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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8 月 28 日 9 时，最后一批来渝驰援的云

南森林消防员乘车离开重庆。6 时不到，不

少重庆市民就陆续来到北碚天生路街道两旁

等候，希望能和曾与他们一起扑灭山火的云

南森林消防指战员说声再见。

当天的欢送会上，重庆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宣读了关于授予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集体“感动重庆”特别奖的决定。

8 月以来，重庆遭遇自 1961 年以来最热

的夏天，最高气温一度飙升至 45摄氏度以上

的历史极值，持续的极端高温令各地山火频

发，南川、北碚、涪陵、江津、大足、巴南……森

林火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 月 21 日晚，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缙

云山山脉的北碚歇马发生山火，严重威胁着

这座绿色宝库，在应急管理部的统一协调下，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所属的昆明、大理、普洱

支队共 736名指战员驰援重庆火场。

先后奔赴3个火场

在极端高温和烈日炙烤下，云南省森林

消防队伍在渝奋战 2天 2夜，先后完成了北碚

区歇马街道、长寿区万顺镇和巴南区界石镇

3个火场的灭火作战任务。

炽热的焰浪炙烤着脸庞，汗水一滴滴从

睫毛上滑落。在跨区增援重庆长寿区的火场

上，普洱支队景东中队即将退伍的三级消防

士张春早已汗流浃背，但他顾不得抹去脸上

的烟尘便又拖起疲惫的身躯向火头走去。

“火场就是战场，火情就是命令。”这是勐

腊县森林消防中队分队长冯啸经常说的话。

他是一名入队 11年的老班长，多次在总队比

武中夺得优异成绩。在重庆巴南灭火作战

中，水泵操枪手这一重任非他莫属。灭火攻

坚时，他既要面对烈火高温的炙烤，又要紧握

水泵枪头。由于温度太高，水泵压力一旦增

压，枪头就开始不受控制，疯狂摆动。为此，

他用身体压住枪头，一连几个小时下来，衣服

早已湿透，精疲力尽。

作为水泵手的朱家柱为了防止水泵故障，

一直守在水泵旁边，直到火头彻底扑灭才跟着

其他队员一起回到休整区域。朱家柱放下修

理工具往身边的土堆上一靠，立刻睡着了。

一班长刘瀚元想找他要两个降温冰袋，

被中队长拦了下来：“别去，两天一夜，家柱总

共才眯了不到两个小时，让他睡会儿，冰袋我

找其他人给你拿。”

朱家柱加入森林消防队伍前学的是医学

专业，进入队伍后长期担任卫生员。这次增

援重庆火场，由于火场温度过高，为了防止队

员出现中暑或热射病等症状，他专门给大家

准备了冰袋。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们接到命令，今天就要增援重庆了。”

“可我已经到昆明了。”

这是 8 月 24 日上午，昆明支队队员张飞

与妻子的一段对话。张飞的妻子原本打算带

着 2岁多的儿子悄悄来到昆明给他惊喜。没

想到的是妻儿刚落地，张飞却收到了队伍跨

区增援作战的命令。

张飞的妻子是重庆人，她安慰张飞说：

“没事，你注意安全，我和孩子等你回家！”说

罢就挂了电话。而张飞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转身就去安排各项事宜去了。

经过近 11个小时的长途跋涉，队伍终于

来到了火场。忙里偷闲的张飞赶忙给妻子打

了个视频电话，妻子一顿嘘寒问暖，弄得张飞

都插不进去话。看着咿咿呀呀叫着爸爸的孩

子，张飞狠狠揉了揉眼眶说：“你俩就好好在

昆明待着，等我回家。”说完，他早已泪流满面。

入队 8 年来，张春参加了 14 次综合救援

任务。此次跨省增援重庆灭火行动中，像张

春一样即将退出队伍却依然选择逆行的消防

员不在少数。他们选择了与队友并肩战斗，

将最后一次战斗送给自己无悔的青春。

“爸爸工作特殊，暂时离开你和妈妈几天，

小宝要乖乖听妈妈的话。”在随队伍跨省增援

重庆火场的途中，普洱支队宁洱中队四级消防

士杨琪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心声。

8月24日12时40分，正在家中陪护产后妻

子的杨琪出门给妻子买药，途中得知队伍将要跨

区增援重庆火场，他毫不犹豫地请求增援重庆。

“你目前正在休假，家里人需要你照顾，

你还是别去了。”中队长熊亚峰说。可铁了心

随队伍增援的杨琪，悄悄回班里换好衣服，趁

指战员不注意提前上了车。等车队走出了好

几公里，大家才发现杨琪也在车上。

8月26日清晨，火场东线告捷，杨琪第一时

间把好消息告诉妻子汤春洁：“我很好，火已经被

我们扑灭了，宝贝有没有哭闹？真是辛苦你了，

过几天我就回来了。”妻子在电话那头说：“宝贝

挺乖，家人都很好，不用担心，我们等你回来。”

