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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青孜村位于新疆阿图什市松他克
乡，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记者见到村

“当家人”邵祥理时，这位皮肤黢黑、衣装
简朴的男子，正冒雨查看新建服装厂村民
的就业情况。看着那些从田间到车间，从
灶头到机头的妇女忙的热火朝天，邵祥理
握紧双手说：“坚持走产业振兴乡村这条
路没错。”

2018年1月，中国保监会援疆干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办主任助理邵祥
理主动请缨来到克青孜村，担任该村“访
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队队长、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一年多来，他用自己的真
心和实干让这个贫困村变身产业兴旺的
新农村。

从“小作坊”到“小企业”

行走在克青孜村，除了焕然一新的村
容村貌，飘香的瓜果，还有隆隆的机器
声。克青孜村苏特布拉克食品有限公司
的卡吾力江·艾力正忙着用手机联系客
户，指挥员工发货。

“要不是邵祥理书记帮忙，也许至今
我还做着小生意。”5 年前，卡吾力江·艾
力一家三口只是每天做些酸奶拿到村里
销售的小本买卖。邵祥理驻村后，协调扶
贫资金254.5万元，为129户贫困户购买
了奶牛。看着村里扩大的养牛规模，他又
协调20万元扶贫资金帮助卡吾力江·艾
力扩大他家的酸奶生产规模。

有了资金支持，当初3个人每天生产
28 斤酸奶的家庭小作坊，扩大为日加工
牛奶2吨，产品远销喀什、和田等地的小
企业。“再过一段时间，我的酸奶小厂还会
扩大。”如今，卡吾力江·艾力在振兴新村
里抓紧建设5000平方米的酸奶厂房，投
产后可带动40多名村民就业。

振兴新村是克青孜村为部分贫困户
修建安居富民房的新址。邵祥理在这里
规划了占地3000多亩的小工业园，计划
承接各种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

小工业园内，马路笔直，新居整齐，一
座座现代化厂房正逐渐成形。有琳琅满
目商品的惠民超市已经开张，具有民族风
情的农贸市场即将完工，不久后，村民们
可以在这里营商购物。

“在外漂泊了半辈子的克青孜村人，
也想为家乡干点事。”今年 55 岁的艾尔
肯·阿不力孜是村里少有的富裕户。听说
村里要建工业园，他主动找到邵祥理，要
投资500万元修建榨油厂和酸奶厂。

“购买榨油机的合同都签好了，就等
着厂房建好，工人上门安装了。”艾尔肯·

阿不力孜边指挥工程车辆将混凝土倒入
厂房地桩边说。他还请了专业设计公司
来规划厂区，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价值。

“以后村里的企业都要搬到小工业园
区，村里会支持致富能手在这里投资建
厂，让村委会有干头，村民有奔头，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为了能使致富能手安
心建厂生产，邵祥理亲自为每家企业办理
土地手续、工商注册、食品许可证等，全力
做好服务工作。

帮乡亲过上好日子

“你来啦，赶紧进屋，今天一定要吃点
东西再走。”65 岁的合力其古力·托合提
高兴地拉着邵祥理走进她在振兴新村的
安居富民房。合力其古力·托合提说起

“北京儿子”对她的好，总会热泪盈眶。
“合力其古力妈妈是我认的‘亲戚’，

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她每次见到我都会
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捎箱梨’的喊。”邵
祥理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绰号时觉得
既亲切又有趣，现在大家会经常这样喊
我，也常打趣让我多买梨去看望阿姨”。

合力其古力·托合提早年丧偶，两个
女儿早已出嫁，她独自带着外孙女生活，
家庭贫困。邵祥理自从和她结对认亲后，
基本上每周都会抽空到她家来看看，帮助
解决各种困难。

去年，村里修建的安居房完工后，村
民们陆续进住。然而合力其古力·托合提
没钱装修，仍生活在墙体开裂的老房子
里。邵祥理得知后，自己拿出2万多元为
老人装修了房子，这让合力其古力·托合
提非常感动。

