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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13时15分，一场森林大火
打破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郭家坪村的平
静。火势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到当地森
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30日
凌晨，甘肃省森林消防总队 300 名指战
员星夜兼程千里驰援山西沁源火场。

在这场与“火魔”的战斗中，有 7 名
参加灭火人员的身影特别引人注意，他
们是来自甘肃森林消防总队平凉支队的
山西籍退伍老兵：王环宇、黄奥东、张文
辉、白江、焦红勇、宋晓凯、李晓鹏。他们
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得知原部队要
赶往山西增援灭火，不约而同地奔赴火
灾现场，与昔日战友们一起投入到灭火
救援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主动归队

黄奥东是原平凉森林消防支队崆峒
大队二中队战士，山西长治人，退伍后从
事物流工作。今年 25 岁的黄奥东常把

“退伍不褪色”这句话挂在嘴边。
听闻发生火情后，黄奥东立即放下

手中的工作，请假前往火灾现场，单位领
导问他：“啥时回来上班？”他不假思索地
回答道：“火什么时候灭，队伍什么时候
走，我就什么时候回来！”

3 月 30 日晚，黄奥东从晋中赶回长
治老家，穿上心爱的迷彩服，带着救援物
资独自驾车奔赴沁源火场一线。

与此同时，黄奥东曾经的战友、原平

凉森林消防支队崆峒大队一中队司务长
白江，也收到了火灾消息，他马上给大队
领导打电话，申请到火场与战友一起
参战。

那天晚上，白江辗转反侧睡不着
觉。天还未亮，他就开车接上战友王环
宇，直奔沁源，经过3个多小时奔波终于
到达火场。一路上，白江和王环宇看到
被大火肆虐过的青山已经面目全非时，
心急万分。

到达队伍任务地域后，白江远远看
到山上冒着滚滚浓烟和蔓延的火线，战
友们都在奋勇地灭火，他迅速跑到正在
现场指挥的大队教导员姜雪良面前，敬
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教导员，退伍老兵
白江向您报到，请求参战！”

中队长冯治理第一眼看到他时，惊
讶地说：“没想到你真的来了。”“退伍了，
我也是咱中队的一分子，我是在中队入
的党，参战绝不能少了我。”归队后，白江
向冯治理申请参与任务行动。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责任参加
灭火。”王环宇说，他离开家的时候，怕家
里人担心，所以谎称自己去出差，直到大
火扑灭后才向家人说了实情。

鏖战“火魔”

在肆虐的大火面前，7名老兵像当年
一样，奋不顾身，与战友一起鏖战“火魔”。

白江与班长张勇勇相互配合冲在最
前线，水囊蓄水、连接水带、安装枪头、启

动水泵，不到10分钟，距离地面60米高
的陡坡山腰处，顷刻间喷水而出，一处火
点也随之消失，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动作
敏捷、干净利索。

“白江，好样的，干得漂亮！”中队长
冯治理向他竖起大拇指。“这没什么，能
为灭火出一把力，能和战友一起灭火，我
觉得很有意义。”白江说。

在火场另一边，黄奥东快速就位。
“来到火场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血液沸
腾，看到眼前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还有那
些曾与我朝夕相伴的灭火装备，我激动
得不能自已。”黄奥东说。

面对火场坡度陡、山沟深，火点遍
布，稍有不慎随时可能出现危险，黄奥东
没有畏惧，战友战斗到哪里，他就并肩跟
进到哪里。在灭火过程中，他一直对战
友们说：“山再高一起爬，火再险一起
打。”

战斗中，凶猛的大火烘烤着黄奥东
的脸，浓浓的烟雾让他睁不开眼，喘不过
气。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无暇考虑个人
的安危，满心想的都是如何跟战友一起
快点制服‘火魔’。”

当扑灭一个又一个火头，成功解除
林区村庄的威胁后，黄奥东的脸上才露
出一丝疲惫的笑容。

与黄奥东一同奋战在灭火一线的还
有原平凉森林消防支队西峰大队五中队
战士宋晓凯，他与战友密切配合，扑打火
头，清理烟点，并相互提醒注意安全。他
说：“我感觉回到了当年，自己还是这支
战斗集体的一员，和战友们一样，刀山敢
上，火海敢闯。”

忠诚本色

“到火场灭火，保护森林，让林区百
姓看到希望，这是我作为消防退伍老兵
的使命。”回想灭火时的场景，原平凉森
林消防支队西峰大队五中队战士李晓鹏
惋惜地说，“看到烧毁的林子真可惜，我
想提醒林区的父老乡亲们，保护森林，从
我做起。”