以火攻火建奇功

“重庆森林大火能迅速扑灭，以火攻火的

战术功不可没！”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灭火救

援指挥部副部长兼作战训练处处长王磊告诉

记者，这个战术是林业大国在处置林火时常

用的一种手段，特点是省时省力，处置火情彻

底、高效、快速，紧急时刻能够保住人员安全。

8 月 25 日 20 时许，王磊带领相关人员还

有昆明支队集结调用的 50 余人到了缙云山

火线，重点处置火头，现场成立联合指挥组，

根据当时情况审时度势，决定以火攻火点烧。

21 时，开始点烧，点烧位置分为上段和

下段，采取的方式包括由上往下点、由下往上

点，采取的工具既有专门的点火器，也有临时

设置的简易火把。

通过 3 个小时的点烧，用风力灭火器纵

燃，用水泵压制大的火势火头，把火引向了预

定的区域。

“将近 26 日零时，整个火场东北线最大

的火头，也是威胁最大的，如果不堵住，就会

向缙云山核心发展，我们要确保把火头完完

全全堵住。”王磊说，采用点烧战法后，整个火

场燃烧得比较彻底，火头相交的时候，已无可

燃物，火头也就自然压住了，没有出现火线继

续蔓延……

由于不知道消防员离开的具体时间，8
月 28 日，有的市民甚至彻夜守候在街道两

旁。“不能让他们悄悄地走了，重庆人民的热

情，必须要安排上！”一位市民说。

“阵仗太大了，全民上阵的状况我很少见

到。”第一次来重庆的昆明支队石林中队消

防员舒跃说。

“扑灭山火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却没想到

收获了太多感动，向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和

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副政委柳向雨无比感慨。

736名指战员穿越滇、黔、川、渝 4省区，最远行程 1300余公里——

千里驰援灭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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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岗 位 很 酷这 个 岗 位 很 酷

工地午餐工地午餐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雷佳 杜祥

“最近天气热，大家要多喝点‘东方树

叶’，千万别中暑了，但是空瓶子千万别扔！”

“徐班长，为什么非要喝‘东方树叶’？难

道最近有折扣吗？”

“‘东方树叶’的瓶口大，咱们最近天天都

在取样看含水，那个瓶子方便取样。你不想

喝‘东方树叶’，喝‘脉动’也可以，我就想要大

口的饮料瓶。”

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三厂运行维护中心

狮子沟作业区采油四班班长徐海成“迷”上了

大口的饮料瓶。原来，因产量波动，他心急如

焚，想要找出影响产量的“真凶”，取样次数随

之增加，取样瓶不够用。于是，他打起了饮料

瓶的主意。

在青海油田的最西端，有一座逶迤百余

公里的“大山”，这里沟壑纵横，危崖千尺。老

一代科研人员在此进行地质调查时说，这是

只有英雄才能够攀登上去的山峰，“英雄岭”

