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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耕 沃 土 的“ 田 保 姆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 这 个 钢 拱 架 腹 板 ，如 果 靠 人

工 切 割 ，上 面 预 留 孔 就 会 出 现 大 小 不

一、间距不等的问题。”在兰永临高速公路

1 标钢筋加工场地，马小利正蹲在一排钢架

前，和同事们一起解决工地上遇到的技术

难题。

马小利是中铁二十一局第三工程公司

钢构班班长。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目前

已成为工地上的行家里手。他研制的多种

机械设备，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劳

动强度。因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他先后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铁路人”等荣

誉称号。公司还成立了“马小利劳模创新工

作 室 ”，吸 纳 60 多 名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从 事

研发。

勤学肯干作模范

1971 年，马小利出生在陕西富平县一个

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他

在当地一处农机站学习电焊和机械修理。18

岁后，他辗转多地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工地

看到那些管理技术人员，就特别羡慕。”马小

利回忆说，他暗下决心，没有学历，就要学好

技术，凭手艺吃饭。

2006 年初，马小利来到中铁二十一局第

三工程公司都汶高速公路项目部钢筋加工班

工作，靠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人才济济的中铁

二十一局脱颖而出，成为技术能手。

龙溪隧道是都汶高速公路项目的重难点

控制性工程，全长 7300 多米，是一座高瓦斯

隧道。“当时掌子面急需加工一台开挖台车，

但高瓦斯隧道里见不得一点火星，无法焊接；

在洞外制作的话，隧道里还有衬砌台车挡道，

没办法通过。”这是马小利到中铁二十一局后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结合自己在电焊方面

的特长和经验，将台车所需的槽钢、角钢、工

字钢设计加工成可用 300 多个螺栓连接的零

部件，再将加工好的零部件送到掌子面组装，

既安全又省事。

此后，马小利又陆续研制出喷锚混凝土

配料机、H 型钢弯曲机、多功能吊装设备等施

工设备，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还极大减轻

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提升了生产效率和

工程质量。

2009 年，38 岁的马小利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今年 1 月，马小利获评由中宣部、

国铁集团联合授予的“最美铁路人”称号。

随后，马小利作为第六届“最美铁路人”先进

事迹报告团

成 员 ，奔 赴 全

国各地开展巡回

宣讲。

各 种 荣 誉 接 踵 而

至，马小利说：“我只是企业的

一名普通职工，很庆幸赶上了好时代，

一步步走到今天。”

