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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班组G

岗位不同，职责相同
赖雨冰

初冬的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在铁轨上洒下一
片金灿灿的光。

“小赖，你记住 K2225+600的地方 20芯光缆过轨到
下行方向了，在K2226+200的地方再穿回来，所以这段距
离上行方向只有48芯光缆。”

“这里是重点防洪地段，遇到下雨要重点查看这段线
路，公里标是K2230+400。”

我一边迅速在本子上记下光缆走向的公里标，一
边观察周围的地形地势包括标桩的距离，期待用这些
巩固记忆的参照物，可以更迅速地记住光缆维护中的
重要数据。

今天一大早，师傅肖建就带着我熟悉杨村到泰美区间
13公里的光缆线路设备。再过一个月，我将包保这段区间
的设备。

13公里长的区间绵延而又复杂，有桥，有河，还有隧
道，有山，有路，还有上跨线，怎样才能守护好每一米光
缆？万一出现险情，怎样才能第一时间抢通恢复使用？
不远处拐弯的地下光缆像一个个问号盘旋在我脑海。我
突然后悔转岗时选择来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通信段惠州通信集中修工区。

这里是一处山坳，阳光被树木拦腰挡住，在轨道上留
下一片阴影。或许是察觉到我情绪上的变化，师傅提议
休息一会儿。

“光缆是通信大通道中的重要设施，好比输送信息的
血管，它们不会说话，你得从各种现象、指标和参数里摸
索出它们的变化，这就需要多看，多记，多动手。”师傅语
重心长地说，“谁都不是天生就能干好某一种工作，转岗
是提高自己的机会，岗位不同，职责相同，只要不怕困难，
不怕累,你一定能干好！”

高级技师肖建是车间的技术能手。通信维护的很多
本领，当初他也是咬牙克服困难一点点学会的。这两年
他带了很多徒弟，并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

阳光从山坡正上方投射下来，眼前的光缆径路在标
桩的指示下格外清晰。我抬头，有一缕阳光从心底的某
处照了进来。

本子上已经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很多注意事项，把这
些需要重点关注的符号捧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
觉。我知道，这就是铁路通信工的责任。

王忠

2022 年 11 月 16 日，这一天对于淮安华

顶鞋业有限公司缝制车间机工谢玉芬来说

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是她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她将告别相处 28 年的兄弟姐妹，光荣

退休。

早上，她一推开车间的门，看到熟悉的

一切，心里一激动，一天脸上都热乎乎的。

她特意穿了一件刚洗干净的工作服，以后就

没有机会再穿了。

最后一天，班长没让她上机器，她特地

把机器擦了一遍又一遍，把一些常用的零配

件都收进一个小塑料盒里，抚摸一下已经被

胳膊磨破了的机台上的小护垫，向这个编号

83的“老伙计”告别。

她喜欢机器，做了 28 年机工，她不用眼

睛盯着看就能穿针引线，她享受一踩机器

就发出的那种“一泻千里”的声音，甚至她

上下班骑电瓶车时，手把一拧，车跑起来的

那种感觉也让她觉得好像脚下正踩着缝纫

机呢！

谢玉芬是 1994 年 4 月 13 日进厂的第一

批员工，她曾经在 2014 年因为回家生二宝

而离职一年。后来她还是想回来上班，她喜

欢在集体中有规律的生活，也想念与班组姐

妹们开心相处的时光。领导答应了。

2022 年年初，她发觉自己越来越瘦，手

还有点颤抖，到医院一查，是比较严重的甲

亢。但她也没请假，觉得自己没那么娇气。

做机工时需要搭帮子，必须对牙剪，她手抖

不容易一次性成功，就多做几次，直到符合

标准。她做了一辈子机工，看到一个针脚歪

了都会难受，不修一下心里不舒坦。

有一段时间，她中午都不睡觉拼命地赶

产量，但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她没好意思提

出继续留用，而是选择回家休息。

按照惯例，车间有人退休，共事多年的

姐妹们都会聚餐相送。2022 年 11 月 16 日，

车间请师傅来厂里现做了一个 1.8米长的大

蛋糕，上面写着“欢送谢玉芬光荣退休”几个

鲜艳的大字，下班后大家在车间里给谢玉芬

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这个感人的场面被笔者拍下来发到了

抖音上，引起 7.5万人围观。有人说：好羡慕

这样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群有情有义的姐

妹，我也想去他们厂上班。

做了 28年机工，她不用眼睛盯着看就能穿针引线

车间送来1.8米的大蛋糕

“北京冬奥会有我们的贡献”

