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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的“味道”
向玉婷

除夕这天，彭水水电站380开关站，刺骨的寒风呼呼
地刮着，枯黄的树叶四处飘散，做着最后的挣扎。

酸

8时，电气一次班刘峰余冒着寒风，顶着两个大黑眼
圈匆匆来到车间。偌大的厂房里静悄悄的，让人感到格
外的寒冷和安静。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深吸一口气，元气满满地开启了
今天的电气一次设备巡检。只见他步履缓慢，盯着设备
看了又看，确保没有问题才往下一个设备走去。

一上午走了两万多步，他的腿已经发酸，脚步也变得
有些沉重。

终于巡检结束，他拿出手机，翻看朋友圈，里面有鞭
炮齐鸣的喧嚣，有走亲访友的热闹。可他并不孤单，因为
这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许多和他一样奋战在生
产一线的工友。

甜

再看中控室，这里是整个电厂运行的“心脏”，它就像
千里眼、顺风耳，可以对全厂的电网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所以留岗值班人员张辅芮不敢有丝毫懈怠，紧盯着屏
幕上的一举一动。

工作了一上午，中控室里一切正常。想到值岗期间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贺强的心里甜滋滋的。

在中控室值班看起来很轻松——只需要坐在这
里，不用经受寒风的肆虐，没有脏兮兮的油污，也不会出
现身体的酸软无力。但要知道，安全生产的背后凝结着
中控室运行人员的汗水。

苦

夜幕降临，一地寂静。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不能回家过年的赵霖宇心里缠绕着浓浓的思念，
有些苦涩。

他将工作服捂得严严实实，瑟缩着身子匆匆行走在
回寝室的路上，拿出手机点开了那个熟悉的头像，抬高嗓
门说：“爸，妈，家里怎么样呀？年夜饭准备好了吗？”

“都来了，都来了！你看，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
骨、红烧肉，可惜你回不来，就只能我们吃喽。不过没关
系，等下次放假回来，妈再给你做好吃的，你一个人在公
司也要好好吃饭噢！”

看到家里的窗花、对联贴得整整齐齐，家里弥漫着满
满的年味，此时的赵霖宇不再感伤，因为他知道没有他的
坚守，没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坚持，就没有这美好而温馨
的万家灯火。

辣

爆竹声声响，万家团圆时。公司为坚守岗位的职工
送上了暖心年夜饭，让大家共享“家”的味道。

打开饭盒，里面有白灼虾、清蒸鱼以及水果等，还有
热气腾腾的饺子。周建丞开心地说：“哇，这么丰盛呀！
还有饺子呢，让我感动了。”

来自四川的刘峰余蘸着辣椒吃了个饺子，连夸好
吃。有人也效仿，却辣出了眼泪，说：“上当了，太辣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灯笼高挂，年味浓浓。临窗远眺，思绪飘飞，各种味

道在每个人心中翻腾交织，回味无穷。

单旭泽 范世武

1月 21日，除夕。

在新疆探区准噶尔盆地的董深 1 井上，

气温接近零下 40 摄氏度，寒风刺骨，鹅毛大

雪纷纷扬扬。井场上挂起了红彤彤的灯笼，

充满浓浓的年味。

年前，北疆大部分员工冬休回老家过年

了。因董深 1 井春节要越冬施工，中石化经

纬公司胜利地质录井公司新疆录井部 SL226

录井队 8名队员驻守在井上。

录井部安全副主任李信智主动请缨兼

任队长，和队员一起留在井上过年。这也是

他连续第三个春节在井上值守。

该井是胜利新春公司部署在准噶尔盆地

的“1 字号”重点探井，当天已钻进 7932 米。

钻井速度最快的时候，每天进尺50米。“我们

的工作不会因过节而放松。相反，越是天气

恶劣，施工安全就越发重要。”李信智说。

仪器房里，地质工程师殷渡君钻进双目

镜的视野里，一包岩屑一包岩屑地观察、对

比。地化分析工程师杜常宁仔细进行地化、

三维荧光等分析化验项目。地层压力工程

师李冬通过专业软件实时监测着地层压力

的变化趋势。

操作员来庆鹏、地质工南云云按照 1 米

捞 1包岩屑的设计，一个班下来要捞 30多包

油基泥浆下的岩屑。清洗岩屑时，两人互相

配合，动作麻利，否则那水和岩屑就被冻得

硬邦邦。

队员们虽然全副武装，但寒气还是往衣

服里渗。“大家注意保暖。”李信智提醒大家，

“活虽不能停，人可以倒换着去值班室暖和

一下。”

