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个春秋，许帅像一颗耀眼的流

星，划过时空，留下了灿烂的光芒，书写

出一名共产党员践行誓言的壮丽诗篇。

我们要向许帅学习。学习他始终坚

持党的根本宗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

作风。他心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真

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把全部心

血投入到救助管理事业中。

学习他脚踏实地、爱岗敬业、埋头苦

干。他着力提升救助管理工作标准化建

设、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水平，对待

工作高标准、严要求，经常吃住在站，以

站为家，率先垂范，主动承担最“险、脏、

累、差”的工作，创造出一流的工作业绩。

学习他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他

不断拓展工作思路，扎实推进未成年人

社会保护试点工作。他勇于探索，在全

国率先引入专业机构进驻救助管理站，

开展照料安置服务。他科学调整全站功

能布局，对受助人群实施分区救助，让

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学习他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他热

忱帮助他人，长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虽

然身患胃癌，仍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即

使在依靠营养液维持生命之时，他仍然

带着导流袋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并做出

最后的交代——捐献遗体和器官。他用

一片赤子情怀，诠释了共产党人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境界。

“我把握不了生命的长度，但我要在

有限的时间里拓宽生命的宽度。”有限的

生命里，许帅把救助他人作为毕生的追

求，照亮别人，燃尽自己。

许帅走了，但他撒向人间的爱永存，

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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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上午，许帅遗体捐献送别仪
式在河南安阳市殡仪服务站举行。许帅
的亲人、同事，还有自发前来吊唁的市民
上千人，一大早赶来送他最后一程。“人民
的好公仆，我们的好站长”“青年楷模，青
春永存”“许帅一路走好”⋯⋯人们自觉排
起长队，拉起横幅，表达着对许帅的敬意
与不舍。许帅 8 岁的儿子多多，脸蛋紧紧
贴着水晶棺，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

许帅生前为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
因病去世时，年仅 37 岁。“生命只剩一分
钟也要继续工作！”带着无限眷恋，许帅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心爱的救助事业。

走出“医养结合”新路

救助工作面对的都是社会弱势群
体，但许帅从未嫌弃。“回家！”是他对
救助者常说的话。每逢这时，救助者总
是 疑 惑 地 问 ：“ 家 ？”“ 对 ！ 回 咱 们 的
家！”许帅总是微笑着说。在他心底，早
已把救助者当成亲人。

为了心爱的救助事业，许帅尽心竭
力：为受助人员建心理咨询室，努力营造
出温暖、舒适的救助环境；坚决保证受助
人员生活用品质量，不怕花钱，自己却十
分节约，外出吃饭的剩菜汤都要带回家拌
米饭⋯⋯

2014 年，许帅带领安阳救助站在全
国率先设立了医疗安置区。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要承担很大风险，许多人望而
却步。以前，救助站只对流浪人员提供临
时救助，一般不超过 10 天。并且，这些人
员存在着疾病传染、死亡赔偿等一系列复
杂的社会问题。

“这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如果连救
助站都不关心，又有谁会来管？”许帅说，

“大家一起干，出了事我一人承担”。于
是，在许帅的带领下，安阳市救助管理站

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长期滞留人
员接到站里，引入机构驻站照料，走出了
一条“医养结合”的新路子。

许帅常把自己假想成受助人员，把
“换位思考”做到了极致。在他的带领下，
救助站所有的床头都改为无棱角，所有可
以拆卸的床铺都被固定，所有风扇都装上
了保护网，所有的暖气片都改成了地暖，

就连拆除铁窗时留下的钢筋茬子，也都被
打磨平整⋯⋯

为给受助者提供更优质的帮扶，他挤
出时间，重新拿起书本，学习心理学和社
会工作知识，并动员大家一起学习。经过
努力，他和站里的业务骨干都拿到了国家
三级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师资格证。

真诚付出收获累累硕果。自医疗安
置区设立以来，安阳救助站已收治智障、
癫痫等流浪乞讨临时安置人员 219 人，其
中有 142 人病情好转，有 139 人被顺利护
送回家。

2014 年，安阳市救助管理站被民政
部评为“国家二级救助管理机构”，走在了
全国救助工作的前列。

习惯性地为别人着想

“许帅从小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
总是习惯性地为别人着想。”提起许帅，他
的妈妈不住哽咽。

