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精神说起来并不轰轰烈烈，却在润物无声中有着启振人心的力量。
常有人质疑，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雷锋精

神是否已经过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雷锋是
一个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永恒”意味着从未过时。如今，郭
明义、孙茂芳等“当代雷锋”不断涌现，凡人善举、身边榜样层出不穷，向
我们展现了雷锋精神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永恒”意味着历久弥新。在
推动全社会发扬雷锋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

价值，为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使其在时代进步中始终散发着魅力。
积小善为大善，在平凡中铸就非凡。尤佩纪和他的雷锋车队用一次

次的平凡善举，温暖着身边人，同时，也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
伍，一起传递正能量。如若人人都争做新时代的雷锋，我们的社会将充
满温暖与希望。就像尤佩纪说的那样，“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各行
各业的志愿者们一起抱团做公益，分散开就是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
精神播撒在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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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景双善

尤佩纪累倒了，在忙完一系列大型公益活
动后，前不久，他住进了医院。可还没住上一
天，他就把心脏监控仪戴在身上回家了。“医院
实在住不下去，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反正检
查报告没出来，还是回家吧。”

回到家里的尤佩纪并没有闲着，他一边整
理前段时间公益活动的资料，一边不停地与相
关机构沟通协调下一场公益活动。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乌鲁木
齐雷锋车队队长、全国雷锋车队副总大队长，
尤佩纪深知责任很重。“我马上就62岁了，这个
队长不知道还能做多久，但学雷锋的路没有尽
头，我们要将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从“节点”到日常

2月 5日，乌鲁木齐雷锋车队温暖回家路
欢度春节与爱同行大型公益活动举行。活动
当天，170多辆出租车、私家车在大年初一免费
接送市民，47个爱心公益团队走进乌鲁木齐市
32家养老院及儿童村，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节
目、包饺子，一起欢度春节。

今年是乌鲁木齐雷锋车队大年初一献爱
心活动的第 16 个年头了。雷锋车队成立于
2003年4月，目前有50辆车，128名驾驶员中有
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8个民族。雷锋车
队经常为困难群体免费服务，十几年来，先后
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共青团中央五星级优
秀志愿者团队”等诸多荣誉。

“大年初一、学雷锋日、植树节、劳动节……
一年中的重要节点，我们车队都会组织大型公
益活动。”尤佩纪说，雷锋车队是一面旗帜，10多
年来，在一些特殊日子，这支车队总是免费拉载
需要帮助的乘客，并且与一些机构联合为急需
帮助的人组织募捐活动。

尤佩纪 2003 年就加入雷锋车队了，2011
年开始任队长。加入雷峰车队后不久，为了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方便找到他，尤佩纪做了一
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查
号台和电台，向社会公布。

电话号码一经公布，数不清的求助电话打

到了他家里和他的手机上，每天平均20多个，最多的
时候一天接到了100多个电话。有的是身患疾病，希
望他能号召帮着献血捐钱；有的是家里有病人，想让
他帮忙送医院……各种各样的求助随之而来。

42岁的李风平是车队的一位爱心的哥，他是一名
拥有5年从业资格的出租车驾驶员，今年是他进雷锋
车队的第二年，在车队里，他还是一名新队员。他免
费搭乘乘客的记录本上记载着，两年中，他曾免费拉
载过60余名乘客，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还有许多
需要帮助的人。但他总说：“比起其他队员，我还差得
远呢。”

“不要锦旗”

“请你系上安全带。”尤佩纪开着他的车拉着记者，
在从他家到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公司的路上，跟
记者聊起了他的经历——1990 年下岗后四处打工，
1995年当上的哥。“时间之于的哥来说就是金钱，为了
赚钱大家都把车开得飞快，但我说还是要安全第一！”

车开得再快，服务质量也必须保证。尤佩纪要求
队员在服务乘客时做到真诚、细心，“乘客下车前，哪怕
只是一句提醒，就不会把东西落在车上了。”尤佩纪说。

走进雷锋车队的办公室，记者发现墙上除了无数
的荣誉牌匾外，没有一面锦旗。“我们不要锦旗，服务
对象制作锦旗不仅要花钱，送来给我们还要花时间。”
尤佩纪向记者解释道。

多年前，尤佩纪就带领雷锋车队推出了“免费为
市民服务一天”的惠民活动。据统计，目前，他本人已
累计行程13540多公里，免费为各族市民服务达4350

多人次。
跟尤佩纪共事多年的雷锋车队司机赵庆说：“这

些年，我跟着他曾数十次到儿童村、福利院和养老院
去慰问，见证了他如何帮助有困难的人。”赵庆记得，
一次，西外环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车撞上了
路边的石墩，尤佩纪发现情况后及时停车，把伤者救
出送到医院救治。

