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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谷深，群峰矗立，一眼望不到边
际⋯⋯湖南省海拔最高、供电环境最恶劣
的壶瓶山供电所地处湘西北石门县壶瓶
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海拔 1000 米以
上的山峰有 266 座。38 名电力工人坚守
在“湖南屋脊”，守护着当地百姓的“光明”
梦——他们是壶瓶山供电所所长覃道周
和他的兄弟们。

“再险，爬着也要过去！”

壶瓶山供电所管辖着 860 多平方公里
的供电，是湖南供电所管辖面积最大的、最
基层的所。2008 年初，上任仅 1 年的覃道
周迎来了特大冰灾“大考”。他和全所员工
滑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困了就躺在山上草
棚里打个盹，饿了就着雪水啃方便面，每天
工作 16 个小时。覃道周觉得，“冰天雪地
里，山里群众没电的滋味比城里人更难受，
早一分钟送电就早一点给百姓送去光明。”

去年 6 月 17 日凌晨 2 点，一场暴雨造
成辖区大面积停电。正在县城集训的覃道
周听到汛情后，连夜驱车赶回。路上遇见
塌方，重达 3 吨的巨石将必经之路封死，左

边是呈 90 度的峭壁，右边是上百米的悬
崖。“狭路相逢勇者胜，再险，爬着也要过
去”，他抓起绳子绑在腰间，顺着巨石边缘，
一寸一寸地移动。他爬过去后，将绳子拴
在另一头，同事也相继爬了过来，终于在早
上 6 点走回了供电所，并立即组织人员，兵
分四路对线路进行检修，奋战一天恢复全
区供电。

冒风雨，顶酷暑，卧冰雪，趟河溪，踏荆
棘，攀悬岩，辖区用电一年一个台阶：10 千
伏线路跳闸得到有效控制，路跳闸次数由
2008 年的 65 次，降到 2012 年的 3 次；全区
年售电量从 350 万千瓦时增加到 2012 年
的 1090 万千瓦时。电力稳、产业旺：辖区
内新建大小茶叶加工厂 120 多家、电烤烟
房 280 多栋、高山蔬菜冷冻库 4 个，山区群
众人均年收入增加了 2000元。

“再累，也要为群众办实事！”

在壶瓶山崇山峻岭间，稍加留意，便可
见车尾工具箱上印着“阳光电力服务箱”的
摩托车来往穿梭。覃道周的这个创举是从
一位留守老人爬山越岭买 1包盐开始的。

2007 年盛夏的一天，覃道周在青林村
巡线时，碰到一位气喘吁吁的七旬老人，他
问老人：“在忙啥？”老者回答说：“能忙啥？
来回一整天，就为买包盐！”覃道周听了不
是滋味，便把电话留给老人：“以后需要什
么就讲一声，我们给你送过来。”

覃道周回去后琢磨开了：辖区青壮年
外出打工谋生活，家里只留下老人小孩，所
里“大事”办不了，但为老百姓买包盐卖斤
茶的小事能办。

覃 道 周 当 即 推 出 了“ 阳 光 电 力 服 务
箱”，箱子里装的是灯泡、花线、开关等家用
电耗材；箱子上捆绑的是生活急需品，这成
为壶瓶山农电工的“标配”。

从此，供电所的员工上山下山前，都会
主动联系山里村民需要捎带的东西，还常
帮村民将土特产品带到镇上去换购商品。

几年来，在覃道周的带领下，供电所员
工累计为群众捎带货物超过 6万公斤。

“再忙，也要帮助乡亲！”

记者几次到壶瓶山采访，感受到的都
是当地百姓对最基层电力工人的赞叹。

南坪村 61 岁的五保户王礼贵患先天
性小儿麻痹症，2008 年 7 月发山洪，他被困
在山上。火柴被雨水打湿了，无法生火做
饭，连着 3 天啃的都是生玉米棒。第四天，
供电所南坪班组组长胡元泽例行巡山时，
听到他的呼救声，连忙趟水过河，把他背出
山来，并承担起帮扶王礼贵的任务。

