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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不忘共同致富
李新义摄影报道（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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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种了几十年的油茶，但要不
是李镇长帮忙，现在哪有这么高的产
量。”贵州黔西南州册亨县弼佑镇落江
村村民覃国兴在李志芳的帮助下，对
自家20多亩低产低效茶林改造后，油
茶产量上来了，收入增加了，心里十分
高兴，他见人就夸李志芳。

今年56岁的李志芳是贵州省万
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暨国家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贵州
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驻册亨县
弼佑镇省级科技特派员。

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李
志芳挂职弼佑镇科技副镇长。

李志芳初到弼佑镇后了解到：
油茶是弼佑镇的支柱产业，但长期
以来由于缺乏种植、管护等技术，
导致油茶种植低产低效。因此，李
志芳决定从油茶种植入手为乡亲们
做点实事。

要想油茶树增产增效，修剪、疏
果，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一样都马虎不
得。但大家觉得李志芳是来“镀金”

“走过场”的干部，质疑且不支持他
的工作，所以，李志芳改造油茶林的
工作一开始就卡在油茶树的修枝问
题上。

“我当时和大家打包票，如果改造
过的油茶树不增产，我自己掏腰包
赔！”通过李志芳不断做工作，部分油
茶种植户同意了。“改造后的油茶林，
平均增产30%以上，大家的收入也跟
着增加了。”

现在，一到油茶树管护季节，大家都抢着邀请李志芳到自
家油茶林指导帮忙。

册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和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从
李志芳到册亨县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决心：必须尽一份力，打
赢科技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战。

“我家22亩土地以每亩300元的租金流转给李志芳，不仅
一年有6600元收入，而且油茶收成还归自己，给油茶树除
草、修枝等也另给工钱。”说起李志芳，落江村村民覃乜困十
分激动，他说，李志芳的到来让他扬眉吐气。“油茶收入增加
了，挣钱路子多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多亏了我们的李镇
长。”

为加快弼佑镇油茶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李志
芳申请了40万元科研经费，在落江村打造了一个册亨油茶成果
转化技术集成示范基地。

“核心示范50亩，推广1000亩，辐射带动10000亩以上。”
李志芳介绍，基地主要针对弼佑镇油茶生产现状，将现有的油
茶林采取林地清理、密度调控、科学合理施肥、病虫害绿色控制
等科学措施，建成科技含量高、技术先进、示范带动性强、农业
标准化生产的示范园，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

通过李志芳改造后的油茶树，油茶干籽产量由原来的每亩
50公斤至60公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亩80公斤至100公斤，产油
量由原来的每亩7公斤至10公斤，提升到每亩20公斤至25公
斤，年人均收入由原来的人均1500元增加到3000元，带动当
地100余人脱贫。

“李镇长是真心实意来帮助我们致富过好日子的，我参加
了几次他组织的油茶培训，按照他的方法，效果真的很好！”昔
日贫困户、如今致富带头人的落江村村民覃智在李志芳的带动
下，生活有了大变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李志芳
通过走访调研、实地考察了解到，册亨县传统产业有起步较晚、
投入不足、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病虫害严重、产量不高、外观品
质欠佳等技术瓶颈问题，而他到册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想方
设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农业发展没有科技支撑很难做好做强，对农民来说，技术
培训是当务之急。”李志芳通过工作关系，主动对接邀请相关专
家，到册亨县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据统计，李志芳先后组织各
种栽培技术培训12期，培训农户1000余人次。今年3月，册亨
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去年底，挂职期满的李志芳自愿申请，以科技特派员身份
回到册亨县弼佑镇，与当地干部群众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
振兴。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暴雨频发，数
百条河流发生超警戒线以上洪水，暴发多起
山洪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国各地消防救
援队伍闻“汛”而动，在雨情、水情、灾情面
前，他们争分夺秒、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防大
汛、抢大险、救大灾，用担当和奉献践行了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
的铮铮誓言。

“党员跟我跳”

