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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隧越大山、一桥架大漠

敦煌铁路，是建设在沙漠戈壁的普速
铁路。在长达 6 年的建设中，筑路大军在

“激昂向上、挑战极限、品质至臻、和谐共
赢”的精神引领下，为当金山隧道安插上了

“呼吸管”，使宛若蛟龙的沙山沟特大桥横
跨沙漠，让敦煌铁路成为大漠深处的独特
风景。

当金山位于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
自治县南面 50 公里的祁连山与阿尔金山
交界处，20.1 公里的当金山隧道，作为连接
甘、青、新、藏四省区的“血脉”，是敦煌铁
路的控制性工程。

始建之初困难重重，虽然列车通过当
金山隧道只需要短短的 10 分钟，可为了打
通这条中国最长的单洞单线高原隧道，建
设者们坚守了 2000 多个日日夜夜，在 3000
米海拔的高原上攻克了 10 条断层带，历经
5 年时间寻找适用方案，最终解决了单线
特长隧道施工通风、高寒高原地区普速铁
路隧道防冻害等一系列难题，同时创造了
高原特长隧道施工零伤亡的安全纪录。

全线重难点工程——沙山沟特大桥，
是我国唯一一座穿越活动性沙漠地区的特
长桥梁。为保证圆满完成整座桥梁的建设
任务，敦煌铁路项目部积极组织方案研讨
会，进行科研攻关。在桩基施工中不仅选
择了全护筒跟进、泥浆护壁等施工工艺，该
工法填补了国内沙漠地区桩基施工中应用

的空白，还采用了“两布一膜”包裹及“动力
水滴灌”相结合的养护措施，有效解决了高
寒干旱地区空心墩表面失水收缩开裂的质
量问题。

尽管地处高原戈壁、大漠腹地，环境
恶劣，空气稀薄，可筑路大军恪守初心、笃
定前行、迎风斗沙，被高原风沙与紫外线
染成的古铜色脸颊成为奋斗者们最好勋
章。正是这种“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
兰’终不还”般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勇气才
使得昔日人迹罕至、飞鸟不驻的不毛之
地，成为如今实施西部大开发、造福沿线
百姓的必经之路。

披星戴月、奔跑筑梦

为确保敦煌铁路全线顺利开通运营，
兰州局集团公司建设部、工程质量监督站、
敦煌铁路公司等部门联合发力，业务部门
和各接管单位精兵强将常驻现场、全面指
导，持续推进工程质量克缺和验收工作，并
积极组织沿线车站工作人员进行新线开通
培训，从线路知识普及、服务质量提升、作
业标准落实等方面入手，协同发力、勠力同
心、顽强拼搏，为全力确保按期、优质开通
运营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敦煌铁路线上，最常见的是呼啸而来
的大风和比青藏铁路还要稀薄的氧气。多
少次，他们或坐或蹲在线路边上，吃着简易
的盒饭；多少次，他们颠倒了白天和黑夜；
多少次，他们曾穿越 40 公里横风区，“晓辞

玉关城头月，夜宿当金断崖边”。
他们将满腔热情和奋斗的汗水洒在了

敦煌铁路的每一寸钢轨、每一座桥梁上，他
们用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平凡而朴实的身
影，谱写着与严酷的自然环境英勇抗争的
传奇！

今年 49 岁的独云龙，2013 年调入敦煌
公司。刚到敦煌公司，他就瞄上了最难啃
的硬骨头——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当金
山隧道，他主动请命，只身前往当金山进
行蹲点调研。其间，他认真组织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有关人员商研施工方案，细
化分解各掌子面施工计划，制定兑现落实
措施，每日对照施工日进度完成情况，认
真分析施工组织执行情况，查找影响施工
进度的关键问题，及时组织现场人员商讨
解决方案，确保工程进度有序推进。并积
极组织建设、施工、监理、设计等四方开展
工艺创新，对Ⅳ、Ⅴ级围岩采用微台阶法
施工，在仰拱开挖过程中采用激光收敛监
控等技术，形成了当金山隧道大机配套施
工作业指导书，得到国铁集团等相关管理
部门的认可。