19 时，生活区鞭炮响起，井队食堂的年

夜饭开餐了。吃完年夜饭，陈彪和王帅开始

除夕夜的值守。

一夜风雪，积雪足足有 30厘米厚。

1 月 22 日，迎着新年的朝阳，李信智和

队员们咔嚓咔嚓踩着积雪走向井场。他提

议道：“兄弟们，春节咱们团圆在董深 1 井，

一起拍个全家福吧！”

“咔嚓”一声，8 个录井汉子的笑脸定格

在钻塔下的雪原上。

钻塔下的“全家福”

采油树旁拜大年
崔洪武

大年三十 23 时许，天寒星稀、寒风料

峭，河南油田采油二厂井楼采油南站夜班值

班员陈洪涛的额头却沁出汗珠。他刚刚完

成2小时的巡检工作，此时来到11号计量站

查看楼1208井组放空生产的打油情况。

头灯照向蓄油池，发现液位下得不多，

和30分钟前的液位几乎没变化。这一池原

油就是 5余吨的产量，这油要是打不出去，

就砸在自己手里了，拖了班组后腿，影响“开

门红”。

“过了今夜就是新年第一天，可不能出

现产量下跌。”陈洪涛不敢多想，头又开始冒

汗。他顺着流程走向仔细排查，根据经验判

断是过滤器中的滤网堵塞造成螺杆泵打不

出油。

二区夜班值班员张岩听到对讲机里传

来陈洪涛的求助回应道：“兄弟，我把楼1724

的油嘴换完就去帮你。”

张岩赶到后再次检查，得到和陈洪涛一

致的结论。两人配合，卸螺栓，打开过滤器

压盖，双手伸进满是原油的过滤器，用力晃

动上提，费劲地抬出滤网——滤网已被堵

死，变成了厚重的“闸板”。

尽管戴着防渗手套，两人还是感到手指

冰凉麻木。他们用起子捅、用镰刀刮、用力

拽，费了不少劲儿才把滤网清理干净。

修理后的螺杆泵变得生猛有力，像只饥

饿的油龙狂吸豪饮，很快液位就降了一大

截，他们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

此时，一串串烟花划过夜空，绽放星空，

庆祝新年到来，也像是庆祝他们的胜利。

“新年新气象，祝咱们原油产量芝麻开

花节节高！”陈洪涛举起油乎乎的双手，给

张岩作揖拜年。

“咱们目标一致，高产高效迎新年！”张

岩一边还礼一边乐呵呵地说。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黄予剑 黄红霞

“这是我们 2 班的班旗，新年到了，专

门做了一面新的。”大年初一，江汉盐化工

强氯精事业部 2班班长王磊指着生产现场

悬挂的班旗说，旗上的班训是班员聚在一

起想出来的，每个班都不一样。

“以团结一致为荣，以单边耍酷为耻”“以

创新钻研为荣，以傻干蛮干为耻”“以汗流浃

背为荣，以吹牛拍马为耻”……强氯精事业部

每个班组的班训简单直白、干脆利落。

强氯精作为消毒剂高端产品，主要

销往海外市场。“忙着赶订单，我们春节

不打烊。”强氯精事业部党支部书记张晓

智说。

张晓智介绍，强氯精装置2013年投运，

起初工艺不成熟，经常停车清理，脏累不说，

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这里的工作环境

加上劳动强度，一般人真干不了”。如何打

造一支过硬的团队？他们在打造班组文化

上下功夫，给每个班组制作一面班旗，发动

班员提炼班训，印在旗上鼓舞士气。

去年，江汉盐化工围绕产能提升首次

将两套反应釜运行、一套备用改为“三釜联

运”。“工作量增加，现场管理难度更大了。”

