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成都市暴发新一轮疫情。刚
刚经历极端高温、山洪肆虐的城市还来
不及休整，就又投入新一场战斗。面对
严峻形势，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组织
带领 87家供应商紧急实施驻厂闭环生
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确保生产
不断线，产业不断“链”。

图为9月5日，成都分公司焊装车间
员工正在进行前门预装。 高福生 摄

本报记者 刘小燕

8 月 17 日上午 8 点半，北京链家石景山

银河大街店的经纪人张俊涛早早来到海淀

区阜成路的门店，做好开课前的各项准备：

放好专门编制的《手机使用手册》、调整授

课 PPT 亮度、摆放好桌椅板凳和水……这

门以周边社区老人为授课对象的“我来教

您用手机”公益课，32 岁的张俊涛已经坚持

了两年多。

这是贝壳公益团队推出的“我来教您用

手机”课程在该社区门店的第一堂课。除了

授课的经纪人，贝壳公益团队的成员也来到

现场给予支持。别看这是一支仅有 8 人的

“娘子军”，课程开发、城市对接和外部机构合

作等功能却分工明确，她们在职责范围内不

断深入，相互合作，打造出践行企业公益力量

的成功范本，并在今年 5月获得了“全国工人

先锋号”的称号。

“就像我爸妈在跟我说话”

“我在大太阳底下就看不清手机屏幕是

怎么回事？”

“我换手机了，这些图片还有吗？”

……

9 点半的公益课还没开始，张俊涛已经

被老人们围着求助，他依次手把手地耐心解

答，并叫来门店其他经纪人帮忙。

聊起参与公益授课的缘起，张俊涛眼中

慢慢有了些泪光。“我母亲直到疫情开始，才

第一次用上智能手机。新手机拿给她那天，

她另一只手都不知碰哪里，那一刻，我感觉自

己太失职了。”从那以后，张俊涛不仅耐心地

教母亲发信息、打视频电话，还每天发一条朋

友圈。他说：“母亲给我朋友圈点赞了，我就

知道她下班了，我也安心。”

2020 年疫情期间，从河北唐山返回北京

的张俊涛接到经理打来的电话。由于疫情期

间老人无法出门交水电费、买药挂号，贝壳公

益团队决定将暂停的线下手机课堂搬到线

上，由张俊涛负责给北京石景山五芳园社区

的老人上课。

据贝壳公益团队负责课程开发的吴淑萍

介绍，线上的教材开发和授课方式刚刚开始

探索，主要结合前两年的社区授课经验进行

设计，并录制了一堂示范课给经纪人。通过

一遍遍练习、调整和总结，张俊涛在微信群中

发语音、文字和图片，终于教会了群内大多数

老人基本的手机操作。

后来，课堂终于从线上回到线下，张俊涛

带去的纸质教材发到了老人的手中，这个瘦

削的小伙也见到了自己辅导的“大龄学生”。

张俊涛感慨地说：“有个老人学会挂号了，初

次挂到号后第一时间通知的人是我，听到他

兴奋地说‘成功了’，感觉就像我爸妈在跟我

说话，特别高兴和欣慰。”

“社区公益要用笨办法”

“手机 APP 就是平时用的各种软件，就

是那个小图标。”