“对工作履职尽责、特别孝顺、心肠
好、节俭、顽强⋯⋯”熟悉许帅的人，称赞
的话总是说不完。

“我们化疗科室床位很紧张，许帅总
是主动把床位让出来，自己坐在护士办公
室的沙发上输液。”经常给许帅做治疗的
护士张龙琳提起他，满怀敬意。

“许帅心肠真是好啊。”同事王国法边
流泪边回忆道，今年春节前单位排班，自
己正好排到除夕那天。可想到远在老家
年过八旬的独居父亲，他很想回去陪老人
过节，一时左右为难。“你的班我来值！”细

心的许帅了解到情况后，想也没想就对他
说。此时，许帅已是胃癌晚期。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帅主
动请缨到一线抗震救灾。在地震灾区，他
全力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无暇顾及自
身。一个深夜，雨越下越大，余震不断，山
石不停滚落。许帅不顾安危，坚持前往山
里运送救灾物资。一路上，摔倒了，他爬起
来再走；腿脚受伤了，他毫不在意。当救灾
物品送到群众手里时，他的裤角和鞋子沾
满血水。在应对堰塞湖转移群众期间，为
保障当地群众的财产安全，他毅然留守在
最危险的地方看守帐篷和物资。

用生命铸就“孺子牛”精神

2014 年 12 月，许帅在北京被确诊为
胃癌晚期，已无法手术治疗。拿到诊断
书，许帅泪流不止，对父亲许宏刚说：“我
要回去，一边工作，一边治疗。”许宏刚又
急又气：“你咋还想着工作？”许帅坚定地
说：“爸爸，现在的我，已不在乎生命的长
度，只在乎宽度⋯⋯”许帅的这番话，让许
宏刚无言以对，只好将许帅转到安阳市肿
瘤医院治疗。

然而，每次治疗刚结束，许帅就想方
设法回救助站工作。一次，前来探望的叔
叔看到他瘦骨嶙峋、面无血色，很心疼，拉
着他的手，说：“帅帅，身体是自己的，在医
院安心养病，工作暂时放一放吧。”许帅在
病床上缓缓扭过头，用微弱又坚定的语气
说：“放心吧！原来预计只有 3 到 6 个月的
时间，现在一年多了，还是好好的。我现在
能多活一天就多坚持一天，只要我活着，
我就能工作，就能回到救助站去。”

随着癌细胞一再扩散，许帅出现了腹
胀、腹痛、尿血、乏力等症状，但这些都阻挡
不了他的工作热情。一次，他疼得脸色煞
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不断滚落，整个人
蜷缩在一起。医生准备给他打止疼针，他急
忙拦着：“别打别打！一打针就睡着了，我还
得去单位，忍一会儿就过去了。”

还有一次，许帅在腹腔手术切口还没
有拆线的情况下，坚持出了院。“现在出院
不行，很危险！”医生捏了一把汗。许帅却
铁了心，“我年轻，恢复得快。救助站还有
很多工作，我得赶快回去处理”。

7月 11日下午，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
赶到安阳，在许帅的病床前，宣读了《民政
部关于授予许帅同志最高荣誉奖——“孺
子牛奖”的决定》，把奖杯和证书送到许帅
手中。

这是一次特殊的颁奖仪式。躺在病
床上的许帅，用手久久地抚摸着“孺子牛”
奖杯，流下了热泪：“等我病情稳定后，我
会继续以‘孺子牛’精神，为民政事业作更
大的贡献！”

得知许帅病重的消息，一些他曾救助
过的人想要赶来探望，社会爱心人士纷纷
想要捐款，都被许帅拒绝了，“我什么都不
缺，把这些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想到时日不多，住院期间，他还背着
家人申请了眼角膜和遗体捐献，作为救助
他人的最后一站。

正如诗人艾敏所说，你是真正的布尔
什维克，你是合金钢的共产党员，你把自
己捐了个干干净净，你把自己奉献得完全
彻底。

爱人者，人恒爱之。许帅走了，但他
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献身救助事业的“孺子牛”
——追记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管理站原站长许帅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赵梦媛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王 伟

2016 年 9 月 7 日，一列动车在云贵高
原的崇山峻岭中风驰电掣。这是沪昆高
铁上从贵阳开往昆明的第一列联调联试
动车。此举意味着贯穿中国东西向、线路
里程最长、经过省份最多的沪昆高速铁路
即将正式运营。

作为参建者之一,中铁五局机械化公
司沪昆项目指挥部的建设者们，望着如黄
龙般穿梭的调试车，百感交集。

质量第一

时间回溯到 2010 年 8 月，骄阳下，以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副总经理、沪昆项目
部经理佘志清为首的建设者们，赶到了贵
州安顺郊区。这里，多达 14 万平方米的拆
迁安置、超高压线转移、石油管道移置以
及 3座跨铁路特大桥的建设等待着他们。

