沙口。每年春天，裹挟着

大量沙尘的“黑风”如约而至，遮天蔽日。20
世纪 70年代初，当地的石羊河林场开展治沙

活动，念小学的徐先英也跟着大家学插风墙、

压沙障。大人们摸着他的头说，“长大去外面

工作，只要不待在民勤，没有沙漠哪都好。”

1982 年，徐先英跟着父亲离开民勤，来

到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盐场。没想到，却是

从一个沙漠走到了另一个沙漠——原来，这

里是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

“怎么有这么多沙漠？”铺开地图，广漠

的北方大地分布着四大沙地和八大沙漠，这

让年轻的徐先英深深震撼。

1983 年高考，徐先英填报了内蒙古林

学院沙漠治理专业，被顺利录取。大学毕业

后，他毅然决定回到设在家乡的甘肃省治沙

研究所。从此，以民勤为中心，沿着河西走

廊，走景泰、上高台，一路到敦煌，往南到玛

曲沙区，甘肃的各大沙漠、沙地，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

从沙窝窝里走出来，又回到沙窝窝里，

有人对此不理解。但徐先英的回答是“无

悔”也“无愧”。

与沙漠“鏖战”40 年，他和同事们把论

文和成果写在浩瀚沙漠中。几十年来，以徐

先英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开展多学科

交叉研究，在国家重点区域防沙治沙工程实

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性逆转的参与者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沙化土地面积

由过去年均扩展 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年均

缩减 1980 平方公里，实现了由“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逆转，中国也成为全

球荒漠生态治理新标杆。

徐先英总是说，此生有幸，能成为治沙

历史性逆转的参与者、贡献者。

1986 年，徐先英参加了国家“七五”攻

关项目“盐渍化沙地适生树种选择及抗逆性

造林技术研究”；5年后的 1992年，又参加了

国家“八五”攻关协作项目“干旱、半干旱地

区防护林建设与水分平衡研究”。

那 10 年间，徐先英在冰天雪地的新疆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采集可供造林的插条

2万多株，又经过 5年时间，成功筛选出了适

宜盐渍化沙地造林而又抗逆性强的东疆沙

拐枣、红皮沙拐枣、甘肃柽柳等适宜树种，并

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有一段时间，他整天泡在沙漠试验区

里，早出晚归，风餐露宿。有时突遇沙尘暴，

所带的干粮里进了沙子，咬在嘴里沙沙作

响。回来晚了，他就用冷馒头充饥，晚上继

续挑灯夜战。

“吃得风沙苦，日月换新天”，短短几年

时间，徐先英就成为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科

研骨干。此后，他白天进沙漠，晚上学英语，

先后获得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又顺利完成美国

怀俄明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任务。

从此，丰富的野外工作履历和扎实的学

术积淀，让徐先英站在全球荒漠生态治理的

广阔视野，持续探索科学治沙的“甘肃经验”

和“中国方案”。

2000 年，由徐先英主持的甘肃省“十

五”科技攻关项目“甘肃河西绿洲边缘风沙

危害重点区治理、监测及沙产业开发”得以

完成并实施。在完成这个项目的 4年里，他

像沙漠里的芨芨草一样扎进黄花滩村，和当

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步行十几公里

往返沙区，不论刮多大的风都坚守在风沙第

一线，脸晒得像黑炭一样。

“你们这种吃苦耐劳、为民办事的精神，

我老汉相当敬佩，我死后就埋在你们建立的

林带，继续防沙护林。”当地一位七旬老人真

诚的话语，成为激励徐先英在治沙路上奋力

前行的动力。

向世界分享“中国方案”

