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线上的法律顾问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实习生 刘逸尘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鸡西工务段管辖的城鸡

线 95 公里 415 米涵洞处，鸡西路桥车间养修二工队的十几名

职工边吃午饭，边听着段法律顾问黄忠吉的普法宣讲。

1983 年，黄忠吉成为鸡西工务段线路工。2000 年，单位

决定选派一批干部深造，于是他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学习法律。2006年，黄忠吉开始在鸡西工务段做兼职法律顾

问。每当有新职工入职，他就会组织职工进行普法宣传教

育，由于职工队伍庞大，想要将普法工作做到每个人心中，只

靠集中上几节课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就萌生了送法到基层

的想法。

2017 年，在单位的支持下，由黄忠吉担任主力，与劳动、

安全和信访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小黄帽”普法小分队。他

说：“在铁路信号灯中，黄色和红色分别代表注意和停止的意

思，小黄帽代表的是让职工对于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事情要

注意，而红色则是警示职工不可以知法犯法，不能逾越法律

红线。”

在黄忠吉的带领下，普法小分队来到基层，和职工面对面

打交道，在接班时的点名会和职工吃饭休息时进行 20分钟左

右短小精悍的宣讲。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咨询社保、婚姻家庭

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截至目前，小分队已经举办法律专题讲

座 10余次，下基层普法 70多次。

2023 年，黄忠吉开始利用媒体平台对职工进行系统性

的普法，工务段融媒体工作宣传室帮助他每个月录制 1～2
期有关酒驾、赌博等职工可能触犯的法律问题的普法小视

频，并发布在公众号《老黄讲法》栏目上，实现走基层线下宣

讲与公众号线上宣讲的“双管齐下”，推动职工知法、懂法、

用法。

为了能更快捷地帮助职工维护合法权益，黄忠吉还设立

“老黄法律援助热线”。不论是工作日、节假日，还是深夜与凌

晨，职工随时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他们有时候一谈就是一

两个小时，目前已经帮助职工解答法律问题 130多次。

20多年来，黄忠吉跑遍了鸡西段管辖的 1200多公里线路

上的 71 个班组。他说：“能帮职工维权，提高职工法律意识，

助力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新能源汽车“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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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子立

三千里汉江，过境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境内 136 公里；丹江口水库库容 1050 平方公

里，郧阳区境内占 46%，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

水源地。今年，恰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10 周年。日前，记者来到郧阳区探访被当地

人称为水源地“最美守井人”的汉子——肖安

山。作为十堰茂源宜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汉

江清漂队队长，7 年来，他带领 11 人的清漂

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梭在汉江之上，

只为“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肖安山和队员们用捞网、铁锹、耙子等

简陋的工具，捞树枝、搂杂草，清理生活垃

圾……年出船达 800 余次，最多时一天要打

捞近 80 吨杂物。在他们的努力下，汉江（郧

阳段）库区库面长期保持干净无漂浮物，水更

清了，环境更美了。

“保护水源地，吃点苦值得”

“我喝汉江水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今

年 52岁的肖安山，自小便与汉江结缘。他的

爷爷以拉船为生，父亲则在汉江上从事货运

工作，青年时期的肖安山当过渔民，开过货

船，几乎整日往来在汉江之上。

2017 年，郧阳区决定成立汉江清漂队，

原本敲定的一位队长候选人在了解工作内容

之后打了退堂鼓。这时，肖安山毫不犹豫地

站了出来，担任队长。“我熟悉水性，又会开

船，还能吃苦，大家比较信任我。”肖安山说。

7 年来，每天他们雷打不动地穿梭在水

面上进行垃圾清理。夏天，太阳暴晒，船上潮

湿；冬日，刺骨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般。“每当

汛期来临，河水裹挟着大量垃圾杂物而下，甚

至能铺满整个河道，我看了心里着急。”为了

赶进度，肖安山经常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饭也

是在船上“对付”两口方便面，长此以往，胃

疼、关节炎便伴随着他。

肖安山的妻子钟云霞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一开始不理解，但看到老肖的那份执着

和社会上的肯定，我打心底佩服和支持他。”

