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平凡的工作做细做实”“把平凡的工作做细做实”

本报记者 李玉波

出生在“铁路世家”的王丽洋，是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长

大的。她的姥爷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铁路局的第一代

铁路工人，妈妈是 1985 年入路的第二代铁路工人，王丽萍是

不折不扣的“铁三代”。从小耳濡目染，铁路、调车、安全这些

字眼深深地在王丽洋的心里扎下了根。

王丽洋是呼和浩特至成都西 K196次列车的一名乘务员，

今年是她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第 16 个年头。细数这 16 年的经

历，最特别的可能要数疫情那段时期了。

王丽洋记得，那段时间，她每日都要穿着防护服，背着 20
多公斤的消毒水桶在火车上穿行。夏天，在超过 30摄氏度的

车厢里，她的工作服被汗水打湿了一次又一次。过道、卫生

间、车厢连接处的通过台、扶手……每一个细节王丽洋都认真

对待。此外，王丽洋还需要对每一位乘客进行测温，偶尔遇到

不配合的乘客，她也只是面带微笑、语气温和，从不与乘客争

辩。身处防疫前线，虽然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可王丽洋觉

得这是一种使命。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3 时 30 分左右，正在巡视车厢的王丽

洋发现 7 车厢的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呼吸急促，有些不对劲。

情况紧急，她一边扶老人去餐车休息，一边通知列车长。经过

询问得知，乘客杨先生实施过两次开颅手术，同时又患有心脏

病。此次独自一人出行，临行前忘记携带平时服用的速效救

心丸。王丽洋一直陪伴照顾并安慰着老人。当同乘的医生带

着药赶到餐车，王丽洋迅速给老人服下。休息片刻后，老人的

情况有了好转，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情况好转的杨先生紧紧

握着王丽洋的手连声道谢。

短短 30 分钟，王丽洋临危不乱，妥善处置。在场乘客纷

纷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工作 16 年间，王丽洋共收到表扬电话 40 余通，锦旗 20
面。王丽洋把这些物件看得很重，珍藏在书房。2022 年，王

丽洋获评“青城好人”。“把平凡的工作做细做实，得到大家的

认可，就是一种幸福。”王丽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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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丁会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 3 幅标有川渝

地区气田、气井位置的地图。多年来，他的脚

步不仅踏遍了地图上繁华的都市和宁静的乡

村，更印在了崇山峻岭之间。他见证并参与

了众多“藏”在巍峨山脉中的气田、气井从无

到有的辉煌历程。

他，就是 2024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田公司重庆气矿矿长、高级工程师方进。从

建设管理天然气“地下粮仓”，到带领川西北

气矿实现历史超越，再到如今扛起重庆气矿

再创辉煌的重任，在为国“争气加油”的路上，

他已耕耘 33年。

“在挑战中发现风景”

作为地道的重庆人，方进自小便在巴渝

大地的熏陶下形成了豪爽直率的性格。

1991 年，方进从西南石油学院采油工程

专业毕业后加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川东开

发公司（现重庆气矿），成为采气三队的实习

工程技术员。

方进回忆，初入职场，他对这个行业充满

了好奇与憧憬，也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然而，高强度、艰苦且孤独的工作环境，以及

学校所学与实际工作需求之间的明显差距，

仍然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步入岗位前，父母叮嘱他“要用‘不怕苦、

不怕累、不畏困难’的精神去对待每一项工

作，在挑战中发现新风景”。这句话成了方进

职业生涯的一盏“明灯”。

在父母叮嘱的激励和良师益友的精心指

导下，方进在年轻人中崭露头角。1992 年，

他参与的一项关于采气地面工艺革新的 QC
课题获奖。2003 年，方进先后担任重庆气矿

地面工艺大修工程项目部主任工程师、气田

开发部副部长等职，成为重庆气矿的技术带

头人。2005 年，方进又被调至规划计划科。

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他很快就适应了

新的角色。

从实习技术员到主任工程师，再到规划

计划科长，在基层一线的工作过程中，每当遇

到难题，“在挑战中发现风景”成为激励方进

“翻山越岭”的力量源泉。

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2011 年，西南地区首座地下储气库——

相国寺储气库开工建设。建好天然气“地下

粮仓”的重担落到方进肩上。

面对施工战线长、交叉作业多、安全管控

严等多重挑战，方进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

决心。在项目建设的关键阶段，白天，他和团

队下沉到各个施工现场，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和进度；夜晚，他召集团队对照设计、标准及