在留守儿童眼里，覃道周就像他们的
父亲。大棚村贫困学生胡颖，父亲早逝，母
亲改嫁，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生活艰
难。2011 年，覃道周将她定为帮扶对象。
在覃道周感召下，供电所 12 名党员每人都
主动对口帮扶一个困难家庭学生。

在覃道周看来，这些与岗位不相干的
“帮闲”，恰恰为供电所换回了丰厚的“回
报”。供电所成立之初，他面对的是陈旧落
后的电网和 40 多万元的拖欠电费。现在
电费不仅月月清年结零，预缴预存电费还
长期保持在 50 万元以上。哪里有事故隐
患，老百姓不仅主动报告，还会带上一句

“免得你们辛苦查地方”；每到线路砍青扫
障，只要一个电话，相关村子都会组织人员
全力参与⋯⋯

湖南省壶瓶山供电所所长覃道周——

崇山峻岭间守护光明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李 飞

从银川市驱车向东行驶 40 分钟，就来
到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这片 10 年前寂静
的荒原，因为地下数百亿吨的煤炭储量，如
今变成沸腾的热土，成为宁夏工业发展的重
要战场：遍地是高耸的井架，耀眼的管道，十
几万产业工人组成的大军日夜奋战在这里。
劳模常喜宏就是这筑梦大军中的一员。

“要找常喜宏？在地下呢。他是我们
的‘地下愚公’！”走进神华宁煤集团红柳煤
矿，灵州建井工程公司综掘一队的工友这
样给记者介绍常喜宏。

来到数百米深的地下巷道，综掘工作
面风镐轰鸣，粉尘飞扬。瘦小精干的常喜
宏带着防尘口罩正在操纵综掘机。如同很
多一线劳模，常喜宏也不善言谈。于是，工
友们介绍起了自己的班长。

“ 工 作 踏 实 ， 经 验 丰 富 ， 管 理 严
格。”吴广告诉记者，2009 年 2 月，梅花

井煤矿 112203 机巷施工期间，遇到了断
面大、运输线长的难题。于是常喜宏经
常蹲在井下与技术员研究解决办法，使
巷道支护工艺得到改进和创新，创下了
单班单进尺 13 米的集团公司最高纪录。

参加工作以来，常喜宏先后参加了羊
场湾、红柳等 5 个大型现代化矿井的建设，
多次被神华宁煤集团公司评为“安全先进
个人”和“优秀员工”，所带的班组也多次被
评为“安全班组”和“优秀班组”。

不仅平时工作出色，在关键时刻，常喜
宏还特别能打硬仗。2011 年 4 月，常喜宏
带领的三班，综掘一队打了一场关乎集团
公司全局发展的硬仗。

2011 年，年设计生产能力 800 万吨的
现代化矿井红柳煤矿在掘进中遇到了宁东
地区最大的断层。这个断层落差 30 米，破
碎带宽 8 米，全国罕见。“掘进到这儿，推不

动了。为啥？都是泥水，仿佛头上悬着一
条河，一掘就马上溃沙、溃水，将工作面淹
没了，全队一个月才能向前推进 1 米多，根
本无法工作，好多人产生了畏难情绪。”技
术员小樊介绍说。

没有掘进，就无法采煤，而红柳煤矿是
神华宁煤集团的重点工程。于是常喜宏带
头跳进巷道中齐腰深的水中，在技术专家
的指导下，采取短注、短掘施工工艺，挖柱
窝、架钢棚，曾经两天两夜没合眼，在全队
中第一个采取超前浅孔帷幕注浆、封堵固
结施工工艺，注化学浆 80 多吨，以惊人的
毅力，连续在有腐蚀性的冰水中鏖战四个
月，使得掘进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他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在坑道中
打了一场像上甘岭一样艰苦卓绝的重大战
役！”建井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郝显锋说。

从临时工干起，到担任综掘一队三班

长，至今常喜宏已奋战了十个年头。他以
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带领班组在煤田下叩石
垦壤、掘进不止，为宁东基地煤炭年产量过
亿吨做出了突出贡献。

“掘进是个苦活、累活、危险活，很多人
不愿干。干了的也不愿长干。没想换个岗
位吗？”记者问。

“想过，但我还年轻。再说了，掘进工作
很重要。没有我们掘进工挖好矿井，采煤工
到哪里采煤？没有了煤，整个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就会瘫痪。”常喜宏说。