邵祥理不仅把合力其古力·托合提当
亲戚，还尽心为村里的每一户村民排忧
解难。

25 岁的阿丽雅·热合曼和母亲靠 6
亩地生活，经济困难。邵祥理了解情况
后，马上安排她到村里新建的服装厂上
班。“邵书记来了后，村里的房子变新
了，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多了。以前是村
民找干部办事，现在是干部主动找村民
解决困难。”阿丽雅·热合曼说，今年6
月家里人手不够，邵祥理就抽空帮她家
收麦子。如今，村里已有80多名妇女在
服装厂就业。

“药拿回去一定要放冰箱里，吃完了
就到村委会来找我。”村民吾日汗·主马一
家三口都患有帕金森综合征，需要长期服
药，经济压力大。于是，邵祥理自己花钱
为他们买药。怀着“把自己当群众、把群
众当亲人、把群众诉求当自己家的事”的
初心，不到2年，邵祥理已拿出10多万元
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自来到克青孜村，邵祥理即对村里建
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8轮走访，对每家的
情况都了如指掌。从发动朋友圈引入外
部资源到引导当地人搞活村经济，他精打
细算用好每一分扶贫资金，引导每一个脱
贫产业发展，帮助每一家定制脱贫方案。
截至2018年底，克青孜村有179户1050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年初
的30.6%下降至1.34%，甩掉了多年的贫
困帽子。

助力孩子的梦想

在克青孜村，邵祥理不仅有一个尽心

照顾的维吾尔族妈妈，还有许多助力梦想
高飞的孩子。

在一次入户走访中，邵祥理了解到因
父母离婚后又各自组建了家庭，只能跟着
奶奶生活的小学生热则耶·肉孜麦麦提，
学习成绩落后，性格内向。邵祥理和妻子
商量后，决定认热则耶为女儿。从此以
后，邵祥理对女儿悉心照顾，暑假还带着
女儿到北京游玩。

“扶贫更要扶智。”邵祥理认为，贫困
家庭只要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就
可能带动一个家庭脱贫。只有弥补教育

“短板”，让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有文化知
识，发展就有了希望。

邵祥理发动社会力量，在克青孜村
启动了“爱心助学基金”。村里的98名
贫困学生，每年都会收到2400元的爱心
资助款；组织村里70多名学习成绩优异
的学生开展了 3 次北京、上海游学活
动，开阔孩子们的视野；两次暑期开
学前，为村里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
发放 26 万元助学金；协调捐助 100 余
万元完善克青孜村小学和幼儿园教学
辅助设施……

“克青孜村的小学和幼儿园现在是周
边村镇里教学条件最好的。只要孩子们
努力学习，克青孜村的未来会更好。”邵祥
理说，帮助克青孜村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事情。

“邵祥理书记一心想着如何带动农民
脱贫致富，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
挨家挨户走访，和村民们成了交心的朋
友。”村干部依麻木江·阿布拉说：“这
样的干部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是值得
我学习的榜样。”

“坚持产业脱贫这条路没错”
——记援疆干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办主任助理邵祥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呈忠

邵祥理（左一）在村服装厂了解村民就业情况。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这是航天科
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149厂对接
机构总装组组长王曙群写在工作室墙上
的一句话，也是他作为一名航天一线工人
的铮铮誓言。

30 年，王曙群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
“大国工匠”，他的奋斗史是我国航天人传
承弘扬航天精神，脚踏实地不断创新，以
匠人之心铸航天重器的真实写照。

在太空中，两个航天器的对接被形象
地称为“太空之吻”，其中关键设备是对接
机构。近年来，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一
号、天宫、天舟，对接机构经历了7次飞行
试验考核，圆满完成了13次交会对接试
验任务。所有的对接机构均由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149厂生产，王曙群则是对接
机构的总装组组长。

