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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 菡

相亲相爱一家人，男女老少一条心，上
下左右一盘棋——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城
铁公司哈尔滨项目部，墙上贴着这样一行
醒目的大字。当你接触到这个项目部的一
个个成员，你会发现，这些朴朴素素的词
句，正是这个团队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的
职工战斗在天南海北，大家好像浮萍随着
项目四处漂泊，又为了一个项目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如何让大
家真正地快乐生活、快乐工作？用心培育
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抓手。”5月 6日，谈及
为何要花大力气打造“家文化”时，城铁公
司党委书记靳富群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化解痛点，暖心

对施工单位而言，职工宿舍中的“鞋
臭”问题往往是卫生检查中的老大难。

“每间宿舍住 4 到 6 人，在工地上活动
量又大，鞋臭在所难免，还沾了不少灰尘泥
巴。遇到检查，有的员工干脆把鞋子藏起
来。”城铁公司西南分公司经理张杰奇说，

“这既然是个问题，我们就用问题导向的方式
来解决，而不是靠处罚来施加压力。”

他们统一做了鞋柜，安在每间宿舍门外，
专门放工作鞋，其他鞋子则可以放屋里。由
此，宿舍变整洁了，大家住得也更舒畅了。

在工程单位，女职工是“稀有品种”，如何
切身关照到她们的特殊需求？西南分公司的
重庆地铁十号线项目部女职工专用晾衣区给
出了一个温馨的答案。

“项目部院里有晾衣服的地方，但职工大
部分都是男性，女职工的衣服如果晾在一起
难免有些尴尬。我们就在水池后面很少有人
经过的地方，专门辟了块场地给女职工晾衣
服。”负责驻地建设的办公室主任戴毅说。

很多企业都在搞家文化，搞出特色似乎
不容易。从痛点出发，哪怕一点小小的改变，
都可以让温暖直抵人心。

戴毅介绍，活动板房通常采用 50毫米厚
的岩棉就能符合要求，而他们为了更好地隔
热降噪，采用的是 75毫米厚的岩棉。“虽然成
本有所提高，但能让员工休息得更好，值！”

“人性化是为了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有
战斗力。”西南分公司党委书记张少辉说。

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了锅里的，才有碗里
的。企业的快速发展，也给职工搭建了更好
的成长平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彼此成就？

关心到位，贴心

1 月 28 日，城铁公司哈尔滨项目部办公
室主任张勇生日。在微信上，他收到了党支
部书记师公良代表项目部发来的生日贺卡。

“生日祝福到位”是该项目部培育家文化
的“八个到位”之一，其它的还有困难时帮助
到位，进步时表扬到位，犯错时教育到位，挫
折时鼓励到位，生病时体贴到位，误解时沟通
到位，出彩时奖励到位。

2011年，哈尔滨项目部成立，被公司派来
的职工多数是南方人，来到这冰天雪地，很不
适应。综合作业队技术负责人张文贺记得，
刚来的那个冬天，进行哈尔滨地铁一号线机
电专业施工，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天气，轨道
内的冰近 1米厚，快到站台了，开铲车一清就
一个多月。“夜里还得有个人负责给所有车打
火，两小时一次，否则第二天冻得死死的。”

张勇也是 2011 年 3 月第一批来项目部
的，当时正值供暖期，室内非常干燥，鼻血流
了一个星期。“当时我给七八个人做饭，炒菜
时有东西掉下来，以为是鼻涕，一擦一手血。”

回忆的时候像个笑料，但在当时真有点
“呆不下去”。可张勇这一呆，已经8年过去。

“怎么稳定人心? 就靠‘八个到位’。”项目

经理王卫东说。
物资部的李继奇印象最深的是项目部

“强制”吃早餐。“领导说，8点点名，不来吃早
餐扣工资啊! 虽然是说笑，但真的暖心。”

吃饭时，王卫东爱跟大伙聊聊家常，讲
讲怎么跟父母、子女相处。有一次他看到工
程部副部长韩佩新有点愁眉不展，就问是怎
么回事。原来韩佩新妻子怀孕，快要生了，
但双方老人都不想帮忙带孩子。“老人这么
大年纪，再带孩子太辛苦，不想带咱得体
谅。谁也不怨，你们花点钱，请个保姆。”这
番话解开了韩佩新心里的疙瘩，后来高高兴
兴请了保姆。