3 班班长骆飞说，特别是对巡检和技术的

要求更高，处理问题的反应速度要更快。

他们还结合安全、质量、生产任务完成

情况，在各个班组开展劳动竞赛，加强技能

培训。“每月一考核，4 个班进行排名。”张

晓智说，哪个表现出色，除了进行奖励，生

产现场还会悬挂他们的班旗，营造比学赶

超的氛围。

“就像冲锋打仗一样，谁都不甘落后，都

想把旗帜插到对方阵地上。”王磊打趣道，特

别是他们这些兵头将尾，更要带头学、带头

干。在去年的“江汉盐化工匠杯”技能大赛

上，王磊获得强氯精运行操作工第一名。

竞争激发活力。去年强氯精日生产能

力 从 70 吨 提 升 至 84 吨 ，单 月 产 量 突 破

2400吨，创装置运行最好水平。

新班旗挂起来

“五线谱”上的“音符”
杨庚毅

1 月 27 日 21 时 30 分，一列 CRH380AL
动车组列车结束了一天的任务，缓缓驶入宝

鸡高铁存放线。

宝鸡高铁存放线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渭

滨区凉泉村，这里交通闭塞，方圆几里找不

到一个商店。春运期间，每天夜里，动车组

都会在这里“小憩”，次日天不亮又由这里驶

向宝鸡高铁站。

秦岭北麓，冬夜寂静，草木披上一层厚

厚的白霜，院子里不时刮来瑟瑟的冷风，借

着灯光，明晃晃的五条股道散发着寒意。不

远处的值班室里，吴建东看了看温度表,随
后披上外衣，拿起手电，迎着寒风走向停放

动车的股道。

50 岁的吴建东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的动车组机械师，动车

组列车的夜间守护人。凉泉村存放线占地

百亩，只有五条股道，仿佛五线谱，而整夜都

奔波在股道上巡查的吴建东，就像是这个五

线谱上一个孤独的音符。

动车组列车驶入存车场后，吴建东需要

与司机和随车机械师进行钥匙交接、酒精测试

等出退乘事宜。等到夜里其他人休息时，吴

建东还要负责看守动车组列车。在冬季，吴

建东需要时刻关注室外温度表和湿度表，防

止动车组空调、供排水等系统被冻坏。在温

度低于0摄氏度时，他还需要给动车组打温。

为保障次日动车组安全上线运行，打温

前吴建东需要对动车司机室的 90 多个开关

旋钮进行确认，夜间他每隔两个小时对动车

组车内进行一次巡视，核验每节车厢的 20
余个动车组设备设施状态，并仔细查看车厢

配电柜有无异常，电茶炉、厕所有无漏水现

象。巡视完车内后，吴建东还要在车侧进行

观察，聆听风机、电机的运转是否正常等等。

在手电光的映照下，远远望去，穿梭在

股道间的吴建东如萤火虫般若隐若现。漫

长的黑夜里，吴建东时而在值班室内办理交

接手续，时而奔波在车内，时而又行走在股

道边，直至迎来天明。

白天也并不得闲。动车组早上驶出后，

吴建东仍需沿着 500 余米的股道巡查，需留

意接触网、消防设施、动车组灯桥及排水设

施状态，每天平均要走 3 万余步。而完成这

些工作之后，朝阳已经升起，吴建东的眼睛

里也早已布满血丝。

偌大的存车场，只有吴建东一个人孤单

的身影，这样的工作状态已经持续了 6 年。

春运是亿万人的迁徙，是无数铁路人奏出的

一曲交响乐，而在这个动车组存车场里的

“音符”，鲜为人知又不可或缺。

““越是节假日越要严抓细管””

一线资讯G

李培成

农历正月初五，强冷空气来袭，笔者走进

淮北矿业集团桃园矿的百米井下，探访矿山

机电检修人在节日期间保安全、保运转、促生

产的场景。

在新副井井口，随着副井提升机缓缓下

放，保运区检修工郝鹏睁大眼睛，仔细观察

每一缕钢丝绳的变化、每一处罐道的磨损，

从罐耳、防坠器，到罐座、门帘，唯恐漏掉一

丝隐患。

“副井是矿井机电管理的‘门面’，是人员

物料提升的咽喉要道，每天上上下下运行上

千次，容不得丝毫的马虎大意，只有从细节着

手才能保障安全‘零隐患’，运行‘零事故’。”