由 于 长 期 奔 波 在“ 三 高 ”隧 道 ，在
2016 年 独 云 龙 被 医 院 诊 断 为 左 心 房 增
大、血红细胞偏高等高原症状，医生、同
事和家人多次劝他调整岗位，但他至今
依 然 坚 守 在“ 三 高 ”之 地 。 由 于 出 色 的
工 作 业 绩 和 表 现 ，2017 年 ，他 被 评 为 火
车头奖章获得者。

今年 48 岁的杨建平，是兰州局集团公

司嘉峪关工务段敦煌铁路介入组的组长、
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阿克塞线路车间的
党总支书记。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人就是
一个故事，每个经历就是一段传奇，每个笑
容就是一道风景。”

李中琪，一个 27 岁的小伙子，喜欢摄
影，爱听流行歌曲，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年
轻人。他的摄影作品虽大多取材于工地，
但画面干净、辽阔、深远。敦煌铁路静态
验收期间各种施工项目遍地开花，1 天要
跑好几个施工点。特别是一些关键性、控
制性的工程，要求介入组人员必须全过程
检查监督，为此，他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
奔波于线路工地，迎风冒沙走线路、精调

精试灭隐患。在肃北至水坝河区间放散
时，有好多次他回去都到凌晨四五点的时
刻。考虑到一路上的交通安全，后来他和
同事王旭就住在工地，1 周轮换一次。推
小车检查线路去当金山南，那里是柴达木
盆地的边缘，七八月份还穿着大棉袄。风
特别大，推轨检小车的时候，手一松，小车
就被风吹跑。

杨建平带领介入组的 12 名同事，秉
承“指导、检查、监督、服务”的理念，出色
地完成了介入检查任务后，欣然写下这
样的诗句——“昆仑遥望万里沙，雪岭风
马映红霞。痴心踏遍沧桑路，钢铁大道
伴韶华”。

敦煌铁路开通运营后，甘肃阿克塞哈
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结束了
不通火车的历史，一条充满希望的“钢铁丝
路”展现在大漠腹地、戈壁荒原，古老的丝
绸之路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焕发出
勃勃生机。 （强科）

“一带一路”添金桥 西北路网“强筋骨”
——写在敦煌铁路开通之际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添金桥添金桥 西北路网西北路网““强筋骨强筋骨””
———写在敦煌铁路开通之际—写在敦煌铁路开通之际

12月18日，地处中国西部的敦煌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至此，一条穿越无人区、闭环式的钢铁大动脉横亘在祖国西部的版图上，铁路西部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

敦煌铁路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和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是连通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省区

的一条便捷通道，是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要道，也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点工程。敦煌铁路北起

兰新铁路柳沟站，经敦煌、阿克塞、肃北，穿越祁连山脉进入青海省，沿马海、大柴旦，引入青藏铁路西格段饮

马峡站，线路全长671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为单线电气化I级铁路。

敦煌铁路的开通运营，不仅对完善我国西部铁路网布局、加强西北四省区经济往来与交流合作、推进柴

达木盆地资源开发、带动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助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彻底改变新

疆、西藏乃至中亚国家之间铁路运输迂回绕行的历史，缩短乌鲁木齐至拉萨之间的通行距离，大大节省旅途

时间，为沿线民众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有效拉动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时空距离，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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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伟
本报通讯员 苗剑东

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省家庭服务业协
会，日前发布江苏省家政服务行业从业人员
状况及职工“权益维护情况”调研结果。调
研显示，江苏省中介制家政企业占比近九
成，行业亟待职业化、规范化发展。

调研显示，江苏省家政服务行业相关法
律法规、配套政策尚不健全。行业用工方式
多元，用工状况混乱。占总数近九成的企业
在用工管理上是中介制，运行方式为企业为
家政员和客户提供居间中介服务，与双方签
订居间服务合同；只有近一成的家政企业实
行员工制，由企业直接与消费者或客户签订
服务合同，与家政服务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
同或服务协议。

员工制企业中，采取全员单一劳动合同
型的不到5%，其余 95%采取员工制与非员工
制混合、并行管理，对录用劳动合同型、服务
协议型职工设定年龄、工种、工龄、技能等不
同准入条件。如某公司共有一线家政服务
员 5557 人，中介制服务员 2655 人，占 47.8%，
员工制员工 2902 人，占 52.2.%。有的公司对
一线家政员实行劳务合同（服务协议型）和
劳务外包混合、并行管理。某知名家政服务
企业现有员工 2506 人，有 2155 人签订非全
日制劳务合同，占 86%，有 351 人从事劳务外
包，占 14%。这些企业一般只把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吸纳为劳动合同型
职工。