钟云霞说。

“我曾经开货船往返于十堰和上海，什么

风浪没受过，这点苦算什么。”在肖安山看来，

清漂工作肩负着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的重要

使命，是对人民健康的守护，“吃点苦值得”。

跳进冰冷刺骨的江水里捞垃圾

虽已立秋，但汉江两岸依然被太阳炙烤

着。记者跟随肖安山上了清漂船，江面风不

大，但激起的涟漪仍使船有些晃动，记者下意

识去扶护栏，手刚触碰被晒得发烫的铁栏杆

便立即缩了回来。

这样的条件，肖安山已经习以为常。“夏

天 5 点多开始干活，冬天 6 点多，平均一天要

工作 9～10小时。”肖安山说。长期从事清漂

工作，他和队员们不仅会针对不同垃圾制作

专门的清漂工具，还锻炼出通过风向判断清

理区域的能力。

工作中，肖安山总是冲锋在前。“肖大哥平

日里非常照顾我们，跟着他，我们干活也起

劲。”队员韩天金说。有一次，清漂队的船被水

下残存的渔网缠住螺旋桨动弹不得，大家赶忙

围上来查看情况。“我水性好，我下去。”一名小

队员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薄袄。

“你感冒才好，给我老实待着。”肖安山一

把拦住这名队员，咬住短刀，扑通一声跳进冰

冷刺骨的江水里。不一会儿，他扯着一块破

渔网钻出水面，听到船的发动机响起，故障被

清除后才上船。接过同事递来的毛巾、衣服，

他缓了好一会儿，还是止不住地打寒战。

肖安山说，这项工作本身就很苦，我必

须身先士卒，大家才会劲往一处使，团队才

好带。

铁打的“清漂队”

记者问肖安山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说：“守

水护水工作要一直做下去，没想过退休问题。”

但是，考虑到清漂工作是一项体力活，他

已年过半百且有伤病在身，现在也开始考虑传

帮带问题，让这项工作可以更好地延续下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清漂队求精不求

多。”肖安山说，有的人来了半天都待不住，7年

间，他送走一拨又一拨队员，有时想挽留，但一

想到这项工作的艰苦，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这两年，肖安山收了几个徒弟，将自己从

事清漂工作的经验和心得教给他们。徒弟黄

随华说，师傅从来不讲大道理，他冲锋在前、

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在他们心中打下深深

的烙印。

不久前，肖安山的儿子肖树峰从部队退

役后也加入清漂队。“跟着父亲在船上待了几

天，才深知他的不易。”肖树峰说，曾经因不理

解父亲执着于清漂这项工作，俩人有过些许

隔阂，如今疙瘩解开了，交流也多了。

“我们要当好源头‘守井人’，保证北方人

民喝上放心水。”这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成为肖安山坚持下去的动力源泉，也激励

着更多的人加入水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7 年间，肖安山带领团队扎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清理垃圾上千吨，守护“一泓清水”——