31岁的刘向晖 2010年中专毕业，因为勤
学肯干，已经当上了项目总工程师。唯一让
他心里不踏实的就是跟媳妇分居两地。后
来，项目上给他媳妇安排了个临时工的岗位，
夫妻俩终于能团聚了。

2018 年 6 月，哈尔滨一号线主变电所改
造工程，刘向晖白天开会协调，夜里干活，五
天五夜睡了总共不到 10 个小时。别人夸他
是“铁人”，他说：“不是我一个人拼，大家都很
拼。有时候我找人干活，打电话过去有些不
好意思开口，人家却说，要干啥，说吧，没问
题！”他由衷地感慨，这样的工作氛围“真是难
得”。

安营扎寨，安心

在通号分公司，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
包饺子。“别小看这包顿饺子，大家聚在一
起其乐融融，格外有一家人的感觉。”城铁
公司通号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李江峰说。

为了保障首都各条既有地铁线路不受
影响，通号分公司的职工昼伏夜出，在无数
个不眠之夜完成了一条条地铁线、一座座
地铁车站的改造施工。夏备解暑饮品，冬
备御寒姜汤，为辛苦的人们化解些许疲惫。

在城铁公司南京分公司，由于工期紧、
压力大，一线员工很难与家中的妻儿团
聚。暑假来临，公司采取了“反探亲”的方
式，请职工的妻子儿女来项目部团聚。“人
在，还得心在。反探亲让职工干活更安心
了。”南京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吴保军说。

南京分公司设立 5 年来，职工从 35 人
增加到 112 人。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职
工在南京安了家。

“我们推行驻地文化、属地管理、区域
发展的战略，企业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据点
向周边发展，员工则可以在区域中心城市
安家，更安心地生活，更踏实地工作，不再
像浮萍了。”靳富群说。

解决宿舍“鞋臭”问题,“强制”吃早餐,每个月一起包顿饺子……家的味道，就从这点点滴滴中弥散开来

【班组现场】品品“家”的味道

江 杰 杨新秀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当晚霞照进托
甫台，把西北油田采油三厂管理二区这个
戈 壁 上 孤 零 零 的 院 子 染 成 暖 暖 的 金 黄 。
晚饭后，三三两两的男人们开始绕着院子
中间的办公楼散步，十多位女工捧着手机
开始和家人视频聊天。

这三十多亩的院落，没有一个地方信
号满格，让视频能维持两分钟以上。女工
们不断移动着脚步，找寻信号最好的地方。

除了几个年龄大点的女工是和年迈
的父母视频之外，多数是 30 岁左右的年轻
母亲在和自己的小宝贝视频。她们看着
视频，声音里的“含糖量”都在过饱和状
态，而笑容里更是浓得化不开的温柔。那
从不同角落传出的此起彼伏的笑声，满是
香甜的味道。晚八时左右是这群年轻妈
妈母子相见的黄金时间，早一点儿孩子还
在吃饭，再晚一点孩子要睡觉了。

“ 杨 杨 ，乖 ，谁 是 妈 的 乖 宝 宝 ，哦 ，你
是。还有外婆呀，外婆不是。”综合办公室
的 杨 雪 梅 对 着 手 机 旁 若 无 人 地 大 声 说
着。这个 29 岁的川妹子有个一岁半的孩
子。生完孩子休了产假，她像打了个大胜
仗一样，收拾行装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杨雪梅的丈夫马育刚也在这里工作，
是管理二区生产运行中心主任，30 岁的年
龄已经挑起了大梁。“他从农村出来，兄弟
三个，父母哪能疼得过来，啥事都放手让
他们自己干，结果个个优秀。我们的儿子

也要像爸爸，从小粗养，长大了到哪都是
把好手。”杨雪梅不无自豪地说。

远远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杨雪梅心
里特别满足。孩子长牙了，会说话了，每
一次和孩子视频聊天，杨雪梅都觉得这是
莫大的幸福。这幸福，让她的笑声格外响
亮。

资料员董彩虹这天早上起来就一直
有点小激动，今天是儿子一周岁的生日。
一晃和孩子分别 4 个月了，那时孩子还什
么都不懂，现在都会叫妈妈了，但对远方
的妈妈，又有点陌生。