一名煤矿电工的高光时刻

许颖 罗剑琳

回顾 2022 年，我们普光气田的员工特

别难忘的是疫情下的大检修。

2021 年 5 月，普光分公司天然气净化厂

全厂停工检修，这是我来到普光气田后遇到

的第一次全厂大停工。

我是中原油田油气加工技术服务中心普

光维保项目部的一名员工，我所在的机修专业

组主要负责天然气净化厂动、静设备的维护保

养工作。这次大检修，我们要解决所有联合装

置在生产中出现的故障隐患。

普光气田是高含硫气田，常年运转，硫化

氢的腐蚀，罐内残渣堆积，设备多少都会有些

问题——大到管壁变薄，小到螺帽缺失。这次

检修责任重大，项目部所有员工暂停休假。

4 个联合装置，48 台大型机组，10 个大

罐需要清淤。我被分到了四组，负责高低压

火炬分液罐的清淤工作。

检修工期原计划42天完成，没两天就压

缩到38天，紧接着25天，最后直接减到18天。

清淤是个苦活累活。清淤之前先工艺

隔离，把法兰打开，加装盲板，等清淤结束

后，再把加装的盲板抽出来，换上新的垫

片。最大的法兰有 200 多公斤，个头特别

大，要 4个人才能抬起来。

一个罐的清淤来回就需要走 40 多趟。

一天下来，每个人的红工衣都是湿漉漉的。

干到凌晨两三点，早上7点又准时上班。

现场螺丝腐蚀严重，很多都锈死了，给

我们的拆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面对

停滞的局面，老师傅佘群力第一个站出来

说：“我来想办法！”他晒得黝黑的脸，快要被

汗水淹没的眼睛，在我脑中定格。

拆盲板、酸洗、钝化、清淤、回装，每一道

工序精益求精，每个人全力以赴。10个分液

罐，我们 6个人用时 9天完成，比原定计划提

前两天。最值得骄傲的是开机后，没有出现

任何质量问题。

齐心协力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现在回

想起那段加班的时光，真是累并快乐着。

齐心协力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每轮交接班都像是一次颠沛流离，一整天奔波于两省三市

一路风景一路歌一路风景一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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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菡）冬日的长江上，雾气笼罩，船只往

来。很少有人知道，江水之下有着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一

台大型盾构机正夜以继日地穿越长江，一片片混凝土管片在

工人手中拼装起来——记者 2022年 12月 28日从中交隧道局

获悉，江苏江阴靖江长江隧道本月中旬已掘进过半，这也是国

内在建承受水压最高、长江上直径最大的盾构隧道。

这条长江隧道是国务院《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计划》中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中交隧道局承建的左线隧道盾

构段全长 4937米，已经累计掘进 2700余米。

本工程大直径管片外径 15.5 米，开挖直径达到 16.09
米，为长江上在建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隧道在穿越长江

过程中经过高水压富水砂层，受长江深槽影响，隧道承受水

压最高可达到 0.82 兆帕，相当于 1200 个成年男子站在 1 平

方米的空地上，是国内在建承受水压最高的盾构隧道。

针对此次穿江之旅面对的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长距离

特点，项目采用国内直径最大、智能化水平高的泥水平衡盾构

机“聚力一号”进行掘进施工，确保盾构隧道施工做到“可视、

可测、可控、可达”，使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的掘进作业转为

安全、高效、节能、环保的绿色掘进模式。

穿越长江的又一条隧道掘进过半

坚守在沙漠里的 102 天
钱昌盛/口述 单旭泽 刘新华/整理

2022 年 12 月 8 日，我和兄弟们终于结

束了 102天的沙漠坚守，完成测井施工 16井

次，收获 350万元的产值，回到了 330公里之

遥的轮台基地。

这 102 个日日夜夜，是我 2022 年最难

忘、最煎熬、最感动也是最值得铭记的经历。

作为中石化经纬公司华北测控公司塔

河项目部副经理，重点探井施工我都要上井

带班。2022年8月28日，我带着HB001队的

8 名员工前往顺北油区 12 条带的三口探井

施工。我们一口井施工周期是 3 到 5 天，但

没想到这一趟行程，却从夏天走到了冬天。

我们和钻井队一起吃住，守在油区保证施

工。气温骤降，队员们急需御寒衣物、药品和

水，车辆和仪器也得维保，但因为疫情原因，物

资送不进来。

兄弟们抱成团，互相鼓气。我不停地和

甲方、钻井方协调，跟基地沟通解决方案；队

长程剑领着大家在沙漠里运动，化解生活

的枯燥；头发胡子都“长草”了，热心的汪丝

红拿出自己的理发器，为大家理发。

一场特大的沙尘暴席卷而来，空气中全

是沙尘，呼吸都困难。大家鼻孔、耳朵、嘴巴

里全是细沙，感觉到沙粒在和牙齿碰撞。

对于测井汉子来说，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大家还都能克服，最煎熬的就是“无尽的等待”。

