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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车玉花

“操作平稳率关乎生产安全、质量、消耗和废次品率，这些指

标又直接关系到装置产量及创效能力，如何将它们优化到极致？”

这是安明东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

80后安明东是吉林石化染料厂苯酚车间主任，2020年初，面

对企业提质增效压力，时任车间副主任的他，立下生产优化“军

令状”。

2021年，安明东把“挑剔”的目光投向了苯酚装置的“双伴

热”。苯酚常温下为固体，结晶点是40.8摄氏度，为防止结晶，即

使在夏季，也保持“双伴热”蒸汽保温，导致蒸汽消耗较大。

“苯酚采出温度在 60多摄氏度，夏季气温高，用一套伴热也

不会结晶。如果停用一套伴热系统，一个夏天就可以节约蒸汽

8000多吨，降低费用170多万元。”安明东算了这样一笔账。

当他提出“双伴热改单伴热”建议时，工友们又发现了一些操

作难题，“好几百根伴热管线，具体停哪根，可不好找”“万一没改

好，苯酚结晶堵管还要再通管，费力不讨好”……

安明东没有放弃。2021年4月，“双伴热”改“单伴热”施工提

上日程。那段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安明东天天扎在装置区，楼上

楼下来回跑，带领员工将二楼以下物料管线上附着的 30根伴热

管进行间隔关停。

小试牛刀后，效果不错，不仅生产正常，而且蒸汽用量每小时

下降了 0.5吨，大家都有了信心。紧接着，安明东开始组织对 28
根双伴热管进行间隔关停。第3轮调整时再次关停了52根双伴

热管线。

整体改造完成后，蒸汽用量每小时减少 2吨以上，一个夏天

可节约蒸汽用量8640吨。

安明东的创效账本安明东的创效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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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青深耕基础教育领域 36 载，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乐趣，帮老师在教学中找到方法——

这里的课堂很“简约”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程志会

“作为教师，你为学生做了什么？为教育

做了什么？又为社会做了什么？”沉在基础教

育一线 36载，徐长青经常这样反问自己。每

当有新成员加入徐长青工作室，他也会向他

们发出这样的“灵魂三问”。

天津市劳动模范、红桥区教师发展中心

副主任徐长青是“简约教育”理念的创立者和

倡导者。他将教育化繁为简，让学生在学习

中感受乐趣，让老师在教学中找到方法。

“简约教育”理念

“教育的不简单就是实现简约教育”，走

进徐长青工作室，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两行大

字。

谈及简约教育，徐长青的思绪回到了多

年前。

20 世纪 80 年代，徐长青成为一名数学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他发现很多学生都对

数学缺乏兴趣，“学生学着累，老师教得也不

轻松”。

“数学简单，数学使一切科学变得简单”

“数学好玩，都来学数学”“让他们用自己的方

式接近数学”……在与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

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先生言简意赅的话语

让徐长青醍醐灌顶。

“如果数学走向简单，让教学好玩起来，

就会有更多孩子愿意走进数学世界。”在大师

的启迪下，“简约教学”的种子在徐长青心底

萌芽。

2001 年，徐长青提出“简约教学”理念，

提出教学内容要约取，教学方法要博喻，教学

过程要简构，并提出课堂教学“三不讲原

则”——学生会的，教师不讲；学生自己能学

会的，教师不讲；学生怎么也学不会的，教师

不讲。

随后的 20多年里，徐长青和团队潜心进

行“简约教学”实践和理论创新，摸索出一套

完整、系统的数学教学体系，并将其拓展到全

学科、全学校、全领域，从“简约教学”走向“简

约教育”。

如今，徐长青工作室也从最初的 8 个人

发展到如今的 500余名成员，在全国拥有 4个

分中心、10 大联盟共同体、9 个地区工作站、

282个研究基地校，覆盖全国 28个省区市。

提供“小而美”的教学策略

“工作室不是围绕个人运转，而是以‘简

约教学’研究为核心开展工作”。在徐长青看

来，他只是个幕后工作者。

工作室每年年初都会发布全年工作计

划，各分中心、联盟共同体、地区工作站和基

地校会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性地参加其中的

活动。

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正高级

教师叶鸿琳至今仍清晰记得，加入工作室做

的第一个课题研究便是“教师在课堂中的行

走路线”。

同叶鸿琳一样，加入工作室的每个成员

都有自己的课题。教学中的审题问题、课堂

提问艺术、如何对待错误……这些“小而美”