“多好的员工啊！”前几天，当看到常喜
宏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挥汗如雨挑战大断层
时，神华宁煤集团公司总经理严永胜感动
地说。

常喜宏带领三班与大断层鏖战已两年
有余。“我们不怕困难，一定能够掘过大断层，
早日让煤矿达产。”常喜宏满怀信心地说。

神华宁煤集团灵州建井工程公司综掘一队班长常喜宏——

不 惧 硬 仗 的“ 地 下 愚 公 ”
本报记者 拓兆兵

在湖南南岭山脉深处，广铁集团共产党员、南岭线路
工区巡道工谭工川长期坚守铁路一线，为线路“把脉治
病”，确保运输安全，被同事称为“线路郎中”；同时，他 27
年来利用工作闲暇为村民义务治病。

谭工川巡查的线路是广铁集团的重点防洪地段，地
质结构、水文条件复杂，落石、塌方等时有发生。今年 5
月 20 日，由于连降暴雨，南岭隧道突涨洪水。凌晨 3 时
许，谭工川巡查到该地段时，见道床被洪水冲走，枕木开
始悬空。由于隧道附近没有信号，谭工川用电台与即将
通过此区间的火车司机联系，并通知车站，然后把信息传
到工区，使工区及时组织抢修，成功消除了安全隐患。

工友告诉记者，谭工川只要发现线路隐患，都会第一
时间抢修，经常在齐腰深的排水沟里一干就是 10 多个小
时。谭工川每逢暴雨警报就出巡线路，每逢晴日就不断
固强补弱，总结出了一套“防洪歌谣”：水沟涵洞勤疏通，
沙土陡坡查裂纹；山洪刚起防激流，莫踩软基怕下沉。

谭工川所在工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没有备足器材，
他经常要步行 10 多公里到车间领取；没有交通工具，他
长年步行 20 多公里去集镇买菜买米。1986 年 12 月，谭
工川调入南岭工区工作，随后把家也安在了工区，成为那
里至今仅有的一户人家。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谭工川一
待就是 27 个春秋，及时排除处理线路隐患 50 多处，保持
了 27年无事故的安全记录。

南岭毒蛇种类多，一旦被毒蛇咬伤后，要到 20 多公
里外的镇上医院才能接受治疗，有可能因救治不及时而
失去生命。看到这种情况，谭工川下定决心拜老医生为
师，学习了中医疗毒技能。白天休班时间上山采集中草
药，对采集的草药进行切割、晾晒、收存；晚上苦读钻研医
术理论，将草药分类梳理，一一标注治疗毒蛇的种类。

2012 年 4 月，工区附近黄福金村的一位村民打电话
给谭工川，其母亲上山采竹笋时被毒蛇咬伤，左手还被摔
成了骨折。正休节假日的老谭二话没说，步行 2 公里来
到村民家里诊断开药，并坚持每隔两天去查看病情，给病
人敷草药，通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老人的蛇毒被基本清
除。27 年来，谭工川自己花费了近 5 万元添置了医疗器
具用品，义务为 100多名群众治好了蛇咬和摔伤骨折。

谈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谭工川平淡地说：“到南岭当
巡道工是我自己选择的，到了这里，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
毒蛇，其实我也很害怕，但看到别人被蛇咬没人救，我心
里就很难受。于是到南岭工作后不久，我就有两个梦想，
一是认真上班，保证线路安全；二是努力学医，确保群众
平安！”

广铁集团南岭线路工区巡

道工谭工川——

“线路郎中”为百姓
本报记者 邓海平 通讯员 曾 勇

这是一个 1988 年出生的年轻人——年纪不大，获得
的荣誉却不少，被称为“80 后明星”。他就是福建紫金矿
冶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测试中心代理副主任俞金生。

“如果没有学化学基地班专业，我或许就不会选择紫
金矿业；如果没有来紫金，我根本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和
荣誉。”对俞金生而言，毕业时一次懵懂的选择，让紫金矿
业这个舞台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测试公司是紫金矿业下属全资子公司，也是集生产
测试、地质测试、选冶研究测试、环保测试以及样品加工
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实验室。2010 年，毕业于福州大学
化学基地班的俞金生进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的矿冶测试技术公司，开始了金属化学分析检测工
作。3 年里，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踏实、能干，勤奋、
健谈。测试公司总经理夏珍珠说，“与其他‘80 后’相比，
俞金生责任心强，业务知识扎实。”