根据国务院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
文件精神，鼓励发展员工制家政服务机构。
这意味着江苏省家政企业面临整体转型升级

问题，家政服务行业职业化、规范化还有较长
的路要走。

在职工劳动关系及劳动权益情况方面，
调研显示，家政员总体收入低，增长趋势缓。
近八成样本职工 2018年全年工资在 7万元以
下，其中 5 万元以下的近一半。一线员工年
平均流失率在 50%左右。

此外，参加商业保险的多，参加社会保险
的少，从业者参保任重道远。87%的企业没
有全员购买家政服务综合保险。多数规范的
家政企业会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上社保，
为签劳动协议的家政服务人员购买家政综合
保险等商业保险。中小型家政企业多数在用
户要求下或者为部分家政服务人员购买家政
商业保险，基本上不上社会保险。

国务院关于员工制家政企业员工根据用
工方式参加相应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对已

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均认可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家政服务人员不
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情形的，家政服务人员可
作为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自愿参加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得到企业和
职工的欢迎和认可。但企业和员工普遍反映
社保补贴限制多、申领难。

调研报告建议，尽快制定江苏省家政服
务条例；推进诚信平台建设，维护家政服务人
员知情权、委托权；创新家政行业工会组建方
式、组织体制，把家政服务职工“组织起来、切
实维权”；提升全省家政行业职工整体素质
等。在维护家政员合法权益方面，特别建议
针对女性占 90%的状况，建立女职工特殊权
益保障机制，同时建议统一为家政员建立上
户下户交通意外和入户服务意外伤害商业保
险制度。

江苏省一项调研显示，家政服务行业亟待职业化规范化

员工制家政企业仅占1成，家政工参保少
调研报告建议，创新家政行业工会组建方式，把家政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工会组织关系隶
属于银川市的企事业单位，获得高级技师、
技师、高级工证书的职工，可获得银川市给
予的奖励。从 2016年实施这一政策以来，银
川市总工会已筹集 100多万元奖励职工提升
技能，营造了技能成才的良好环境。

据介绍，“凤城工匠”评选之初，银川市总
工会十分注重工匠人选的培育工作，作为牵
头单位，联合市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出台
了《银川市“凤城工匠”助推奖励办法》。《办
法》规定，获得国家一级职业资格（高级技
师）证书的职工，每人奖励 3000 元；获得国
家二级职业资格（技师）证书的职工，每人
奖励 2000 元；获得国家三级职业资格（高
级工）证书的职工，每人奖励 500 元。2016
年～2018年间，该市总共投入 70余万元资金
奖励职工 528人。

随着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
大，2018年底，银川市总、市人才工作局、市人
社局进一步提高奖励力度。修订后的《办法》
规定，对获得国家一级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
每人奖励提高到 5000元；对获得国家二级职
业资格证书的职工，每人奖励提高到3000元，

同时拓宽了职业技能等级的晋升渠道。
这一举措进一步激发了职工提升技能

的积极性。2019 年申报和获得一级职业资
格证书的职工有 41人，申报和获得二级职业
资格证书的职工有 60 人，与往年相比，一级
和二级职业资格通过率大幅提升。通过助
推，学证考证的职工越来越多，目前全市已
有 3.8万名职工获得各类等级证书。

据悉，获得助推奖励的职工，将被推荐进
入银川市职工技能人才库。市总将开展多种
形式的技能再提升培训和技术交流等活动，为
其搭建互相学习、交流提高的社会化平台。

银川市总筹集100余万元奖励技能提升
职工申报职业资格证书人数增加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赵全会）12 月
13 日至 15 日，2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
工匠、高技能人才代表齐聚山东省日照市，
共话以发挥劳模工匠的引领作用推动技能
报国，用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汇聚筑梦奋斗
伟力。这是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大国工匠
与劳动模范研究所、齐鲁工匠研究院共同主
办，日照市总工会承办的“劳动筑梦·技能报
国”首届新时代劳模工匠座谈会暨中国劳模

工匠论坛日照峰会现场。
会上举行了《中国劳模工匠论坛日照宣

言》发布仪式，与会代表共同立下“劳动筑梦、
技能报国”的誓言。

大国工匠代表李万君、王树军、王进以及

齐鲁工匠代表孔祥民分别发言。他们就如何
发挥榜样力量，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和创
新创造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等问题，
畅谈心得体会。

