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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怿 本报通讯员 庞世乾 孙玉霞

胜利油田老年服务管理中心科院老年服务部颐园站

职工徐志军，患尿毒症 22 年，依然在一线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把爱心洒在退休职工心间，给身边的人带来阳光和

温暖。

徐志军 1991 年参加工作，在海上钻井平台工作时，被大

家称为“最让人放心的电工”。患病后，他离开了钻井平台，但

那份对工作的热爱没有改变。

徐志军所在的颐园站，服务着近 800 名退休老职工，他

们的子女大多不在身边，家里的电器老旧，容易出现故障。

老旧电器的配件在市场上不好找，徐志军便去旧货市场自

费淘换，一年要花费数千元，各种各样的配件分类堆放在他

的家里。在徐志军看来，“这些老物件，可以守护老人们的

笑脸。”

28岁那年，徐志军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两年后，他做了肾

移植手术。2014年，移植的肾坏死，由于没有肾源，徐志军开

始了漫长的透析之路。

连续的透析使徐志军两只胳膊上的血管严重变形，需要

常年佩戴加压绷带。即使这样，徐志军对工作的执着和热爱

并没有减弱。“徐志军经常主动要任务，在能力范围内多干活、

干好活。”颐园站站长孙玉霞评价说。

一些老职工退休后分散在全国各地生活，医保异地报销

手续十分琐碎。徐志军连续 10 年为老人办理报销，从没出

现过差错。

2021年 4月，油田组织离退休职工和家属健康体检，徐志

军根据防疫要求，合理安排 750 名老同志顺利完成查体工

作。然而，就在这期间，徐志军的母亲去世了。看到处理完后

事第二天就返岗上班的徐志军，一些老同志感叹：“他把孝心

也分给了我们。”

今年 50 岁的徐志军，把每次透析都看成是一次“重启”。

徐志军说，“我要把每一天都过得闪亮，让人生更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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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吕新生 王述歌

日前，在北京国际茶产业博览会上，定窑

文化成果展引人注目。走进展厅，电子屏上

陈文增、庞永辉、韩庆芳 3位全国劳动模范的

照片和名字格外闪亮。他们都来自同一家企

业——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陈氏定窑”），这家仅有 100余名员工的民

营企业，10年内走出了 3位全国劳模。

培养“金牌工人”

1954 年，陈文增出生于宋代五大名窑之

一定窑的发祥地——曲阳县北镇村。为恢复

定窑，他四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定瓷研制的岗

位上，不仅恢复了失传 800多年的定瓷绝技，

而且先后撰写出版《定窑研究》等多部书籍，

弥补了定窑历史上无理论的缺憾。

他与同为恢复定瓷工艺作出突出贡献的蔺

占献、和焕两位制瓷大师，并称为“定瓷三杰”。

为了使定窑工艺不再失传，2008 年起，

陈文增在公司开展“金牌工人”评选，获评后，

除了加薪，还能获得外出考察、专业培训、参

加技能竞赛等深造机会。

在陈文增等工艺大师带领下，当代定瓷迎

来曙光的同时，涌现出一批有技术、有文化的优

秀工匠。2010年，陈文增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定瓷技艺重焕生机

在陈文增的众多徒弟中，大弟子庞永辉

是最出色的一位。

1973 年出生的庞永辉，初中时就跟随陈

文增学习书法，1992 年，进入陈氏定窑，成为

定瓷工人。

参加工作两年后，他被师傅陈文增送到

保定师专（现保定学院）美术系学习，接受艺

术熏陶。重回工作岗位后，庞永辉结合所学，

重新审视传统定瓷艺术造型，继续在拉坯、刻

花装饰等传统技艺上下功夫。

“曾经整整一年时间我只拉制了一个造

型，为的就是准确掌握定瓷的神韵和艺术内

涵。”庞永辉说。

2008 年，在首届中国陶瓷美术技能大赛

中，庞永辉凭着精湛技艺一举摘金，成为“拉坯

状元”。2015年，庞永辉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2016年 6月，陈文增病逝，庞永辉临危受

