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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静 通讯员 赵艺博 张瑜婕

14 个大类、64 种产品、340 个参数，翻阅 100 多本试

验检测技术规范，这是高雪完成一次资质认定计量认

证换证申请及复评审工作需要进行反复核对的工作

量，她是中铁十五局五公司中心试验室的副主任兼技

术负责人。

而这些工作，都是在完成常规工作之余加班加点完

成的。所以提到试验室这个由 9名女试验员组成的巾帼

团队，好多人都会用一个字形容——“拼”。

她们拼的是耐心和技术。公司有在建项目近 40个，

分布在全国 14 个省市，项目基本都位于交通不便的地

方。为了数据的准确性，九姐妹坚守在施工一线，试验

室的灯光几乎天天亮到深夜。她们曾驻扎工地试验室

数月,确保规范检测;也曾千里驰援，耗时半个月，帮助试

验室工作陷入被动的蒲都路面施工圆满解决沥青配比

问题。

她们拼的是责任和毅力。32 万公里野外工作的累

计里程，1000 万份零差错检测报告，这是九姐妹之一的

涂海燕用 19 年的坚守书写的一份职场答卷。但少有人

知道，这 19年里，有 12年的时间她在一边奉献，一边与肿

瘤做着不屈的抗争。面对身体上的磨难，海燕没有就此

折翅，反而因为对生命和岗位的珍惜和感悟而越飞越高，

成为“涂海燕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领军人物,被评为“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

她们拼的还有体力和汗水。不了解情况的人，只知

道工程试验检测工作无比烦琐，却不知在脑力劳动之外，

体力劳动也无处不在——几十公斤的试件自己搬，一袋

袋的砂、石、水泥自己运，制备试件及样品要搬到比自己

还高的试验仪器上。特别是钢筋材料检测时，在万能材

料试验机上拉着一根根粗大坚韧的钢筋，钢筋在断裂时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仿佛地基都在抖动。有些试验，甚

至许多男同志都望而却步，但试验室九姐妹却干得有声

有色。

“你们真不容易，为什么不多找男同事帮忙？”每当有

人这样问起，高雪总是说：“我们一个个都是从艰苦的施工

一线走出来的，这点活比起一线的工人，不算啥！”

多年来，九姐妹先后获得“技术能手”“女职工标兵”

“十佳职工”“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

敢“拼”的试验室九姐妹

通讯员 唐晓琦 本报记者 蒋菡

6 点，朝阳洒在波纹细碎的长荡湖面，

像给水面撒上了一层碎银。中建二局河海

大学常州新校区项目女塔吊司机柳应会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个大部分都是男性

的岗位上，她已经干了 8年。

“越高的地方风景越好”

背好背包，检查完安全措施，柳应会便

开始攀爬。

她今年 47 岁，但爬梯的脚步很轻盈。

在距离地面 40米左右的地方，她靠在防护

栏上休息了几分钟，接着一口气爬进驾驶

室。柳应会之前从不中途休息，直到去年

夏天一次攀爬时，她第一次感到无法坚持，

从此改成休息一次再爬。

“人还是要服老。”她一脸坦然。

进入驾驶室就意味着一整天的战斗正

式开始，对讲机中不断传来的指令，为这一

整天的忙碌拧紧了发条。

中建二局承建的河海大学长荡湖校区

项目已经全面进入二次结构阶段，柳应会

工作范围内的 D9、D10两栋宿舍楼更是提前

进入了装饰装修阶段，她要根据地面指令将

砂浆平稳运输到指定楼层。

70 余米的高空，吊送材料时，操作室也

会随着惯性在高空晃动。但柳应会十分淡

定，专注于眼前的吊臂和手中的操作手柄，并

且在起落和运转的过程中细心地观察周围的

情况，避开下方的人群和障碍物，与地面信号

工的指令紧密配合，每一方砂浆都放置得不

差分毫。

“我享受在高空操作的感觉。”柳应会来

自云南曲靖的一个小山村，儿时最喜欢的就

是爬到山顶眺望山外面的世界，因为“越高的

地方风景越好”。

过去一年，柳应会在高空见证了所在项

目的“万丈高楼平地起”，也再一次深刻体会

到“日新月异”的含义。

“怕啥，他干不了我干”

