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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不够的陈队长拼不够的陈队长

人来人往G
“ 拼 ”是 一 种 人 生 态 度

本报记者 曲欣悦

“拼”是认识陈清琪的人对他的共同印象。

在又脏又累的排水岗位上，今年 59岁的

陈清琪已经干了 24 年。作为海南省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排水所秀英队队长，他是队里年

龄最大的一个“兵”。

每逢暴雨台风天气，他总是冲在排水第

一线，带领队员们与超强台风正面搏击；而作

为一名癌症晚期患者，他从工作中获取力量，

顽强地与绝症抗争，奇迹般地将生命轨迹不

断延长……

“陈队长为什么这么拼？”这是很多人都

向他抛出过的问题。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困难我敢于亮

剑。”曾是军人的陈清琪总是语气铿锵地作

答。日复一日琐碎、辛苦的工作并没有磨去

他身上的“侠气”。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陈清

琪说，他要把一线岗位当战场，一直战斗下去。

“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去基层”

长度约 360 公里，道路 60 条，窨井盖约

19420 座，积水点 8 个……陈清琪和 19 名工

友承担着排水所养护队中最重的任务。管网

排查、清沟挖泥、排水抢险……他们每天都要

同污泥臭水打交道，工作中常常伴随着难耐

的扑鼻恶臭。

但就是这样一个又脏又累的基层岗位，

谁劝陈清琪离开，他都不答应。

从事一线工作，源于一份深植于陈清琪

内心的情结。

1997 年，曾是海军航空兵的陈清琪转

业回到海口，许多条件优越的大单位都想

聘用他，但他却做了一个让许多战友都感

到不可思议的决定——转业到排水管道养

护所工作。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从小在军营

里长大，那些充满斗志的军旅歌曲总让我热

血沸腾。”陈清琪说，父亲建议他选择去基层

岗位，那里是干事创业、施展拳脚的好地方，

能让人得到充分锻炼，获得快速成长。

“所以当时，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去

基层。”陈清琪说，后来自己的成长证明，父亲

是对的。

“干好一项工作就不要怕吃苦。苦吃够

了，工作就做好了。”刚来排水所时，所里的老

劳模卢修学给了陈清琪很大影响。

为了弄清积水原因，抢修工人需要下到

水沟内。“管道内水流急、光线差，井里有垃

圾、废弃物，稍不留神就会有刮碰。”但陈清琪

记得，卢修学总是抢着先下去，好几次臭水差

点灌到他嘴里，他依然咬紧牙关，不找到堵点

不罢休。

陈清琪还记得，卢修学平日话不多，但一

到排水作业现场，就像打开了“闸门”，各种经

验之谈滔滔不绝地“涌来”。陈清琪喜欢跟着

老劳模在现场干活，在他看来，那就是优秀基

层工作者该有的模样——身先士卒，永远在

现场说事。

24 年来，陈清琪从没有脱离过排水一

线。无论清晨还是午夜，他总是在第一时间

赶到积水现场，最后一个离开。

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对市民公开。他承

诺，辖区内只要发现井盖破损、下水道堵塞等

问题，24 小时随时出动处理。为了不因手机

没电而漏掉电话，陈清琪总是随身带两个充

电宝。

“水在人在，不辜负市民的信任”

海南的台风季是排水所任务最重的时

候。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所有车辆加满油随

时待命、提前巡查每一个积水点……每到这

时，陈清琪的神经总会绷得更紧。

2014 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

登陆时风力达到 17 级。他和队员们凭着记

忆，在积水很深的路面上，用十字镐撬起一个

个二三十斤重的井盖，清淤排水。

台风愈发猛烈，排水队员们来不及撤退，

陈清琪冒着生命危险在水中跋涉，被暴风雨

吹倒，他在浑浊的水里打个滚又爬起来继续

向前……晚上 10时，他终于将 19名队员一一

接回集合点，没有一个人受伤。

“队长，你先去歇着吧，我们来干就好

了。”深夜，风雨渐小，队员们考虑到陈清琪身

体抱恙，劝他回家休息。

“这怎么行？水在人在。”队里没有一个

人能拗过固执的陈清琪，只能让他继续留在

现场，直至道路积水全部退完。

一场硬仗结束，陈清琪的手机坏了，衣

服湿透了，嗓子也哑了。但第二天清晨，那

个身材清瘦的身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带

领队员将 20 余公里道路上的 1000 多个窨

井井盖一一掀起，清理堵塞在井里的树枝

树叶。

“ 市 民 们 都 说 我 们 是 风 雨 中 的‘ 小 黄

人’，雨天看到我们就很放心。”陈清琪很喜

欢这个亲昵的绰号。在他看来，市民的点赞

就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认可。

又是一个台风天。深夜，排水作业还在

继续。陈清琪来到路边一家茶餐厅给队员

买盒饭。得知他们是在附近排水作业的工

人时，老板立马对陈清琪说：“今晚餐厅不关

门了，你们想休息随时进来。”