汉 江 上 的 清 漂 人

史帅帅曾发誓“30 岁之前一定要当上高级技师”，如今他勇夺技能大赛冠军，夙愿实现——

百炼成钢终获“技能自由”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党工

“我每天至少有 7 个小时待在汽车旁边，拆解设备，不下

百遍。”从国际赛场上归来的 95后李平武，依旧保持着这样的

日常工作状态。

今年 6月 26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上，李

平武夺得汽车技术（新能源）项目金牌，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

时刻”。

李平武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试制工程

师，也是本次中国代表队中唯一的广西选手。这是新能源汽

车技术首次展示在国际舞台的项目，共有 16支国家代表队的

汽车维修企业机电维修高级工参与角逐。

2020 年，李平武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公司

技术中心试验与认证部负责试制设备改造及测试台架设

计工作，即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

实验室根据地，目前他主要是负责试制总装工艺和调试

业务。

工作以来，李平武积极参加公司、部门的工匠培训、PLC
工业控制与组网和汽车电控系统学习，不断钻研样车开发制

作工艺、流程编写、工装开发设计和汽车电器诊断知识；参与

了球型组织合作共建敞篷折叠机构性能测试、ESC 硬件在环

试验台架、无人清扫车控制系统等项目；主导总装下线诊断

配置工具开发、数控等离子切割设计等 6 项创新项目。经过

一个个项目的累积，他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化

技术，创新创造的种子逐渐在心中生根发芽，在千锤百炼中

茁壮成长。

李平武坦言，相比理论研究，他更愿意做一些贴近生活、

能落到实处的技术和产品。近年来，乐于探索汽车科技的他，

在多个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并获得广西五一劳

动奖章、广西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成绩是荣誉，更是一种鞭策。”李平武表示，“未来我将继

续深入钻研新能源汽车技术，发扬工匠精神，通过实践不断钻

研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毛浓曦 祝盼

9 月 13 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

天发动机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焊工史帅帅

以焊工赛项冠军的身份，登上第八届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的领奖台。

当史帅帅接过沉甸甸的奖杯、证书，

脖子挂上奖牌时，这份光荣让他感到一丝

眩晕。但他很快镇静下来，瞅向大赛总裁

判长、“中国焊接第一人”高凤林。“多年之

前，我在学校里了解到高师傅是中国焊接

最牛的人，就发誓向他学习，30 岁之前一

定要当上高级技师。”史帅帅说。这一天，

29 岁的史帅帅不仅实现了高级技师的愿

望，还勇夺冠军，迎来人生高光时刻。

决赛时刻

9 月 11 日上午，史帅帅走进陕铁院高

新校区焊工赛场，与全国各地的高手展开

实操比赛的第一场对决。

此前，陕西省从历届省级一、二类大

赛的前 3 名中选了 25 名选手，集中起来进

行高强度训练。在两个多月的集训中，白

天实操训练，晚上理论学习，每天强训十

几个小时；每 10天一次严格按照规则展开

5轮淘汰赛，最后剩下 4人代表陕西焊工参

加决赛，史帅帅是其中之一。

史帅帅说：“2012 年就参加过比赛，后

来企业级、行业级、省级大赛拿过不少奖，但

比赛开始前还是压力很大，吃睡不香。”

在 4.5 小时的实操比赛中，选手们须

完成 7 个标准竞赛项目，即 6 个不同情况

的焊接项目、1个 X光片判读，其中第 3、第

6 个项目难度很大，是选手最易失分处。

史帅帅回忆，项目 3 为铝合金管角对接障

碍焊，即把两个铝合金管件焊接成 90度夹

角，再仰焊到一个倾斜的平板上去。“铝合

金的熔点是 660 摄氏度，但管件表面自然

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的熔点却高达

2050 摄氏度，当我们用惰性气体钨极氩弧焊

的方式去焊接时，既要熔化那层膜，又不能烧

穿母材，靠的是手上的功夫。”

管件的尖角处是个突出挑战。现场，拿到

管件后，他成竹在胸，戴上面罩，拿起焊枪和管

件，顺时针一口气焊完正面，又逆时针焊完另一

面。放下枪，推起面罩，只见整个焊缝均匀、平

滑，尤其是尖角处呈现出熟悉的一片片的鱼鳞

纹焊缝。史帅帅不由得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全部项目完成，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

9月 12日下午，理论考试中，史帅帅夺得

全场最高分 97.5分。

曾想放弃

冠军加身，全国瞩目。史帅帅在夺冠的

同时感叹道：“前些年曾想放弃，因为累、苦，

每天焊接，两眼直盯着，弯腰低头，难免患上

颈椎病。”但随即释然一笑，“哪种奋斗不经历

苦、累呢？不经当年，也没有今天。”

说着，史帅帅卷起袖子，只见两手、两臂烫

伤点点，旧痕隐隐，新疤显然。最明显的是两手

食指、中指大关节，红得发黑。“这是常年高温烤

的，这点不算啥，前胸烫伤、烤伤一片一片的。”

