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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浓曦 通讯员 刘明哲 赵亮

“不光有蛋糕，还收到了鲜花和礼物，还能和姐妹们一起

聊聊心里话，这个节过得不赖……”中铁七局三公司西康高铁

项目云南昆枢劳务班组女工代必芬高兴地说。

3 月 5 日，第 112 个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为了更好地激

励女职工在企业发展改革中发挥巾帼精神，三公司工会深入

正在大干的西康高铁项目一线，为女职工带来了精心策划的

节日惊喜。

项目会议室被彩色气球和鲜花装扮得分外温馨，水果、零

食摆满桌，舒缓的音乐在耳边萦绕。该项目全体女职工和来

自多家施工队的女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度“三八节”。姐妹

们暂时放下手中忙碌的工作，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惬意。

“家，就是夫妻恩爱，生活幸福”。“家，就是家人身体健

康，温暖和谐”。这是参与“家故事”分享会的劳务队女职工

的心声。因长期在外工作，很少与家人团聚，趁这次活动的

机会，平日匆忙的女职工相互吐露了内心的感受。随后,高

级心理医生安新爱带来一场以“和谐家庭秘籍”为主题的家

风讲座。工会还特邀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获得者、公司总法

律顾问索丽娟等优秀女职工代表，与大家展开了一场心贴心

的交流。

该公司关注女职工的切身利益，全力解决女职工急难愁

盼的问题。在项目部设立女职工专用洗衣机、为女职工开辟

独立的晾衣场所、重视女职工体检、加大对女职工体检的资金

投入比例，切实为女职工办好事、办实事，并树立女职工先进

典型，为广大女职工搭建更加宽广的成长平台。

这个节过得不赖

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计量站的““““““““““““““““““““““““““““““““ 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生命树 ””””””””””””””””””””””””””””””””

聚焦班组·树的故事G 班组现场G

夏忠

“树坑挖好了，抬树苗喽！”

“不用抬，树苗不请自来！”

3月 10日上午，中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

风电项目部植树现场起重工杨树苗的接话，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老师傅们说，请杨

树苗这个植树行家看看树坑是否“达标”。

原来，杨树苗家在上窑林场，父母是林

场职工。树苗的名字源于他出生那天，正巧

林场苗木出圃。那时林场的托儿所、幼儿园

还没建好，爷爷奶奶离得远，父母上山栽树、

修枝都带着他，把他放在山坡避风处，再撑

把遮阳伞。会走路了，怕他从山坡上滚下

来，父母就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三四

岁时他就能干些给树苗浇水之类的小活

了。从上小学到大学的假期，他基本都是在

山上林子里度过，育苗、种树、施肥、修枝等

样样在行。

高考时，杨树苗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林业

专业，梦想一辈子和树木打交道。结果阴差

阳错学了机械专业，从事起重吊装工作。

以前同事只知道他家在林场，直到有一

次他将奄奄一息的雪松救活，才知道他有给

树“治病”的本事。

15 年前植树节那天，公司生活区移栽

了十来棵雪松，20多天后先后出现枝叶枯黄

和落叶等现象。有人说树坑太浅了，提议在

附近挖深一点的树坑，重新栽；也有人觉得

养分不够，要买肥料追肥。杨树苗仔细观察

了一会，说，真正的原因是缺水，树大招风，

要先搭个架子固定。

大家半信半疑，但又没别的好办法，就

听他指挥，用木棒为雪松搭设三角固定架。

杨树苗说，剩下的“治疗”交给他吧。他先松

土，早上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分别浇一次

水。第四天，浇水改成用吊瓶补充配制好的

营养液。半个多月后，雪松的病真治好了。

后来公司风电工程竣工复绿，杨树苗的

特长又派上大用场。从选树种、育苗、移栽到

后期管理，非常烦琐，他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完

成的，不耽误本职工作。大伙心疼他，他却

说，我喜欢和树打交道，心里舒畅，不觉得累。

这一次，工友们挖的树坑怎么样？杨树

苗看了看，说：“像锅底，树苗伸不开腰，根吸

收的养分不足，会长得慢。”说着，他举起铁

锹将树坑底部扩大。

邵黎飞

在吐哈油田温吉桑储气库群温西一储气库建设中，中国

石油测井公司吐哈分公司的员工们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优

质、高效、安全地完成好每一口井的完井测井、井筒质量测

井、射孔和注气剖面测井。

地下储气库在应急调峰、保障供气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作为服务油田发展的生力军之一，吐哈分公司积