在项目部的指挥下，上千名施工管
理、技术和作业人员按时开赴到位，531台

（套）各类设备云集现场。经过不懈努力，
他们最终完成了 517 户拆迁，获得了 239
亩工程用地，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土地资源
保证。当年 9 月 13 日，他们率先在全线建
成并通过验收的中心试验室，获得了业主
沪昆公司颁发的第一张“绿色通知单”。

位于安顺市境内的沪昆项目部所辖
标段，线路全长 36.5 千米，所需混凝土原
材料数量极大。一旦筹划选用不好，将严
重影响混凝土质量以及成本和施工进度。

沪昆项目部通过慎重研究，决定采取
自制砂石方案。佘志清带领项目部相关人
员，在开工前对安顺境内 30 多个砂石场
的生产状况进行了详尽调查。经过慎重选
址、周密规划、科学建场，一个产品生产工
厂化和标准化的砂石场快速建成，确保了
混凝土高质量、高产量供给。整个砂石场
虽然投入资金 1300 万元，但取得的经济
效益十分明显，共节约施工成本过亿元。

深挖潜力

2012 年 5 月 12 日，沪昆项目部安顺
西站施工现场人头攒动，沪昆客专贵州公
司组织的全线路基连续压实控制技术运
用现场会在此召开。项目部采用的路基
连续压实工艺，不但减少了油耗、节约了
人工，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当年，项目部
安顺西站就获得了全线标准化工地殊荣。

在项目部施工的 8 标段沿线，路基边
坡上铺了一条长长的“绿地毯”。驻足细
看，绿草和灌木下有一层黑色的袋子，而

青草灌木就是从这上面长出来的。这是
该项目部正在申请国家专利并报批中国
中铁科技奖的三维排水柔性生态护坡。
这种三维生态护坡既避免了道床边坡景
观效果差的问题，又起到了绿化与维护作
用。在项目部施工现场，许多这样看似不
起眼的举动，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严格的工艺规范和不断的工艺优化，
确保了工程的质量。2013 年和 2015 年，
项目部施工的七眼桥特大桥和姚官屯特
大桥获得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授予的

“安全标准化工地”称号；2013 年，所施工
的 8 标段被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评为

“节能减排标准化工地”。
新工艺创造了新价值，而二次经营开

发进一步挖掘了效益潜力。项目部成立
的二次经营日常管理小组，仅在合同内的
负量差上挖潜，就增加产值近 7000万元。

聚人育人

在沪昆项目部驻地，有一道“风景”令
许多行人忍不住驻足观看，那就是项目部
周一早晨举行的升旗仪式。列队参加仪式
的员工喊出“努力工作，实现自我；快乐工
作，超越自我”的口号，令人精神一振。

用文化陶冶人，用思想引导人，用标
准化锻造人，沪昆项目部的聚人育人用人
举措别具一格。佘志清说，“项目部要打造
出优秀和谐的团队，就要在团队中建立统
一的价值观，并将它升华为精神，实现价
值共守、精神共通、情感共流、命运共担”。

项目部抓人心重在抓人文管理，努力
打造一支学习型、知识型团队。每周一晚
上，项目部五楼的灯光暖暖地照着每一个
专心学习的员工；每两周，项目部就会召
开一次职工大会交流思想；每月，项目部
要求每个管理人员写一篇总结；此外，还
不定期地举办培训班，有效提高了全员的
标准化作业技能。如今，这个项目部已向
外输送了 3 名项目经理、1 名项目常务经
理、5名项目总工和 6名项目党工委书记。

不讲条件，战则必胜。沪昆项目部参
加了无数次抢险与整治，先后完成了上千
个问题的整治与改造。进场施工 6 年来，
沪昆项目部多次在沪昆公司组织的信誉
评价中获得好成绩。

贵州的秋，是桂花盛开的季节，那怒
放的花朵将深情厚意敬献给广大沪昆建
设者。那奔驰的调试车承载着建设者的
梦想，经久不息。

飞 驰 梦 想
——记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沪昆高铁项目建设者们

本报记者 熊 丽 通讯员 谢永彬 顾 勤

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镇
供电所高家梁综合服务班班长
王建国，是一名奋战在农电战
线上的老职工，又是具有 26
年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还是
广德公镇关东铺子村群众交口
称赞的“驻村第一书记”。

带着责任去帮扶

广德公镇关东铺子村是翁
旗供电公司的“一对一”定点
扶贫单位。为精准扶贫，惠及
一方百姓，2015 年年初，翁
旗供电公司选派了能力强、深
受群众信任的老党员王建国担
任帮扶队队长，任驻该村的第
一书记。