今天视频一打开，就看到爷爷和奶奶
一边一个围着孩子坐在餐桌前，眼前的蛋
糕已经吃得四面开花，孩子满脸粘着雪白
的奶油，这哪是小寿星，分明是小馋猫。

视频聊天时，孩子看了妈妈一眼，就
跑到一边玩别的了。奶奶在一旁哄着孩
子：“快看妈妈，叫妈妈。”孩子却看着别的
地方。奶奶硬把手机往孩子跟前放，一个
劲地催，孩子恼了，把手机甩在一旁，哭了
起 来 。 董 彩 虹 不 忍 心 ，赶 忙 对 婆 婆 说 ：

“妈，没事，让他玩吧。”
婆婆拿着手机，把镜头对着孩子。孩

子一会儿玩玩具，一会儿爬到沙发上，不
小心摔倒了，疼得咧着小嘴哭起来。董彩
虹盯着屏幕，怎么看也看不够。

在这荒凉戈壁的一隅，这群年轻的母
亲在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捧着手机看着
自己的宝贝在说在乐在爬在走，这是她们
生活里最甜的蜜糖。虽然她们有时候笑
着笑着哭了，有时候又哭着哭着笑了。

班组“小载体”
托起矿山大安全

本报记者 彭 冰
本报通讯员 赵 月 王克彦

“云峰、张欣，咱厂要召开班组长座谈会
了，你俩工作一直不错，就安排你俩代表车间
参加，好好准备准备发言稿吧。”

近日，得到车间主任的通知，吉化化肥厂
硝酸车间化工二组值班长李云峰和化工五组
值班长张欣马上商量起来。“厂里开座谈会的
目的是听取班组管理上的经验和意见建议，
我觉得管理肯定是各有特色，咱俩先好好总
结一下。”张欣说：“等赶上有副班，咱定个时
间碰碰呗。”

就这样，在生产之余，李云峰又多了一个
活，挨个岗位和员工聊天，跟大家沟通自己的
班组管理思路，也请大家敞开谈谈班组还有
哪些不足。

“李班长，我觉得咱们组的培训搞得不
错。”一个员工的建议让李云峰眼睛一亮。这
两年班组人员老化，老员工学多个岗位技能
的精力不够，年轻员工顶替岗能力差，再加上
岗位整合是装置发展的大势所趋，面对这些
问题，作为硝酸车间资历最老的值班长，李云
峰在抓班组技术培训上没少用心思。把这方
面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确不错。

张欣也没闲着。最近他带领的班组刚刚
荣获 2018年工厂“优秀班组”荣誉称号，有很
多东西值得总结。想来想去，他觉得，特别是
可以从带领员工凝心聚力、提高班组执行力
这方面谈谈——在推进落实车间岗位调整、
整合工作中，自己面对班组人员紧缺、大家想
法不统一的实际情况，对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摸底，实现岗位配置强弱结合，互帮互助，又
考虑员工个性差异，对潜在的矛盾苗头提前
做好思想沟通。由于方法有效，班组员工情
绪稳定，工作积极性高。

三天后，李云峰和张欣又坐在了一起。
“我们班组打算从强考核、变方法、转观

念、育新人几方面来谈谈。”张欣说。
“我觉得班长是打通制度‘最后一米’的

关键执行者，要用合适的方法去落实车间工
作，让班组凝聚力和执行力相得益彰。”李云
峰说。

班组长座谈会
举办之前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陈琰莉）老
矿企面对新设备、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环境，如
何抓安全？武钢程潮矿业有限公司通过精心
组织班前安全知识竞赛、班后安全故事会、

“揭丑亮短”等安全教育活动，让班组“小载
体”托起矿山大安全。

“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生产过程以安
全为中心。”问题“企业以什么为中心”刚提出
来，职工王建华就举着手大声抢答。这是该公
司4月7日组织班前安全知识竞赛时的场景。

“安全知识竞赛的题目简单易学，贴近工
作实际，等于在当班前给职工打了一针安全
预防针。”公司工会主席李志祥说。

班后会改为安全故事会，安全生产的小
故事由职工自己讲出来，使大家在轻松的氛
围中获得“安全营养”。

“看了安全环保动漫宣传片视频，给我的
触动很大，很多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图省劲、
怕麻烦而违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时刻把安
全放在第一位……”在该公司丙工区班后故
事会上，值班长吕亚刚结合安全事故案例给
班组职工讲安全故事。