极主动发挥专业化测井公司技术优势，全力保障油田储气库

项目建设。

“中油测井的队伍干活是杠杠的，服务质量很高。”储气

库项目经理部安全科副科长隋世春说。

吐哈分公司不仅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中油测井”这个

品牌。服务油田实力和态度缺一不可，整体实力是服务的保

障，良好态度是服务的本色。

吐哈分公司经理王林说，吐哈油田温吉桑储气库群作为

集团公司重点储库建设项目，要精雕细刻、全力以赴，把每一

口储气库测井施工打造成精品工程，以实际行动打造好、维

护好“中油测井”品牌。

“测井兄弟与我们密切配合，确保了每口井的压裂施工，

我们就是一家人。”西部钻探吐哈井下党群科科长杨占文赞

不绝口。

“只要我们每名员工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建设好、维护

好‘中油测井’这个品牌，就一定能够使得我们测井公司基业

长青！”吐哈分公司党委书记张文青说。

让“中油测井”根植用户心中

杨树苗杨树苗
给树给树““治病治病””

本报记者 赵剑影 通讯员 刘旭东

从“一张刀片走天下”到以烙铁为“针”在

不过寸许的零件中“引线飞针”，荆江之畔，中

国航天科工二院 23 所南湖公司电装组的姑

娘们扎根三尺桌台，投身国防航天事业，用指

尖技艺“绣”出巾帼青春的别样精彩。

24 年前，南湖公司濒临破产。彼时 6 名

女职工组成的电装组主动放弃每月每人不

足 100 元的补贴，“不忍看到付出这么多年

心血的企业就这么倒下了”。她们向企业

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还有退休女职

工甚至都捐出了自己的退休金。电装组就

这样为南湖公司点燃了继续走下去的“希

望之火”。

在艰难起步的岁月里，姑娘们主动将

有限的设备花销用度让给其他班组，自己

打着企业自行生产的航灯，靠着刀片、钳

子、固温烙铁等工具开展作业。虽然工作

环境简陋，但电装组从未降低过一项工作

标准。

为提升产品质量，她们狠下苦功、磨练技

能，将双眼练成“游标卡尺”，把每一类工作所

积攒的点滴经验都认真记录到本子上，避免

问题的重复，一代代传承至今，这个方法后来

成为电装克难制胜的“法宝”。

2016 年，南湖公司并入中国航天科工

二院 23 所，电装组的生产制度及理念迎来

由内而外的变革，但“攻坚克难、连续作战、

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航天南湖精神历久

弥新。乘着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3 所加快

产业布局的东风，电装组的姑娘们每年都

会集体赴北京本部学习先进工艺，促进能

力提升。她们对企业的未来有了更远大的

目标——成为预警领域的佼佼者。

近两年，电装组负责某核心组件的生产

任务，生产质量直接决定着产品的多项关键

技术能否顺利实现。

第一次见到组件实物时，大家着实在心

中好好掂量了一下。组件背板上，800 个 0.2
毫米需要加工的棱形角犹如列队严整的方

阵。作业时，线枪与板面呈 90 度直上直下，

以 0.12毫米的蓝白双绞线作精准缠绕。角度

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可供施展功夫的只有与

邻角之间不到 0.5厘米的半径空间，稍有歪斜

便会使整个组件“全军覆没”。

她们以公司内能找到的最细小的钉子

尖部进行模拟作业，人均尝试操作 300余次，

练就在方寸之间腾挪的好眼力。她们将目

光聚焦至棱尖，精准引线，眼到即手到，“绣”

出了一束束飘逸的蓝白“流苏”，进行包裹后

犹如微微绽放的花朵，数百根线“叶”无一差

错，完整实现核心部件的功效。看到精致的

成品，大家无不称赞，戏称她们是以线枪为

针的“绣娘”。

在装接工作中，电装组最常进行的是焊

接工序，大家形象地比喻是在“螺蛳壳里做道

场”。在一些材料板上，操作者要顺着既定

“轨道”精雕细琢出金属图案。不足发丝一半

粗的导线，她们要将其在材料板的印制线纹

路上进行焊接，达到完全吻合的状态。不仅

是印制线与导线宽度几乎一样，而且纹路更

是“峰回路转”，难以拿捏分寸，对焊接锡量的

要求更是非常苛刻。“锡量大了，会成流散状，

小了则不牢固。但我们每一次都能把握精准

用量。”周文君说。这是属于电装组的又一项

绝活。

除了高精尖的加工，更多电装工作是流

程烦琐的工艺工作，电装组不断总结，提高

效率。面对电装工艺中流程最复杂的机柜，

姑娘们总结了各种线缆路线及尺寸固化方

案，在接到任务而实物还未运来时，就提前

完成“入柜”前的梳理、制作、捆扎等 30 余道

工序。等到整体装接时，一束束精致的电缆

接进机柜相应位置，误差率控制在 0.5%以

内，材料损耗、时间成本因此减少了一半。

20 年来，电装组连获荆州市“标兵岗”、

湖北省“三八红旗单位”等荣誉。2022年 3月

3日，他们又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从“一张刀片走天下”到在寸许的零件中“引线飞针”