7月17日开始，安徽六安市遭遇历史罕
见的强降雨和大洪水，多个县区城区发生了
不同程度的内涝，防汛救灾形势异常严峻。

7月18日晚上9点多，前往六安支援的河
南郑州消防救援支队抗洪抢险救援大队党员
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拉着橡皮艇拖着疲惫的身
躯一步步地向岸边挪动。在这场抢险救援中，
消防员战士们已经连续奋战了15个小时，接
到换班命令后，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名男子突然截住船
只，焦急地喊道：“救救我们，我家里有个重
病的孩子，还有一个两个月的婴儿！”

“带路！”突击队队员刘杰来不及多想，
迅速将男子扶上船，调转船头再次冲进洪水
深处。夜已深，消防员们靠着微弱的手电
光，边划船边摸索前行。

到达男子家后，消防员们看到，水已经
倒灌进屋内，男子一家人挤在一层一处较高
的平台上等待救援。

“快穿好救生衣，老人和小孩先走！”刘
杰和两名消防员各背起一名孩子，手扶着一
对母婴和两位老人，一群人开始登船撤离。

水流中，坐得满满当当的皮划艇在慢慢
向前。突然，一名消防员感觉水流变急，连
忙说了句：“船在后退”。

“党员跟我跳！”经验丰富的刘杰当机立
断，带领3名队员迅速跳入没胸的水中，他
们一起奋力推着橡皮艇在水里缓缓行进，水
中不断有家具残骸、垃圾、废弃物向他们涌
来，视线变得模糊不清。

最终，几位年轻的消防员克服重重困难，
将男子一家安全送到岸边。“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是哪里的队伍？”男子握着刘杰的手泪流
不止。“我们是党派来的队伍”，刘杰回答道。

在紧张的抢险中，还有很多温情暖人的
场面。7月20日，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鱼
塘村遭遇洪水包围，郑州支队陇海西路消防
救援站副站长张奇临时客串了一把“超级奶
爸”，他用床单包裹住一名1岁多的幼儿，紧
紧抱在怀里，幼儿因害怕哭闹不止，张奇就
做出各种表情逗孩子，安抚他的情绪，直到
把孩子送到安全地带才松了一口气。

类似的险情，相近的场景，在此次抗洪
救援中有太多太多。截至8月2日15时，全
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救援
11585起，营救遇险被困群众38280人，疏
散转移108079人。

各地消防指战员勇敢逆行，哪里有需要
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危险就战斗在哪里，
让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汛救灾第一线。

“洪水再急，也急不过人命关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与洪水搏
斗的日日夜夜，各地消防指战员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无往不胜的强大合
力，坚决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7月6日下午15时30分，洪水突然暴
发，安徽铜陵市枞阳县2名村民被困于水库
泄洪口。接到任务后，安徽省消防救援总队
枞阳县消防救援大队队员迅速出发。

尽管见多了险情，但是在看到现场的情形
后，消防员们仍捏了一把汗——滔滔洪水中，1
人被困在小船上，另外1人紧紧抱着旁边的一
根石柱。2人身后不足5米处，就是水库泄洪
口，一旦被卷进泄洪口，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每耽搁1秒，
就会多1分危险！在场的大队长郑涛当即
决定使用抛投器远距离抛投导向牵引绳进
行救援。就在抛投过程中，石柱上的被困人
员因体力不支被卷向下游，万幸的是，他用
尽最后的力量抱住了一棵大树枝。

“洪水再急，也急不过人命关天！上船，
救人！”强克志、陈光达两名消防员和当地人
武部的一名驾驶员立即坐上冲锋舟驶入水
中。平日里沉重的冲锋舟，如今在湍急的水
流中来回摇摆。

“稳住，稳住，来，慢慢靠近！”消防员在
被困人员上游位置调转船头，利用舟艇动力
逆流缓慢靠近被困人员。经过多次调整，终
于成功将救援绳索准确地传递给被困人员，
并将其拉上冲锋舟，抱住树枝的被困人员随