由此得名。

就在这海拔 3000 米险峻难登、飞鸟难以

逾越的荒凉之地，2020年，英雄岭深处柴 9井

油气流唤醒了沉睡的干柴沟，从而推进 10万

吨页岩油先导试验，柴达木盆地非常规油气

勘探再现曙光。

2021 年，在国内勘探开发由常规油气向

非常规油气过渡的大背景下，青海油田力求

在非常规能源勘探上取得突破。“随着非常规

油气勘探开发工作不断深入，油井自然递减

率不可避免，稳产难度也随之增大。”徐海成

说，干柴沟海拔 3300多米，峰峦叠嶂、沟壑纵

横，地表环境异常复杂，酷似火星地表，采油

四班就驻守在这里。

采油四班被大家称作“取样班”，班组日

夜密切关注油井含水数据波动，及时按井号、

变化、时间取样，送至钻采工艺研究院花土沟

分析化验中心、采油三厂联合站化验室、勘探

开发研究院相关化验室……班组成员每天不

是准备去取样，就是在去取样的路上。

如果说徐海成和他的同事是取样“侦

探”，那么同班组在中控室里忙碌的陈文静、

龚丽、孙国霞便是该区块生产组织的“眼

睛”。她们盯准压力变化，重点关注每个标准

时段气量和轻烃的产量，在繁杂的参数海洋

中“明察秋毫”，力保油气产量稳定。

常常一个夜班下来，中控室里忙碌的女

孩子们都盯红了眼睛，出了中控室还没有来

得及“拥抱太阳”，就被高原戈壁的阳光刺疼

了双眼。

“我们太需要蒸汽眼罩、眼部按摩仪还有

颈部按摩仪了。”陈文静半开玩笑地对作业区

负责人张少鑫说。

张少鑫这个质朴的陕西汉子腼腆地笑

笑，转身打开淘宝下单。

“我希望有一种机器人能够快速检测产

量波动，并找出症结，快速解决。”陈文静说。

“我希望有一个时光穿梭门，一下班打开

门就能直接回家。”龚丽比划着门的大小。

“哇，这样简直太幸福了。”孙国霞笑得合不拢

嘴，仿佛那神奇的门就在眼前。

采油四班的女工们你一言我一语憧憬起

那个未来感十足的中控室，欢声笑语让这些

远离城市、一身红装的女工从一夜值守的紧

绷状态中缓解出来。

干柴沟的山很高，干柴沟的路很远，干柴

沟的工作很忙，干柴沟每天的取样瓶、取样桶

要装半皮卡车，干柴沟每次洗井要从白天洗

到深夜……采油四班就这样日复一日守护着

这块世界海拔最高的油田稳产。

荒凉之地的“侦探”班组

涂启志

工作 5 年来，孙浚华登塔 1000 多次，处理风机疑难

杂症数百件，每次完成任务后，他总会变成满身油污的

模样——那也是 5 年前他刚入职时见到的师父的样子。

在他心中，那是另一种“酷”。

2017年，孙浚华从学校电信专业毕业后，通过校招从

山东老家来到龙源电力云南公司，成为一名风电检修工。

入职之前，孙浚华对风力发电岗位有过许多想象。在

和风电场的师兄首次见面前，他想象第一次进风机的样

子，应该是拎着工具包，仿佛是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实验

室，各种电器元件拼接组合，甚至是有点“科幻”的场景。

但很快，想象被现实打破。入职时，风电场班的组

长向他介绍了技术能手邹清非，也是他的师父。初次见

面，邹清非刚做完风机维保回来，满脸的碳粉和满身的

油污，已经很难辨认出模样，那个瞬间让孙浚华对风电

人产生了一丝敬畏。他并没有觉得这项工作很脏很累，

反而也想要拥有那种“很酷的气质”。

走上工作岗位后，倒班的工作节奏是孙浚华要跨越

的第一道障碍。为了能尽快跟上工作节奏，几乎每天夜

里 12 点前，他都会出现在值班室，跟着师兄们一起做报

表，了解值班流程。

为了尽快吃透风机图纸，理清各部分电路工作原

理，他经常冒着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在风机里面顺着线

路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找，大汗淋漓。“这种跨专业的钻研

带来的乐趣很难让人拒绝。”他说。

“特别能吃苦”是师父对孙浚华的评价。孙浚华珍

惜每一次与师父同行检修的机会。在风电场开展大修

技改时，他常常与师父一起，或挤在风机狭小的轮毂空

间里，或更换重达 50 公斤的变桨电池，或趴在风机主轴

下连头也抬不起来的地方清理油污。

也正是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让孙浚华在同届中最

先提为副检修员。

2020 年，公司在滇东区域开展运检技能竞赛，孙浚

华得知后，虽然知道自己入职时间短，技能与老员工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他还是决定报名参赛。“不争就是在

混。”他认为，要成为一名技术骨干就必须经历大小竞赛

的磨练和摔打，才能寻找差距，取长补短。最终，这个

“初生牛犊”一举获得第三名。

“小孙进步这么快，是功在平时，绝非偶然。”维保中

心的张班长这样评价他。

挑灯夜战

方杰

戴帽子、戴鞋套、戴手套、穿一次性防护

服、戴口罩、戴护目镜……8 月 22 日 20 时，在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南动车运