时处理现场发现的问题。“白加黑”“5+2”的

工作模式，使他成为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2013 年 6 月 29 日，储气库首次试注成

功，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储气库作为天然气

“地下银行”，既要在关键时刻用得上，也要把

各种风险管控住。

为此，方进带领储气库管理处全体职工

齐心协力，通过电力直接交易、加强清管作

业、合理利用压缩机余隙等措施，每年为储气

库节约电费高达 600 余万元。同时，通过优

化操作流程，实现了最高注气量 1274万立方

米/天、最高采气量 2197 万立方米/天的历史

新高。在方进和团队的努力下，相国寺储气

库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奖。

奏响为国“争气加油”进行曲

2018 年，方进出任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

西北气矿矿长。面对新的挑战，他带领团队定

下“4251”目标，即加快四大区块的勘探开发、

实现储量与产量的双重历史超越、力争“十四

五”期间探明5000亿资源、建设百亿气区。

在方进的推动下，川西北气矿不仅设立

了基层单位奖励基金，还推出增效精准奖励

政策，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此外，他还提

出设置“受控管理岗位”、推广应用新技术新

工艺、优化合同立项审批流程等一系列措施，

为气矿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2020 年，川西北气矿迎来历史性突破，

天然气年产量达到 19.32亿立方米，利润突破

10亿元。

随着职业生涯的不断拓展，方进愈发认识

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勇于担当”的重要性。

2021 年，方进接任川中油气矿矿长一职

后，聚焦“再上千万吨”工作目标。他和团队

不懈努力，成功解决了龙王庙组气藏治水排

水难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密气川中建

产新模式。

2023 年，川中油气矿传来喜讯：油气产

量当量再次跨越 1000万吨大关，油气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

如今，方进在重庆气矿上产 30亿立方米

的关键时期，再度扛起大旗。他说：“无论任

务如何艰巨，我们为国‘争气加油’的信念始

终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33 年来，方进带领团队在巴山蜀地间披荆斩棘，建设气田、气井——

为国“争气加油”的“拼命三郎”

从负债累累到买上新房，三十而立的孟炫志靠送外卖“逆袭”——

“最强网约配送员”是怎么炼成的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鲍雅辉

人们都说，矿灯就是矿工的“眼睛”。千尺井下，它为矿工

“指路引航”；危急时刻，它会带来无限希望。陈静，就是矿工

“眼睛”的守护者。

2012年，陈静来到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老虎台矿

保安区装备队，成为一名矿灯工。初入矿灯房，她便立志要

守护好矿工的“眼睛”。于是，她从熟悉矿灯的构造开始学

起，一步步拆装矿灯，细嫩的手掌，时常被螺丝刀磨出了血

泡。可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一次次地拆解、一次次地组装

中历练自己。

“矿灯看着小，却有很多零部件，每天都要检查充电架上

的矿灯是否都在充电状态，灯线是否老化、破损，灯圈是否松

动、破裂，闭锁是否掉落……”陈静说，当在矿灯维修中遇到疑

难问题时，她经常拿出一盏旧矿灯和工友们一起拆了装、装了

拆，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正是凭着这股子韧劲儿，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她就成了