被誉为“中国治沙魔方”的草方格沙障，

是固定流沙最有效的措施之一，20 世纪末

曾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防沙治沙工程中。

这种工程压沙手段，将废弃的麦草一束

束呈方格状铺在沙上，再用铁锹轧进沙中，

留麦草的一半自然竖立在四边，然后将方格

中心的沙子拨向四周麦草根部，使麦草牢牢

竖立在沙地上。

徐先英坦言，这种工程压沙靠的是“人

海”战术，随着劳动力短缺及成本上升成为

防沙治沙面临的制约因素。

徐先英和团队受到独轮车原理启发，通

过人拉独轮车，让车轮取代铁锹，随后发现实

际效果很不理想，后来他们在压沙设备上安装

了牵引系统，但又出现了平衡性差的问题。经

过反复实践，他们研发出第四代沙障机。

新一代机器爬坡能力、轧槽深度、操作

规范均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徐先英给这

个机器取名“小型手扶式沙障机”。此后，甘

肃省治沙研究所一边申请专利，一边批量生

产成品。先在河西走廊的古浪县、凉州区、

高台县、敦煌沙区试用，逐渐推广到青海、内

蒙古沙区。每台机器一天可以完成四五十

亩的工作量，效率是人工的 4~6倍。

后来，徐先英团队又研发了铺草设备，

目前正准备将铺草设备集成在压沙机上形

成铺轧一体系统。

“机器性能要不断提高，不仅要适应沙

漠的各种地形、提高作业效率，还得能让老

百姓用得起。”眼下，徐先英正在思考如何突

破机器小型化、智能化的瓶颈。

从理论到实践，从沙漠经济到成套设

备，科技治沙的“中国方案”也引起了世界关

注。从 1993 年起，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开始

举办国际治沙培训班，先后为“一带一路”沿

线和非洲 80 个国家举办 51 期培训班，培训

了 1052名治沙科研人员。

“我们不仅把甘肃的治沙故事和治沙方

案，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讲给

世界听。”徐先英说。

“国家卓越工程师”徐先英把论文写在浩瀚沙漠，探索科技治沙的“中国方案”——

与沙“鏖战”40 载

近日，凤城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赵阅
在课堂上带着学生一起做手指操。

在辽宁东部凤凰山脚下的凤城市，有
一所面向农村学生的特殊教育学校——凤
城特殊教育学校。这是一所为智力落后、
脑瘫、自闭症等患儿提供培智、康复、职业
培训的寄宿制学校。

今年35岁的二年级班主任赵阅从事特
殊教育工作12年了，孩子们亲切地叫她“阅
阅妈妈”。这些孩子从刚来学校时生活不
能自理，到逐渐学会洗脸、写字、扫除……
他们的点滴改变都会带给赵阅很多感动。

3 月 1 日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因为
偏远地区的孩子常常会稍晚才陆续抵校，
这一天班里只来了两名学生。赵阅和两个
孩子聊起他们的假期生活，在一声声的“阅
阅妈妈”中，开启了她新一轮的温暖守护。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陶国强 吴超

“30180次列车，计划进 6道，4组准备接车。”

“10670次列车，计划进 8道，1组准备接车。”

……

近日，安康车辆段安康东下行运用车间的列检值班室内

一派忙碌景象，一列列技检列车宛如一个个音符在列检集控

平台界面上不断闪烁跳动，电话铃声、对讲机联控声、敲击键

盘声相互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犹如一场交响乐会。而这些

响亮而又清脆的“音符”，正是列车技检“指挥家”周艳云通过

对讲机向现场发布的命令。

今年 26 岁的周艳云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安康车

辆段唯一一名女性列检值班员，主要负责货物列车技检作

业、现场生产组织、故障车辆扣修、5T 故障处置等工作。列

车什么时候进站、停放哪个股道、哪个小组技检作业、哪些车

辆需要扣修……这些都由她统一发布指令调度指挥。不分

昼夜，无论风雨，在连续 12 个小时的时间内，她需要精神高

度集中。

这个岗位对于刚工作的周艳云，难度远超想象。

“小周，你一个女娃娃不适合干这行当，申请换个岗位

吧。”面对这个刚毕业还满脸稚气的小姑娘，班组里的老师

傅纷纷劝她。周艳云却笑着回答：“没事，从小家里就把我

当男娃子养，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打小就在农村长大的

周艳云骨子里有着一股倔劲儿，暗下定决心，“非要干出个

模样，让师傅们瞧瞧。”

“不会干就多学多练，一遍不行就多学几次。”周艳云抓

住一切学习机会，用短短半年时间就顺利考取了列检值班

员岗位资格证书，成为单位最年轻的女列检值班员。“小周

真是个特别能干、肯吃苦的女娃子。”现在提起周艳云，老师

傅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个女娃子看着秀气，没想到，工

作起来这么厉害。”

5年间，周艳云褪去了刚参加工作时的稚气和青涩，也多

了几分成熟与干练，与车站协调沟通、与现场检车员联控、

HMIS信息录入，她总是井井有条，干脆利落。

“我这个岗位关系到安康东站枢纽的畅通安全，容不得一

丁点马虎。”在周艳云的精准指挥下，技检过的列车从未发生

过列车晚点和危及行车安全等问题，同事们都称她是车辆段

里的“最美‘指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