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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桥工段段长赵新亮——

守 护 铁 路 安 全 的“ 老 工 务 ”
本报记者 齐 慧

乡村工匠大有可为

刘

蓉

赵新亮在铁道线上检查设备状态。 （资料图片）

浙江省乡村振兴局等 8 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高水平推进乡村

工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将认定 100 个省级乡村

工匠名师工作室、1000 名省级乡

村工匠名师、1 万名市县级乡村

工匠。

人 才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关 键 因

素，乡村工匠作为土生土长具备

突出技能的人力资源，是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有生力量。近

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多项政策、

举办多项活动，为乡村工匠成长

创造良好条件，多举措支持乡村

工匠发挥作用。如国家乡村振兴

局、教育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

意见》，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

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四

川出台《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

工作的实施意见》，广东积极推动

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评审工

作，吉林农业大学成立长春乡村

工匠学院等。

乡村工匠是我国优秀农耕文

化的传承人和守护者。培育和扶

植乡村工匠，能激发乡村文化活

力，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农

民就业增收。例如，山西乡村工

匠康尧传承“浑源北芪加工技艺”

并创办黄芪加工厂，带出了 40 多

名学徒，吸纳周边 53 人就业，年

利润 100 多万元。秦巴山区竹溪

县乡村工匠张晓莲发扬“国漆”文

化，创建漆器工坊和漆艺工作室，

每年培训 30 余名漆艺传承人，带

动 42 户 农 户 参 与 生 漆 产 业 发

展。很多扎根乡村的能工巧匠与本土优势资源有着天然

的联结，具备带动一方乡亲致富的潜力。

乡村工匠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培育

乡村工匠队伍、提高乡村工匠素质，是提升新时代乡村治

理水平的抓手，他们可以在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农村

社会治理格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培育和成就乡村工匠，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先行者

和带头人，要进一步加大交流培训力度。一方面，要继续

保持传统“传帮带”形式，进行现场言传身教式的交流和

培训方式，实现乡村工匠知识和经验的传承积累；另一方

面，要为乡村工匠提供更多学习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机

会，为其提供科学的职业认证途径，让乡村工匠不仅具备

传承力，还要具备引领力、创新力，更好发挥引领示范

作用。

随着中央和地方对乡村工匠的培养持续深入推进，

各地的乡村工匠队伍必会在新时代发挥聪明才智，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创造更多价值。