的课题切口很巧，能为教师提供看得见、用得

上的教学策略。

据统计，徐长青工作室成立 14 年来，已

完成 1000多项课题，一大批优秀教师成为省

市名师、学科带头人。徐长青工作室也被天

津市总工会授予“天津市示范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

教学帮扶之旅

2011 年，徐长青带领团队启动“简约教

育万里行”助学活动，他们走进农村、走进大

山、走进灾区……授课千余场，足迹遍布 30
余个省区市。后来，他们还来到东西部对口

帮扶的前沿，用教育助力脱贫攻坚。

2018 年，徐长青工作室在红桥区对口帮

扶的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成立工作站，将西

华池小学、三里店小学、乐蟠小学吸纳为站属

联盟学校，在当地教师中选拔培育研修成员，

通过听评议课、专题讲座、帮扶指导等方式，

将前沿教育思想、先进教学理念传递给这里

的广大师生。

张娟是徐长青工作室合水工作站的成

员，她至今难忘第一次现场聆听徐长青讲授

《解决问题的策略》一课时的情景，“用简简单

单一张纸，就带领孩子们学会了一种解决问

题的策略。这节课不仅展现了徐老师的人格

魅力，也展示了‘简约教学’的魅力。”从此，张

娟也踏上了“简约教学”之旅。

近年来，徐长青工作室在合水县开展帮

扶培训 35 次，教育教学活动 22 场，为当地培

养了 1000余名骨干教师，实现教育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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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宋洁

隆冬，在国和一号示范工程模块化预制生产车间，一名

身穿厚重焊工服的年轻工匠守在近千摄氏度的焊机旁，伴随

刺眼的弧光、飞溅的焊渣，他的每次呼吸、移步、身姿变换都

万分谨慎，焊枪在他手中稳稳移动……他就是山东核电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最年轻的高级技师豆存印。

豆存印出生于 1989年，19岁进入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成为电焊工。从业 10余年，他先后参与了多个核电站机

组的焊接工作，凭借精湛技艺，先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山东

省突出贡献技师、齐鲁首席技师等称号。

2008 年，恰逢我国三代核电 AP1000 建设的高峰期。初

出茅庐的豆存印本以为凭借已有的焊接技能可以在一线大

展身手。然而，当他在现场看见老师傅用一道道漂亮的鱼鳞

纹将材料严丝合缝地焊接起来时，立刻感受到了差距。

“原来，核电焊接有着更高的标准和工艺要求。”从那时

起，豆存印每天收集废弃焊条练习，有时间就向老师傅请教，

“早八晚十”成了他的“工作节奏”，一练就是 1年多。

在时间和焊条的累积中，他发现，不锈钢焊接采用的焊

条电弧焊技术耗时又耗材。于是，他大胆提出采用“二氧化

碳气体保护焊”。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他的想法得到采

纳，生产效率提高了近 3倍。

此后，他便一直奔走在探索新工艺、掌握新本领的路上。

2017 年，压水堆重大专项国和一号示范工程核电站取得

重要进展。然而，难题也接踵而至，核级管道作为核电设备

的“大动脉”，直径增大、厚度增加，焊接难度成倍增长。豆存

印请缨带领团队迎难而上，顺利完成了核级管道焊接任务，

也让自己“一战成名”。

为“焊”牢技能，创造更多价值，豆存印考取了核级碳钢、

不锈钢、双相钢等管道、结构模块等的 20多项焊接资质，多年

来一直保持焊接合格率 100%的纪录。

核电“焊”匠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邢星 聂灿灿

常年与戈壁土石为伴、和钢筋水泥为伍，爬云梯、下基坑，

把控施工成品质量……23年来，徐树梅先后扎根数十个水利

枢纽项目，多次获得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劳动模范、先进女职

工等荣誉。

2019年 11月，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

开始施工，刚刚结束一个工程项目的徐树梅，快速“转战”到这

一具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之称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