勇于创新解难题

“项目缺什么设备，我就造什么设备；设

备不好用，我就对设备进行改造优化；没有现

成的设备，我就自己画图、自己设计、自己加

工。”马小利发明创造出来的“小东西”总能在

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在兰渝铁路施工中，冬季最低温度达零

下 20 摄氏度，为克服低温对混凝土搅拌站的

影响，马小利发明了“沙仓地暖”；在浩吉铁路

施工中，隧道内施工车辆调头困难、油烟大、

安全性能差，他研发了隧道内施工车辆调头

装置；在兰新铁路施工中，混凝土浇筑 12 个

小时后必须立刻覆盖和洒水养护，他创新设

计出集混凝土养护、除尘于一体的隧道衬砌

混凝土自动养护除尘系统⋯⋯十几年来，马

小利始终扎根施工一线，在现场实践中发现

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在弯曲的钢拱架上切开一个个完全一

致的规则孔洞，其难度堪比一场精密的外科

手术。”中铁二十一局兰永临高速公路 1 标项

目部技术负责人赵强说，在以往的施工中，预

留孔切割的质量、间距全凭焊工的个人直觉，

但是经验再丰富的焊工，也不能确保每一次

出手都能绝对精准。

有难题，找马小利。在中铁二十一局第

三工程公司，大家都知道马小利擅长解决难

题。“马师傅带来一套自己设计发明的钢筋拱

架割孔装置，操作简单，可以全自动、等孔径、

等间距进行割孔，既节约成本，又能提高施工

效率和质量。”赵强指着切好的孔洞，一脸

欣喜。

工 地 上 还 有 一 个 个 难 题 等 待 他 解 决 。

兰永临高速公路 1 标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境

内，离村庄近，为了减少隧道爆破对村民的

打扰，项目部决定使用单臂掘进机。但是

此处山体为五级黄土和五级砂质泥岩，使

用单臂掘进机时会产生较多灰尘，影响工

人 健 康 。 怎 么 解 决 隧 道 施 工 中 的 降 尘

难题？

马小利来到兰永临高速公路 1 标，发现

隧道施工粉尘易飘散，如果使用雾炮机，灰尘

还会到处乱飞。将问题和现场数据记录好

后，马小利回到工作室想办法。没过多久，他

就带着解决办法赶到施工现场：先用水幕墙

降尘，再利用螺旋形的除尘系统进行二次、三

次降尘，将灰尘收集到水箱里，最后利用排泥

系统，把水箱里的泥排出去。

“这样几套设备搭配到一起，既能保障工

人的健康，又不影响施工效率。”马小利告诉

记者，他设计的这套喷淋系统不久后就可以

正式投入使用。

全力做好传帮带

2015 年 11 月，中铁二十一局创建了“马

小利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室针对铁路隧

道施工难点，先后成功研制了隧道逃生管道

自行装置、钢筋接头自动焊机、隧道施工悬臂

台车、8 字筋弯曲机等 10 种共 25 台（套）机械

设备。2017 年 1 月，马小利劳模创新工作室

成为首批“中国铁建劳模（先进职工）创新工

作室”。2020 年 11 月，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授予该工作室“火车头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称号。

目前，该工作室汇集了 15 名骨干技术研

发人员。他们专注施工生产难题，积极进行

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形成 47 项

各类技术创新成果，已有 20 多项成果被广泛

推广应用，为企业节支创效 2000 余万元。

马小利劳模创新工作室刚成立时，公司

职工王小文便加入进来，作为马小利的徒弟，

参与了工作室建设、制度编制等工作。目前，

王小文已成为眉太高速、平庆铁路项目“马小

利劳模创新工作点”负责人，拥有 17 项成果

专利。

“马师傅十几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扎根一

线辛勤工作，勇于创新、奋力拼搏，锲而不舍、

与时俱进。他用精雕细琢、力求完美的工作

态度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用自己的行动

带动身边的年轻人积极向上，让整个创新团

队充满朝气与活力。”王小文说。

“沙 石 虽 不 显 眼 ，却 能 铺 出 千 里 路 ；劳

动看似平凡，但能成就梦想。”马小利在接

受 采 访 时 说 ：“ 未 来 ，我 会 继 续 扎 根 一 线 ，

用劳动回报企业的培养，用创新设计为企

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我还会扎实做好

传帮带工作，吸引更多大学生、技术员、岗

位 能 手 加 入 创 新 工 作 室 ，进 一 步 推 动 专

利 技 术 的 成 果 转 化 ，让 新 技 术 更 好地服务

企业。”

小 沙 石 铺 千 里 路
——记中铁二十一局第三工程公司钢构班班长马小利

本报记者 陈发明

踏实进取显本色

曾诗阳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经营

者们扎堆学外语，开店前先集体

晨读，下班后上夜校接着学，每天

线上直播线下卖货，一些经营者

甚至会用四国语言带货。他们迎

“新”求“变”的姿态，不仅赢得了

更广阔的市场，也彰显了踏实进

取的精神。

骨子里的勤奋上进，是创业

者相同的底色。宗庆后 42 岁借

钱创业，蹬三轮“蹬”出家喻户晓

的娃哈哈；楼仲平凭着每 100 根

0.08 元的利润，做成全球吸管行

业龙头；鲁冠球用小小的万向节

打开国际市场，建成全国第一家

上市的乡镇企业⋯⋯从创业者

到企业家，从鸡毛换糖到商业集

团，靠的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

地板”的干劲，在少与薄中发现

商机的眼力，才把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

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企业

家，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

传承。眼下，企业家面临的发展

环境更加复杂，国际环境风高浪

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大

大小小的困难，有的企业家带领

企业咬紧牙关搞自主创新，有的

企业家带领企业矢志不渝培育新

动能等。正是有这样一批敢于担

当、勇于创新的企业家，中国企业

才能发展壮大，才能不断提高国

际市场竞争力。

新时代新征程，展现在企业

家面前的是越来越好的发展环

境、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很多地方设立“企业家日”，充分肯定企业

家的地位和价值，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

企业家要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发

展机遇、开拓新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市场不是天赐的，竞争力不是给定的。面对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企业家要有敢干敢闯敢投的激情，

保持敢于试错、不怕从头再来的勇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和创新的思维，努力探索新的技术、业务模式、管理策略，

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企业家要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事业不会是坦途，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考验企业家

的眼光和韧性。当一波波浪潮席卷而来，当一些行业站

上风口迎来爆发式增长，企业家尤其要坚守初心、找准定

位，保持定力和韧劲，转方式、调结构、谋创新，苦练内功，

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立于不败

之地。

40 多年前“摇拨浪鼓摇出大市场”的创业者和如今

加班加点苦学求新的经营者都在证明，不管外部环境如

何变化，敢闯敢干、顽强拼搏的精神永不过时。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期待企业家谱写新的创业史、