“不是有皮手套、阻燃工装吗？”记者问

道。史帅帅笑着说：“焊条电弧焊飞溅大，别

说工装、手套了，有时面罩都能烧穿。仰焊

时，焊花直往身上掉。”

集训的最后一天，一个仰焊项目，一束飞

溅，烧穿面罩，落入头发，烧伤头皮，至今刚刚

结痂。“但为了焊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外形，只

能强忍疼痛，手上保持着动作的连续和稳

定。特种作业一般都是这样。”史帅帅说。

其实更累更苦的是学艺阶段。“不管是学

校、工厂，老师教的方法都一样，但学徒学到

手的千差万别，进步要靠悟性和努力。”

毕业第一年，史帅帅来到江南造船厂，为

了能早日取得船级社认可的证书，他每天苦练，

日耗焊条 5公斤，累得双手酸疼。江南夏天酷

热，船厂厂房高大没有空调，焊接又不能用电

扇，焊工还得穿着厚重的阻燃工装，加上焊接高

温，史帅帅常常浑身湿透，有一次差点晕倒。

但是百炼成钢，史帅帅逐渐体验到技能

自由，那是一种攻坚克难的享受，一种创新

创造的快乐。

在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有个重点

型号的发动机管路焊接任务压在史帅帅等 4
人肩上。这个材料在焊接时易与空气反应产

生缺陷，怎么办？“当然是用惰性气体隔绝空

气，但是怎么实现？”经过反复试验，史帅帅和

工友们制作了一个方形冲氩箱，将管材放入

其中，箱子两头用氩气充气，确保焊接在氩气

环境中进行。焊接开始，4 双眼睛齐刷刷盯

向焊管。当焊接好的管子从箱中取出时，代

表成功的银白色光泽让连续奋战了十几个小

时的他们一扫疲惫，幸福地欢呼。“至今，这个

箱子作为一种工具一直沿用。”

本次大赛中，作为难度之最的第 6 个项

目——10 毫米小直径铝合金导管焊接使用

的“三角波手动脉冲焊接法”，正是史帅帅首

创。它大幅提升小直径导管的焊接效率与

质量，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

技无止境

走下领奖台，史帅帅首先想到了妻子，

封闭集训两个半月，一次家也没回，他马上

给在家待产的妻子打电话报喜。“我就知道

你能行。”妻子很高兴。第二个电话，他打

给了公司工会主席。工会主席惊喜道：“你

创造了公司这么多年最好的成绩。”两句

话，让他顿觉再苦再累也值。

人生跨上一个很大的台阶，欣慰的同

时，史帅帅很清醒：“我还得努力，高级技师

上面还有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他希望自己至少要在两个方向上努

力：一个是技无止境，当继续提升自己。“当

年在江南造船厂，与一位博士合作，理论上

的受益非常大，我们车间也有专搞工艺的

工匠，要继续向他们学习。”

另一个是传承技能，做好传帮带，回

馈团队。“我们班组的氛围特别好，我出

去集训，工作任务都分给了班组弟兄们，

他们替我扛了很多活，所以要分享自己的

技术。”

其实，不光是史帅帅在考虑将来，公

司、车间领导也在筹谋，如何为冠军搭建舞

台，让他更好地成长、发光发热。“考虑把车

间职工分个技术梯度，发挥他的作用，成立

项目组，让他带队攻关。”车间主任周长军

表示。

图为史帅帅在
颁奖典礼现场拍照
留念。

鲜康 摄

赵春青 绘

图为9月13日，陶永红在创作赣发绣
作品。

赣发绣是以发丝为线，在布织物上进
行刺绣的一种民间手工刺绣艺术，传承至
今已有近 500年历史，被列为江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

在赣发绣的第十七代传人陶永红手
中，头发成为画笔，绘出山水、人物、花鸟等
各种图案。她还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
新，使用头发创作出更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以承载记忆和祝福。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