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16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2019 年 10 月 7 日 19 时 40 分许，甘
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干部张
小娟和县融媒体中心王彦辉、陈文燕、
闵江伟等新闻工作者，在完成当天各自
工作任务后，返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不幸殉职。

4个青春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脱贫攻
坚的路上。

惋惜、哀叹，换不回他们的回应，徒留
人们的敬仰和遗憾，在山城舟曲的空中
回荡。

脱贫路上的最美身影

“这是立节一户贫困户自己做的板
凳，有 70 多个，核桃木桦木都有，质量很
好，也很漂亮（我下乡顺便拍的，没拍
好）。想要的和他本人联系，您的消费就
是扶贫哦！”这是张小娟微信圈里的内容，
给贫困户的产品做广告、做政策宣传，事
无巨细，虽然很苦很累，但她总是乐在
其中。

几年来，张小娟一直在最基层和家
乡群众打交道。她的脚步遍布家乡的沟
沟 坎 坎 ，而 这 一 切 都 源 于 她 对 家 乡 的
热爱。

“我以后有本事了，会回报家乡。”这
是张小娟当年考上大学时的承诺。

张小娟是藏族人，1985 年出生在舟
曲县曲瓦乡城马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2003 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历史学
和旅游管理专业双学位。

2007 年大学毕业后，张小娟来到舟
曲县立节镇成为一名驻村干部。2010年
被选拔纳入甘肃省优秀“80 后”年轻干部
后备库。2018 年被评为舟曲县“最美扶
贫人”、甘肃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今年5
月，舟曲县成立脱贫攻坚“三大行动”办公
室，张小娟被抽调担任副主任。

10月7日，张小娟又前往曲告纳镇大
年村进行脱贫攻坚县级督查核查工作，返
回途中发生意外。

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等着妈妈，
年迈的双亲等着她回去叫一声“爸、妈”，那
些贫困村的群众还等着她去宣传政策……

“可惜了，太可惜了啊，年纪轻轻的，
正是干事的时候！”舟曲县曲瓦乡头沟坝
村党支部书记不住地哀叹。而这又何尝
不是头沟坝村民共同的心声呢？

头沟坝村自 2012年开始发展苗木种
植产业，因为经济效益可观，到 2015 年，
村里70%的村民都已种植苗木。然而，受
2014 年苗木价格下跌的影响，第二年苗
木严重滞销，村民们愁眉不展，忧心忡忡。

那一年正是张小娟到曲瓦乡任副乡
长，她创建了“wei曲瓦”微信公众号，通过
各种渠道宣传推广当地苗木，成了名副其
实的苗木推销员。

同事回忆，她总是笑，不知道疲惫，各
乡各单位都知道她是业务骨干，一遇到工
作上的难题就找她商量。

张小娟的家人回忆，家里一起吃饭，
她的工作电话就没断过，一接起电话就会

神情严肃。
张小娟的工作几乎每天和困难群众

打交道，她心又软，碰上困难群众就会给
个50元、100元的。

选择远方就要风雨兼程

10月7日清晨，奔赴脱贫攻坚一线的
不只张小娟，还有舟曲县融媒体中心的王
彦辉、陈文燕，他们前往曲告纳镇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进行采访，已经到了脱
贫的关键时刻，持续关注各项工作进展是
他们近期的重点工作。

当天下午，完成采访任务后，他们和
在曲告纳镇进行督查核查工作的张小娟
及县融媒体中心的另一名同事闵江伟，一
同乘车返回舟曲县城。

19 时 40 分许，汽车自东向西行至陇
南市武都区两水镇烟墩沟白龙江大桥南
口时，不慎坠入江中，他们不幸遇难。

“别在能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做最
好的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学更多知
识。”这是闵江伟的座右铭。积极上进的
他始终奔赴在新闻采访最前沿。

南峪江顶崖和东山镇牙豁口滑坡灾
害现场，他不顾个人安危，到灾难最前沿
获取第一手材料，摄取最震撼的画面。今
年，在甘南州举办的“一会一节”期间，闵
江伟主动请缨到州广播电视台协助开展
宣传报道工作，不管是在脱贫攻坚主战
场还是突发灾害第一线，还是在重大活动
报道现场，他始终以勤劳的姿态和勤恳的
态度扎实工作。