那一晚，陈清琪和队友们在餐厅大堂短

暂休息，第二天清晨又投入工作。

“自己还要做得更好，不辜负市民的信

任。”那一晚的感动，深深印在了陈清琪的脑

海里。

“总想着在岗位上多干一些”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会好好回顾一

天的工作，觉得干一天就是赚一天。”陈清琪

由衷地对记者说。

陈清琪的微信名叫作“珍惜阳光”。这是

他在身患癌症后给自己取的。

2010 年，陈清琪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

近 10 年来，他两次被下病危通知书，先后做

过食道和胃切除手术，每 3天就要打一针，每

天早晚都要吃一大把药，每 3 个月就必须到

广州化疗一次。

“工作使我充实，使我保持积极向上的心

态。”因此，即使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陈清

琪依然没有离开一线岗位，并坚持参与了多

次抗风救灾工作。

参与“威马逊”台风救灾后，陈清琪发起

高烧，身体疼痛，那是病情反复的信号。2016

年春节前夕，陈清琪的身体再次亮起“红灯”，

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然而，他仅在医院住

了 10 天就要求出院。出院后的他又带着药

物奔忙在一线。

单位领导心疼他，三番五次想把他调到

轻松的岗位，他都谢绝了；队员们心疼他，要

求他只当指挥，但一到现场，头发半白的他还

是忍不住亲自动手。

“当理想与信念无法用文字来解释时，

我愿意用生命来作答。”这是陈清琪用了 7年

的微信签名。让他继续留在自己选择的排

水一线发光发热，比任何劝慰都让他感到身

心舒坦，“如果不是得病，我可能还不会有这

样的体验，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所以把

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总想着在岗位上多

干一些。”

就这样，陈清琪成了大家公认的硬汉和

榜样。即便辖区内作业任务繁重，但队员们

各个迎难而上，组成了一支凝聚力极强的“拳

头”养护队。

年轻时喜欢看武侠小说的陈清琪记得，

故事里的大侠总是不畏强手，即便知道会败，

也一定会拔剑相迎。“退休后，我打算当一名

志愿者，在一线继续发光发热。”

受访者供图

““泡泡””在排水一线在排水一线2424年年，，与污泥臭气为伴与污泥臭气为伴；；

同病魔斗争不同病魔斗争不离岗位离岗位，，总想再多干一些总想再多干一些

邓崎凡

为什么要那么拼？这是很多人都会

问陈清琪的问题。他今年 59 岁了，处在

职业生涯的暮年，按理说不用再“折腾”

了。在抢险排水最前线冲锋了一辈子，陈

清琪确实该歇歇了。更何况，他曾是一名

癌症晚期患者，近 10 年来先后做过食道

和胃切除大手术，每 3 天就要打一针，每

天早晚都要吃一大把药，每 3 个月就必须

化疗一次……

可有些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也是

他们与众不同、优秀杰出的原因。

面对工作，狭路相逢勇者胜，他敢于亮

剑；面对病痛，他“干一天赚一天”。正是血

液里流淌着的这种拼搏精神，不仅让他在

和病魔的交手中赢得了时间，也让他在普

通岗位上获得了成就感，让自己平凡的生

命饱满充盈。

拼到底有多重要？在奥运会上创造佳

绩的运动员们最有发言权。

8 月 1 日，在东京奥运会男子 100 米决

赛中，苏炳添以 9 秒 98 的成绩排名第六，创

造了历史，成为历史上首位闯进奥运会男

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

1989 年出生的苏炳添已经不算年轻，

甚至算得上是一位“高龄”运动员。为了踏

上奥运百米决赛赛场，他每天的训练强度

非常大。100 米短跑是无氧运动，他经常在

连续训练中，由于脑部缺氧出现恶心头晕

的症状，但是很少会从他的嘴里说出“休

息”两个字。

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闽南歌曲这样

唱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

赢。”拼搏的人，不经一番彻骨寒，哪得梅花

扑鼻香？

陈清琪也好，苏炳添也罢，他们拼尽全

力所追求的并非所谓的“成功”，而是不辜

负肩上的使命与责任，不辜负自己滚烫的

初心。他们赢得的也不仅仅是荣誉和掌

声，还有精彩激越的人生。

“拼”是他们融入骨髓和血液的人生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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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往前走就好，青春