如今的“大国工匠”王曙群，并没有高
学历，他1989年从技校毕业后从事普通
的钳工工作。每天，王曙群只是踏踏实实
地拧紧每一个螺钉，装配完成好每一件
产品。

在太空中，将两个航天器对接起来形
成一个“组合航天器”的对接技术，是人类
载人航天活动的一项关键技术。瞄准世
界先进水平，我国研制团队决定研制全新
的对接技术。1998 年，对接机构进入初
样产品研制阶段，由于很多工作都是首
次，出现问题也是再所难免。王曙群说：

“当时遇到的问题都是从未遇到过的，对
自己的工作都产生了怀疑，这个东西太难
了，到底能不能做出来？”

面对重重困难，王曙群还是选择了坚
守。对接机构中的每一套单机必须经过
各项试验，合格后才能进行总装，其中有
10 大类 31 套单机还需经过热循环试验

的考核，一次热循环就需37个小时的连
续试验。

为了保证试验的连续性和测试数据
的准确性，王曙群总是带领他的团队每次
都连续工作37个小时，每到半夜瞌睡袭
来，他们就用冷水擦一把脸；饿了就啃几
块饼干。就这样，31 套单机他们连续做
了31次37小时的试验。

一晃十几年过去，在对接机构研制过
程中，为了提高装配的可靠性。他牵头研
发了 50 多套专用装备。他完成论文 15
篇，获得5项国家发明专利，是对接机构
技术国家专利主要发明成员之一。

如今的王曙群，已经成为对接机构中
国制造的“代言人”。对于王曙群总装的
对接机构，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给出了

“能够让航天员放心地去执行任务”的高
度评价。

对接锁系同步性装调质量决定了航
天员能否在太空生存和能否安全返回地
面，是交会对接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12把对接锁是对接机构中的关键部
件，为保证对接、分离成功，不但相关各舱
室的气体不能泄漏，舱与舱之间也要“天
衣无缝”，而且对接时必须保持平稳、牢
固，不能有剧烈晃动。因此，12把锁的锁
钩必须实现同步锁紧、同步分离，这就好
比在太空中“拧螺丝”。经过多次试验发
现，分离姿态与设计要求产生了严重偏
差，而且这种偏差毫无规律可循。

为了早日攻克这一难题，他通过近一
年的反复试验、摸索，终于发现问题的症

结，并马上提出了新的工艺方案，同时调
整了测量方法，一举解决了困扰对接机构
团队近 2 年的对接锁系同步性协调的难
题，不仅能使柔性传动的对接锁系快速精
准地调整到同步，也使同步稳定性从最初
的3次提高至50次以上。

2011 年，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载着
由王曙群带领的团队亲手装调的对接机
构，在太空上演了一场完美的“太空之吻”
表演，使我国成为继俄罗斯之后第二个掌
握对接机构装调技术的国家。

“没有对接机构就没有我今天的成
长，没有团队的一起努力也没有我们今天
的成就。”王曙群一直把他的荣誉归功于
他的团队。

2012 年春节前的一个凌晨，王曙群
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在月球车整机振动
试验时，测试人员发现了测试数据不符合
要求，要求他立刻去北京参与排故。在接
到电话后，王曙群顶住压力，让赵杰、夏巧
伟、吕雯龙3位年轻人一起去，他留在上
海做后方支持。最后，年轻人不负众托：

“王师傅，事情解决了！”其实排故的24小
时内，王曙群基本没合眼，比结果更让他
激动的是，年轻人成长了。

如今，王曙群班组现有成员17人，平
均年龄38岁。通过探索与实践，王曙群
总结提炼出基于精准对接、筑梦空间的

“五零三化”的卓越质量管理模式，荣获了
2018 年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是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唯一获此殊荣的一线
班组。

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王曙
群坚信，一批批航天人“脚踏实地”的接续
奋斗，一定能换来中国宇航员游刃有余的

“仰望星空”。

为了那一瞬完美的“太空之吻”
——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149厂对接机构总装组组长王曙群