为进一步促进安全工作，公司还经常召集
班组长、生产骨干召开“三查三反，揭丑亮短”
座谈会。

“有时候为了急于干完工作，有些工作环
节安全风险辨识没有执行到位，我们今后一
定吸取教训。”4 月 15 日的“揭丑亮短”会上，
一位班组长进行了反省。

今年 4 月，全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共找出
问题 31条。对于揭出的问题，与会人员纷纷
出谋划策，现场敲定解决方案。

苑妙可 口述
杨 军 李 莉 整理

我的爸爸妈妈是冀东油田北田（能源）
公司丰南分输站的输气工苑春武和苑恒花，
我的家就在这个小站上。听爸爸说,这里每
天输送出去的天然气能够供应唐山 700万人
使用，所以我特别自豪。

6岁时，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到这里，已
经 5年过去了。每天我都会走上小站门前的
那条小路，尽管到处都是硌脚的石子，但我
依然十分喜欢它，因为它连接着我最爱的两
个地方，一个是学校，一个就是我的家。

但是我的家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刚来
的时候，这里没有电，每天我的耳朵里灌满
发电机工作时发出的噪音。去年 11 月我们
家接上了电，我终于可以安静地睡觉了。

去年 11月，我们家还接上了自来水。过

去小站的生活用水都是一个伯伯每隔几天用
三轮车送来的。所以到快没水的时候，妈妈
老唠叨，要节约点用水，否则就没喝的没洗的
了。每次洗手、洗脸，爸爸妈妈都让我先洗，
一家人洗脸洗手经常只用一盆水。现在好
了，再也不用担心水不够用了。

每天早晨醒来，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
从 6 时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工作了。爸爸要
在小站里巡检，妈妈要抄录温度、流量等数
据，还要打扫卫生。春天的夜晚经常刮风，妈
妈说，一夜之间管线上就会蒙上厚厚的一层
灰土，擦三遍才能擦干净。

每天，除了写作业以外，我最喜欢弹电子
琴了，还在班里拿了奖。作为班长的我，还拿
了好多别的奖状，爸爸妈妈可高兴了，答应要
带我去南湖公园玩，听说那是市里最大的公
园，漂亮极了……可惜我到现在也没有去过，
因为爸爸妈妈走不开。

对了，我们家还有一个成员，它叫小白，

是一条小狗，平时见了我格外亲，要不是有
一根铁链子拴着，它绝对是我的跟屁虫，我
走到哪，它就会跟到哪。爸妈不在跟前的
时候，它就是我的保镖。

尽管我的家就在小站，但爸爸从不让
我进小站半步，爸爸常对我说，站里是生产
重地，小孩子是不可以进去的，否则会犯错
误的。我听爸爸的话，从不踏进小站半
步。但有的时候，我会隔着小站的栅栏门
看爸爸妈妈在里面忙碌，我真想快点长大，
也能穿上红工装，帮帮爸爸和妈妈。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只有两张床和一
张桌子的家，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家，但
我非常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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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铁通公司近日组织班组长开展了“劳动美 劳动最光
荣”拓展训练。他们通过信任背摔、毕业墙等活动项目，增强了班组长
们协调、决策、合作和沟通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团队意识。

庄德尚 瞿琳 摄

拓 展

孟婧雅

站外的油菜花正竞相吐艳，相邻的菜市
街熙熙攘攘，然而在一墙之隔的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南集站，无论什么时候
来到行车室，眼前的场景几乎都一模一样：前
后排的桌椅，数台电脑显示屏前端坐的工作
人员，“咔哒咔哒”操作鼠标的声音，不时响起
的对讲机呼叫声……“前排坐的是信号员，后
排是值班员，作业的时候俩人都是思想高度
集中，别看同在一个屋，其实还真有点像‘最
熟悉的陌生人’。”行车员杜二伟说。

“心里有东西了，就不会怕”

杜二伟 2014 年底调至唐南集站的行车
岗位，之前在客运段。工作时间相对规律了，
离家也近了，可最初那点兴奋劲儿很快就被
垒起来一米多高的业务学习资料驱散干净。
同为铁路工种，较之客运岗位的广为人知，行