命，接任成为陈氏定窑的董事长兼艺术总

监。现在，忙碌的庞永辉回到公司就会钻进

车间专心拉坯、刻花，同时也会传技给徒弟们。

“我要和同行一起，用我们的双手和智

慧，让定瓷技艺重焕生机。”庞永辉说。

一片冰心在定瓷

2020年 11月，公司职工韩庆芳成了公司

里的第三位全国劳模。

1975 年出生的韩庆芳既受教于陈文增，

也受教于和焕大师。

1997 年，韩庆芳大专毕业后进入陈氏定

窑公司，在两位师傅的教导下，凭着勤奋和执

着，“一片冰心在定瓷”的韩庆芳，熟练掌握了

定瓷刻花、印花、剔花等传统技艺，还发明了

“以线引枝”缠枝纹模式、阳阳刻相结合刀法

等，将传统工艺与科技相结合，主持了多项科

研项目。目前，韩庆芳是公司的总工艺师。

对手艺的传承和对匠人的重视，让这

家民营企业不仅走出了 3 位全国劳模，还拥

有 5 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 名轻工“大

国工匠”，3 名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2 名河北省“金牌

工人”。

百人企业走出 3位全国劳模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严妈”的侠骨柔肠

“把每一天都过得闪亮”

本报记者 黄仕强 本报通讯员 廖涛

“穿防护服时，要先检查是否有破损，全程避免与地面

接触”“脱防护服时，大家要按照 24 个步骤，一步步做好落

实”……每次带队执行任务前，严铃都反复叮嘱民警。严

铃是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四队的政治教导员，在

同事眼里，她是温暖的“严妈”，也是韧劲十足的“铁铃铛”。

今年春节期间，刚从边疆调入该队的民警廖涛原本需要

进入“闭环勤务”模式，考虑到廖涛在边疆多年，想让他多些时

间陪伴家人，严铃便主动提出：“我去吧，我比你熟悉队里的情

况。”此时，严铃已连续 6年没在家过过春节。

“闭环勤务”期间，严铃也没忘记操心队里的“家长里

短”。“他家最近有困难，有空去走访一下”“记得去慰问在外地

实践锻炼的同志”“他跟女朋友分手了，多关注一下”……她和

同事通话时，总是这样“碎碎念”。

在队里，严铃有着“铁铃铛”的绰号。

近年来，国家移民管理局组织开展等级检查员考试，鼓励

民警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公安高级执法资格考试。

然而，随着武警边防部队集体转隶移民警察，个别民警学习劲

头不足，对考试产生了畏难情绪。

为打消大家的畏难情绪，零法律基础的严铃报名参加了

2021 年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备考时，正值盛夏，严铃每

天顶着酷暑完成日常工作后，又“啃”起了法考复习资料。

经过 3 个多月的挑灯夜战，严铃以高分通过法考。队里

的民警评价说：“‘严妈’太有韧劲了，想做的事，哪怕再多困难

都会做好，有女侠风范，就像一个‘铁铃铛’。”

如今，在严铃带动下，队里的民警学业务、学法律风气浓

厚，师徒结对练兵比武、切磋技艺成为常态。

严铃也是大学毕业生王丽在黑夜里看到的“闪亮的星”。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时，正在绵竹市东汽中

学备战高考的王丽被埋在废墟中 20多个小时，她在获救后永

远失去了一条腿。看着空空的裤管，王丽对未来充满迷茫。

得知王丽想继续参加高考，却因手术治疗无法随堂进行

复习时，严铃主动担任起了她的英语老师，每天到医院帮她补

习。最终，王丽如愿走进大学校园。

从事边检工作 18 年来，严铃帮助过的困难群众、出入境

旅客不计其数。她总是说：“真正的幸福快乐，不是我给他们

的，而是他们给我的，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小事。”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陈华