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石丹在朋友圈里这样

总结自己 8年的美业之路。这位 1998年出生

的年轻女孩，已是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

美发专业教师、世赛美发项目教练团队成员。

翻看她的履历，可谓丰富多彩：夺得有着

“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

目冠军，获评全国技术能手，成为杭州市 c类

人才、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成为世界冠军之后，石丹在新的“竞技

场”上用一技之长“夺冠”。

从美发“小白”到世界冠军

石丹与美业的故事开始于 2013 年。那

一年，15 岁的她结束了在老家江西上饶的留

守生活，跟着务工的父母来到杭州，进入杭州

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学习美发与形象设计

专业。

高二时，石丹从 30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成为校集训队的三名队员之一。这以后，

她更加勤学苦练。

2017 年，石丹以省赛第一名的成绩入

选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国家集训

队十强，并在国家队十进五的选拔赛中拔

得头筹。

然而，在五进二的选拔赛中，她却发挥失

常，无缘世赛。

登高跌重，铩羽而归。回到学校后，石丹

陷入消沉：“我每天都在加班加点训练，已经

这么努力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直到

和导师吉正龙的一次长谈，让她醒悟：自己在

向上攀登的过程中丢掉了初心。

“我参赛的初心是提升技能水平。”石丹

说，随着好成绩不断到来，关注度越来越高，

感觉身上的担子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得自己

喘不过气来。巨大的压力终于在国家队五

进二选拔时爆发。“比赛现场满脑子想的都

是如何保住第一名，而不是思考如何把技能

发挥好。”

一番抉择之后，石丹决定继续备战世

赛。为此，她放弃了前往宁波纺织学院深造

的机会。

2018 年，蛰伏一年的石丹凭借更精湛的

技术和更稳定的发挥重返国家队。2019 年，

夺得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

从竞技场走向杏坛

2019 年，载誉而归的石丹选择反哺母

校，在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担任美发

专业教师，同时作为教练指导新一届校美发

集训队员备战下届世赛。

“以前当学生只需要把专业技能掌握扎

实。”石丹说，但作为老师，需要持续输出，把

技巧转换成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还要兼顾

不同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

为此她开始“恶补”教学短板：旁听其

他老师上课、总结授课技巧，一次次的课前

试讲、一篇篇的课后总结，让她很快站稳了

讲台。

石 丹 还 为 学 生 们 制 定 了 日 常 训 练 计

划。在她的精心调教下，学生们进步飞速。

由于和学生年纪相仿，石丹经常被亲切地喊

作“丹姐”。

“丹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职业生涯

导师。开学第一课，“丹姐”都会和同学们聊

聊心里话。

和学生交流时，石丹发现，不少同学选择

美发专业仅仅是为了文凭，对行业的认识只

停留在充卡、办会员等行业乱象上。

“听到这样的反馈挺伤心的。”石丹说，真

正的美业人充满匠心，希望整个社会能看到

美业从业者的坚守，少一些误读。

每当有学生在技术突破时遇到困难，石

丹总会用自己的故事给予鼓励：“你们每个人

都能成为我，只要你们真心热爱这个行业。”

用技能回馈行业和社会

最初，石丹选择美发专业时，周围充斥着

负面的声音，尤其是老家的乡亲们，都戴着有

色眼镜看待这个行业。而当她带着一份份沉

甸甸的荣誉回到家乡，乡亲们终于相信，“真

的行行都能出状元。”

“我的一点力量能让周围的人对美业改

观，很自豪。”石丹笑着说。

如今，除了做好本职工作，石丹用更多的余

力回馈社会。作为杭州市志愿者服务队主力成

员，石丹已经在公益义剪的岗位上服务了5年。

每月 10 日的上午 9 时，石丹和团队成员

们都会准时出现在杭州市运河广场，为老年

人提供志愿理发服务。每当头戴小红帽的石

丹出现，她的面前总是排起长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在江西老家的石

丹惦记着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和老人们，不

顾家人劝阻回到杭州。她和其他 3位老师组

成义剪团队，奔赴基层防疫最吃紧的单位、社

区，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社工、

交警等解决“头”等大事，让他们精神抖擞地

奋战在抗疫一线。

“我们不能冲在抗疫一线，但至少能在后

方尽己所能，用一技之长为社会贡献力量。”

石丹说。

石丹从职校生成长为世界美发冠军，如今，又走上职校讲台鼓励学生用一技之长逐梦——

“ 剪 ”出 精 彩 未 来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熊熊炉火淬匠心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黄贵彬 刘超

7月25日下午，甘肃敦煌地区遭遇沙尘暴。霎时间，滚滚黄

沙，遮天蔽日。正当人们竞相奔入房屋躲避之时，远在苏干湖

变电所的丁臻，却迎着风沙冲到铁门外……

待沙尘过后，丁臻笑了：“所里的大难题解决了，再也不怕

风沙堵门了！”