刚刚 25 岁的李晓鹏今年 1 月份刚
结婚，本应该在家中享受甜蜜生活的他
在得知火灾发生后，毅然地选择归队灭

火。新婚妻子万分不舍，担心他的安全，
可又劝不住他，只好含泪反复叮嘱他注
意安全。

到火场归队后，李晓鹏主动和战友
们一起扑打火线和清理火点，干得满头
大汗，却说丝毫没感觉到累。

张文辉是原平凉森林消防支队西峰
大队五中队战士，山西介休人，退伍后创
业经商。3月 30 日凌晨，他从朋友圈了
解到原部队去沁源灭火的消息后，急得
一晚上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暂停
了餐馆生意，购置了方便面、矿泉水、酸
奶等食品，把汽车后备厢塞得满满的，匆
匆忙忙驾车奔赴火场，慰问战友，向队伍
请战。

救灾期间，张文辉得知四川凉山木
里牺牲了 27 名灭火战友，内心非常悲
痛，“牺牲的战友那么拼，都是为了保护
祖国的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他流着泪说。

有不少亲朋好友打电话给张文辉，
“森林大火太危险，你都退伍了，赶紧回
来吧。”但他却说：“虽然退伍了，但是我
的心还时刻关注着队伍，我从未忘记森
林消防战士的使命。家乡发生火灾，我
必须担起灭火责任，不为别的，只因自己
曾经是一名森林消防兵。”

黄奥东、张文辉 2 名退伍老兵在火
场坚守了 6 天，一直到队伍圆满完成任
务。4月6日，陕西韩城桑树坪镇雷寺庄
林场发生森林火灾，正从沁源返程的黄
奥东、张文辉听说队伍又要转战韩城火
场，他们马上向原中队申请，得到允许
后，立即驾车前往韩城火场参加增援扑
救任务。他们表示，不管哪里有火情，只
要情况允许，他们都要尽一份微薄之
力。一名退伍老兵就是一面镜子，关键
时刻方显忠诚本色。

“若有战，召必回！”是对所有退伍老
兵的一场时代大考。甘肃森林消防总队
平凉支队7名退伍老兵用实际行动回答
了这一考题。当队伍完成任务撤离时，
张文辉站在队伍必经路口，一个人向撤
离的老部队战友敬礼。他说：“无论何
时，无论身在何处，我们森林消防退伍老
兵都有一个不变的初心，‘若有战，召必
回；若有战，主动回！’”

关 键 时 刻 见 忠 诚
——记7名主动参加灭火救援的退伍老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中国经济的发展，既需要高精尖的
研发人员，也要有我们这样的‘一线工
匠’。”“学技术就必须耐得住寂寞、下得
了苦功、找得对方法。”2019 年 4 月 14
日，江西铜业集团员工缪国斌和往常一
样，在德兴铜矿技能培训中心的训练间
隙，和学员们交流着。

缪国斌获得过“全国有色人才培育
突出贡献奖”“全国技术能手”“赣鄱工
匠”“德铜首批双首席”等诸多殊荣。4
年前，他还担任了德兴铜矿钳工协会秘
书长。

缪国斌心里明白，江铜决胜世界一
流的梦想，如果没有强大的高技能人才
做支撑，就不可能实现。“江铜以铜业报
国，我作为一分子，就该有‘创新必定有
我、创新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46 岁 的 缪 国 斌 说 ，他 要 做 的 事 还 有
很多。

缪国斌几乎把业余时间都放在了技
能培训中心，特别是遇到比赛或集训，他
更是没日没夜。平时上班，他也是忙得

不可开交，毕竟他是多个创新项目的领
头人，也是维修质量的把关人。

让缪国斌颇感欣慰的是，如今他早
已桃李遍矿区。他担任德兴铜矿钳工教
练的 9年间，徒弟已有 17人直接晋升技
师、16 人晋升为高级技师。全矿 9 名全
国技术能手中，有5人是他教出来的。

父亲是缪国斌的引路人。“要多学点
真本事，别让人瞧不起。要做个对企业、
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的教诲和期望，
正是每一位铜业工人的初心和使命。缪
国斌技校毕业后，接过父亲手中铜业工
人的“接力棒”， 从此，坚持、专注、精益
求精，缪国斌从未懈怠。

錾、锉、锯削、刮削、研磨，孔加工，装
条……这些基本功缪国斌一个也没落
下。10 多年潜心修炼、不断超越自我，
缪国斌从一名普通机修钳工，逐渐成长
为一名“大国工匠”。