维修矿灯稳、准、快的好把式。不仅维修矿灯的手艺好，陈静

还以热情大方的工作态度赢得了矿上工友的赞誉。

每天早上 7 点前，陈静都会换好工装，收拾完卫生，等着

白班矿工陆续前来。“妹子，赶紧帮我换个矿灯”“妹子，我的钥

匙丢了”……陈静微笑着一一应答。等工人陆续走出矿灯房

后，陈静也顾不上松口气，又迅速将地面上的煤渣清理干净，

再挨个检查刚刚放回去的矿灯。

随着煤矿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矿灯也逐步更新换代。

2022 年，老虎台矿将充电架更换为新型智能化矿灯充电柜，

具备智能管理、动态监测，以及多功能报警等功能，实现了智

能化充电。上夜班时，每隔一个小时，陈静都要对 26排灯箱、

2000 余台矿灯进行检查，防止电流过大烧坏矿灯，还要淘汰

超出年限的矿灯，确保矿灯百分百完好。

“自打新型智能化矿灯充电柜启用后，我又学会了一

项新技能——整理电子账本。完全取代以往手抄记录，只

需做好电子归档即可，方便快捷，可追溯、可查询。”陈静笑

着说。

在别人眼里，矿灯工只是简单地重复固定的动作，每天

在方寸之地来往奔波，单调而枯燥。可陈静深知，在幽深的

巷道中，矿灯不仅是矿工的“眼睛”，更是矿工生命安全的一

份保障。她甘愿把满腔热情融入平凡的工作，精心呵护每一

盏矿灯。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谭罗敏

“您有一张外卖派单，请尽快送达”

“您有一个订单还有 5分钟超时”……叮咚

叮 咚 的 提 示 音 在 手 机 上 此 起 彼 伏 地 响

起。上午 10 点，盛夏太阳毒辣之时，汗水

浸透了蓝色的工作服，盐花一层层地洇出

来，这是外卖骑手孟炫志一天中最忙碌的

时段。

你或许曾和他在街头擦肩而过，或许

曾从他的手中接过外卖，但并不知道，前

不 久 这 位 外 卖 骑 手 捧 回 了 一 个 全 国 大

奖。7月 29日至 30日，第二届全国网约配

送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浙江嘉兴举行，

7 家平台共 94 名选手同台竞技，在这场比

赛中，来自嘉兴的孟炫志斩获金奖。

“全国最强网约配送员”是怎么炼成

的？骑士服里包裹着怎样的酸甜苦辣？

盛夏里，记者来到嘉兴，跟着孟炫志一起

送外卖、话家常，和这位我们城市中“最熟

悉的陌生人”聊起了生计与梦想。

输了，不过是从头再来

今年 32岁的孟炫志，出生于江苏邳州

邹庄镇。初中辍学后，他跟着舅舅来到河

北做起炒货生意，后来又辗转至山东曲阜

做炒货生意。最辉煌的时候，他在石家庄

开了 3家炒货店、两家手机店。

2017 年，孟炫志和妻子来到嘉兴，在

市区开了一家美容院。然而，由于缺乏经

营管理经验，美容院效益不乐观，苦苦支

撑了两年时间，原本手头的积蓄加上从亲

戚朋友处借来的四五十万元都赔了进去。

“输了，不过是从头再来！”庞大债务

背后的人情压力，再加上一大家子的开

销，让孟炫志别无选择。2019年 8月，他开

始选择成为一名外卖小哥。

不管是 8 元还是 9 元，第一天上岗的

孟炫志见到单子就抢，最后细细一看，他

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别的骑手跑的都是一个

方向，他的送餐路线却成了一个五角星，四面

八方都有，往往送到就超时了。156 元，这是

他第一天送外卖的收入。

他成了和时间赛跑的人。最拼的时候，

从早上 7点跑到第二天凌晨；最苦的那一天，

一天没吃上饭，晚上 11 点多才用两块烤红薯

填了肚子；最崩溃的那一刻，是一个雨天，有 8
个单子要送，却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了，汽

车迅速逃逸，害怕超时的他第一时间爬起来

一瘸一拐送完手头的订单……

1元、2元、100元、200元……跑一单就有

一份收入，最多的那个月，他跑了 2800 多单，

8000 多公里，赚了 2 万多元。当一笔一笔欠

账被划掉，内心的焦灼感似乎也在慢慢释放。

是“单王”，也是“好评王”