“我们车队的的哥的姐都是愿意热情服务社会、
带给人们温暖的人，我希望能和他们一样。”43岁的艾
力·尼牙孜是一名加入雷锋车队不久的“新手”，“虽然
开出租车的技能方法都一样，但开雷锋车队的车压力
很大，因为雷锋车队是雷锋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我一定要做好营运服务，多做好事，不扯团队的后
腿。”艾力·尼牙孜笑着说。

让爱心传递

“我要像尤大哥一样，多做好事，传递正能量。”最
近，39岁的的哥阿布都毛兰·伊力别克成为雷锋车队
的一员，他立志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和传承雷锋精神。

近年来，在乌鲁木齐雷锋车队的影响和带动下，
全疆各地陆续成立了54支雷锋车队和爱心志愿团队，
参与人数达到 1.2万人，成为全疆道路上的一道亮丽
风景。

得知雷锋车队要在大年初一举办温暖回家路欢
度春节与爱同行大型公益活动，新疆馨语读书社的
爱心人士韩沂霏带着自己的妹妹从巴州和硕县乘坐
凌晨1点的火车来到乌鲁木齐参加活动，她说：“以前
过年都是在家里和家人过，这次特地带着妹妹来参

加活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爱心活动，感到非常
有意义。”

现在，乌鲁木齐红领巾小学、农大附中、市第
11中学、兵团十二师高级中学、新疆教育学院实
验小学5所学校聘请尤佩纪做课外辅导员，他在
学校成立“小小雷锋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雷锋
精神，学会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尊老爱幼，当起
雷锋精神的传承人。

在尤佩纪的带动下，孩子们经常去敬老院看
望老人，给老人剪指甲、洗脚、陪聊天；还去儿童
福利院，捐出自己的书籍、玩具，与福利院的孩子
们分享。

2015年 10月，雷锋车队在尤佩纪的带领下
组建成立了一支志愿者队伍，目前，队伍人数已
达到300多人，组织参加了多次志愿者公益活动，
表现非常出色。

的姐张金玲主动申请加入志愿服务队，她
说：“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受到快乐和温暖的集
体，我要把这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

“只要有人需要帮助，我们都乐意相助。希
望能帮到更多人，也希望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
中来。”尤佩纪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各
行各业的志愿者们一起抱团做公益，分散开就是
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播撒在各个角落。”

“雷锋”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给人温暖如
春的感觉。当一辆辆贴着“雷锋”字样的出租车
行驶在乌鲁木齐街头，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春天的暖流在涌动，一种挚爱的力量犹如春风
撼动人心。 （制图 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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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俊宇
本报通讯员 仲 洁

“镜面尽量调整到与施焊位置平行”“一定要严格
控制对口间隙”……4 月里的一天，在中国能建华东
建投江苏电建一公司焊接培训车间，焊接高级技师季
小燕正在给学员们演示镜面焊法。他边示范边提示
要领，还不时停下，手把手指导。

10多年前，季小燕从“美人对镜”中找到灵感，潜
心研究镜面焊接法，通过镜面成像克服遮挡物障碍，
有效解决了困难位置焊接难题。在扬州第二发电厂
检修中，季小燕首次倡导使用这一焊法，此后在多个
电厂施工中推广，如今已培养出200余名擅长镜面焊
的徒弟。

焊花闪亮，将季小燕的身影不时投射在车间墙面
上，他每天重复着示范、讲解、指导、再示范，认真、仔
细、不厌其烦。“我是过来人，知道学技术的不易，现在
就想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尽快
成长起来。”季小燕如是说。

陌上寻“焊花”

焊接无处不在。大到一座桥墩，小到一截管子，
在季小燕眼中，焊接让它们变得完整和有意义。

1986 年，季小燕进入江苏电建一公司学习焊
接。初见焊花，他迷恋它的炫目，未曾想，学艺之路却
布满荆棘。

仰焊是焊接中最难的一种，也是最考验技能的基
本功。当时，焊工防护装备简陋，没有皮护袖。焊完
一条焊缝，飞溅的焊花掉到袖子上，瞬间烫出一个洞，
落到胳膊上，烫出一个疤。即便如此，季小燕仍然保
持着标准的动作。“人要有恒心，学手艺就不能怕吃
苦。”仅用了 3 年，季小燕便从门外汉成长为高压焊
工，掌握了小径管排管焊接技术。

如今，焊条电弧焊、手工钨极氩弧焊、熔化极气体
保护焊、埋弧焊、等离子自动焊、螺柱焊、气焊、下向
焊，乃至船舶行业常用的水下焊接等技术，季小燕均
手到擒来，焊接质量受检一次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9.8%以上。