当年，为了练手感，缪国斌独创了
“蒙眼锉”绝技；为了提高精度，他总结出
“利用光隙的颜色来判断直线度误差”，

把工件精度提高到半个丝的新高度。
多年的心血总结，缪国斌从未想过

保留和独享。从“工人专家”讲台到
“劳模创新工作室”讲座，他经常与同
行分享经验，交流心得。德兴铜矿技能
培训中心的工作台上，他亲自演示，不
厌其烦。

在教学中，缪国斌都是根据学员的
性格、习惯、体质、能力等特点“量身打
造”，制定与之相适宜的受训计划、方法
和手段。

2013 年 9 月，缪国斌带队出征“中
铝杯”。受训时，看到选手蔡艳涛制作的
工件总是达不到理想的精度时，缪国斌
马上介绍自己的 4 种工艺方法让他训
练。最终，蔡艳涛拿到了全国冠军并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之后，邹宗伟、刘斌、徐乃钰、蔡亦
春、汪远辉、叶志峰等一大批能工巧匠脱
颖而出。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是缪国斌学技术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0年 5月，德兴

铜矿从美卓矿机引进了首台 HP800 圆
锥。这种圆锥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当
时因外方企业严密的技术封锁，安装中
遇到很多难题。为防止受制于人，缪国
斌不断精准测量、研究观察每个细节，最
终确定出一套极为简便、科学的调整方
案，仅用8小时就顺利安装完成，质量和
工期都大大优于外方。“土专家”打败“洋
专家”，为矿山设备国产化积累了宝贵
经验。

2014 年 ， 德 兴 铜 矿 泗 洲 厂 成 立
“劳模创新工作室”，缪国斌作为主要成
员，参与、引领“微创新”，先后申报
了 57 项合理化建议，数百项创新成
果，为老厂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国家把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江铜也提出了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步入
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技术工人一
定大有可为！逐梦高精尖，我愿意授人
以渔，因为那是我最大的快乐。”面对未
来，缪国斌信心百倍。

全国技术能手、江西铜业集团高级技师缪国斌：

喜 看 桃 李 遍 矿 区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通讯员 曾 芳

3 月 29 日 13 时 15

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

郭 家 坪 村 发 生 森 林 大

火。7 名甘肃森林消防

总队平凉支队的山西籍

退 伍 老 兵 闻 讯 主 动 请

战，不约而同奔赴火场，

与昔日战友们一起投入

到灭火救援中……

3月29日，消防队员们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郭家坪村全力扑救山火。 （资料图片）

7 名主动

归队参战退伍

老兵敬礼。从

右往左依次是

宋晓凯、黄奥

东、焦红勇、张

文辉、白江、王

环宇、李晓鹏。

（资料图片）

每天早上6点至晚上9点，每逢整点，北京火车站东西两
侧的塔钟都会准时奏响《东方红》乐曲，自1959年北京火车站
建成至今，60 年从未停止。在旅客的心中，它就是“北京时
间”。

守护塔钟的是北京铁路通信段北京站通信工区的 15位
员工，58岁的张兵是他们的工长。张兵清楚地记得，1980年
他参加工作第一天，师傅指着大钟对他说：“你的工作，就是保
证它分秒不差。”当时塔钟还是老式机械打点，故障发生率比
较高，一天快 5 分钟至 10 分钟很常见。张兵回忆，那时值班
室专门准备了几块瑞士怀表，谁值班谁兜里就装一块用于对
时。为了保证时间准确，我们先打电话从电话报时台获得准
确时间，再用校准好的怀表去对塔钟时间。每天隔两小时就
要到广场上巡视一次，看到时间有误差，就爬上钟楼，人工摇
动齿轮调节时差。“当时塔钟指针是灯管照明，为了避免高度
落差造成时间误差，塔钟指针都是异形的，因此照明用的灯管
也被特别制成异形灯，一旦出现故障，更换起来十分麻烦，为
换灯受伤是常有的事。”张兵说。

随着技术进步，塔钟不断升级，越走越准了。但守钟人的
坚守却一刻未停。

守望“北京时间”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虽然设备先进了，但通信工还是要每隔两小时要爬上塔

钟进行日常巡视和维护。每天两小时一次巡逻，24小时值班

盯守，还有一月一次、一季度一次、一年一次的各项检修维护，

看似简单、平凡的工作，却来不得半点马虎。

张兵在塔钟内检测子钟电机运行情况。1993年初，运行

了34年的两座塔钟作了第一次“换心”手术，照明设备也改成

了地面射灯形式，异形灯更换问题得到解决。2008年北京奥

运会前，塔钟再次升级，换成了更为先进的两级子母钟式设

备，还首次引入了 GPS 卫星校时技术，子母钟之间会自动通

信，一年误差不超过正负1秒钟。

张兵在北京站广场巡视，并用对讲机向机房内的同事通

报巡视结果。与塔钟相伴39年，张兵和他的工友们从未懈怠

过，他们说：“每当《东方红》乐曲响起，看到广场上、车站里的

人不约而同用手机、手表对时，辛苦一点也值了！”

在塔钟内，张兵（右）向徒弟康宁介绍注意事项。如今，即

将退休的张兵正忙着“传帮带”，带着他的“90后”大学生徒弟

们，继续维护、守望着塔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