用巧手编织航天梦的电装组用巧手编织航天梦的电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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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武 文/摄

3 月 11 日，春光明媚，梅花带笑，河南

油田采油二厂井楼采油管理区团员青年志

愿者在青工组长的带领下，来到位于三夹

河畔的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岗——32号计

量站开展植树活动。

“生命树？这棵树还有名字呢！”一个

小姑娘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连忙呼喊小伙

伴来看。

这棵需要 3 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有着

挺拔的树干、裂开的树皮，粗壮的枝条向上

向远伸展，像一把巨伞，保护着脚下的井站。

“这可不是普通的白杨树，它见证着我

站的发展，陪着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该站

第四任站长牛丛会讲起了“生命树”的来历。

32 号计量站建于 2003 年，由于大多油

井的油层在河道下面，抽油机位就建在河

岸的沙滩上，计量站也就建在了沙滩上。

这也就诞生了我国第一座规范化、密集式

开采的大斜度井站。

沙滩上除了芭茅草就没有其他植物了，

队部买了两棵碗口粗的杨树种在站门口。

河滩上栽树，没有经验，只活了一棵，

大家倍加呵护。这棵杨树也很争气，开枝

散叶，茁壮成长。在宽阔的沙滩上高高耸

立，像一个哨兵一样守在计量站、守护着河

滩上的油井。

2005 年 7 月 22 日，连降暴雨，沟壑涨

满，位于沙河畔上游的 5座水库不约而同地

泄洪，洪水袭来，瞬间侵袭了整个沙河畔，

淹过井场又直奔计量站院内。值班员没想

到洪水会上涨得那么快，立即请求离站最

近的 8号计量站救援。

险情就是命令。8 号计量站的员工们

快速反应，拿出一盘绳索，一头从马岸村高

处系紧，另一头向 32 号计量站门口的那棵

大树靠近，把绳索捆绑在大树上，员工们沿

着绳索紧急撤离。

这棵大树在最危难时刻救了大家，员工

们给它命名为“生命树”。也因为 8 号计量

站员工的见义勇为，赢得 32 号站两名女工

的倾慕，促成两对员工结成连理，传为佳话。

计量班的“生命树”，守护生命传递爱。

赖雨冰 张磊

从甘肃到广东，只需要一天的高铁，距

离其实不算很远。但在 8 年前的漆永胜心

里，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饮食习惯、水土的

距离，更隔着融不进班组的距离。

那一年漆永胜分到广州通信段惠州通

信车间东莞东通信工区工作。那时候的他

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合群。但通信维护

工作讲究的是团队协作，特别是处理通信大

通道故障时争分夺秒，要相互配合，考验彼

此的默契程度。他刚来，业务不是特别熟

悉，在配合方面总是拖后腿。尽管同事们都

会耐心教，但他总是不好意思问。

时间一久，他的技术水平就在原地踏

步。不能完全胜任工作，漆永胜有一种挫败

感，加上离家远，他慢慢消沉起来，变得更加

不爱说话。

他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刚好

不久后就是植树节，单位提前购置了一批树

苗，要求把门前的空地利用起来，做些绿化。

工长肖建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漆永胜跟

大家一起种树，通过一起劳动让他融入集

体。于是在工长的带领下，每人认领一棵树，

自己管理，每月月底比谁的树长得最好，长得

最高者可以获得由工长传授的维护经验。

就是从那时起，漆永胜开始一边跟着大

家给树浇水除草，一边努力学习。如今那棵

樟树越长越大，漆永胜在岗位上的表现也越

来越出色，很多疑难故障他都能快速处理。

今年他还带了徒弟。

徒弟也不爱说话。漆永胜把徒弟带到

自己认领的树下，告诉他一个有关树的“秘

密”：8 年前的那次种树活动，他知道同事们

特意把最粗壮的树苗留给了他，让他不开口

也有更多机会学习到工长传授的维护经

验。同事们用爱引导他融入班集体，让他能

跟树一样长成今天乐观、自信的模样。

一个有关树的一个有关树的““秘密秘密””