时光流淌，季小燕的焊接面罩渐渐褪了色，白色
玻璃镜下也粘上了老花镜片，但他始终舍不得这个从
1995年起就形影不离的“老搭档”。

“焊花”点点开

2004年，华能南京电厂从国外引进320兆瓦超临
界机组，运行 8万小时后检查发现，锅炉主蒸汽管等
焊缝存在不同程度的裂纹。季小燕作为课题组成员
之一，负责组织对1号机所有主蒸汽管道等焊缝切割
和重焊。

仅仅用了1个多月，季小燕和同事们就完成了这
项庞大的交叉作业。从汽机到锅炉，施工范围中，仅
直径从 273 毫米到 630 毫米的大口径焊缝就切割了
192 道，焊口一次合格率达 99.5%。该课题获得中国
电力科学技术二等奖，机组至今已安全运行15年。

2011年至 2013年，季小燕全程参与了世界单机

容量最大的核电机组——175 万千瓦的台山核电站
乏燃料转运装置的生产制作任务。“这是一个难啃的
硬骨头。”季小燕坦言，“工作量大、难度系数高，常驻
的检查人员每天8小时监督，检测拍出的片子像CT、
核磁共振一样高度清晰。”

焊接中他发现，因为实际焊接件比工艺评定试
件尺寸长，尤其是三通壁厚的位置，散热速度快，如果
电流偏小熔池不易打开，就会造成质量缺陷。

于是，他提出技术调整建议，经过与甲方人员及
外部专家的充分沟通，获得了采纳。他和同事们在狭
小的室内轮流施焊，做到了熔池环环相扣，使外观工
艺和内在质量都得到保证。如今，乏燃料转运小车已
在台山核电站成功安装，完全执行欧洲核电标准。

江苏省电力系统第三届焊工技术比赛管材垂直固

定第一名和基建组总分第一名、南京市职工技能竞赛一等
奖、江苏省首届技能大赛焊接状元、全国技术能手……截
至目前，季小燕已先后参加了10余次不同级别的焊工技
能竞赛、5次技术攻关、200多次电厂检修，成为行业内人
人皆知的“焊接状元”，而他本色不改、匠心如初。

芳华献杏坛

2018年，季小燕劳模创新工作室被正式命名为“中
国能建劳模创新工作室”，是中国能建首批命名的10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之一，此时，距工作室成立刚好10年。

10年间，肩负着技术攻关、技术创新、技术交流、传授
技艺等任务的创新工作室，无论在工程建设和焊接人才
培养中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工作室的带头人，
季小燕更是将人生盛年的一片芳华献给了荫荫杏坛。

2018年初夏的一天，在 6号蓝色工位里，季小燕正
手把手指导90后焊工孙闯，“不要担心，把过程控制好，
结果水到渠成。”车间一侧的倒计时牌显示：距嘉克杯国
际焊接大赛开幕还有22天。

作为集训总教练的季小燕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
“焊接是门细活，不能让任何一个问题从眼前滑过去，急
不得，更糊弄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孙闯在此次竞赛
中获得了青年组个人单项第一名和“最佳试件奖”的好
成绩，同时被表彰为“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电建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焊接技术人才，我有传
帮带的责任和义务，也离不开这个让我成长、给我喜悦的
地方。作为教练，把学员教会、教通、教精一直给予我满
满的成就感。”季小燕引以为傲。目前，他已累计培训学
员5000余名，其中多人成为所在单位或班组的业务骨干。

在“工业裁缝师”的道路上，季小燕说，既要看到光
明前景，也应想到任重道远，既憧憬美好未来，也不畏百
转千回。

与焊接结缘 30多载，季小燕成为业内人人皆知的“焊接状元”，但他本色不改、匠心如初，潜心培养人才——

献身杏坛的“工业裁缝师”

本报记者 陈 华
本报通讯员 朱晓晨

曹博思的工作单位在合肥，可是一年中，她有三分之二的
时间都在合肥之外的地方。

她在高海拔的西藏工作了半年，尼泊尔、安哥拉、斯里兰
卡……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从大学毕业来到中铁四
局设计研究院工作至今已经11年，曹博思用自己的“漂泊”，换
回了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巾帼奖等一个又一个赞
誉和肯定。

2009年，进入中铁四局工作的第2年，曹博思带着懵懂的学
生气只身前往尼泊尔，参与尼泊尔大使馆、VIBOR银行等项目
的设计和服务工作。

在与业主和监理的交流中，曹博思的“哑巴英语”一下子就
让她犯难了。怎么办？白天上班，晚上学习！针对勘察设计专
业词汇，她找来建筑、水、暖、电、结构等专业图纸，细细研究，逐
步掌握了各种专业词汇。经过1个月左右的突击练习，曹博思
便能够流畅地交流与对话，和外籍人员直接沟通方案和设计，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013年，刚从尼泊尔回国后，曹博思顾不上休息，又迅速办
理签证等出国手续，毅然前往安哥拉，开始就安哥拉社会住房项
目进行设计与后期服务。