在海淀区阜成路门店的第一堂课，张俊

涛的授课内容包括认识手机软件和防范电信

诈骗案例。

授课过程中，他并没有局限于教材本身，

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入和讲解，还总

是停下来问大家讲课速度是否合适。

所有的讲课内容，都由吴淑萍和小伙伴

们设计完成。“社区公益要用笨办法，和老人

多多接触，通过他们的疑问来了解需求，才能

真正站在他们的角度做好服务。”有着多年社

区公益工作经验的吴淑萍于 2018 年加入刚

刚成立的贝壳找房公益团队，从社区入手进

行企业公益实践。

“刚开始也找不准方向，认为做好事就行

了。”贝壳公益负责人贾生平告诉记者，团队

成立初期只有 5 人，后来慢慢稳定在 8 人，经

过不断的摸索实践，她们决定以“社区”为切

入点，这也正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我们有连

接社区的线下门店和经纪人资源，也有多年

的社区运营资源和公益经验，那么社区需要

什么，我们去做就行了。”贾生平说。

如今，从北京开始落地的“我来教您用

手机”公益课流程已逐步成熟，并研发迭代

纸质、视频教材 30 余版，陆续推广到全国

48 个城市、2017 个社区。据吴淑萍介绍，团

队已开展手机培训课程约 9000 节，服务老

年人约 31 万人次，而她自己则仍然在微信

群编辑“每日一答”内容，迄今已坚持 1100

多天。

一封“学生”的来信

在“我来教您用手机”走向全国的过程

中，团队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发挥作用，90 后

戚桑格就是其中的一位。人类学专业出身的

她主要负责线上工具运营和城市对接，她说：

“许多经纪人已经通过公众号、课堂分享等了

解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也想参与，

但不知道如何开发社区、怎么讲课、从哪里招

人，我们就会过去做分享和讲解。”

拥有两年授课经验的张俊涛，目前负责

每周两节左右的新课开班和经纪人辅导，正

逐步向“经纪人导师”转型。去年教师节，作

为公益课资深教师的张俊涛收到了团队送来

的一束花，但他坦言从不认为自己是老师，

“可能拿到花的那一瞬间有了些老师的感觉，

但我更认为自己是一名社区服务者”。

对怀揣梦想来北京打拼的刘婷而言，感

触更深。刚入职北京门店时，她的业务成交

量很少，还一度产生离职的念头。就在她生

日当晚 10点，参加她公益课的一位老人给她

发来微信，写道：“刘老师您好！今天是您的

生日，生日不能与家人在一起，很是遗憾。如

您不见外，明天休息的话，我代表您父母为您

庆生，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这也是学生

对老师的谢意。”

看到消息的刘婷心中一阵暖意，也不

由得感动落泪。她说：“老人发来的文字，

不仅让我感受到在异乡被关心关爱，更重

要的是，这是对我的认可，证明我是有价

值的。”

一封自谦为“学生”的来信，帮助刘婷

树立了信心，也让她与这座城市建立了更

深的联结。

吴淑萍也告诉记者，老人们所表现出的

好学、认真和关心他人的处世态度，也一直在

启发自己不断反思，激励自己把公益事业不

断做下去。“对我们而言，公益不是一件有余

力才去做的事情，而是与企业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并行的”。

今年 5 月，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荣

誉后，这个团队的成员们把微信群名称改成

了“先锋号车间的女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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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滴原油
流入长江的站控班

苏成武

迎着朝阳而来，伴随落日而归。

“那块板子上有灰尘，得擦擦；这片草长

得挺快，又该修剪了。”8 月 1 日 14 时，光伏发

电装置现场维护员刘钊在“试验田”内忙碌。

8 个月的朝夕相伴，已经让刘钊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深厚感情。“每天干完活

儿，我就到楼顶的观望台上，一来看看是否有

外人进入，二来感受一下胶济线上高铁的速

度与激情……”

2021 年 12 月 29 日，坐落于齐鲁石化物

装中心院内、占地面积 240 余亩的光伏发电

一期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具备较高的新能源

电站管理技能的热电厂电气二车间技术员刘

钊响应厂部号召，成为光伏发电装置现场的

维护员。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刚开

始感觉这活儿确实挺枯燥。”50 岁的老党员

刘钊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浓密的头发多半已

经变白，长时间的露天巡检和室外作业，则令

他原本较白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

“既然来了就不能吃闲饭。”交谈中，这话

多次从刘钊的嘴里冒出来。

光伏发电装置的发电量，受太阳能板的

安装角度、材料质量、表面光洁度及表面温度

影响，每套都不一样。“具体影响多少，谁也说

不清楚。”刘钊认为，有必要通过维持太阳能

板的表面清洁度、每天测量板面温度等办法，

找到发电量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说干就干。2022 年 3 月 20 日，刘钊在装