后也被成功救上岸。
险情无处不在。7月12日，已经超警8

天的江西修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位。晚上
7点多，肆虐的洪水将修河三角联圩撕开了
一道口子，洪水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涌入圩
内，情况万分紧急。

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集力量，成
立了8个抢险救援组，对三角乡14个行政
村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消防队员们驾驶
着冲锋舟，从夜晚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下午，
疏散救援4000多名被困群众。

一座座江堤，阻断了肆虐的洪水。而守
护好江堤，保护好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是
消防员重要的职责所在。

7月21日上午，江苏泰州引江河与长江
交汇处附近，长江高港段江堤背面出现5处渗
水，疑似管涌。正在进行消防演练的江苏泰
州医药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的队员们迅速转
场，30名消防员冲上堤坝，采用手拎肩扛的方
式，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奋战，在管涌四周垒起
80厘米高的沙包，暂时控制住了险情。

决不放弃一丝希望

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是汛期造
成人员伤亡的主要灾种，每年因山洪灾害造成
的死亡人数占洪涝灾害总死亡人数的70%。

7月8日凌晨，湖北黄梅县4个小时降
雨量接近200毫米，24小时降雨量破历史
极值创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单日降雨
量。凌晨4时许，黄梅县大河镇袁山村3组
突发山体滑坡，1万平方米左右山体，3万余
立方米泥土裹挟着巨大山石瞬时倾泻而下，
7栋民房被毁，9名人员失联。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袁山村

灾情发生后，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启动
汛期跨区域增援预案，先后调集武汉、黄石
消防救援支队轻型地震搜救队和搜救犬队，
与先期到达的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同展
开救援。

当天下午4时许，通过架设简易站立通
道、破拆开僻救援入口、蛇眼深入内部侦查、
问话探寻等方式，救援人员隐约听见一名被
困者的微弱回应。

浑身是泥的搜救犬反复在那个位置来
回探嗅。

“安静！好像有声音”，不知道谁听到了
一点声响，然后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接收到来自被困者微弱的生命信号，全
体救援人员变得紧张而兴奋，于是一鼓作
气，逐步扩大破拆开挖施救空间，终于发现
被困者的具体位置。原来，这名被困者所在
房屋虽然完全被泥土掩埋，但是仍有三根屋
梁偶然形成了最低生存空间。

“慢点慢点，后面让开点！”下午4时26
分，在下托上接中，一名80多岁被困者被成
功救出，救援人员立即给老人蒙上双眼，避
免因长时间绝对黑暗及突然见光导致对眼
睛的伤害。

生命不会重来，救援没有重考。消防员
们身上那件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橙色抢险
救援服早已难辨颜色。然而，对于黄梅县袁
山村的村民们而言，这一队队人马，仍然是
一种代表生命希望的颜色。

决不放弃一丝希望，尽可能挽救每一条
生命。这是每一位消防员的初心和使命，一
个个橙色的背影，也在每一次救援行动中拼
尽全部的执着与努力，不负生命的奇迹与
尊严。

战滔天洪水 守一方平安
——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河南尉氏县十八里镇申庄村村民吴铁信是三级残疾人士，
他家生活一度困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吴铁信
在十八里镇党委、政府和驻村工作队帮扶下，自学石膏彩绘制作
技术，利用政府补贴的2万元创业资金建起石膏彩绘儿童玩具
加工作坊，并吸纳3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前来务工，日制作石膏
制品300余个，利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年收入提高。如今，吴
铁信不仅自己一家脱了贫，还带领其他贫困村民共同致富。

6月22日，重庆江津区西湖镇綦河流域洪峰过境，部分群众被困，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调集冲锋舟等救援装备前往救援。（资料照片）