在气象站里担任地面测报员工作的韩文

兴，说起来是生活在北京，可是他职业生涯30

年来的近一半时间，却是在北京的西北角，海

拔1000多米的佛爷顶山峰度过的。

比冷更难捱的，应该是寂寞。繁华尽在眼

前，可是韩文兴却选择与繁华擦肩而过。花开

花落、云卷云舒，山中曾经青涩的“小韩”，走过

了“韩哥”的青春，如今来到了沧桑的“韩叔”，

是什么在支撑他一直以来的坚守呢？

在韩文兴琐碎的日常中，答案渐渐明晰了。

“预报有雨果然就有雨”的职业成就感；

30 年从未漏记过一次数据的责任感；每隔一

小时就去观测场看看，然后心里才会踏实的

幸福感……当然，还有“三餐改成两餐、干饭

变成稀饭”的艰辛，也有在恶劣天气里冲出去

捡起那个最大雹子的豪壮。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正在“天宫”空间站里

“出差”的太空三人组。很多人可能会特别在

意这样的场景：“天宫”课堂让网民刷屏，一次

次“宇宙级浪漫”冲上热搜，来自太空的祝福

让新年充满别样的喜庆。只是，在聚光灯的

背后，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失重的身体，他

们对亲人的思念，他们也有和普通人一样必

须面对的日常。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常人

所认为的寂寞，在有些人眼里，是事业、是初

心。心若被事业装满了，哪里还能容得下寂寞。

所有的大道理，在韩文兴心中，只是一

句朴素的信念：“既然干着这份工作了，那

就干好。”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在境界极高的人看来，常人认为的寂寞，

其实不过是“慎独”的良机。在喧嚣城市里所

经历的各种不堪，在那些人眼里，或许就是生

活和诗意本身。就像韩文兴在工作之余，拍

一拍云海和花儿，朝着家的方向吼上几嗓子。

本报记者 陈俊宇

今年春节前，雪接连下了好些天，韩文

兴下山的计划不得不延后。在海拔 1224.7
米的佛爷顶，大雪意味着封山。他不急不

躁，观测工作照常。

10 年前，韩文兴也遇到过一场多年未

见的大暴雪，连续 40余天不能下山。为了

节约粮食，他把米饭改为稀粥，三顿饭改成

两顿。没耽误过一次观测任务。

位于北京延庆北部的佛爷顶山峰，自

古是军事要塞。佛爷顶国家气象观测站处

在 850 百帕范围，是北京西北天气系统的

上游地段，通常是冷空气来袭时北京率先

受到影响的站点。

“佛爷顶的实时气象数据对北京的天气预

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座北京海拔最

高的有人值守气象站里，韩文兴担任地面测报

员。30年来的近一半时间，他都在此度过。

他像是“云中”守望者，守护着观测站，

守护着山风云海与四季轮转，也守护着初

心与承诺。

世界气象日（3月 23日）前夕，记者再次

采访了韩文兴，那天佛爷顶又下雪了。

平常一天

工作间、小客厅、厨房、卧室……这是

山顶小屋，韩文兴的第二个“家”。

早上 6时 10分，天未亮。起床，打开电

视机，听听声儿，然后去工作间的电脑上查

看前一晚 10时到早上 6时的数据。这是他

多年养成的习惯。

看完数据，出门，经过 39级台阶，就到

了观测场。雪深观测仪、降水现象仪、地温

采集系统、鱼眼、风塔、承重雨量传感器……

这些陪伴他的“老伙计”，韩文兴熟得不能

再熟，“不能脏、不能有遮盖，有故障就得维

修，总之，保障观测设备正常运行，才能获

得稳定可靠的观测数据”。

8时，整点数据上传完毕，韩文兴开始忙

活自己的事。米饭多蒸一些，得算上中午的，

菜可以简单点，炒个白菜、做个土豆或者豆腐

就行。他对吃没太多讲究，上山后家常菜差

不多都学会了，过年过节自己还会包饺子。

饭后，上网学习。随着气象事业的发

展，观测逐步自动化，软件、硬件都变复杂

了。佛爷顶上陆续添置了新的观测仪器。

工作原理是什么，有了故障怎么维修……

这些韩文兴都得去熟悉。

每过 1个小时，他都会去观测场看看，从

东到西，来来回回，花上 10多分钟，这样心里

才踏实。“数据始终是气象工作的‘生命线’，

数据记得准，天气预报才能准。”

30 年里，韩文兴没有漏记过一次数据。

“预报有雨，就真下雨了”，类似这样的时刻，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成就感。

反反复复，时间就到了晚上，工作一样不

落，一个人更得靠自觉。

山中寂静，一觉就到了第二天。

变与不变

好些日子没见的朋友遇到韩文兴，总会

问他：“还在佛爷顶？”听说还在，就跟一句，

“那干的时间不短啊。”