2022 年 11 月 9 日，我率队前往顺北 121

斜井施工，周围基本没有信号。平时和妻儿

联系可以蹭钻井队的网络视频一下，但远在

湖北孝感的 70岁老妈只会接打电话。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在井场外掏出手

机，依然无任何信号。我信步往东寻找信

号，走出 4 公里后，有信号了，13 个未接来

电，全部都是妈妈打来的！

我的心怦怦乱跳，赶紧拨回去，铃声刚

响，电话那端就传来了老妈焦急又憔悴的声

音：“昌盛，这么多天，你都去哪里了？”

我瞬间泪崩。在妈妈面前，突然感觉一

股巨大的情感呼啸着要冲出胸腔。我努力

调整好呼吸，才重新接起电话说：“我挺好

呢，老妈放心。”

通话结束后，我望着沙漠边际的落日，哭得

像个孩子，积累了多日的情绪在那一刻决堤。

3 口探井，16 个测井项目，55.52 万标准

米，近千个精准数据……这是102天坚守的成

果，是酷暑严寒的凝结，是风沙扬尘的报告。

刚刚经历的 102天很难，但兄弟之间的

同甘共苦、组织的关爱和家人的牵挂也很

暖，真情大爱总能给予我前行的力量。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侯红丽

2022 年 12 月 27 日，在准噶尔盆地，中石油西部钻探克拉

玛依钻井公司 XD70103 钻井队承钻的盆 10 井周围积雪厚达

10厘米，温度更是低到了零下 25摄氏度。

代班队长赵龙鑫介绍，这是油田部署在莫索湾构造上的

一口预探井，设计井深 4350米，目前正在进行中完作业。

沙漠一片素白，天气也更加寒冷，井队员工们说这里气温

最低能到零下 40 摄氏度左右。他们已经为井场上的设备做

了“小保温”，让节流和压井管汇住进了“暖房”，给各类管线穿

上了“棉衣”，下一步还要按照冬防保温标准做“大保温”，给泥

浆泵和泥浆罐搭建“保温房”，为深冬施工做好准备工作。

“严寒时期，对待每项工作都要更仔细一些。”赵龙鑫说。

37岁的他原本是另外一支井队的队长，一个月前自己队上封

存了设备，尽管已经 3个月没有回家休息，他还是马不停蹄地

带着一名技术员来支援 XD70103钻井队。

盆 10 井打到 3000 多米，地层缩径导致提下钻困难，一趟

要花费 24小时，是正常井段的两倍时间。

“钻进时挺快的，5 分钟打 1 米，但提钻就只能 0.2 米、0.5

米这样一点一点往外提。”赵龙鑫说。碰上这样难缠的地层，

队上严格执行技术措施，24 小时进行一次短程提下钻，72 小

时进行一次长提，以活动提拉为主，确保井眼通畅，不发生卡

钻事故。

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野外提下钻非常考验人的耐力和

毅力。只在外面站一会儿，大家的安全帽、脸上就会凝出白色

的霜花，手脚也慢慢地麻木，只能取下手套，使劲搓搓手和脸，

再次投入“战斗”。

已经在钻井行业耕耘了14年的赵龙鑫说，不管什么生产流

程，无论天气怎样恶劣，他们每个班都要对井场内每一个阀门、

每一处接口、每一台设备进行巡回检查，转一转闸门开关是否

灵活，看一看压力表显示是否正常，确保设备安全平稳运转。

冰雪大漠找油忙

班组现场G

一线资讯G

魏园军 曾丽

2022 年 3 月 13 日晚，北京冬残奥会闭

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

当晚，在中原油田供电服务中心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保运项目组（以下

简称中原保电组）张伟振的家中，他的妻子

和孩子们正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趁

着休息时间，女儿给正在奥林匹克公共区

负责供电保障的爸爸拨通了视频电话。

“爸爸，我和妈妈正在看北京冬残奥会

闭幕式现场直播，你现在还在奥林匹克公

共区负责保电工作吗？”