“我们段管辖范围横跨着两个省份，有

1132.6 公 里 的 线 路 、536 座 桥 梁 、1318 组 道

岔⋯⋯”提起自己负责的铁道线路设备，赵

新亮如数家珍。

赵新亮是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桥工段段长，目前带领着 1600 余人的队

伍，担负着京广线、新焦线、侯日煤运通道等

线路部分区段的路基、桥梁、道床、钢轨和扣

件等设备的养护维修任务，确保列车安全平

稳运行。今年已经 58 岁的他，每天基本吃住

在单位，对负责的每条线路、每座桥、每组道

岔的状态和安全关键点都了如指掌。

赵新亮曾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铁

路“火车头奖章”、集团公司“安全功臣”等诸

多荣誉。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和

钢轨打了 40 多年交道的“老工务”。

危急时刻抢在前

旅客们坐在舒适的列车里，隔着车窗常

会看见旁边的线路上有一群穿着黄色工作

服，拿着撬棍、道尺、电动捣鼓镐等工具专注

地工作的人。这里面就有赵新亮和工友们的

身影，他们像一枚枚道钉钉在祖国的铁道线

上，不分昼夜地守护着一列列火车安全平稳

通过。

“狂风暴雨时，别人都是往家里跑，老赵

他们这些干工务的，却急着往铁路上跑。”赵

新亮妻子有时半开玩笑地抱怨。一年当中，

最冷、最热、雨雪最多的时候，恰恰是赵新亮

和工人们最为紧张和忙碌的时段。

2021 年 7 月 22 日，河南省新乡市遭遇极

端强降雨天气，新乡桥工段管内京广线卫辉

至淇县区间出现多处险情，其中上行线 563

公里 147 米处桥梁受灾最为严重。

“附近村里 80 多岁的老人说从没有见过

这么大的洪水。”卫辉维修工区工长刘曹阳回

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当日 17 时，桥台被洪水

冲毁，上行线道床被冲空 10 孔，形成过水通

道，继续冲击下行线路，洪水危及行车安全。

段部所在地因积水严重，无法派出抢险车

辆。情况紧急之际，在调度指挥中心指挥的

赵新亮果断申请启动轨道机车，带队从新乡

站启程，涉水前往抢险地点。

“大雨不停，道床已有不少积水，原先 30

分钟的路程走了 6 个小时，大伙儿心里都有

些打鼓，但是赵新亮仍镇定地布置任务。”参

与抢险的李红艺回忆。接近午夜时，赵新亮

带队在大雨中与驻地抢险人员汇合，大家仿

佛都找到主心骨。实地勘察过后，赵新亮作

出拆除旁边废弃道路、用土石填补缺口、用最

短时间抢通线路等一系列安排。

“大家都跟我去扛麻袋堵缺口！”赵新亮

带头扛起装满石砟的麻袋，踏着泥水向道床

缺口走去⋯⋯“风雨交加，雨衣胶鞋都不管

用。但是看到赵新亮快 60 岁的人了，还在雨

里跟我们年轻人一起扛砂石，大家都拼命向

前冲。”参加抢险的技术员邱楼感慨道。

在风雨中连续奋战 21 个小时后，险情得

到控制，滞留的 3 趟旅客列车顺利通过。疲

惫不堪的赵新亮在给抢险人员安排好伙食

后，随意盖了几层麻袋片就沉沉睡去。

全心投入显担当

一把磨得锃亮的检查锤、一双被螺栓油

脂浸染的运动鞋，是赵新亮每日出行的标

配。日常的检修工作，赵新亮从不马虎，重要

节点的施工任务，他必定牵头指挥，确保出色

完成。

2022 年，新乡桥工段集中修施工任务较

之以往时间长、战线长、工作量大。赵新亮坚

守一线，带领职工转战京广及新兖线，手把手

指导新任职的车间主任和技术专职，及时纠

正现场施工组织、安全管理、质量卡控等方

面的问题，安全高效地完成更换道岔 116 组、

更换钢轨 28 公里、应力放散 122.3 公里等生

产任务。

接到京广线线路设备和环境达标整治任

务，他带领职工徒步检查线路情况，现场指出

问题、完善方案，在短短 15 天内完成了杂草

清理 165 公里、外观整理 71 公里、回收轨枕

20179 根、标志刷新 3612 处、晃 车 病 害 整 治

98 处、更换失效枕 564 根等任务。

多年的奔波操劳，让赵新亮的胸部时常

感到疼痛，爱人多次让他去医院做检查，他却

总说“不要紧，肯定是没休息好的事，等忙完

这段再去医院看看”。

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遭受了较为严重

的细菌感染，需要尽快手术。手术后没几

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走上了时刻挂念着的铁

道线路，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当中。

传授经验惠职工

在新乡桥工段，几乎每名职工都认识赵

新亮，在工区或是作业现场碰到了，大多还会

主动上去和他聊上几句，说说设备和车间班

组的管理情况。他也经常在职工们搬运机

具、拔草时“搭把手”。在大伙儿看来，赵新亮

段长是典型的“老工务”。

“和伙计们打成一片，大家才会跟你说心

里话，你才能知道还有哪些工作做得不到位，

需要尽快改正。”赵新亮是这样说的，更是这

样做的。

体力劳动强度大、工作现场环境差，当过

线路工的赵新亮深知工务人的辛苦与不易。

自从事管理工作之日起，他就下定决心改善

一线职工生产生活环境，让养路工也能体面

工作、幸福生活，让单位成为职工们“第二个

家”。

工作中，赵新亮是个典型的“大嗓门”“直

性子”，但在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

总能做到细致入微、换位思考。2021 年冬

季，赵新亮在长垣桥梁车间检查工作时，听到

有职工抱怨天气寒冷，早晨工作回来用凉水

洗漱身体不舒服，就立即组织相关科室和车

间管理人员召开现场办公会，当天就为车间

卫生间加装了热水器，让职工一打开水龙头

就能用上热水洗漱。

车间的食堂改造、工区的房屋漏雨、晾衣

房和淋浴室的搭建、淋浴间的公用洗漱用品

是否及时更换⋯⋯诸如此类改善一线职工生

产环境的事，赵新亮办了一件又一件。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职工的生产生活条

件有了巨大改变：配有空调的职工间休室、干

净整洁的职工食堂、条件一流的职工活动中

心、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职工们感受到温

暖与关爱。

此外，他非常乐意向单位的年轻同志传

授经验，手把手地教业务、传思路、授方法，不

遗余力对他们进行指导。“新任职的科长、车

间主任们很年轻，工作经验有些不足，我得赶

在退休前把他们带出来。”赵新亮说。

赵新亮还常常叮嘱年轻人：随着铁路装

备技术的快速发展，机械化作业提升了工作

效率，现在的工作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但是，

线路维修养护标准提升了，作业难度增大了，

对工作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必须潜心学习、坚

守岗位，保障好线路的安全和质量。

作为从一线走出来的“老工务”，赵新亮

时刻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赵新亮（右一）在现场为一线干部职工传授经验。 （资料图片）

