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空姐”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熊永福 程威

“作业量增大，大家操作时务必加倍小心、精准吊运……”

在一个寻常的工作日，晨曦初现，铁路货场的天车司机王美敏

早早踏入操作室，认真检查设备，精心梳理吊运计划，仔细确

认安全要点。

24 岁的王美敏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向塘机务段

整备车间的天车司机。2021年入路的她，历经严格的培训与

考核于 2022年顺利顶岗，成为全段顶岗速度最快的年轻天车

司机之一，人称铁路“空姐”。

“师傅一直教导我，天车工作必须严谨细致，确保吊运万

无一失。”对于师傅的教导，王美敏入耳入心。每日吊运任务

开始前，她总是提前抵达操作室，一丝不苟地填写工作记录，

并醒目地标注注意事项，将每一个操作要点铭记于心。

整备车间共有 9 台行吊，天车司机须根据大小车位移惯

性、大小钩上升最高限位及被吊物大小来等具体判断用哪台

行吊。随着货物量增多，货物吊运难度也不断增大。

王美敏深知，每一次吊运都必须精准无误，稍有偏差就可

能影响整个作业流程。“这个货物比较重，吊运过程中要注意

保持平衡。”她一边操作，一边提醒自己。只见她双手稳稳地

操控控制杆，双眼时刻紧盯着货物和吊运路径，确保货物平稳

吊运到位。渐渐地，王美敏熟练掌握了各台行吊的性能，让货

物吊运位置达到“丝毫不差”。

“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行吊开

好。”王美敏说。那是刚顶岗不久的一次作业，在她操控行吊

吊运货物时，行吊突然断电。她赶紧对行吊进行自检自修，却

未查出问题。孤立无援的她只得向下方人员求助报修，那一

刻，恐惧与无助瞬间向她袭来。

就在这时，一声亲切的呼唤传来：“美敏，我们来帮你了！”

循声望去，熟悉的身影逐渐靠近，王美敏的泪水夺眶而出。原

来是设备部门安排另一位学姐驾驶同侧行吊赶来，学姐的安

慰与鼓励让她重树信心。随后，设备人员迅速排除故障，短短

10分钟，行吊恢复正常，王美敏这才松了口气。

如今，在铁路运输繁忙、货物装卸任务繁重的时期，这位

年轻的“小师傅”毅然挑起保障货物吊运安全的重任，操控天

车在整备车间装卸区域间穿梭忙碌。

“善变”的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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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载坚守一线的“电气大师”

本报记者 方大丰 王鑫 本报通讯员 李钊

10 月 17 日 21 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手

术室，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

至次日凌晨 2 点，两位尿毒症患者肾脏移植

手术成功，重获新生。

“我听说器官捐献者是一名医护人员，

真的谢谢她。”手术室外守候的患者家属感

激地表示。

肾脏捐献者叫游湘萍，是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民医院的骨伤科护

士。10月 8日晚，游湘萍因骑车摔倒，造成严

重的颅脑外伤，医护人员经过 9 天的抢救依

然没能从死神手中夺回她的生命。游湘萍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49 岁。为了让她的生命