“对呀，爸爸就在这里工作。但是爸爸

的工作是在幕后，给大家观看比赛提供安

全的电力保障，所以只能等到闭幕式结束

回到驻地宿舍了再看比赛回放喽。”

51岁的张伟振是供电服务中心经过层

层选拔精心选派的业务骨干。刚去北京的时

候，中原保电组主要负责为甲方提供前期供

电准备工作。他们的一项任务是将UPS电

源设备抬到延庆高山滑雪场的山顶安装，并

进行设备参数调试。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

寒中，他们三人一组抬设备，边喊号子边走。

2022 年 1 月 15 日，张振伟进驻奥林匹

克公共区，负责 1 台发电机、6 个 UPS 电源

设备调试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应甲方要求

增加了 23 台设备的巡检工作。在保电期

间，加班加点是常事。

100 多天的保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张振伟说：“北京冬奥会有我们的贡献，我

特别自豪！”

秦海涛

谁说工人就拿不了高薪，在新桥煤

矿就能！2022 年 5 月，河南能源永煤集团

新桥煤矿机电一队电工徐欢迎来高光时

刻——被评为“新桥工匠”，考核合格后，

即可享受副队长待遇。

副井操车闭锁视频联动技术、泄漏通信

闭锁信号装置、整流柜冷却系统、密封圈快

速挖取专用工具……走进徐欢所在班组，一

件件源自一线的发明创造让人目不暇接。

以往，副井提升钢丝绳检查通常采用眼

观和定点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钢丝绳直径的

方法，检查消耗时间长，效率低，而且提升钢

丝绳内部的缺陷很难被发现。徐欢所在班

组引进拥有世界领先弱磁检测技术的钢丝

绳在线实时安全监测系统，彻底改变了提升

钢丝绳靠人工检测的现状，并能及时发现钢

丝绳内外部损伤，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可靠

的技术保障。

徐欢带领班组搞的很多创新项目，都

是“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例如，《新

桥煤矿主井全自动运行智能监控系统的研

究与应用》投用以来，每班可减少 1 人，每

个提升煤炭循环可节省 8 秒，每月增收

846.72万元，每年创效 1.02亿元。

为让更多一线职工成长成才，新桥煤矿

定期开展“新桥工匠”培育和选树工作，并让

他们“名利双收”，真正做到发展依靠职工、发

展为了职工、发展成果与职工共享。2022年，

该矿选树“永煤工匠”1名、“新桥工匠”4名。

王军风/口述 刘笃仁 辛茹星/整理

2022，这一年委实不易！

我的工作岗位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 限 公 司 新 乡 供 电 段 月 山 变 电 检 修 组 。

2022 年年初，东田良变电所人手短缺，需要

从月山变电检修组抽派人员去助勤。东田

良变电所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境内，位

置偏远，火车无法到达，坐汽车也特别不方

便，所以没有人想去。

当时我想：班组检修任务繁重，男同志

是检修主力。女同志中，我家孩子最大，脱

得开身。我是党员，又是老大姐，就该主动

请缨，到偏远的岗位去。

我这样想了，就这样做了。

我家住洛阳，到东田良变电所助勤期

间，路途一下子远了几百公里。每轮交接班

（7 天）都像是一次颠沛流离。上班时早出，

下班时晚归，一整天奔波于两省三市，公交、

高铁、大巴交替换乘。

在助勤期间，我没把自己当外人。雨季

里，变电所院内杂草疯长，我在做好值班工

作的同时，带动身边的职工一起把杂草收拾

得干干净净。

所里的同事刘海存眼睛患病，视力受到

严重影响。在和他搭班时，像往电脑输数据

等这些费眼神儿的活儿，我就全包了。

得知月山变电检修组的兄弟姐妹们要

到东田良变电所进行预防性预试，我提前进

行了大扫除，希望让大家住得舒心，怎么说

我也得尽到地主之谊！

2022 年 12 月 10 日，东田良变电所休产

假的人员复岗，我的助勤任务也随之结束。

就在我即将返回原岗位的时候，盘谷寺变电

所因有人退休导致人员短缺。3 天后，我又

踏上了去盘谷寺变电所的助勤之路……

有付出，就有收获。这一年，我收获了辗

转路途中的四季美景，收获了同事们的点赞，

也收获了小小的成就感和满满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