提起王彦辉，同事们都说，正是因为
对新闻工作的热爱，才让他在工作岗位上
不知疲倦，奋勇向前。

两年来，他曾穿行滑坡灾害现场，报
道抢险救援的感人故事；他曾爬行数十里
山路，拍摄舟曲民俗博峪采花节的盛况；
他曾冒着高温酷暑蹲点村组，做舟曲富民
产业系列报道；他曾在寒冬腊月进村入
户，报道舟曲新农村的新变化。

王彦辉参与了舟曲全县脱贫攻坚、
文旅融合、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对外
新闻宣传报道，连续 5 年发稿全州名列
前茅，100 多部反映舟曲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脱贫攻坚实效、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的专题片、纪录片、微视频，频频亮
相央视荧屏。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 32 岁美丽的陈
文燕离开了她热爱的这个世界。

这个被同事亲切称为舟曲“陈小
丫”的朴实上进姑娘，用一腔热血奔走
在家乡小城内外的一线现场，用实际行
动传播着舟曲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 4 年里，300 多条新
闻、100 多个新媒体作品、20 多场现场
直播，记载着她曾经的工作；还有 100
多部反映舟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脱贫
攻坚实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题
片、纪录片、微视频，以及让多灾的舟
曲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生动故事，温
润着舟曲这一方水土的人心。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些年轻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芳华绽放的青春
岁月。

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

“刚到博峪，正在吃饭，一会儿下村。”
这是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张小娟 10 月 6
日留给家庭群里的最后一句话。

今年国庆假期，姐姐一家从州府回舟
曲，她和丈夫原本要请全家吃饭，但是因
为她负责的扶贫验收工作没有结束，团圆
饭没吃成。

“再见，这次招呼不周，等下次你们来
就脱贫了，把这次的补上。”张小娟承诺
家人。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小小的承诺
却永远无法兑现。

告别仪式那天，张小娟的几个好朋友
久久不愿离开。她们经常聚会吃饭，但10
次聚会张小娟能来一次都很难得，因为她
工作太忙了，总是笑着在电话里给大家致
歉：你们先聚，下次下次啊……

然而，却真的没有下次了。
闵江伟，这个长着一对小虎牙的年轻

人，阳光帅气，谦虚活泼。因为年纪小，和
同事之间经常以兄弟姐妹相称，他孝敬老
人，尊敬长辈，获得大家一致称赞。只要
谁需要帮忙总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他爱
说爱笑，在上下班的路上或单位开展活动
时，大家总是喜欢围着他谈笑取乐，一下
子就将工作的劳累消减了一大半，同事们
戏称他为“开心宝”。

“我以后还跟你去采访！”这是闵江伟
在甘南州电视台实习期间，对带他的记者
陈阳说的话。如今，已成了无法兑现的
事实。

只能和爷爷奶奶去游玩的儿子和张
小娟视频聊天，学着大人的口气说：“我这
次带爷爷奶奶旅游你不要嫉妒呀，我先带
他们去，以后再带我爸和你去……”

虽然张小娟、王彦辉、陈文燕、闵江伟
有太多的承诺已永远无法兑现，但是他们
兢兢业业、为群众服务的身影永远印在人
们的心里。

最美芳华绽放在扶贫路上
——追记甘肃舟曲县扶贫办干部张小娟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彦辉、陈文燕、闵江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到成为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完井
测试管理中心副主任，“80后”刘练在石油
行业已经工作了 14 个年头，他将自己的
青春岁月贡献给了石油行业。

如果把钻井比作盖房子，完井相当于
内部装修，是油井建设的最后工序。完井
作业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油井的生产
能力和经济寿命。西北油田完井测试管
理中心地处沙漠腹地的新疆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轮台县轮南镇，自然环境恶劣，
地质条件复杂，在这里“夺油集气”需要破
解一系列难题。