日照市总工会介绍了相关工作做法。近

年来，该市总聚力实施“工创”行动，聚焦激发
一线职工的创新潜能，搭建职工创新平台，优
化创新体制机制，营造了全方位全体系全领
域创新、人人争当劳模工匠的氛围。

在分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新时代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建议、加强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以及当前我国劳模
工匠工作的现状等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
研讨。

新时代劳模工匠座谈会在日照举行

12月12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东海县交警部门在为快递小
哥进行交规知识培训。

当日，东海县开展了“邮情
邮意”冬季送温暖活动，向近
200名快递小哥进行了交规知
识培训，并向他们赠送了头盔
和保暖手套。

张开虎 时文娟 摄

快递员学交规

本报记者 陈 华
本报通讯员 程稔科 常 坤

一位是全国劳动模范，现为中铁电气化
局商合杭铁路四电二标一分部高级技师巨晓
林；另一位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为
中铁四局四公司江宁制梁场副场长徐露平。
在铁路建设者眼里，他们俩都是铁路施工中
的“大咖”级人物。

今天上午，在修建中的昌景黄铁路安徽段
站前二标项目施工现场，两名大师的到来，让
在寒风中坚守一线的铁路施工者们欣喜不已。

巨晓林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经过
不懈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技术能手、高级技师、
国家级技能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徐露平则
是一位 80 后，却已经拥有多项国家专利，被
誉为“工地上的发明家”。

当天，“安徽省劳动模范工匠大师进企
业”活动举行年度收官之作。这一次，主办方
安徽省总工会与京福客专安徽公司商定，特意
把活动地点设在正在建设中的高铁工地上。

巨晓林刚上场，现场的农民工就报以热
烈的掌声。“我一直坚信，农民工只要有技术，

就不会被淘汰。”谈起自己的成长之路，巨晓
林把“技术”这个词强调了一遍又一遍。

在铁路一线施工中，巨晓林随身携带 30
多部专业书籍，辗转于同蒲线、大秦线、京沪
高铁、京福客专等十几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写下 70本 230万字的施工笔记，研发和
革新工艺工法 143 项，创造 2000 多万元经济
效益。

“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最大的感受就
是，坚持不断的每天 2 至 3 个小时的学习，成
就了我的梦想。”巨晓林说，“农民工中不简单
的人多，爱学习的人也很多。只要肯学习肯
努力就一定能有大作为。”一席话，让在场所
有人再一次敬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徐露平在现场带来两块展板，上面是他
在工地上两项发明的说明。一个是钢绞线自
动穿束机，一个是内卡式千斤顶。他用方言
讲述着，语速较快，再加上很多专业术语，一
般人听得并不是很明白。不过，现场的众多
铁路建设者可是内行人，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有的人还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面对现场诸多农民工“粉丝”羡慕的目
光，徐露平告诉他们，唯有学习，不断掌握最
新技术，才能前进得更远。

在活动现场，两人还为铁路建设者们送
上签名书籍。

“第一次与自己敬仰的劳模工匠大师近
距离接触，心情非常激动。”听完分享，中铁
四局昌景黄铁路项目三分部职工崔辉觉得
非常亲切，同时又充满了干劲。“我也是农民
工，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努力当上光荣的劳
动模范。” （本报安徽黄山 12月 18日电）

工地上来了俩“大咖”
■新闻特写

甘南州工会干部赴浙江培训
本报讯（记者康劲）近日，甘肃省甘南藏

族自治州总工会组织全州七县一市分管（联
系）工会党政领导、工会主席、工会干部赴浙
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培训。

甘南藏族自治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先木
道尔吉表示，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学习培
训活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作为做好工会各项重点工作的动力，组织
动员各族职工积极建功立业。

威海文登区总开展法制宣传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夏丽萍）山

东威海市文登区总工会日前在文登金都广场
开展了“12·4国家宪法日”法制宣传活动。

志愿者向群众发放了《职工“七五普法”
手册》《职工权益维护手册》等宣传资料，并现
场为职工群众解答法律问题，强化他们的法
律意识，引导他们遇事依法按程序表达诉
求。同时发放了带有文登区总工会二维码的
小礼品，提高职工群众对区总工会的知晓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