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游湘萍的家属共同决

定捐献她的器官。

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使命

“姐姐是个善良的人，平时对人、对事都

很热心，捐献器官能为其他人带去生的希望，

这也是姐姐愿意的。”游湘萍的妹夫向荣坤

说，家人希望通过以延续生命的方式，给所有

关爱她的亲人、朋友、同事留下念想。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她依然以另一种方

式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完成了最后一次‘救死

扶伤’。”在游湘萍完成器官捐献后的遗体告

别仪式上，龙山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王厚平动容地表示，专业素养和仁爱之心，

让游湘萍成为患者心中的好护士、同事眼中

的楷模，器官捐献更让那些在生死边缘挣扎

的患者有机会再次拥抱美好的生活。

游湘萍捐献的肝脏，通过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第一时间移植在了

急需器官的一名肝衰竭患者体内。

把患者当亲人

手术室外，同事们怀着崇敬与悲痛的心

情等候、默哀、恸哭，与游湘萍作最后的道

别。每个人心中都藏着游湘萍的故事，体会

到平日里她不断流淌的爱心。

“在临床护理工作的 25 年中，她以温柔

的双手抚慰患者的伤痛，用温暖的笑容给予

患者力量。”龙山县人民医院的同事们说，游

湘萍总是热心助人，经常为他人排忧解难，

“她的爱心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2018 年 1 月，游湘萍在担任门诊部主任

时，接诊了一位特别的患者——一位母亲带

着女儿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赶来看

病，女孩自诉浑身疼痛，但内科外科先后看完

几个诊室后，医生均未查出明显的病情。

了解到这对母女家庭贫困，游湘萍先行

为她们垫付了就诊费用。得知母女俩长途跋

涉，没来得及吃饭，游湘萍又带她们到餐馆吃

了饭。会诊后，女孩被确诊为抑郁症。担心

母女俩人生地不熟，游湘萍还亲自将她们送

至汽车客运站，并自己掏钱为她们购买了回

家的车票。临别之际，游湘萍将患者的母亲

叫到一旁，叮嘱她一定要安抚好女儿的情绪，

让她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这件事，也一直珍藏在龙山县人民医院

分管护理工作的副院长贾建平心中，他说，游

湘萍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把患者当亲人，她

“让很多患者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

谈及闺蜜游湘萍，49 岁的骨科副主任护

师向婷几度哽咽落泪。向婷与游湘萍同岁，

跟游湘萍一起参加工作，两人在骨科一起共

事了 15年。很多往事向婷记忆犹新。

2003 年初冬的一天，游湘萍在为患者做

基础护理时，发现临床的一位大娘面色苍白，

身体十分虚弱，于是赶紧过去了解情况。

原来，这位 70 多岁的大娘因痛风住院，

但儿女均在外地务工，老人没有通信工具，无

法联系到子女，加上入院仓促，身上没钱，痛

风引起腿脚不便，老人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

“儿女不在身边没关系，您就把我当成自

己的女儿，我天天来给您送饭。”游湘萍贴在

大娘的耳边安抚道。

第二天开始，游湘萍每天早上都会赶在

上班之前早早地从家里带来自己做好的早

餐，端到大娘的病床前，一口一口地喂给她

吃。中午下班后，游湘萍又从医院外面为大

娘打包米粉、面条。有空的时候，她还会陪在

大娘的病床前聊天谈心……直到 1个多星期

后大娘康复出院。

“她经常干这样的事，也不向任何领导或

者同事提及。”向婷说，这么多年，游湘萍对患

者的善良让她对“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

总是去安慰”这句话体会更深刻。

最 后 一 次“ 救 死 扶 伤 ”

技能大赛冠军的称号给了外卖小哥王俊峰前所未有的职业自豪感，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做个快乐的城市“小飞侠”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余思民