置一区选取了 26块太阳能板，也就是一个发

电单元作为“试验田”。购买温度计，在太阳

能板和汇流箱上安装、紧固……当天，他就

开始记录温度数据。

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家用来刷车的高压

水枪拉到现场，根据“试验田”内太阳能板的

清洁程度随时冲刷，保证光洁如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光照越强、发电越

多，这说法有误。”经过一个月的测量、试

验，刘钊获得了多项结论。比如太阳能板

温度保持在 42 摄氏度以内，同等清洁度情

况下，发电量能够达到峰值。又如，以每天

发电 6 小时计算，在保证全场太阳能板板

面清洁的前提下，单日可多发 3000 度电。

“保证板面清洁会牵涉人工成本问题。”

刘钊掰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说，人工清理

18824块太阳能板，每次费用大约在 1.5万元，

而板面光洁可保持 5天到 7天，也就是说投入

1.5 万元的成本，最多能够增发 2.1 万余度

电。这些数据可为下一步经营优化做参考。

刘钊不仅精打细算，而且善于“找活”。

今年夏天，暴雨天气比往年有所增加。6
月 23日，他在例行巡检时发现个别太阳能板

因为破损进水导致绝缘故障。于是，他从网

上查找解决办法，咨询厂家技术人员，综合各

方介绍的小窍门，利用一根 8 米长的直流电

线制作了 4 条“应急连接线”，给厂家到厂更

换赢得时间。

世间无难事，就怕有心人。现场办公室

的墙角竖着两根伸缩杆：一根长度 3600 毫

米，另一根稍微短些的 2400毫米。“顶端紧固

刮刀，方便清除落在太阳能板上的鸟粪。”刘

钊说，如不及时清除，沾有鸟粪的位置很快就

会形成晒斑，影响使用寿命。提到自己发明

的“宝贝”工具，刘钊自称“伸缩灵巧、非常实

用”，都想去申请技术专利……

他还自行购置了割草机。“不到 200 块

钱，用着方便。”刘钊说，可以随时清除遮挡太

阳能板的杂草，既保持现场整洁，又保证每块

板子都能 100%接收到阳光。

“装置设计年发电量 1100 万度，好好管

理，争取发到 1400万度……”刘钊眯着眼，望

向西边落日，期待它的下一次升起。

不仅精打细算，而且善于“找活”

光伏发电装置现场的“守护神”

“公益不是一件有余力才去做的事情”

一支“教您用手机”的娘子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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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中建二局江苏分公司扬州一项目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中秋送温暖、自制月饼和灯笼以及
趣味运动会，营造喜庆热闹的氛围，让节日期间仍坚守工地的
工友们拥有别样的团圆。 李天心 摄

别样的团圆

本报讯（刘焕荣 牛志松）“老师快帮我看下，我这卡牌是

不是说明心理压力太大了？”8 月 30 日，胜利油田油藏动态监

测中心邀请“胜利心福一线行”的李媛媛老师来到孤岛监测项

目部，为班组员工送上一场心灵上的“大餐”。

课堂上，李老师将大家分为三个小组，以“欧卡”互动游戏

为导入，通过“自我探索、团队探索、安全探索”三个层次，引导

大家慢慢学会从内心做情绪的构建者，能够用丰富的词汇来

描绘自己的情绪和感知他人的情绪，学会“喂养”积极情绪和

释放消极情绪。

“遇事多往好处想，向好的方向努力，保持积极心态，今天

老师讲的 16种减压方法让我豁然开朗！”一个职工说。

项目部员工纷纷表示，这次课堂上的收获很大，现场轻

松欢快的氛围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很好的释放，同时学到

了如何正确认识自我、面对挫折、调整心态、缓解压力，以更

好的精神面貌去面对生活和工作。

胜利油田油藏动态监测中心:

守护员工“心”健康

本报通讯员 赵鹏 董梓涵

本报记者 毛浓曦

8 月 16 日上午，在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

司二号煤矿综采一队早班班前会上，家属协

管员蔡程丽发现坐在后排的职工尹富强有点

心不在焉。

上前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尹福强女儿快

要过生日了，可一算日子，刚好赶上设备停产

检修，答应陪女儿过生日的承诺眼瞅着就要

泡汤。

“你咋把咱矿上的高科技手机忘了？等

过生日那天，用它和你闺女远程视频，给她一

个惊喜，顺便还能让孩子见识下智能化矿井

到底是个啥样子。”蔡程丽指着尹富强手里的

防爆智能手机笑呵呵地说。

8 月 18 日 11 时，在尹富强家中，一阵手

机铃声响起，电视机切入了手机视频连线画

面，尹富强出现在屏幕上。

“爸爸，爸爸！”看到一身工作服、头戴安

全帽的爸爸，女儿尹欣怡激动地叫起来。

给女儿唱完生日歌，送出生日祝福后，尹

富强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向孩子介绍起了井

下的工作设备和环境：“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

就是采煤机、旁边这个就是液压支架……”女

儿则在屏幕前饶有兴致地看着。

这个生日注定会令父女二人都很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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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矿井的
生日祝福

本报记者 邹明强 通讯员 王冀明

“我们的脚下就是仪长原油管道，保护管道的安全畅

通，就是保护咱们母亲河的绿色生态环境……”

9 月初的一天，地处长江边的湖北省赤壁市九壕堤

村熙熙攘攘，身着橙色工装的管道局武汉处赤壁站站控

班班长蒋朝明正在向村民宣讲管道保护法。在这个村子

下游 2公里处，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壁古战场。

虽然蒋朝明的日常工作是负责站场生产设备的正常

运行，但走出外管道，从不忘开展管道保护宣传。

2006 年 4 月 28 日投产的仪长原油管道，分别在赤

壁、黄石和九江市三穿长江。作为一名管网人，蒋朝明和

他的同事已在岗守护管道安全平稳运行 16年了。

赤壁站担负着向下游荆门石化和长岭炼化输送原油

的任务，而蒋朝明所在的站控班就是全站安全输油生产

的中枢。

“朝明，朝明，请检查一下二号泵机械密封的现场情

况！”听到对讲机里传来搭档刘胖妮的呼叫声，刚从生产

区出来的蒋朝明不得不再次返回输油泵区——他们刚刚

完成二号泵的停输作业。“你们先回去，我在现场再看

看。”让同事赶紧回去换下汗湿的工装，蒋朝明则快速返

回二号泵。他说：“宁愿自己没事多跑几趟，确保不让原

油流到长江里去。”

“胖妮你可真行，不在现场你是怎么发现二号泵有问

题的呢？”看着大伙儿好奇的眼神，刘胖妮端了端架子，笑

着说道：“还不是习惯！刚停泵，电脑屏幕上有很多报警

显示，虽然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还是习惯性检查确认了

一遍，发现机械密封有报警，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想

还是现场确认一下放心！”

工作生活在长江边，刘胖妮和站控班的同事都时刻

心系着长江的水质和生态保护。“管道泄漏了，原油流到

长江里去了，还谈什么大保护呢？”刘胖妮说。

今年 4月，武汉处输油工技术比武中，该站包揽了理

论考试前五名和实操前两名，刘胖妮还成为“双冠王”。

好成绩的取得与站控班常年坚持技能培训分不开：

每周闭环的设备周检，每月一次的班组安全活动，每次学

习活动后的研讨分析。

本报讯（记者蒋菡）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历时 1390 天，滇

中引水工程大理Ⅱ段施工 2标、3标、4标狮子山隧洞主洞开挖

日前顺利突破 20公里大关，标志着大理Ⅱ段狮子山隧洞施工

取得了重大进展，向如期通水目标大步迈进。

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家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之一，一期工程受水区涵盖滇中 6 个州（市）的 36 个县（市、

区），惠及人口约 1500万人。总投资 825.76亿元，输水建筑物

总长 664公里。

据悉，标段位于大理州宾川县和祥云县境内，狮子山隧洞全

长 29.42公里，含 5条平支洞，是滇中引水控制性工程之一，该隧

洞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施工中面临深埋隧洞施工难、地下水处理

难、断层破碎带穿越难、软岩大变形处理难等诸多技术难题，不

可预见的风险因素多，不良地质洞段施工难，施工安全风险高。

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开始施工以来，针对项目技术难点，

参建单位加强科技攻关，针对不同类别的施工技术难题，研究

不同的技术处理措施；依托各方专家技术力量，解决施工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滇中引水工程：

狮子山隧洞开挖突破20公里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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