本报记者 吴 凯 李治国

王曙群在装配现场。 （资料图片）

“好人啊！真是好人啊！还
差点被我家老头子给冤枉了。”
一提起朱盼堂，被他救过的老太
太赞不绝口。

朱盼堂是国家税务总局兰州
市七里河区税务局龚家湾分局副
局长。

2014 年 6 月 30 日晚 9 点左
右，朱盼堂经过七里河金港城铁
路道口，从火车即将通过的一
刻，不顾个人安危，救下企图抢
在火车到来之前穿过道口的老太
太，自己却受了伤。

2014 年 8 月，朱盼堂路过
七里河马滩后面的河滩时，发现
那里有一块农民的菜地，大约一
亩多，由于长期无人耕种，里
面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朱
盼堂找到菜地的主人，征得主
人同意后，他用 20 多天把地里
的荒草全拔了，又用铁锹把地翻了，种上蔬菜。年
底，他通过兰州团市委，把地里收获的新鲜蔬菜捐
给 10 个孤儿家庭。2016 年 4 月，朱盼堂又向兰州市
社会福利院捐赠了一批绿色蔬菜，让福利院 260 位

“三无人员”和 20 多位孤寡老人免费吃到了新鲜蔬
菜。近两年，更是有 500 多人、100 多个家庭免费品
尝到了他的“爱心菜”。那片菜地也被当地群众亲切
地称为“爱心菜地”。

今年47岁的朱盼堂出生在甘肃平凉一个条件艰苦
的小山村。高中二年级时由于交不起学费，他弃学参了
军。从部队转业到税务系统后，朱盼堂自学考取了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他又自学法律，带头在七里河原国税局
西果园税务分局创建了“五五普法教育基地”，举办法
律讲堂，他第一个带头讲法制课，被甘肃省原国税局表
彰为“学法用法先进个人”。

在各项改革攻坚工作中，朱盼堂提前到窗口学习
一线操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地税政策，力争在最
短时间内掌握所有税种的业务操作。利用下班时间，
精研政策，紧抠操作细节。他是纳税人口中的“老
朱”，他是同事眼里的“万金油”，哪里需要他就去哪
里。面对改革中的一个个挑战，朱盼堂和同事们日夜
奋战、全力拼搏，确保基层税收工作运行平稳和改革
工作顺利完成。

很多人被朱盼堂的事迹感动，忍不住问他：为什
么？朱盼堂动情地说，“在我困难的时候，是党给了我
温暖；在我成长过程中，是部队让我得到了锻炼；当我
转业步入社会，是税务系统给了我关怀。我也要把自己
得到的一切回报给社会，方不负此生”。

军人本色，税官情怀。在税务部门工作十几年来，
朱盼堂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见义
勇为好人”“兰州百佳好人”并获“甘肃省第六届道德
模范”等诸多荣誉称号。一个个荣誉的背后，正是这名
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奉献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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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五旬的梁飞是四川眉山市中建钢构西部制造基
地的一名优秀焊工。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全国技术能手并
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奖，他在焊接第一线，一干就是
26年。凭借不服输的工匠精神，成功实现从工人向工匠
的华丽蜕变。

“我只是一名技工，给我办公室我也坐不住。这一辈
子只干焊接一件事，一定要做到敬业、专业。”现今诸多荣
誉在身，梁飞仍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在梁飞看来，既然选
择了焊工这份职业，就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以一丝
不苟的态度对待自己经手的每个零件、每条焊缝并力求
完美。

26年来，梁飞不断总结从不同制作项目、不同材质
上施焊所积累的经验，攻克了10余项焊接工艺难题，累
计为企业贡献专利3项，技术革新8项，降本增效达400
余万元。

欲成匠 先做工
文/摄 张忠苹

梁飞（右一）手把手指导两名徒弟，并将自己参加全
国比赛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梁飞进行焊接作业。梁飞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力
求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