美团外卖骑手陈伟在送餐路上。 （资料图片）

“您有新的外卖派单，请尽快确认。”下

午 1 时许，美团外卖骑手陈伟将外卖送至顾

客手中后，骑上贴有“兴富小蜜蜂义工队”标

志的红色电动车，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

的地。

从每天只能送十几单的“菜鸟”开始，陈

伟勤练脚力、巧用脑力，5 年多时间就成长为

每天最多送 100 多单的“单王”，并被推选为

深圳市龙华区第一支“小蜜蜂”义工队队长，

在送好每一单外卖的同时，带领骑手积极参

与到维护社区建设的志愿服务当中。2023

年，陈伟荣获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

“跑外卖这份工作就是多劳多得，只要

肯付出努力，就有相应的回报。”陈伟在接受

采访时说，2018 年初，抱着闯一闯的念头，他

来到深圳，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兼职跑外

卖。“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探索城市的乐

趣，也觉得送外卖这份工作更加适合自己，

便从兼职转为全职。”陈伟说。

外卖骑手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有许多

门道，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信息更是时刻考验

骑手的应变能力。与很多新骑手一样，刚入

行的陈伟也曾多次遇到让他措手不及的“意

外”。比如，车骑到半路没电了、明明抵达地

址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商家店铺等。

“刚开始送外卖的时候，一心只想多送

几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经常会推着没

电的车送单，有一次甚至推了几公里。那时

候，一天只能送十几单，收入自然也低。”陈

伟说。

“这份工作就是熟能生巧，既然我不熟

悉环境，那就多做做功课。”陈伟说，他只要

有空就会骑着电动车在配送区域里穿梭认

路，比较难找的地方就在骑手群里询问，及

时把路线记下来。

大概 1 个月到 3 个月，一名新骑手就基

本可以完全了解整个区域的情况了。逐渐

掌握规律后，陈伟发现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并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如今，他每天可以轻

松地送 50 单以上，最高纪录是一天送了 120

单。5 年来，他已经累计服务 4.95 万次，累计

路程达 10 万公里。

外卖送单也是个技术活儿。“要合理安

排取餐跟送餐，要懂得规划路线。”陈伟总结

出一些配送小窍门。

对于骑手来说，同时配送多个订单已是

家常便饭，但商家的出餐速度有快有慢，顾

客地址不尽相同，如何安排才能提升效率？

“可以先取出餐快的，再取出餐慢的，配送的

时候根据顾客位置规划好路线再出发。”陈

伟说，有些地方对电动车进出有限制，这些

特殊情况都要掌握。

“年轻人不要这么着急，欲速则不达。”

一位保安大哥的话让陈伟受益颇深。现在

陈伟已不像刚入行那样一味追求脚下的速

度，而是思考怎样提升送单效率。

陈伟逐渐琢磨出一套送单方法，按照自

己的节奏规划接单数量——先在脑海里规

划好路线再配送，遇到问题上报平台寻求帮

助，工作起来越来越从容淡定。在晋升成为

深圳美团外卖龙华区观澜大水坑站骑士长

后，陈伟经常向队员传授自己的经验：“欲速

则不达，不要盲目行动，想清楚更重要。”

2021 年 5 月，陈伟带着骑手们在龙华区

组建了“兴富小蜜蜂义工队”，帮助社区做好

日常维护。“哪条路面上有破损、哪条路水管

爆了、哪些地方有安全隐患，我们这些‘小蜜

蜂’只要发现了，就会用手机随手拍下来，发

到义工队工作群里，群里有社工等对接人，

他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或对应的部门去

解决。”他说。

有一次，陈伟在送餐途中发现社区一条

路上洒了许多油，不少人在这里滑倒。陈伟

与其他义工队成员相继拍视频反馈，不到

1 个小时，路面就被清洁干净了。

在陈伟看来，“随手拍”虽然是微不足道

的小事，却能帮助大家培养城市主人翁精

神，也能促使城市的环境越变越好。“兴富小

蜜蜂义工队”成员从刚开始的 20 多人增加到

如今的 50 余人，“小蜜蜂”们积极向上的精神

也不断感染着更多的人。

“天热的时候，有些顾客会给骑手送水

喝；下雨的时候，顾客会发信息跟我们

说不要太着急，订单可以慢慢送。”

陈伟说，现在还有很多商家推

出骑手专属优惠，平台、社区

还沟通不少商家开设“暖蜂窗

口”，让骑手随时可以歇个脚、喝口水。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陈伟不仅与深圳这

座城市建立了感情，也从骑手这一职业中

寻觅到实打实的“获得感”。他还先后获

得美团外卖先锋骑手、美团外卖优秀骑

士长、广东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深圳市

龙华区最美党员志愿者等称号。

陈伟在工作中还不断学习，今年

7 月获得在职大专毕业证，他还准备

在美团申请免费上大学的名额，继续

读本科。“我想继续当几年骑手、

攒 足 本 钱 以 后 ，开 家 餐 饮

店，做点小生意，让自己

的人生更加丰富。”

陈伟说。

网约配送员：在城市中传递暖意

□ 本报记者 杨阳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