新项目涉及的范围比曹博思之前在学校里学的要广得多，
有些专业词汇她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更何况是涉外交流。曹博
思找来各个专业的图纸，不断地问，不断地学。

2014年5月，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曹博思，作为安徽省选
派的第二批短期技术援藏人员，带着对家人和同事的不舍，带着
单位的重托，毅然奔赴西藏。

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60%的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平
均海拔4500米以上，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初到西藏的曹博思
几乎顾及不到这些，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在援藏的半年时间里，她的足迹踏遍浪卡子县的10个乡镇
51个行政村，行程共计5000多公里，共完成普玛江塘乡政府广
场、307省道经浪卡子路段道路美化工程等46项工程任务。其
间，为了帮助当地住建部门提高工作水平，她还参考中铁四局设
计研究院的做法，对项目管理流程、标准、资料收集、整理、归档
等工作进行整章建制，并教会当地建设系统干部使用有关专业
软件，为项目设计标准化、项目管理规范化、进度控制流程化打
下坚实基础。

西藏地区的地理地貌和气候都与内地有很大差别，很多工
程做法、施工标准也与内地不同。曹博思去验收项目，最远的地
方往返一次就要10多个小时，有时只能借住在当地藏民家中。
在忍受高原反应头昏耳鸣的折磨，缓慢步行到一个地方后，曹博
思的脚经常会磨起水泡。

2017年，正在筹备婚礼的她接到单位通知，要求立即赶赴
尼泊尔处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官邸改造项目的相关事宜。回
国后，她简单举行了婚礼，放弃个人蜜月假期、放弃了爱人和家
人的陪伴，又深入到项目所在国进行实地考察。

几年来，曹博思曾受命先后前往蒙古、尼泊尔、孟加拉、斯里
兰卡、阿联酋等10余个国家，同事笑称她“老海外”“女汉子”，曹
博思却乐此不疲，依旧常年奔波于千里之外。

奔波千里之外的“女汉子”奔波千里之外的“女汉子”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本报记者 杨明清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李万玉

1992 年的夏天，在机器声轰鸣的车间里，身着工作服
的孙江波操持着手中工具，安装、拆卸。30摄氏度的车间，
机器旁边放置了巨大的冰块，融化的水流了一地，孙江波的
工作服很快就被汗水浸透。

那年，18 岁的孙江波刚刚高中毕业，进入浦林成山轮
胎公司的前身——荣成橡胶厂工作。

机器王国，掌握“夹量拆安”硬技术才是硬道理，高中学
历的孙江波只是一个“门外汉”。师傅让他拿管钳，孙江波
打开放有大大小小上百件工具的工具室，不知从何找起。

“师傅说是红色的，我索性将 3个带红色的工具全拿去
了，才知道分别是锉刀、锯子和管钳。”从此，孙江波牢牢记
住了什么是管钳。

这把管钳，孙江波一拿便是 26年。
岗位的背后是责任。作为一名设备维修负责人，孙江

波的职责便是保证车间机器的正常运行。
2016 年，孙江波所在的半钢成型生产车间成型机主轴

滚珠丝杠损坏严重，1个月内，11台成型机坏了 6台，这就意
味着车间将停止运转，轮胎生产面临停产。

“一周时间，按预期目标完成生产。”公司下达了硬指
标。时间紧、任务重。孙江波临时设计并加工出代替滚珠
丝杠的 6根 T型丝杠，又利用损坏的滚珠丝杠装配修复出 3
根备用。车间恢复运转，工友连夜赶工，轮胎按时交货，出
口船舶载货出港。孙江波才松了一口气。

从那以后，孙江波的名气在公司一炮打响，车间的师傅
们看到他都竖起大拇指：“老孙，你真牛！”

除了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孙江波还是公司有名的“发明
大王”。

磁铁数量 6 块、9 块、12 块、24 块；磁铁直径 10 毫米、12
毫米、14 毫米、30 毫米；磁铁磁性垂直拉力 10 千克、15 千
克、20 千克、40 千克，孙江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这些
数值中反复试验，为的就是解决 VMI242 成型机传递环活
络快抓取组合件脱落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鲠在喉，困扰他多年。2017年，偶然间，孙
江波发现妙用磁铁转移活络块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数
不清次数的失败后，最终，孙江波确定采用 24块、直径 30毫
米、垂直拉力 20 千克的磁铁，并将其投入实际运营中。他
的这项改造，一年可为公司创效 500多万元。

2018 年 12 月，由于工作出色，孙江波晋升为全钢半成
品生产车间副主任。如今，孙江波的责任更重了。“职责改
变，态度不会改变。还是那句老话，一步步来。”孙江波淡然
地说道。

牛气的“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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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季小燕在进
行镜面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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