王建国毫不懈怠，做了大
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用真心、
真意、真情投入这项事业。刚
到任，他就和帮扶工作队走访
了该村 11 个村民组的 200 多
户贫困户、低保户。在老百姓
家的炕头上，他详细了解每家
每户的实际情况，填写 《帮扶
手册》，逐户落实帮扶项目，
把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及时
反馈给公司，给公司领导决策
当好参谋。

这一年，翁旗供电公司扶
持该村柳树林子村民组 49 户
贫困户打井 11 眼，新架设 10
千伏高压线路 0.6 公里、安装
100 千伏安变压器 1 台，使水
浇地面积扩大 300 多亩，还解
决了 200 亩河滩地机井供电问
题。该村南湾子村民组有 200
多亩旱地“望天收”，翁旗供电公司无偿帮助安装 50
千伏安变压器 1 台，架设低压线 450 多米，解决了两
眼机井配套；投入 47 万多元，为全村机井配套供
电，保灌面积达到 1500 多亩；投入农网改造资金
94.2 万元，新增变压器 6 台，建设 10 千伏线路 7.5 公
里、低压线路 2 公里，使 8 个自然村的农田灌溉用电
有了保障。

电力足，脱贫动力才足。2016 年，翁旗供电公
司在关东铺子村的 6 个自然村打配大小口机井 14
眼，新增水浇地面积 3000 多亩；5 个自然村农网改
造工程已全部完成，改造台区 5 个，10 千伏配电线
路 0.5 公里，0.4 千伏低压线路 5 公里；利用企业资金
和职工集资无偿支持 2 台 30 千伏安变压器，农排机
井地埋电缆线 1260 米。在这些具体项目建设中，王
建国从踏查调研、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竣工投
运，都亲力亲为。“旗供电公司为我们办的实事、好
事最多。”群众异口同声地说。

带着感情去帮扶

“王书记，我们这摊子事真离不开你。”这是关东
铺子村小高家梁自然村村民对王建国工作的认可。

王建国上任不久，就在小高家梁自然村了解到，
村民陈宗耀是因病致贫户，一家人生计只靠他和他女
婿维持。王建国积极协调信用社贷款 5000 元帮他打
了机井，还自掏腰包 2000 多元，为他购买了 200 余
米机井电线和 20 袋化肥，帮他种上 30 多亩葵花，使
他当年收入近 10 万元，还上了贷款，真正实现了脱
贫。今年一开春，陈宗耀又购置了四轮车、翻地机、
播种机等农用机械，承包了村里 300亩地，预计今年
收入仍在 10 万元以上。群众见陈宗耀能干，一致选
举他担任村民组长。陈宗耀逢人就讲，“是王书记帮
我脱了贫，走上了致富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户都不能落下。王建国引
导群众大胆调整产业，并同河北一家公司协商，签订
种植甜菜、葵花订单合同，柳树林子、小高家梁两个
村民组因此人均增收 1000 多元。村民陶强高兴地
说，“电足了，山坡地也能浇了，种葵花每亩地的收
入比种小麦纯增 1000 多元”。2016 年，该村又完成
订单种植“363”大葵花 1500 亩，辣椒、豆角等蔬
菜 500亩，群众增收前景看好。

记者问王建国：“当第一书记的感觉如何？”王建
国很健谈，实话实说，“感觉就是累”。是啊，他负责
的高家梁综合服务班担负着当地 5 个行政村、70 个
自然村的供电任务。2016 年，他任职第一书记的关
东铺子村既是精准扶贫村，又是自治区“十个全覆
盖”建设的精品村，他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从搞

“四清四化”、改“三土”、调产业，到打配机电井、
农网改造、低电压治理、抄表收费，都是他“唱主
角”，说他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一点都不为过。

按规定，驻村第一书记每月在村上工作不少于
20 天，可王建国月月干满勤、出满点，日间寻查，
夜晚守候，脸晒黑了，人熬瘦了，嘴磨破了，把工作
做到村头、田头、炕头、百姓的心头。

亲戚朋友问他，“你都要退休的人啦，这么拼死
拼活地干，图个啥”？王建国淡淡一笑说，“咱是一
名党员，不图啥；要说图啥，就是图为大伙儿多做
点事”。

充满情怀的帮扶队长
—
—记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镇供电所王建国

本报记者

罗

霄

通讯员

吕佰裕

▲ 许帅（左）身患重病仍坚持

工作。

◀ 许帅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

灾一线连夜整理上报材料。

▼ 许帅为受救助女孩过生日。

安 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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