“那时候，大石峡环境很艰苦，两座大山夹杂着一条水道，

没有一条完整的路，满眼是大大小小的顽石，大风一吹沙尘四

起，隔三五米都看不见人影。”徐树梅回忆进场之初的景象时说。

新疆阿克苏地区大石峡工程所在地属于地震多发区，地

质条件复杂，技术难度极大，建设过程中大坝变形协调控制及

面板抗挤压破坏等技术难题突出，施工质量要求极高。作为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大石峡项目部的

质量管理负责人，徐树梅倍感责任重大。

2022年 6月，在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工人们紧锣密鼓地

投入大坝建设。此时，在高趾墩廊道现场，身着橘红色工装的

徐树梅拿着游标卡尺，对工人安装的 30吨套筒连接钢筋进行

测量。

“全部返工！”原来，经过 10 余次的连续测量，徐树梅发

现，原本规格应为 56毫米的钢筋装置普遍超标 4毫米。

在徐树梅看来，“没有质量的进度就是没有进度。”她根

据实际建立健全三级质量检查网络，为每名质检员及技术工

人定岗、定责、定目标，严把质量关。她还组织技术人员按月

开展施工质量大排查，确保轮廓开挖、边坡支护、混凝土浇

筑、大坝填筑、智能信息工程等环节环环相扣、工程质量可控

受控。

如今，徐树梅参与建设的水利工程分布在天山南北，这些

工程先后荣获詹天佑奖、鲁班奖、大禹奖等重大奖项。

戈壁滩上兴水利

刘开福（右）与村民在分拣紫薯。
2021年 8月，南方电网公司贵州凯里

供电局选派刘开福到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东北部的棉花
村担任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刘开福结合棉花村海拔高、
土层薄的自然环境，将特色农业作为乡村
发展的方向来抓，号召村民们入股土地、投
工投劳。他负责引进技术、协调资金，在村
里办起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蚂蚱、紫薯等
特色产业。2022 年，这些产业获得了成
功，签下了不少订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刘开福计划未来在村里继续扩种紫
薯，推广油菜、小黄牛，这是刘开福的新年
愿望，也是村民们的新年愿望。

新华社发（邰春 摄）

2022年 12月中旬，北京迎来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坚守一线,保障城市运转——

寒冬里的温暖配送
本报记者 车辉 曲欣悦

外地快递小哥从千里之外赶来驰援，本

地快递小哥在“阳康”后迅速返岗配送物资，

不少普通市民响应倡议加入外卖骑手行列成

为“外援”……在刚刚过去的 2022年 12月，北

京的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打了一场硬仗。

12 月中旬，北京迎来新冠病毒感染高

峰。一方面，居家市民对于药品、生活用品等

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另一方面，快递员、骑手大

面积感染“倒下”，快递在站点滞留、积压严重，

购药、买菜等软件上也显示运力不足。

为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正常生

活，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成为“高烧”的城市

里最忙碌的人。他们顶着疫情和寒冷，日夜

穿梭在大街小巷，摆渡物资、传递温暖，成为

北京冬天里的一缕暖阳。

厦门“小哥”蓝文金：
千里驰援北京，每天配送100单

“兄弟们陆续‘阳康’返岗，站点已经

恢复正常。”2022 年 12 月 22 日，来自福建厦

门的京东快递员蓝文金放心地踏上了返程

的航班。

过去的 7 天时间里，蓝文金作为“救火

队员”，和其他进京支援的快递小哥一起，帮

助北京一家快递网点从快件积压的瘫痪状

态中重启。

12 月 14 日，蓝文金坐上了飞往北京的

航班。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北

京，却并不是第一次去外地支援。今年上半

年，上海疫情严重时，他也曾前往上海保障

物资配送。

和上次去上海一样，这次，蓝文金只把

驰援北京的决定告诉了妻子。妻子起初并

不放心，他安慰妻子，“最多只去半个月。”

从温暖的海滨城市来到临近冬至的寒

冷北方，笑称“把压箱底的衣服都带来了”的

蓝文金当晚一下飞机，就被零下的气温打了

个措手不及，“好在公司发了棉衣、棉鞋还有

帽子。”