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专
业的刘练，毕业后来到完井作业区锻炼，
通过刻苦钻研逐渐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多年来，刘练带领平均年龄 28 岁的
年轻团队扎根大漠深处，面对世界少有、
国内仅有的超深海相碳酸盐岩油田，在塔
河油田完井测试、超深井开采技术攻关、
顺北特深油气田完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
贡献，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石油创
客”，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必须要紧贴一线开展攻关。”刘练独
创的“九可”工作法，有力地推动了石油基
地的创新工作。“九可”工作法即新技术可
否他用、可否扩大、可否缩小、可否组合、
可否改变等。在他独创的这一工作方法
指导下，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西北油田有几十口“鼹鼠洞”采油井，
常规刮管器根本无法进入。刘练与同事
根据“可否改变”原则，开始思索如何让刮

管器既能变大又能变小。
去年，可二次变径刮管器诞生并成功

投入应用。它进“洞”时可缩小，作业时恢
复原状，出“洞”时又会缩小，经历神奇的

“变身”能顺利完成套管刮削作业，节约了
费用和时间。

从沙漠地下“夺油集气”，必须依靠创
新技术。有一次，中心在对深达 6000 米
的艾丁 11 井进行分层测试时，遭遇难
题。由于地下井温高达140摄氏度，从国
外进口的 PIP裸眼封隔器一进入井下，就
被高温损伤。刘练与工作人员勘探 4 次
都没成功，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感到很挫败，但也就在此刻才
意识到，必须掌握关键技术，不能一味依
靠外来的技术和产品。”刘练坦言。

在这之后，刘练开始寻求解决适应井
温的办法。经多番寻觅，他与同事找到一
种耐高温的胶料，非常适合为油田制造耐
高温的封隔器。后来，由中心设计研制的
新型裸眼封隔器开始投入试用。根据测
试，这种新型裸眼封隔器可以耐受温度最
高可达 160 摄氏度，能进入深达 6500 米
的深井中，不论是在作业深度还是耐受温
度方面都比进口的封隔器性能好。

“目前我们设计研制的封隔器已经投

入 200 个井次，为国家节约资金 3800 多
万元。”刘练自豪地说，“我们的科技创新
都是被逼出来的”。

到目前，刘练带头创建的工作室已累
计获得专利 49 项，还有 27 项专利正在申
报中。此外，刘练带领发明的创新成果节
约完井时效高达 800 多天。2014 年至
2018 年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7013.4 万元，
节约成本2亿元。

在刘练的主持下，完井测试管理中心
探索建立了“培根工作系统”，将14个大项
33 个分项 200 多个小项的基本工作纳入
系统，将每项工作进行“价值赋分”，首次在
该区域石油技术管理领域实现了“量化”，
有力激发了职工的创新、科研动力。

同时，他还带领团队建成了“西北油
田井控实训基地”，让员工“真刀真枪”地
操作演练。而这个仿真实训基地却是他
和团队从“零”开始，从上千套废品中“淘”
出各类井口、阀门等零件，一点一点拼凑
出来的。

“一开始只是想帮助学员能够切身了
解井控，提高安全性。”刘练解释，“到后来
慢慢发展完善，还与中国石油大学联合研
制并建成了‘井控实操仿真系统’‘井控实
训考核系统’等软件系统，变成了一个真
正的实训基地”。

截至目前，该基地已经成为西北油田
员工井控培训的重要窗口和工区施工队
伍井控考核的唯一平台，也是支撑塔里木
盆地勘探开发工程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
之一。

中石化西北石油完井测试管理中心副主任刘练:

青 春 在 大 漠 沙 海 中 闪 光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韩 荣

刘练在生产一线工作。 邵洪涛摄

张小娟（右二）在农户家中了解情况。 （资料照片）

夜幕开启，下班的人如倦鸟归巢，随着一盏盏灯火
逐渐熄灭，城市慢慢进入梦乡。

然而，对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工务
段郑西高铁三门峡南线路工区职工而言，一天的工
作才刚刚开始。10 月 28 日 23 点 40 分，工区 4 名职
工和往常一样，开始对线路进行 4 个多小时的“夜巡”
检查。

三门峡南线路工区有职工20人，担负着郑西高铁
渑池南至灵宝西间上下行正线 104公里、三门峡南站
12组道岔、站线2.8公里、维修线0.78公里的巡视检查
和临时小补修任务。高铁白天运营，夜间停运检修，一
年365天，高铁检修人员只能“日夜颠倒”，他们都习惯
了这样的昼伏夜出。