从上不了榜，到榜单前 100、前 30，再到

稳定在前 10……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迅速成

为区域内的“单王”。更不容易的是，一年

2 万多个订单，几乎无差评，他成了区域内的

“好评王”。

饿了么城市服务商嘉兴区域经理李岗也

注意到了他。“跑单量多少、时间长短，代表着

对待工作的用心程度。”李岗告诉记者，对一

名优秀的骑手来说，质量也是重要的评判标

准，简单来说就是无差评，无交通事故，积极

参加培训考试，努力提升自己。

刚开始跑单对道路不熟悉，他晚上送完

单子就跟着导航转，把路线深深刻在脑子里，

不到两个月，他就把自己负责区域的街角巷

尾摸得一清二楚。靠着学习和沟通能力，孟

炫志在骑手大军中脱颖而出。

午高峰，大量订单迅速涌入，不一会儿，

孟炫志手头就有 6 个订单，他迅速看了一眼

手机，怎样的送餐路线最顺、路上有多少红绿

灯、等电梯要花多长时间，最优配送路线图在

他脑中快速形成。

路上一个颠簸，导致外卖出现破损。“您

好，我是饿了么骑手，不好意思，您的外卖有

些洒出来了，给您添麻烦了。”孟炫志的一番

主动致歉，安抚了顾客情绪，“要不我把钱退

给您，或者去商家更换一份？”提供两种解决

方案供选择，他顺利取得了顾客的谅解。习

惯于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他，总能和商家、

顾客维持良好的沟通。

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2023 年 3 月

20日，孟炫志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他

偿还了最后一笔欠款，从来不喝酒的他，那

天喝得酩酊大醉。

决胜赛场，找到新的奋斗坐标

身兼“单王”和“好评王”的孟炫志，常常

代表区域出战各类比赛。他不仅在省、市的

职业技能大赛中都获得了好名次，还荣获

“嘉兴市技术操作能手”称号，获得网约配送

员职业技能等级二级证书。

跨过泥潭，孟炫志也迎来事业上的新机

遇。在第二届全国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竞

赛决赛上，他代表浙江出战。

在异常情况处理方面，他的表现更为亮

眼。考试时，在取餐环节，他发现原本单子

上的冷咖啡变成热咖啡，数量也从两杯变

成了 1杯。“您好，麻烦您换成冷咖啡，订单

的数量也不对。”当场和商家沟通后，他及

时化解了这一异常情况。

在帮送场景取物环节，他通过仔细进

行物品验视，严格按照日常规范操作，不

仅检出违规物品并进行处理，同时还注意

到奢侈品没有保价的情况，他也因此获得

高分。

比赛结束后，孟炫志没有停下学习的

步伐，他在学习如何从一名骑手成为一名

团队负责人。如今，“孟炫志战队”已经拥

有 57名骑手。

“坚持学习，是通往成功的捷径。”遍尝

生活的酸甜苦辣，三十而立的他更明白学

习和成长的可贵。

今年，他们一家六口在嘉兴买了新房，

安定了下来。尽管现在有了新的欠款——

每个月 6000 元的房贷，但对他来说，这是

“甜蜜的负担”，也是奔跑的动力。在这座

城市，他有了家的方向，有了奋斗的坐标。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成了他一天中最幸福

的时刻。

传承手艺

凌漫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
县义圩镇七里刺绣基地展示她和村民制作
的工艺品（8月20日摄）。

七里刺绣是义圩镇的一种民间传统手
工艺，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当地传统中，即将出嫁的女儿要绣洞房门
帘、枕头套，新媳妇过门送长辈礼物要送
双绣花鞋，小孩出生或者娘家人送礼时送
上绣花背带、凉帽等，以此寄托美好祝福。

1986 年出生的凌漫丽是田东县七里
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打造七
里刺绣品牌，打开七里刺绣手工艺品销
路，她多年潜心研究，创新开发了团扇、香
囊、钥匙扣等刺绣工艺品，并在社交平台
进行销售。在义圩镇，凌漫丽已带动 200
多名妇女通过刺绣增加收入，其中很多是
刺绣能手。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图为孟炫
志正在送餐。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