确实不短，到今年 2月，韩文兴已经工作

了整整 30 年。1978 年，佛爷顶气象站成立。

1992 年，韩文兴考试合格，成了一名气象观

测员，上山工作。两名观测员轮流值班，以前

半月一个班次，现在一周一轮换。

从 30里外的家中，骑车到山下，再爬 3个

多小时山路，就见到 3间瓦房。木头门窗，冬

天透风，要自己烧锅炉取暖。生活用水储存在

4个大水缸里，得省着用，衣服都要拿回家洗。

夜里太冷，老鼠钻过他的被窝。

“三类艰苦站”，此言不虚。尽管“提前打

了预防针”，20岁出头的“小韩”还是狠狠地做

了一番心理建设。“既然干着这份工作了，那就

干好。”这念头像是承诺，一直在他心里。

早些年时，他带个小笔记本记录温度、湿

度、气压、风力、风向等监测数据，风、雪、雨、

雾、雷、电，从不缺席。

夏天雷多，一个雷下来，避雷针的针尖变

得通红；冬天冷，有时瞬间风速能达到 12级，

百叶箱的盖儿都刮飞了。冬季大雪封山，每

小时都要加密观测，好几天只能打个盹儿；要

是下雹子，他还要跑出去捡来最大的那个测

量直径……

近些年，随着气象监测设备的自动化，巡

查设备是否运转正常是他现在的日常工作。

设备升级对综合业务能力的要求提高了，他

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在

职大气科学课程，获得了本科学历。

气象站的条件大大改善了，2003 年房屋

改造，2007 年盘山公路修通，换班时单位车

接车送，生活物资也会定期拉上山。

不变的是什么呢？搭档的同事不断更

换，而他一直还在这个寂静的岗位上。

“小韩”变成了“韩哥”，现在成了“韩叔”。

年华与初心

2月 3日，北京冬奥会火炬在北京延庆世

界葡萄博览园传递。作为 2020 年获评的全

国先进工作者，韩文兴是第 49棒火炬手。“激

动，这是一生的荣耀。”

家门口的赛事，韩文兴自然不会缺席。

从 2月 7日到北京冬奥会闭幕的半个月，他一

直值守在气象站。中间有 4天还遇到下雪

天气，从每 3 小时加密检测到每 1 小时，没

能睡个完整的觉。记者问：“辛苦吗？”他回

答道：“这是应该的，要有责任心。”

这 些 年 ，韩 文 兴 获 得 的 荣 誉 不 少 。

2011 年被评为“感动延庆十大人物”，2013
年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2015 年荣

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每次得奖，他明

白，这军功章有“家里的一半”。

山中日月长，孤独吗？他的回答总是

“习惯了”。

工休时，就出门溜达一会儿，山花烂漫

时拍拍花花草草，雨水多时采会儿蘑菇，晴

空万里时到山前朝家的方向吼两嗓子……

在这片天地之中，韩文兴很“自在”。

1 月 6 日，他过了 51 岁生日。山上的

“家”，见证了自己半辈子的年华。

夏天雨后第 2天，经常会出现云海，他

就拍下来发在“抖音”上。与记者聊天时，

也会顺手分享了几条，看得人啧啧感叹。

30 年前，韩文兴在佛爷顶第一次看到

了云海，那壮观的景象

他多年没忘，“仿佛人

在仙境”。

他口中说舍不得云

海，心里想的还是工作，还

是那份“既然干着这份工

作了，那就干好”的初心。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厚厚的掌心”绿了荒山

3月10日，易厚掌在西塔山栽树。
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陶厂镇的西塔山曾

是一座荒山，如今放眼望去，绿色山林与蓝
天相映，形成美丽的生态画卷。这幅画卷
的“描绘者”，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叫
易厚掌。

今年 75 岁的易厚掌是含山县陶厂镇
西塔村村民。1985年，他与当地林业部门
签下承包荒山造林的合同，带着家人开始
栽树。30多年来，易厚掌全身心投入到植
树造林事业，绿化荒山 2000多亩，让曾经
荒凉的西塔山充满生机，先后获得全国劳
动模范、“中国好人”等荣誉。

易厚掌有个外号叫“大老锤”，在当地
的意思是指有决心和耐心的人。他说，植
树护林这件事，自己会一直坚持。易厚掌
与山林为伴的光阴故事，刻在每一棵树的
年轮里，也写在他厚厚的掌心上。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云中云中””守望者守望者

3030年来年来，，韩文兴在北京延庆韩文兴在北京延庆佛爷顶观测站守着山风云海与四季轮转佛爷顶观测站守着山风云海与四季轮转

韩文兴在观测场工作韩文兴在观测场工作。。 北京市延庆区气象局供图北京市延庆区气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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