10年前，陕西咸阳市的祝宝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
高铁工区成为一名线路工。“一夜检查线路至少要4个
小时行走 10 多公里，我们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节奏，
我会一直坚守下去，把工作干得更好。”

对于时速高达 300 公里的高铁来说，哪怕一颗螺
丝钉都不能遗漏在线路上，否则就可能酿成事故。每
天工区职工要对入网前、到达作业地点、作业完毕、出
网后的工具材料实行“四清点一确认”，做到工具材料
和人员无一遗漏。

当夜，工区职工重点对站区道岔进行巡视检查。
“检查道岔焊缝时，采用焊缝平直尺，要求两节钢轨的
焊缝只能凸出来0.3毫米，如果超过0.3毫米或是低了
都不达标”。工区班长王振涛说。

见到 69 岁的白春兰，是在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中医院。谈话
中听说记者要去“治沙英雄白春
兰冒贤业绩馆”参观，并向冒贤
的墓碑献花，正在输液的白春兰
呼地站起身：“护士，帮我拔掉
吊针不打了，另一瓶回来再打,
我陪你们去！”

驱车一路直行，直奔沙边子
村。途中，白春兰讲述了她和故
去老伴的治沙往事。

白春兰 18 岁嫁到花马池镇
冒寨子村。由于风沙灾害严重，
水源奇缺，与村里多数人家一
样，白春兰一家过着缺衣少食的
日子。风沙、干旱经常使得她们
夫妇俩苦干一年，一分钱都得不
到。难道永远过这种吃国家救济
粮的日子？1980 年的一天，丈
夫冒贤跑回来对她说：“听说沙
边子村有个叫‘一棵树’的地
方，尽管也是沙海茫茫，但那里
水层浅，挖沙两米就能掘出水。咱们去‘一棵树’
吧，或许有奔头！”

第二年春天，白春兰和丈夫赶着马车，带着铁锹、
树苗，背着孩子，联合本村10户人家，怀着开几亩水地
的憧憬来到了“生命绝缘带”的沙窝子——“一棵树”。

“一棵树”除了沙子还是沙子，七八级以上的大风
常常一夜间就将一座沙丘搬到十几米外。最初种下的
3 亩麦地，被沙埋，被野兔吃，到了年底还是颗粒无
收。看来在这个地方，要想种庄稼非得先治沙不可。

然而，在这干旱的沙丘上种树种草谈何容易。之
后，白春兰和丈夫开始冒着寒风顶着酷暑刨坑栽树，一
阵狂风袭来，刚刚栽下的小树苗不是被连根拔起就是
被流沙埋住。她们就刨出来，第二天再种……

白春兰说，1984年是最难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
年。那一年，一起来的村民看不到希望都陆陆续续搬
回了冒寨子村。白春兰也动摇了，哭闹着要搬回去。

“有些树苗已经活了，怎么能舍得离开？再坚持坚持，
我们肯定能摸索出一套防沙固沙的好办法。”丈夫当年
说的那段话，白春兰永远忘不了。后来，她们夫妇俩
琢磨着挖开1米多深的沙子，取出沙下的黄土，再把
黄土扬到沙上，种上庄稼。秋天，白春兰破天荒地收
获了4麻袋小麦。

她们在继续栽植乔木的同时，还种上适应沙地生
长、可以防沙固沙的沙柳、苦豆草、沙蒿等灌木。就这
样，暑去寒来，她们一年一年地坚持，一片片流沙被“制
服”，一道道绿色在延伸，她们终于成功征服了毛乌素
流动沙丘。

正当征服沙海胜利在望、生活一天天红火起来的
时候，与白春兰一起在沙海苦干了17年的丈夫却因劳
累过度患上肝硬化，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沙产业。

2000 年后，白春兰建立起沙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率领沙边子村88户农民，在他们夫妇治理800亩沙丘
的基础上，累计种树 6 万多棵，种植乔木 5 万株，风沙
育苗 900 亩，治理沙漠 2200 多亩。在白春兰的带领
下，目前村里4800亩水浇地种满玉米、蔬菜、马铃薯和
甜瓜，去年人均收入超过1.2万元。

白春兰说：“其实我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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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线路“夜行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赵 庆

郑西高铁三门峡南线路工区职工对该段线路进行

“夜巡”检查。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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