“圆领和 V 领的包边你还要多练习几遍，熟能生巧”“这

件衣服的袖子装反了”……不久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

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时装技术比赛间隙，夏木西努尔·沙帕尔

为学生讲解服装制作技巧，“这些技巧不仅是学出来的，更是

练出来的”。

今年 52岁的夏木西努尔·沙帕尔已经在新疆喀什技师学

院任教 27年。27年来，她不断学习、练习，成为一名跨专业的

多面手。

1996年，夏木西努尔·沙帕尔从新疆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

后回到家乡喀什。回来后，她在卖鞋专柜当过售货员，在电脑

城自学过电脑。1997年进入喀什地区技工学校（喀什技师学院

前身），就此开启她 27年的执教生涯，也开启了一个不断转换

专业、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学习的人生。

“我特别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夏木西努尔·沙帕

尔说。1999年，学校决定开设旅游管理专业，夏木西努尔·沙帕

尔先后被外派学习旅游管理，取得了餐厅服务员初级、高级证

书和客房服务员高级证书。

除了给学生上课，夏木西努尔·沙帕尔还给 12县市星级酒

店、餐厅提供培训礼仪服务。“刚开始，各酒店餐厅负责人并不

重视这项工作，认为上个菜，只要有手有脚就能干。”夏木西努

尔·沙帕尔说，但她没理会，而是认真从最基本的如何站立、如

何迎客等内容教起，教服务员如何上菜、撤菜等。功夫不负有

心人，看到了明显的改善后，餐厅和酒店负责人接纳了她，邀请

她继续为服务员做培训。

2016年，夏木西努尔·沙帕尔再次被学校派往乌鲁木齐学

习服装设计。到了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后，夏木西努尔·沙

帕尔发现其他人都是专业学生，只有自己是“小白”，连裤腰、裤

裆在哪里都分不清。

“我都出来了，如果没学会，回去脸上也挂不住。”夏木西

努尔·沙帕尔说，就这样，她静下心来研究制图、人体结构，自己

去市场买布料，在不断学习和练习中摸索、进步，最终顺利

毕业。

作为自治区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志愿者，夏木西努尔·沙

帕尔在现场不仅为大赛提供志愿服务，还在比赛间隙，利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为学生们答疑解惑，激发学生们的参赛热情和

信心。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近段时间，外卖小哥王俊峰的生活新

添了诸多“没想到”的惊喜。而这些惊喜，

源于今年的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没想到，骑手也能参加国赛……”在

今年的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上，网

约配送员首次亮相，王俊峰就是其中之一。

国庆节前夕，应山西省教育厅邀请，

王俊峰到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作了首

场巡回宣讲。“中专生讲给大学生听，人家

愿意听吗？”随着现场响起的掌声，王俊峰

打消了顾虑，将外卖小哥的“不容易、不简

单”娓娓道出。

10月下旬，山西省总工会重奖王俊峰

10万元。深感荣耀之余，王俊峰愈发意识

到网约配送员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职业，也

因此有了更多的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

在原本的计划里，送外卖只是王俊峰

的一份过渡性工作。但渐渐地，他从中找

到了快乐，产生了职业认同，如今，王俊峰

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更加坚定了。

好心态激发好状态

“能在国赛舞台上取得第一名，真的

非常意外！”王俊峰从没觉得自己技高

一筹。

王俊峰介绍说，决赛包括理论考试和

实操比拼，实操包括配送前准备、订单取

送、驾驶技能、异常处理、服务管理等 5 个

竞赛单元、13 个考核点位的比拼，对骑手

打包技术、配送规范、骑行技能、安全意

识、异常应对等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考验

和专业评估。

“比赛考验的都是现实配送中会遇到

的问题，包括配送前准备、骑行、异常处理

等。比如，遇到订单超时、客户投诉、恶劣

天气等问题，要主动联系顾客、表达歉意，

提出解决办法。”王俊峰说，在严格按照日常

操作的同时，灵活应变，做到一切以顾客满意

为标准，自然能在比赛中拿到高分。

“接单环节‘坑’最多，一不小心就会掉进

陷阱里。”王俊峰在赛场上接到一个帮送“订

单”——送一个价值上万元的迷你小提包。

如果只顾珍惜货物，而忽视了包里装着的违

禁物品，自然过不了关。所幸王俊峰及时识

别出违禁品，耐心向“顾客”解释。

在国赛夺冠前，王俊峰今年参加了省赛

和全国行业赛，两次获得银奖。“这次国赛赛

项难度加大，既有 S形弯道、8字形弯道、独木

桥、人行横道，还要在摩托车尾吊着一杯水，

跑完行程以水的剩余量决定成绩。”王俊峰告

诉记者。

在赛前 40 多天的集训期间，王俊峰的骑

行技巧在队内并不拔尖。“参赛就是来长见识

的。”凭着这份松弛感，在踏上第八届全国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赛场后，受益于过往 3