柳应会 20 多岁嫁到江苏淮安，婚后育

有一子一女，丈夫是个塔吊司机——在 20
多年前，这可是个绝对热门的技术工种。可

8 年前，丈夫突发重病，一时间，家中缺了经

济支柱。

“怕啥，他干不了我干。别人能干，我为

啥干不了？”一向风风火火的柳应会并未被愁

云困住。而这一年，她已年近不惑。

到了工地，看着八层楼高的塔吊外面悬

挂着的梯子，柳应会有些害怕，但碍于面子只

能硬着头皮向上爬。当她站在几十米高的驾

驶室俯视整个工地时，她发现自己找到了儿

时爬到山顶的快感。

当了一段时间的学徒后，只有初中文凭

的柳应会咬牙考下了专业资格证书。从此，

女塔吊司机柳应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高空作业

生涯。

柳应会没想到自己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

如厕。有时中午加班，可能一天都不能离开

驾驶室。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在上塔

前就会克制自己的喝水量，只在必要的时候

抿一口水，滋润下嗓子和嘴唇，必要时就用苹

果和香蕉补充能量。

炎炎酷暑则是最难的考验。驾驶室只有

电扇没空调。70 米高空中的玻璃房间，在夏

天太阳持续照射下温度能超过 40摄氏度，而

夏天往往是工地施工的高峰期，这段日子只

能“熬”。

“哪一行都不容易，熬一熬就过去了。”柳

应会说。

“我是我们家的女侠”

无论是在几十米的高空上班，还是

下班以后，柳应会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

人度过。

她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在驾驶室里

的每一秒钟都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而业

余的闲暇时光，她会打电话和远方的家人

聊聊。

谈及子女，她露出了笑容，脸上满是

骄傲：“我女儿全班第一，儿子学习不好，

但是特别会做家务，照顾他爸爸，让我省

了很多心。”

这是她生活中的甜。

近一年来，项目部不间断地开展“法

制·安全·文化”夜市。每周二、四的夜晚，

柳应会就搬着小板凳来到工人文化广场观

看露天电影。她很高兴能有这样的娱乐时

光，觉得生活多了些滋味。

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有些夜晚，她还会去“农民工夜校”的大教

室，里面有各种书报杂志。“我喜欢看《射雕

英雄传》，最喜欢郭靖，他是大侠，我觉得我

是我们家的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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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班组·一线的她G

徐祥涵

“她通过技术攻关，巧妙制定了强力旋

压的工艺参数及路线，实现了 1~2 毫米薄壁

零件控制在壁厚差 0.08毫米以内，大幅提高

了公司产品检测合格率”。说起丁洵的拿手

绝活，同事赞叹不已。

33 岁的丁洵是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

工艺技术研究所产品结构一室员工，主要负

责产品机械加工工艺编制，同时还分管了多

个定型产品及科研项目零部件试制工作。

在以男职工为主的机械加工行业，丁洵特别

显眼。别看她外表柔弱，可是只要出现在生

产现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从业 7 年，丁洵练就了“微米级”的绝

活。她最擅长的是薄壁筒体、大长径壳体、

旋压产品的工艺编制工作。在工艺技术方

面，她获得过 4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发表

论文 1篇。

工艺技术作为设计与制造的桥梁，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产品在机械加工的

过程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技术难题。丁洵

是个遇问题爱琢磨的人。某科研产品在生

产试制过程中，控制舱体的翼片与滑块座只

有 22 毫米的间隙，阻碍数控铣刀进刀，导致

翼片上沉孔无法完成梯台加工。她将刀具

反过来安装，铣刀从下往上穿入沉孔完成梯

台加工，巧妙避免了加工间隙过小的难题。

近年来，公司新建了多条自动化生产

线，其中发动机自动化生产线，担负着发动

机的筒身、封头、燃烧室三种部件的加工任

务。建线之初，困难重重，丁洵曾负责发动

机封头的工艺设计工作。在试切过程中，

遇到了封头建线最大的“拦路虎”。每加工

一件产品都会有大量切屑缠绕在刀杆上，

均要人工去除，严重影响加工效率。她认

真分析问题原因，通过改变切削方向从而

改变了排屑方向。排屑方向远离刀杆后，

问题得以解决，该方案保障了自动化加工

的高效运行。

一身蓝色工装的丁洵，每天来回穿梭在

机械加工工房和产品装配间。面对技术问

题，她一次次出手解决；面对专业难关，她一

点点钻研攻克。

练就微米级绝活的练就微米级绝活的““机械加工玫瑰机械加工玫瑰””