用所内，动车组机械师王有为接到当晚的作

业任务后，开始忙活起来。他仔细穿戴防护

装备，背上 30 斤重的消毒桶，准备为今晚回

库的高铁列车消毒。

夜色渐浓，一趟趟奔波了一整天的高铁

列车缓缓驶入股道，稳稳地停在库内，不时响

起的鸣笛声划破夜空，仿佛奏响了消毒作业

的冲锋号。

“现在是暑运客流高峰期，需要消毒的

车组比平时要多一些，我会提前把动车组入

库时间和停放股道在作业单上用笔圈出来，

这样就能快速到达动车组车厢开展消毒作

业了。”王有为麻利地背起消毒桶，迅速走进

车厢内，双手举起喷头，从上到下，从左到

右，弯腰垫脚，熟练地对各个角落进行消杀。

为确保安全，消毒时动车组必须处于断

电状态，车厢就像一个蒸笼，即使在夜晚，温

度也比外面高出不少。短短几分钟，王有为

的汗水就顺着防护帽边缘流了下来，可他依

然有条不紊地喷洒着消毒液。

60分钟后，16节车厢所需的消毒液全部

喷洒完毕。此时王有为的防护服早已混合着

汗水贴在皮肤上。放下消毒桶，来不及歇口

气的他又掏出消毒毛巾，半蹲在桌椅边上，进

行擦拭消毒。

“为了全方位无死角地做好动车组防疫

消毒，我们不仅要对空气喷洒消毒液，像车

厢内的扶手、门把手、小桌板、洗手台、马桶

盖等旅客常接触的重点部位，还要进行二次

擦拭消毒。”王有为继续说道，“消毒水要严

格按照千分之五配比进行调配，这样消毒效

果才最好。”

24时，连续奋战了 3个多小时的王有为就

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脸颊上的眼罩也布满

了水汽。他将弄脏的防护手套脱下，手套里像

是装了水，一双被汗水泡得皱巴巴的手露了出

来。休息 10多分钟后，他戴上新手套，背上消

毒桶，朝着下一列动车组走去。

次日 7时，经过 11个小时的消毒作业，王

有为和队员们完成了 57 列动车组的消毒作

业，当天上线运行的动车组全部消毒完毕。

暑运近两个月来，王有为共值了 20个夜

班，消杀 400 多列动车组列车，喷洒完 200 多

桶消毒水。

通宵工作的高铁消毒师

为进一步节能降耗，满足达标排放
要求，今年腈纶厂丙烯腈装置新上一套
废水焚烧炉。整个项目的120多吨钢结
构、管道防腐除锈以及5000余平方米设
备保温的重担落在了只有 16个人的抚
顺石化工建公司土建四队肩上。他们从
6月初开启了早六晚八的工作节奏,为了
节省时间,午饭也在工地上解决。

图为 8 月 23 日中午,土建四队队员
们席地而坐吃盒饭。

赵钰 钱丹 摄

“爸爸今天不能陪你过生日了，改天再给你补上哦。”在浙
江省宁波舟山港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的生产一线，机修分部
修理三班焊工顾玖凌在电话里对6岁的儿子说。8月26日，顾
玖凌与班组的10余名工友一起挑灯夜战，突击抢修设备，经
过近15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于次日5时修复故障，保障了码头
生产的顺畅。

图为顾玖凌（前）与工友们在抢修设备。 蒋晓东 摄

一线资讯G

劳动竞赛扩容带动企业“全面发展”

本报讯(记者蒋菡 通讯员傅晓茹）8月 30日，2022年度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城乡建设全国引领性劳动和

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协调会在上一年度优秀项目——中建

二局安徽分公司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举行。

该公司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成立分公司竞赛领导小

组和项目劳动竞赛实施小组，形成“党委领导、行政支持、

工会组织、技术带头人领衔、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的劳动

竞赛氛围。

他们将劳动竞赛与企业安全生产相结合，以“安康

杯”竞赛为平台，完善安全管理规章，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安徽分公司连续 5年荣获安徽省安康杯竞赛优胜单

位称号，连续 5年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称号。

他们将劳动竞赛与提升企业经济效能相结合，2020
年开展“抗疫情、保增长、百日攻坚”劳动竞赛，全年完成

产值 50 亿元，合同额突破 100 亿元。2022 年，开展“安居

工程”劳动竞赛，组织 7个安置房建设项目、300多名管理

人员、4000 多名工人参加劳动竞赛，城西桥家园 A 组团

项目使工期缩短近 1年。

通过竞赛，公司还诞生了一批先进典型，培育了一批

“徽匠先锋”，扩大了竞赛的品牌影响力。其中，周胜利劳

模创新工作室以大跨度钢结构施工为主攻方向，成果被

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并收获 5篇核心论文、20余项专

利、5项省级工法，填补了我国超大跨度张弦桁架滑移施

工的空白。

他们还突出示范引领，重点打造示范性劳动竞赛项

目和引领性先进典型。比如由合肥滨湖会展中心二期项

目承办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选拔赛（砌筑

工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效热情，创效额达 4500 万元，

创效率达 4.5%。

在劳动和技能竞赛大力推动下，该公司先后荣获全

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文明号、鲁班奖、中国钢结构金

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