进入公司后，在夏珍珠的指导下，俞金生担纲了包
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内的多个重大项目的起草工作
和国家标准物质的研制工作。缺少经验、没有先例，成
为起草过程中的障碍，但俞金生勉励自己：试验从来不
会一帆风顺，要在失败中摸索前进。那段时间，一个人
半夜还在地下室做试验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在时间短、
任务重的情况下，俞金生加班加点，最终完成了公司第
一次起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任务并获得集团公司优秀科
技项目奖。

在圆满完成《载金炭化学分析方法》起草任务后，从
方法标准过渡到实物标准物质的研制任务再次落到俞金
生身上。这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没有配方、没有制备工
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最终圆满完成了 4
个载金炭标准样品的研制。

2012 年 6 月，中国黄金协会举办全国黄金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紫金矿业作为全国黄金行业前三强也参加了
这一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作为公司代表，俞金生参加
了此次化学检验工组的比赛并取得化学检验工组第一
名，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2013 年 2 月，俞金生获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一等功；3 月，他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4 月，他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在武昌直达北京的千里京广线上，一群朝气蓬勃的
年轻人用火热的青春歌唱生活，用年轻的生命谱写青春
梦想。他们是武汉铁路局武汉客运段 Z37/38 京汉直达
包乘组。这组列车是享誉全铁路半个多世纪的老牌“红
旗列车”，徐志婕是这个组的列车长。

上铁路学校是徐志婕的第一选择，坐上奔驰的列车
进京是她儿时就有的梦想。2002 年 8 月，毕业的徐志婕
分到了令很多人羡慕的 Z37/38 次列车，做了一名乘务
员。当徐志婕踏上这趟“红旗列车”时，一方面，她为到这
个光荣的集体感到骄傲和自豪，另一方面，她也感到压
力，害怕自己给集体抹黑。

虽然喜爱这个职业，但枯燥乏味还是让徐志婕感觉
自己的锐气渐失。她不禁自问：是随大流、耗青春，还是
让青春在工作岗位上绽放？反复考虑，徐志婕认定，自己
想看到的，是车窗外那广阔的田野；想寻找的，是天的蔚
蓝、花的芬芳、草的郁葱以及生命的意义。

徐志婕在“红旗列车”工作的 10 年，正是铁路高速发
展和客运服务转型升级的 10 年，Z37/38 次列车也由“绿
皮车”发展为现代智能化一站直达北京的全软卧列车。

如何保持列车的核心竞争优势，拓展服务品牌建设，
是徐志婕和同事们常常思考的问题。她们与东方航空公
司“全国青年文明号”、“楚燕组”互访互学，共建“青年文
明号”，把荆楚儿女的智慧和热情融入到服务中，努力为
旅客提供标准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高层次服务。

60 多年来，这里先后产生了 4 名全国人大代表，40
名全国省部级劳模，16人获得火车头奖章,130多人获得
省、市级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如今，徐志婕已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优秀共产党员，担
任了列车长，多次被评为全段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
路局“服务明星”。

福建紫金矿冶测试技术有

限公司分析师俞金生——

梦想在实验室里延伸
本报记者 石 伟

武 汉 铁 路 局 武 汉 客 运 段

Z37/38列车长徐志婕——

青春飞驰在绿色大地
本报记者 郑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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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预计今年年

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河南段全长 731 公里，在整个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线路最长、流量最大、施工难点最

多。近段时间，当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奋战在生产一

线的广大劳动者克服暑热,坚守岗位施工。

上图 中国水电四局工人在位于河南省鲁山县境

内的沙河渡槽进行吊装作业。据了解，沙河渡槽架设

工程将于 8月中旬完工。

左图 中铁十三局六公司工人在河南淅川段施

工。施工方克服了点多线长、膨胀土改良等技术难题，

目前工程接近尾声，预计 9月底工程完工。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克服高温 奋战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