班组现场G

刘杨

3月 1日 23时 40分，道口员安晶、张凡

虎正在吃夜班餐，道口报警声忽然响起，他

们拿起挂在火炉旁边的棉大衣，快步走出道

口房，关闭栏门。

安晶是齐齐哈尔工务段唯一的一名女

道口员，同班工友是她的丈夫张凡虎。3年

前，夫妻二人来到富嫩线 52公里道口，这里

便成了他们第二个家。道口是附近糖厂、酒

精厂等企业进出的必经之路，通过车辆中有

一半是重型车辆。由于道口铺面狭窄，重载

车辆无法并行通过，这里深夜也很繁忙。

推开门是一望无际的漆黑。这里远离

村屯，四周都是庄稼地，只有道口房檐上的

路灯发出光亮。检查道口铺面和轮缘槽，确

认设备状态正常后，安晶拨动开关，两侧的

栏杆缓慢关闭。

随着机械的运转，周围有几个黑影在来

回乱窜。“是老鼠，这里的庄稼每年都丰收，

老鼠也肥得很。”安晶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

掏出石子，砸跑了旁边的老鼠。

她兜里揣着10多块小石子，是张凡虎捡

来的。“接车的时候有规定，我不能在她旁边，

就只能捡一些石头给她壮壮胆。”张凡虎说。

23时 43分，列车准时通过。5分钟后，

又一列满载货物的列车急驰而过，带起的雪

花和尘土让人睁不开眼。在外站立半个多

小时，两人的睫毛和口罩上挂满冰霜。跺了

跺脚面的浮雪，他们赶紧钻进道口房。

房外北风呼啸，房内温暖如春，火炉里

的炭火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只要有

丈夫在，安晶就是有人守护的“道口玫瑰”。

他守护她，他们守护道口。

显身手

本报记者 周怿 通讯员 王玉鹏 朱翔

从胜利油田到首都北京 400多公里，说远不远，说近

也不近。2020年 10月，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与北京石油合

作，组建加油项目，陈瑞珍等 5 名女工脱掉红工装，换上

蓝制服，成为业务承揽、转岗创效大军中的一员。

胜利油田黄河钻井总公司人力资源首席专家杨钟山

表示，员工外闯北京市场，既盘活了上游辅业后勤富余人

员，又满足了下游用工需要，更为板块间业务融合探索了

新的发展路径。

“人生地不熟，我们能适应吗？”初来乍到，有人产生

了负面情绪。“我们这些在油田干了几十年的老员工，从

没想过有一天会背井离乡外闯市场。”陈瑞珍说。

很快，项目组召开骨干会，传递“能创效就是好岗位”

的理念。经过多次宣讲讨论，女工们想通了这个道理：走

出去才能有岗位，窝在家无法创效益。经过培训，她们一

次性通过了甲方考核。

3台加油机、24个加油口，开关油箱盖、取挂加油枪、

插拔加油卡……上班第一天，虽然手脚不停，可陈瑞珍班

组所负责的加油机前还是时不时排起长队。一天下来，

她发现自己连续 8个小时没上厕所。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她们的业务越来越熟练。北京

石油相关负责人表示，劳务输出人员经过公司层层选拔

培训，具备石油工人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和产业工人素

养，工作效率高，执行力强。她们单人单日加油量平均高

达 8 到 9 吨，每日行走超 3 万步，原来需 3 人完成的工作

量，她们仅需两人即可完成。

在这个加油员女子班组中，有即将退休却放弃休假

坚守岗位的王秀玲，有捡到加油卡物归原主的周新兰，

有及时发现摩托车漏油并妥善处置的龙燕。“来到首都，

我们把工作做好，就是为首都送礼，为胜利争光。”陈瑞

珍说。

能“闯”的女子加油班

有人守护的有人守护的
““道口玫瑰道口玫瑰””