段高高

又快到植树节了，豫光金铅冶炼一厂冶

炼工段工段长苗向阳想起了十年前栽下的

那几棵白杨。

那一年，一座座建筑倒下去，一棵棵白

杨立起来。

被爆破倒下的，是公司 20世纪 90年代实

现跨越发展的项目，也是铅冶炼行业里曾经

先进的烧结机工艺所在之处。也是在那里，

苗向阳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骨干力量。

后来，因为企业不断升级改造，曾经的

先进产能变成了落后产能。于是，公司在

2009 年淘汰了烧结机工艺，并在 2011 年拆

除了厂房，人员也分流到其他单位。

苗向阳被分到替代了烧结机的富氧底

吹炉系统。再一次故地重游，是第二年的植

树节。公司组织各单位职工来到这片空地

上植树，栽下一棵棵白杨。

每天上下班路过这片树林，苗向阳总能

看到那一棵棵笔直的白杨。他感觉，那些树

替代了他，在坚守着原来的岗位。

一年又一年，每到植树节，苗向阳和同

事们在厂区内外种下一棵又一棵树。一年

又一年，公司不断升级改造，引领着铅冶炼

系统变得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更加智能。

苗向阳也几次更换岗位，后来到了另一

个厂区，再也看不到那些树了。目前他所在

的岗位，是公司集多年技术之大成建设的国

内最先进的铅冶炼生产系统。

他觉得，公司也像是一棵树，向阳而生，

还可以长得更高。他的职业生涯，则像是攀

着主干顺着枝丫的跋涉。

这个植树节，他想回老厂区看看那些

白杨。

向 阳 与 白 杨向 阳 与 白 杨

本报记者 陈华 通讯员 陈小敏

有的人已经进入梦乡，有的人正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业人员 12人，油锯 6把……”3月 2日 23时 30分，现场

作业负责人蒋怀军正在进行班前点名会，对作业人员和机具

进行清点，做好作业前的准备工作。

对讲机里传来驻站防护员下达的通知：“线路已封锁，可

以进网进行作业”。

现场防护员随即打开通道门，铁路线两边的一次苗木修

剪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安徽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园林分公司（蚌埠铁路林管

所）林务工开始一天工作时的场景。

高铁行车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只有在夜间没有车，这个时

间段对线路养护维修工作来说，即“天窗”。作为铁路线上一

个鲜为人知的工种，铁路林务工也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对铁路

沿线的绿化苗木进行修剪、养护。

安徽铁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园林分公司（蚌埠铁路林管

所）是上海局集团公司 5 家地区园林公司之一，现有职工 35
人，主要负责安徽省长江以北铁路沿线绿化养护工作。公司

现管辖京沪线、京九线、京沪高铁、京港高铁等普速铁路和高

铁 3100余公里。

大众所熟知的园艺工，工作是以苗木栽植和修剪为主，而

铁路林务工除了做好栽树工作外，砍树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

工作。

春节后的一天，公司业务主管工程师在对京沪线蚌埠-
滁州区段添乘例行检查时发现上行网内一株女贞树的树干发

生倾斜，疑似侵入行车限界，存在安全隐患。随后，公司启动

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对该地段侵限苗木进行了砍伐。

“像这样的工作，我们每年都会遇到。”业务主管工程师杜

正洲说。

原来，为了美化线路和稳固路基需要，铁路园艺工在铁

路两侧栽植了绿化苗木，但是随着苗木的不断生长，苗木冠

幅和高度越来越大。受极端天气影响，树木很容易造成倒

伏，侵入铁路安全限界，造成列车停车，影响运输安全。这时

候，铁路林务工就要及时出动，对相关苗木进行修剪砍伐，确

保线路安全。

每年春季是路内危树的集中排查期，公司会组织人员对管

内十余条线路通过添乘、现场检查等形式排查危树。有些大树

需要在汛期前处理完毕，就像工务的线路“集中修”一样。

“三四月份是危树的集中处理时间，像杨树这样的树种长

得快，更需要提前处理，防止影响行车安全。”公司经营管理部

经理邵兵说。

4时，作业结束。回到宿舍，现场负责人蒋怀军在作业日

志上写道：“今日修剪女贞 102 株，砍伐影响作业人员行走的

杂灌木 76株，今日作业安全无事……”

“昼伏夜出”的铁路林务工

中国石化经纬公司西南测控
公司有111个测井、录井和定向
井小分队，在巴山蜀水从事油气
勘探开发。公司员工以分队为单
元，成立植绿护绿志愿服务队，在
山区植树造林，做到油井打到哪
里，绿色就播种到哪里。

图为 3 月 8 日，一个定向井
小分队在山上种植果树。

田宏远 邵晓玲 摄

油井打到哪
绿色播到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