全副武装的郝鹏落地后认真地说道。

在二水平变电所，保运区检修工朱卫东

一边做着有声安全确认，一边按照规定流程

检修防爆开关，有条不紊地操作着。

“我们矿有Ⅱ1、Ⅱ2、Ⅱ4三个采区，机电

设备多，供电线路长，系统复杂，特别要确保

Ⅱ1采区重点头面的正常供电，越是节假日越

要严抓细管，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负责安

全监护的保运区供电队队长张华山说。

在Ⅱ 1011 机巷单轨吊检修硐室，孙海

滨、贾昌顺这对“黄金搭档”正在为单轨吊“体

检”，紧固电器元器件螺丝，检查链接螺栓是

否松动，更换润滑油，调试导向轮，两人分工

明确、相互协作，忙而不乱。

“单轨吊队刚成立1个多月，我从机电队

调过来，接触这新伙计也算是半路出家，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贾昌顺说。

“是的，现在对检修项目、检修标准、检修

质量、验收兑现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只有转

变思想，多学多练，拧紧每一颗螺丝，让新伙

计服服帖帖地干活，为工作面多出煤、出好煤

做好运输‘店小二’。”已经第9个年头在春节

坚守岗位的运输区检修工孙海滨接过搭档的

话茬，讲述着新年愿望。

在主暗斜机头，集控平台工作人员目不

转睛地关注着电机电流、温度，油泵压力等运

行指数。主暗斜皮带机长 760m，倾角 23°，

垂高 290米，属于大倾角上行运输的主运斜

巷，对机电管理要求非常高。

“仔细检查皮带接头、更换滚筒、紧固连

杆等工作，一点也不敢怠慢，唯恐在拉煤过程

中出纰漏。”正在为皮带机做保养的运输区检

修工郭宏建说话时也没停下手中的活儿。

万米巷道中，一盏盏耀眼的灯光，一个个

忙碌的汉子，一句句朴实的话语，诠释着机电

检修人的担当。

本报讯“驾驶列车往返于老区与新城间，每次看到老百

姓乘坐火车出行时露出的笑容，就对自己干的工作感到自

豪。”1月 29日，在兴泉铁路石城至宁化段，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向塘机务段机车乘务员温荣深有感触地说。

兴泉铁路从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江西兴国引出，经赣

南丘陵进入福建山区，穿越武夷、戴云山脉，直抵泉州。2022
年 12月底，该铁路全线开通运营后，沿线的革命老区、交通落

后地区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

兴泉铁路坡度落差大，弯道半径小，桥梁隧道多。如何在

肉眼可见的起伏坡道和弯道上操纵列车平稳运行，极其考验

司机的操纵水平。作为兴泉铁路开通时 K8754/8751 次列车

的首趟值乘司机，温荣已对兴泉线的桥梁隧道、线路坡度了然

于心，根据路况不断总结操纵方法，使列车运行更加平稳。

宁都是温荣的家乡，他常年在赣州工作，妻子则在宁都当

老师。宁都通火车后，回家方便多了。去年，温荣在赣州购置

了一套新房，这个春节家人乘坐火车来新房里过年。“父母坐

上我值乘的列车，既欣赏了沿途风景，又亲身感受了我驾驶机

车的水平，格外有意义！”温荣开心地说。 （胡国林 徐云龙）

“父母坐上我值乘的列车”

大年初一,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原料检验作
业区取样班的职工发现一批进厂原燃料质量有波动，立即采
取措施，确保不将有问题的原料流入下道工序。图为取样班
职工在研究有问题的原料。 张俊 摄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四早晨，冀东油田南堡1号人工岛周围的海面上堆积的冰块堵塞
了出海航道，大有冰封人工岛的架势。码头班副班长宋子玉站在码头上，顶着6级风指挥守
护船破冰。这是他在岗位上连续度过的第5个春节。图为守护船在破冰。 杨军 张军卫 摄

破冰

把关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杨影 袁丽婧

锡北铁路作为青海省首条自主运营的

地方铁路，其主要职能是运输察尔汗盐湖中

的北霍布逊盐池产出的工业用盐。春节前，

北霍布逊站全体员工围坐在一起，中铁十六

局铁运公司锡北铁路运营指挥部指挥长沈

福龙说：“我们要全力当好运输守岁人，这个

春节不打烊！”今年是他来到锡北铁路的第

二年，也是他在岗位上过的第二个春节。

伴着汽笛长鸣，满载货物的列车从北霍

布逊车站缓缓驶出，司机刘永乐一天的工作

从这时开始。呼唤信号显示情况、做出手势

比对确认，瞭望、鸣笛……重复的动作他每

天要做数次。

夜晚的小站，凛冽的寒风呼呼刮着，而

刘永乐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做完第二

天的出勤计划，他拿起桌子上摆放的全家福

仔细端详。来到锡北铁路两年多，他回家的

次数屈指可数。

90后王润雪是个陕西姑娘，她是北霍布

逊车站唯一的女货运员。“想要做好货运员

工作，里面的学问多着呢！一列车从进站到

运送货物需要很长时间，每一个细节都不能

疏忽。”她说。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王润雪桌上多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这是指挥部领导担

心她想家，让食堂特意为她准备的。臊子面

冒出的热气伴着想家的泪水，就这样吃了

个精光。

春节不打烊，是为运输线的安全平稳运

行保驾护航。

孤独的“守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