曾经有人在疾驰的京沪高铁车厢内竖
起一枚硬币，硬币屹立9分钟不倒，铁路工
务系统的轨道调试精度让人印象深刻。

2020年4月20日，通沪铁路赵甸至黄
渡段开始联调联试。联调联试前，负责张家
港北至安亭西区段轨道精调作业的上海工
务段266名作业人员经过83个昼夜，完成
了正线双向244公里的钢轨调校任务，对区
间内170万个螺栓、117组道岔及7个车站
的轮下部件进行了勘测调整。

1982年进入铁路工作的蒋钱明，在这
266名作业人员中算实打实的“元老”，参与过
老京沪铁路、沪宁、沪杭、京沪、合宁高铁等多
条线路的精调和维护。和钢轨、轨枕打了半
辈子交道的蒋钱明，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解决
了不少专家都拿捏不准的轨道病害故障。

“匹配轮轨关系，外行人看并不复杂，松
一松扣件，调一调螺栓，都是一些基础动作，
其实里面学问可大了。”安全科科长许宏
路说。

10年前，蒋钱明参与京沪高铁精调作
业，团队负责的一段线路因地质原因无法使

用勘测仪器获取数据，当时在场的专家也犯
了难。思来想去，蒋钱明决定“从头来过”，
他找来线路铺设时的检测图纸，逐一比对测
量，并记录、复核、修改数据，近7公里的线
路，弯腰、起身，再侧卧俯身，一套动作重复
数万次，勘测完毕得出数据后，蒋钱明半个
月不能弯腰。

在蒋钱明的带领下，通沪铁路精调作业
以每天8公里的高效推进，道岔调校误差值
控制在0.11毫米内，仅仅是一张A4纸的厚

度。“只有做到这样，车轮和钢轨才能迸发出
所有潜能。”蒋钱明说。

蒋钱明19岁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一
名铁路线路工，从线路检查、养护、维修等基
础学起，一个个项目磨过来，一个个日夜熬
过来。在参与老京沪线提速工程时，蒋钱明
为一处数据异常而深夜步行13公里，查遍
两万多根轨枕，9个小时后发现了那根病害
轨枕。别人眼里的“大海捞针”，蒋钱明却认
为这是合格线路工的必经过程。这些年，看

着火车越开越快，蒋钱明觉得自己还是儿时
那个追着火车奔跑的少年，只是这位“少年”
距离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仅剩下不到
1000天。

这次参与通沪铁路精调作业，和12年
前第一次参与线路精调相比，蒋钱明的后背
有些驼了，体力也大不如前，但他的工作习
惯始终没变，现场测量亲自上手，所有数据
必须测量3遍以上。

对于曾经参与调试的线路，每一个重要
节点蒋钱明都记得。“一直在线路上走，时间
不知不觉‘滑’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
新建线路精调。”蒋钱明感慨：“国家对于交
通建设的投入力度一直很大，从普速单线到
复线，从时速250公里动车到时速350公里
高铁，当时没敢想的，现在都实现了。”

2012年，上海工务段开办了以蒋钱明
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让他有更好的
平台把数十年所学所悟进行归纳总结，向新
进青年传授经验。

“专业知识是基础，但在线路维修养护
中碰到的问题是多样的，对现场经验提炼总
结，才是做好工作的制胜法宝。”参与现场精
调的青年班长魏双豹对蒋钱明的这番话印
象深刻。对于如何匹配好轮轨关系，蒋钱明
一直有个形象比喻，“这就像看病，抽血、拍
片是确定病因，病因怎么形成的、后续怎么
开方抓药，也是必须要弄明白的。”

从业以来，蒋钱明对业务技能从不“藏
私”，遇到同事请教专业问题，他都倾囊相
授，毫无保留，为此大家都叫他“蒋老师”。

先后经历多次铁路大提速，用脚步丈量
过的钢轨距离相当于绕行地球一圈还多，蒋
钱明并不觉得辛苦。业余时间，他开始重点
培养单位里的一些青年“苗子”，用他的话
说：“上一段的终点，就是下一段的起点。”

上海铁路工务段蒋钱明：

38年做好钢轨调校一件事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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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吴铁信（中）正在教村民石膏彩绘技术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