通讯员 张翟西滨 本报记者 毛浓曦

“今天专程感谢抢修班的同志冒着严寒

上门服务，及时修好管网，解决了我们用水的

燃眉之急”。2月 22日，咸阳市渭城区农林局

家属院杜师傅一行 3 人代表 60 多名住户，来

到咸阳水务集团送锦旗表谢意。“这是我们应

该做的。”咸阳自来水有限公司计量检测站站

长谷轶辰说。

多年来，这样的温暖故事被该站抢修班

无数次地书写。

抢修班人手不多业务多，服务约 90平方

公里内的城区用户，涉及大小供水单位 7000
余户和抄表入户居民 19000 多家。班组师傅

们自称“地下工作者”，主责主业是维修排除表

前“毛细血管”故障，包括入井排查水表运转是

否正常、管网是否破损、有无跑冒滴漏等等。

水是城市的命脉，而城市供水管网故障不可预

见。所以，抢修班成员的手机每天 24小时开

通，只要接到管网故障电话，随叫随到。

去年底至今年初，咸阳遭遇新冠疫情，不

少小区封控，人们隔离家中。市水务集团发

出号令：“城市的节拍慢下来，供水人的脚步

要快起来。只要群众有需求，不分表前表后，

无论何时何地，闻漏必修、逢险必抢，随时应

战、战之必胜。”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一幅抢修班员工带

水抢修的图片，经融媒体上传后火了。短短

几小时浏览量突破 10万，点赞 2.1万人次，收

到留言 700余条……

那天，公司服务热线接到紧急求助电话：

有个水表井向外喷水，水已蔓延到街道上。

抢修队员闻令而动。此时正值疫情防控关键

期，市民居家隔离，恰逢用水高峰，不宜大面

积停水。当天最低气温零下 4 摄氏度，若不

快速处置，外溢水结冰易发交通事故，唯一办

法就是带水关闭阀门并抢修。

“我年轻，我下水！”26 岁的马烈旗主动

请缨。他穿上防水服，跳入 1米多深、冰冷刺

骨的阀井里，外喷的冷水一股股喷溅到脸颊，

透心凉。他顶住透骨寒冷与高压水的冲击，

艰难施工，5 分钟后，关闭进水阀，控制了险

情。接着抽水、清淤泥，他与队友带水作业。

1 个多小时后，破裂的管道被抢修好。

“来水啦！”楼上传来阵阵欢呼。这边，马烈旗

已是嘴唇发青、瑟瑟发抖，冻得说不出话来。

“群众的闹心事就是我们的心头事”，这

是抢修班成员们牢记在心的。近年来，咸阳

自来水有限公司计量检测站先后荣获陕西省

“学雷锋示范点”“工人先锋号”等多项殊誉。

““群众的闹心事就是我们的心头事群众的闹心事就是我们的心头事””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在推
进智能化建设中，注重发挥女职工的“半
边天”作用，近两年先后聘用了16名女工
充实到一线电工岗位。此前，厂里没有女
电工。 石启元 摄

高速公路飘扬“志愿红”
本报讯（通讯员陈凌 林玲 记者郑莉）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哪一

年颁布实施的？妇女享有哪些权益保障？答

对有奖励……”3月 3日，一场特殊的爱心活动

在福建高速公路贡川服务区停车场举办。为

迎接第 112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福建三

明高速公路组织志愿者到服务区开展法律知

识宣传和妇女儿童维权知识有奖竞猜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发放了《关爱女性

健康倡议书》宣传手册，赠送了“三八节”爱心

礼包，表演了精心编排的舞蹈，利用高速公路

服务区车流、人流较大的优势，广泛宣传妇女

权益相关知识。

作为公路交通行业的服务窗口，高速公路

女性职工占比达 30%以上，且职工上班需要“三

班倒”。近年来，三明高速公路专门开设了全省

高速公路系统首家职工心理健康工作室“林文

秀心理工作室”，为女职工提供心理疏导。此

外，公司工会还积极组织法律专家，围绕女性职

工工作、家庭生活中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普法

讲解，提升女职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送你一束花
3月 4日 11时 45分，正在巨化集团 51号铁路道口上班

的杨叶文打开房门，吃惊地看到手捧鲜花的丈夫周建中。该
公司女工委负责人姚文君说，夫妻都在本单位的职工，为了
工作和照顾家人，常年一人上早班一人上晚班，经常见到的
是对方的“睡脸”，所以今年公司的“三八节”系列活动中专门
组织丈夫们为妻子送上一份惊喜。

图为周建中正在给杨叶文送花。
朱睿 陶嘉俊 摄

金牌班组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