车岗位却有点像月球背面。对着几台显示屏
与调度员联系，监视列车运行情况，反馈生产
信息……快节奏的工作让行车室成了“真空
压缩袋”，这个年轻人陷入了迷茫。

杜二伟说至今他都要感谢一次堵车的遭
遇。有一回下班路上遇见红绿灯故障，突然
想到刚进行车室时问师傅的问题——屏幕上
的点是什么？师傅说全是信号机。信号不
畅带来的影响这么大！望着周围拥挤的车流
和焦灼的人群，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和跑车
时扶老携幼搭把手被旅客需要着一样，行车
这个岗位同样重要。

杜二伟暗下决心要把业务学好。自毕业
后几乎再没碰过的笔记本又被他找了出来，
上班跟师傅学，下班在家自学。遇见不懂的
处置流程，他还根据师傅们的实作经验对细
节逐一标注，用自己的理解把重点难点重新

“翻译”一遍，记录下来……书里夹了大大小
小不知多少张便利贴，书页皱得像“花椰菜”，
一本书啃下来，比原先厚了很多。

从完全“两眼一抹黑”，到终于迈入行车工

种的门槛，杜二伟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但从
“会做”到“做好”之间，还有一条无形的鸿沟。

看师傅们在操作台前行云流水般作业，
杜二伟觉得那份有条不紊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帅了”，然而自己头回独立作业就结结实
实被来了个“下马威”，好一通手忙脚乱，最后
是师傅解了燃眉之急。看起来都会，做起来
傻眼，铩羽而归的年轻人自己跟自己急了。

杜二伟的状态，师傅都看在眼里。“身上
有衣不寒，肚里有食不饥。心里有东西了，就
不会怕。”一语点醒梦中人。

“是‘不该’，不是‘不能’”

要跨过这道坎，记笔记要更勤快，实作时
眼耳手脑也要更好地协作配合，不仅要快速
精准，还要把标准化的基础打牢。

上班时杜二伟对着屏幕做接发列车练
习，下班后就在家冲着墙壁继续练……一趟
到开列车有 28 项作业程序，平均要说 24 句
话；一趟通过列车有 18 项作业程序，平均要

说 15句话。在唐南集站，每天大约有 18趟到
开列车、260 趟通过列车，平均一天大约要重
复 4332句话，还不包括调车作业和施工天窗
修时的联系。别看行车岗位是 6小时在岗，6
小时回寝室休息，一个班下来，嗓子生疼。

当杜二伟与师傅聊起在日复一日的压力
紧绷状态下恐有疏漏的担心时，师傅平静地
说：“干行车本来就不该出错。”

“做这么多事哪可能不出错？”
“是‘不该’，不是‘不能’。”
那时候，杜二伟并不理解这两个词的区

别，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不能”是命令
式的，而“不该”是发自内心的认识，是对行车
工作的责任感和敬畏心。

要想把每次遇见情况的反应都变成本能
和正解，就要把业务吃透。一遍遍地记，一遍
遍地练，翻来覆去很容易感到枯燥，还要对抗
遗忘、走神和惰性……他没有“丢盔弃甲”，反
刍似地把规章和不断更新的作业要求来来回
回地“捋”，直到烂熟于心。

他已经理解了“不该”的含义。

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不能”是命令式的，而“不该”是发自内心的认识

告别迷茫的行车员告别迷茫的行车员

这群年轻的母亲捧着手机看着自己的宝贝在说在乐在
爬在走，她们有时候笑着笑着哭了，有时候又哭着哭着笑了

苑妙可隔着栅栏门看爸爸妈妈在小站忙碌苑妙可隔着栅栏门看爸爸妈妈在小站忙碌。。 杨军杨军 摄摄

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我们来品品“家”的味道。因为工
作需要，有些人远离家人在异地打拼，“家”是手机屏幕上孩子天真的笑
脸；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些人把家就安在了工作的小站，两张床加上一
张桌子组成的家很小，但一家三口守在一起的家很温暖；还有一种家，由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是无处不在的关爱让员工把企业当成了家，而
员工也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家里的事一样全情投入地干着。这些“家”
各不相同，却有着同样的温馨。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