抵京后的第 2天，蓝文金就投入到紧张

工作中。他被分配到了北京乔庄营业部，这

里的快递员多数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无法到

岗，10多车快递卡在网点送不出去。

为了尽快清掉积压件，网点增加了约 30
位快递员。分货、熟悉配送路线、送货……前

来支援的快递小哥都是熟手，仅用 3天时间，

积压的货品就清零了。

疫情期间，市民对药品、生活物资等的

配送需求激增。蓝文金每天都要配送至少

100 来单，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10 点，不停地

往返于营业部和小区之间。

蓝文金印象最深的是，许多人听到他敲

门喊“快递到了”，都会说一句，“我们家都

‘阳’了，您放门口就好，可别感染了你”。

此行，蓝文金有个遗憾，第一次来北京，

还没时间去一趟天安门，爬一次长城，“等疫

情好转，天气暖和了，还想再来一趟北京！”

北京“小哥”骆子恒：
“阳康”迅速返岗，连夜送药上门

2022 年 12 月 6 日，北京顺丰大方家业

务部的快递员骆子恒开始发烧，他是站点第

一批“阳”了的员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同

事陆续“中招”。

在家休息时，了解到站点快件积压量很

大，骆子恒心里一直很着急，“‘阳’过之后，

更能理解客户对药品和物资的需求。”

12 月 12 日，骆子恒在转阴后第一时间

返回了工作岗位。此时，业务部的多数同事

都已经“倒下”，快递堆积如山，大部分都是

生活物资和药品。

几天后，晚上 12点左右，骆子恒的手机

突然响了，一位客户打来电话说，家里的孩

子发烧急需药品，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

骆子恒没有多想，爬起来就跑去站点帮

忙寻找装有药品的快递，当晚他就把药品送

到了客户家中。“总感觉有一份责任在身

上。”骆子恒说。

那段时间，他能从电话里感受到客户着

急的心情，跑在路上，他总是加速前进。最

忙的时候，骆子恒 1天要送 200多件快递，比

平时多了四五十件。

最令他感动的是，有的客户物收到快递

后，会把包裹里的药品、抗原、口罩等防疫物资

分给他一份。“这种时候，真的是能感受到人与

人之间那种同舟共济的情感。”骆子恒说。

骆子恒老家在河南，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8 年时间。经历了这段特殊的日子，穿梭在

大街小巷中，骆子恒觉得和这座城市的情感

联结更深了。

探亲小伙孙伟：
变身外卖骑手，温暖留在首都

2022 年 12 月 14 日，这是孙伟注册成为

北京美团骑手的第一天。当天上午，他专门

花了 4000多元给自己配置了一辆新电动车。

在北京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多区发出倡

议，若居民近期未到岗工作或有闲暇时间，

可自主选择加入外卖骑手行列。

孙伟老家在黑龙江鹤岗，此前，他一直在

哈尔滨的一家餐厅后厨工作，受疫情影响，餐

厅歇业，他便趁空来北京探亲。从网上看到

外卖骑手紧缺的消息后，孙伟决定留下来当

帮手，“正好有机会为首都做点贡献”。

第一次穿上骑手的工装，第一次打开接

单和导航软件，孙伟开始在并不熟悉的北京

街道上骑行、送餐。“感觉跟餐饮行业有缘”

的孙伟接到的单也以餐饮订单为主，多是送

往亦庄经济开发区的写字楼和工业园区。

作为新人骑手，孙伟在每一单中摸索“门

道”：熟悉路线和园区，确保菜品汤汁不洒漏，

保证把订单按时送到客户手中……跑了几

天，他的最高日送单量就达到了 40单，由于

有的园区不让电动车进入，他需要一路小跑

去送单，当天，他的微信步数突破了3万步。

回想起这些天的送单经历，孙伟感受了

人与人之间的最朴素的关心：“有一个顾客

告诉我他感染了，嘱咐我千万做好防护，担

心把我连累了。”

两周下来，孙伟的电动车上已经有了几

道深深浅浅的划痕，他笑言，这也算是新人

骑手的“勋章”了。

孙伟觉得，这段时间的付出温暖而值

得，新的一年，他打算继续留在北京送餐。

◀ 新手骑手孙伟正在等待取
餐，经过短短几天的摸索，他的最高
日送单量达到了40单。

受访者供图

▶ 从福建省厦门市来支援北京
的京东快递员蓝文金正在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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