奋斗史，闯出一片新的发展天地。

夏日清晨，微风阵阵，浓郁的麦香在田

野间弥漫，与蛙声蝉鸣、映日荷花共同预示

着丰收的美好。

吃过早饭，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焕永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焕永走向自家后

院机械停放场，只见几十辆大型农业机械整

齐排列，合作社社员们正忙着为这些农机具

检查、维修。

“李班长，今天上午收割麦子的机械都

准 备 好 了 吗 ？”看 到 合 作 社 农 机 班 班 长 李

宗 超 正 在 检 查 农 机 具 ，杜 焕 永 走 上 前 去

询问。

今 年 30 多 岁 的 李 宗 超 已 经 在 焕 永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工 作 了 10 多 年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机 械 手 。“ 三 夏 ”期 间 ，他 更 是

格 外 上 心 ，每 天 都 早 早 来 到 机 械 停 放 场 ，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检 查 机 械 ，生 怕 哪 里 出 了

纰漏。

“您放心吧，我们对所有农机具都提前

进行了维修保养，就等着它们大显身手了。”

李宗超回答道。

“走，咱们这就去试试。”杜焕永和李宗

超一起走向一台收割机，一跃而上坐进驾驶

室，熟练地驾驶着收割机缓缓进入麦田。

夏日长，麦收忙。金色的麦田里，联合

收割机“下镰”、秸秆打捆机“善后”、拖拉机

牵引整地⋯⋯农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的辛劳，正逐渐被机械化作业的便捷所

替代。

声音爽朗、利落干练，是杜焕永给记者

留下的印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守田

间 地 头 ，带 动 乡 亲 们 学 习 技 术 、发 展 农

业。”杜焕永说。

今年 50 岁的杜焕永是滑县万古镇杜庄

村人，与农业打了几十年交道，对脚下的土

地有着很深的感情。2012 年，杜焕永从天津

返回家乡搞起了种植业。2013 年，杜焕永成

立滑县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本村和

邻村 100 多户农民手中流转来土地，准备大

干一场。

没想到的是，第一年杜焕永就栽了跟

头。“由于缺乏管理技术，农业机械化水平

低，产量上不去，再加上人工费用高，合作社

就赔了钱。”杜焕永回忆。

“发展现代农业，光有梦想和热情还不

够，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培养职业农民。”杜

焕永说，从那时候起，他意识到科学的管理

加上相应的机械配套，才能逐步提高合作社

的生产水平。

为了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杜焕永多次外

出学习种植技术，考察大型农业机械，先后

投资 1200 多万元购置 130 余台（套）现代农

业机械设备。

“过去是铁犁牛耕，一名壮劳力一天顶

多能收一亩小麦。现在开着收割机一天能

收 120 多亩。”杜焕永仔细地介绍起农机具，

“这是自走式喷雾机，这台翻转犁能为农户

一亩地节省 30 元的成本⋯⋯”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不仅有大型收割

机、播种机、无人机、粮食烘干塔等农机设

备，还将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运用到

农业生产中，既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又极

大提高了田间作业效率。

“去年我又购买了精量条播机，能将作

业效率提高 50%。这季麦子就是精量条播

机播种的，你看这麦苗长得多齐整。”杜焕永

自豪地说。

如今，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

展为包括先进种植技术推广、土壤改良、农

机服务、农资供应、粮食收储和农产品销售

等在内的农业生产多元化服务主体，为农

户提供作物种植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合

作社已流转土地 2000 多亩，入社农民 1500

余人，年机械化服务面积超 5 万亩，服务农

户 2800 多户。

“种好田靠什么？”记者问。

“归根结底还是靠人。发展现代农

业，需要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科技

型人才，以及愿意扎根农村、甘于奉

献的创新型人才。”杜焕永说，他们

打算通过网络平台免费进行技术培

训 ，让 更 多 农 民 掌 握 先 进 农 业 技

术，大家一起种好粮、多产粮。

在杜焕永的影响和带动下，

杜焕永的儿子和儿媳也返乡加入

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的新员工。

这两年，在稳定合作社主要

收入来源的同时，杜焕永也开始

尝试新领域。比如，划出 500 亩地，

种上了花生、辣椒、谷子、红薯等作

物；合作社增加了花生油、干辣椒、小

米、粉条等产品品类；销售渠道上，杜焕

永更是尝鲜线上销售，专门组建了电商

团队。

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网、路网、观光

网相融成片，如今的农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新

农人”队伍。“农村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我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农村创业，成就

人生梦想。”杜焕永说。

滑县焕永滑县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

王善帅王善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左 图 马

小利参与建

设 的 兰 新 高 铁

跨 兰 西 高 速 公 路

钢混组合梁桥。

尹登明摄（中经视觉）

右上图 在兰永临高速

公路 1 标钢筋加工场地，马

小利（中）为工友讲解技术难

题。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