次创业的磨炼，王俊峰迅速调整好心态，并最

终夺得网约配送员赛项的第一名。

好心态源于日常积累

决胜在赛场，功夫靠平常。在饿了么江

苏骑聚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太原柳巷站，身材

消瘦的王俊峰一直是“跑单王”，曾一天送出

105 单。更难得的是，从事骑手 5 年来，王俊

峰保持着“零差评、零投诉、零事故”的纪录。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送单途中没有遇到

过困境。那些不容为自身辩解的伤害、那些进

商场小区遭到的苛责、那些有口难言的心中郁

结……王俊峰从来都是一笑置之。“你不喜欢，

自然不会快乐。工作也是一样，要自己说服自

己真心接受，欢欢喜喜地去面对一切。”

时间长了，王俊峰还对客户进行了“画

像”，碰上性子急的，遇到餐洒了、超时了、送错

了该怎么说，都有提前写好的应对话术。“总

之，语气要友好、真诚，并且多听顾客说，不反

驳、不较真，有时还要甘当受气包。”他说。

比如，外卖配送员与保安等岗位，由于

各自工作性质，难免产生摩擦。但这在王俊

峰看来主要还是沟通问题，“迎一个笑脸，叫

一声师傅，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

33岁的王俊峰之所以有这份豁达，既是

性格使然，也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中专毕业后，王俊峰在太原一商场从事

销售工作，没几年便做到了店长，曾同时管

理 3个运动服饰店。正是这段销售工作的磨

炼，让性格本就爽朗的王俊峰习惯把笑容刻

在脸上，用乐观面对困境。

深耕网约配送行业

2020 年 2 月，网约配送员正式成为新职

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当时，王俊

峰刚做骑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职业不

再是一个临时工种，而是一个得到国家和社

会认同的职业，网约配送行业正在向规范

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于是，王俊峰开始利用跑单的闲暇时间

了解时政热点。“多看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

和评论，防止自己的思想认识跑偏。”他说。

从时事的变化中，王俊峰不断学习和成

长，扩充视野和思考，进而寻找创业机会。

王俊峰有过三次创业经历，也小有所

成，还在省城太原买房安家。他的第三次

创业是在外地合伙经营农家乐，后来因孩

子出生，照顾家庭，回到了太原。在他最初

的计划里，从事骑手工作只是创业空窗期

的过渡性安排。

但没想到，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踏实

和快乐。“当外卖配送员只要肯跑，收入

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很辛苦，但不需要处

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内心是放松的，不会感

觉到压抑。”王俊峰说，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每次给顾客及时送上热乎乎的饭菜，他都

非常有职业满足感。

大赛归来，王俊峰捧起的不仅仅是第一

名的奖杯，按程序他还将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能享受各级工

会技术工人疗休养。他说，越来越感受到社

会各界对劳动者的尊重和给予的温暖。

“ 我 会 继 续 做 个 快 乐 的 城 市‘ 小 飞

侠’。”王俊峰依然念念不忘创业梦，但对如

今的他而言，深耕网约配送行业，在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何尝不是另一种干事

创业。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风采

王俊峰在第八
届全国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网约配送员
技能竞赛现场。

李庆峰 摄

近日，在中国宝武马钢股份特钢公司
的繁忙生产线上，设备管理室电气主任工
程师晏超正一丝不苟地巡查着电气设备。

晏超坚守岗位30载，解决了影响马钢
生产全局的多个难题，包括独立承担热电
机组保护部分的设计工作，带领团队开展
马钢首个自主发电机组解体更换大修、实
现首台同级别单轴CCPP机组220千伏系统
一次性投产并网成功。他还主导 5G平台
智慧电厂系统架构，组织智巡系统等创新
方案落地。在马钢“十四五”新特钢重点项
目建设中，他科学编制设备调试停送电等
管理细则及流程，组织大面积失电预案，推
行电气室标准化管理，有力支撑重大项目
安全、顺利竣工投产。

坚持“从小事做起，从细节抓起”的工作
理念，一年365天，晏超大部分时间都奔波
在生产一线。今年，晏超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本报通讯员 罗继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