苏干湖变电所地处敦煌城外、阿克塞县的荒滩戈壁深处，

环境恶劣，人迹罕至。变电所作为铁路牵引供电的“心脏”，源

源不断地将 110千伏电压通过大型变压器转换为机车运行需要

的27.5千伏电压，作用举足轻重。

一群风华正茂的 90后职工常年坚守在这里。恶劣的风沙

让职工们吃尽苦头，值班员杨玲说：“出去巡视，经常让沙子迷

得睁不开眼。”

每次沙尘一来，院门口就堆起了沙堆。为了清沙，两年多

来，扫秃了七八把扫帚，倒沙子的工具也从沙筐变成了小推车。

不久前，苏干湖又一次遭遇沙尘暴，车间主任、书记带领职

工赶来协助清沙。车间副主任李宝学发现了问题：“为什么每

次沙子都会在变电所门口堆积？”

一言点悟“沙中人”，12位干部职工顶着风沙，一下午蹲在

室外观察风沙走向，分析沙堆形成原因，终于发现了秘密。

从阿尔金山方向吹来的西北风，受到变电所围墙阻挡，大

风裹挟的沙子只能沿墙边流动。大风从铁艺大门通过，但沙子

被门上 1米高的挡沙板挡住了，只能在门口打旋，因此大风过后

总是沙堵门。

找到问题，怎么解决？有人提议在变电所门外建两堵挡风

墙，改变风向，但是建设费用高、工期长。后来，李宝学提议在

大门上加装门板形成“护盾”，让风能带着沙子从旁边吹走。

这个提议既能解决问题，又能减少成本支出，得到广泛认

可。工人们很快行动，找到 3 块大板材，还从家里带来了电

锯、钻孔机等工具设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挡沙门板安

装完毕。

门板装上了，但效果怎样，大家心里并没把握。

一周后，正赶上 7月 25日的沙尘暴，迎着风沙冲到铁门外

的丁臻，虽然鞋子、耳朵、嘴巴、头发里灌满了沙子，但依然激动

得不得了，他立即拨通了李宝学的电话：“沙子都吹走了，变电

所门口没有小沙堆了……”

在敦煌铁路线上，除了苏干湖，还有当金山、肃北、黑石沟、

阿克塞等 7个变电所、接触网工区和电力工区，126名干部职工

坚守在此，其中80%以上是90后。

苏干湖变电所阻沙记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王梅霞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钢铁行业技术能手、山钢首席技

能大师……一份份荣誉背后，是山钢日照公司炼铁厂 1 号高

炉作业区副主任杨雷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的成长蜕变。在熊

熊炉火旁，杨雷淬炼出了好钢，也淬炼了自己的匠心。

2007 年，杨雷从安徽工业大学冶金工程专业毕业，进入

莱钢工作。彼时，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高炉值班工长。

为提升业务水平，上班时只要有空闲，杨雷就向师傅请

教，遇到不太懂的地方就记在笔记本上，回家查找各种书

籍，直至弄懂为止。882 页的《高炉炼铁生产技术手册》，他

翻阅了不下 10 遍，基本将整本书的主要知识点背诵了下

来。2011 年，杨雷成为青工中第一个能独立操作 3200 大高

炉的值班工长。

2012 年开始，杨雷参与的课题先后在全国质量管理小组

竞赛、山东省冶金系统质量管理竞赛等活动中获奖。其间，他

多次参加莱钢、山东省冶金有色行业、全国钢铁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炼铁工比武，均取得佳绩。

2016 年 5 月，杨雷选调进入日照精品基地，担任有着“齐

鲁第一大高炉”之称的 1#5100m3高炉值班室班长。他吸收、

借鉴国内大高炉的经验、教训，结合 5100m3高炉设计特点，编

制起草了开炉期间的各项准备方案。

2017 年 12 月 19 日，当第一炉铁水顺利奔涌而出，杨雷激

动得热泪盈眶，热试开炉取得成功。半个月后，日产量破万

吨，开炉前期的主要技术指标，创造了国内 5000 级以上特大

型高炉“开炉即达产、达产即达效”的新纪录。

杨雷善于经验固化、成果转化，仅在开炉期间做的技术总

结就有 3 万多字。他撰写的多项课题在各类竞赛中获奖，其

中，2020 年 10 月以第一负责人承担的项目《5100 高炉风冷结

合预制件主沟装置的创新应用》获全国钢铁行业职工技术创

新成果一等奖。

陈清琪在清理下水道中堆积的树叶和淤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