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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前查阅郝铎的相关材料，让我感

到好奇的一点是，他 2008年 4月入职，2010

年 5月就获得了火车头奖章。在这短短两

年里，他究竟做出了怎样突出的业绩？

采访中，他的业绩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惊天动地。那两年他主要带队负责京沪

高铁的架梁施工。“你觉得你们干得好在哪

儿？”他的答案简单甚至平淡：“干净、高效。”

保持工地干净整洁，看不到一个烟头；

保持设备不出故障，不耽误施工。这听上

去多么寻常。但是，日常工作中哪有那么

多轰轰烈烈，把一件件寻常小事用心做好，也

许便一步步踏上了变得突出，甚至创造“奇

迹”的路。

命运的齿轮，仿佛就从师傅交给他的那

团棉纱开始转动。把设备一点点擦干净，了

解它们的结构、性能、操作技巧，摸透每台设

备的脾气，熟悉每个岗位的操作，做好这些寻

常小事，不仅能把本职工作干好，也慢慢累积

起带领团队的实力与底气。

点点滴滴铸成了荣誉的基座，但在郝铎

心底，担心“德不配位”一度是个心结——从

拿“火车头”那一刻起，他就感受到了压力。

随着荣誉越来越多，他甚至一度睡不着觉。

类似的压力，我曾在大国工匠、宁波舟山

港桥吊司机竺士杰口中也听到过——

“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荣誉，反而

越来越不踏实。得加倍努力做得更好，

才能担得起这些荣誉。”这或许也是很多

一线劳模的心声。

同在中铁一局的“最美奋斗者”称号

获得者、高级技师窦铁成也跟郝铎分享了

自己的切身体会：“你的思想高度和行为

一定要跟上，这样才配得上那份荣誉。”

荣誉越大，责任越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郝铎依然

坚持每天在桥台上摸爬滚打，收工时最

后一个才下桥台。这是他与压力“和解”

的方式，也是他踏上“奇迹之路”的秘诀。

寻常小事通往“奇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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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近日，记者走进辽宁鞍山衡业专用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衡业公司）

生产车间，“猛虎”“飓风”“猎豹”等 8 款自主

研发的多功能机器人整齐排成一列，仿佛

科幻电影里的变形金刚走进现实。

操控人员推动操作杆，一辆红黑相间的

全地形消防灭火机器人立刻出列，4 个履带

轮全力运转，飞速奔向车间另一端的楼梯。

在楼梯前，机器人一个急刹定住身形，然后

车身 360 度旋转，将车头对准楼梯。只见机

器人的 4个履带轮灵活转动，飞快爬上楼梯，

又从另一侧顺利下楼，接着跃上 40厘米的高

台……跨越各种障碍，穿梭自如。

全地形消防机器人、举升抢险主战消防

车、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四驱防爆灭火侦查

机器人……这些身怀绝技的机器人都与一位

36岁的女设计师有关。

李响是鞍 山 衡 业 公司的科研部部长，

负责公司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工作。入职 13
年来，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印证了“只

有科技创新，企业才有出路，人才才有发

展”的道理。2023 年，李响荣获辽宁省五一

劳动奖章。

入职第一课

测法兰，成了大学毕业生李响的入职第

一课。

法兰是轴与轴之间相互连接的零件。

为了锻炼李响的实操能力，师傅特意安排她

去车间测量法兰参数。“职场萌新”李响根本

不知道法兰是什么，只好硬着头皮向老师傅

求教，这才终于找到测量对象。

让李响没想到的是，一个法兰，她来来

回回跑了 6 趟才测明白——大孔内径、小孔

内径、孔距大小、孔间距、公差……每次测完

都发现参数不够全，又要跑回去重测。

“当时，羞愧极了。”从这开始，李响渐渐

养成了认真仔细的工作习惯。

“ 我 的 工 作 就 是 从‘ 一 张 纸 ’到‘ 一 辆

车’。”李响说。从理论到实际的过程难免磕

磕碰碰。

刚入职时，李响负责车辆的装饰和滑道

设计。一次，装配工反馈李响设计的一个零

件装配起来有难度，双方经过一番“争执”，李

响重新设计了零件，将棱角磨圆，这才终于装

配成功。“不了解生产实际，就做不出好设

计。”李响深有体会。

每天和图纸打交道，有时，李响晚上做梦

都在画图。梦里，图纸上的点、线、面交织，变

成一个个立体图形。现实中，由她设计的零

配件严丝合缝地应用在消防车上。消防车行

业相关零配件的公差要求是 1 毫米，而她设

计的产品，公差精度总是控制在 0.01毫米。

吹响创新“集结号”

2018 年开始，企业寻求技术转型，设计

多功能、集成化消防车的任务落在了李响的

身上。

为了从零开始，蹚出一条路来，她开始自

学吊机设计，买资料、抄笔记，研究材料力学、

理论力学和微积分。那段时间，她每天穿着

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往返于办公室和车间，

一点点推进产品进度。

2019 年 10 月，拥有 25 项专利的举升抢

险主战消防车，首次参加第十八届北京国际

消防展就一战成名，被称为当年消防设备行

业的“黑马”。

2022 年 3 月，由李响命名的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立，创新“集结号”在这里吹响。

去年 3 月，一个焊接露点的攻关难题困

住了李响。她将分布在技术员、质检员、工业

设计师等多个岗位的工作室成员召集起来，

共同探讨研究解决之道，对材质、焊条、电流

电压等参数一一筛查比对，最终找到问题症

结——焊条匹配度不够。在创新工作室成员

的通力协作下，仅用不到 1 个月时间就解决

了这个难题。

在李响带领下，创新工作室已获得自主

知识产权 82项，研发生产的多种智能应急消

防装备屡获殊荣，其中，举升抢险主战消防

车 被 列 入 应 急 管 理 部 消 防 救 援 局 科 技 项

目。公司也于 2018年获得“鞍山市科技小巨

人企业”称号，2019 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2020 年成为鞍山市“专业技术创新

中心”。

与企业发展共成长

“别看这个机器人小，全身都是高科技，

光国家专利就有 20 多项。”李响指着面前的

全地形消防灭火机器人对记者说。

“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得益于李响这样富

有拓荒精神的科创人员。”鞍山衡业公司董事

长、高级工程师谢奕波告诉记者，企业鼓励职

工申请专利，在每一个设计项目的图纸期、生

产期、装配期、成品期，都会有不同比例的奖

励资金。

2022 年，李响开始带徒弟。面对大学生

徒弟，她也会让他们从测量法兰练起，在实践

中不断成长。34 岁的徐继兵在她的指导下，

刚入厂 4年就成为四驱水罐消防车项目的总

设计师。

近年来，李响劳模创新工作室还与高

校建立起产学研合作，通力解决应急消防

装备领域的关键性技术难题。相关合作开

发 项 目 不 仅 填 补 了 国 内 外 消 防 装 备 的 空

白，提高了消防救援单位处置复杂火灾的

作战效能，提升了对火灾的巡检与扑灭能

力，还解决了森林火灾无专用灭火装备的

行业难题。

李响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仅 3 年，获得 82 项自主知识产权，助力企业成为“小巨人”——

她“培养”出身怀绝技的消防机器人

郝铎用秒表掐出“中国速度”，带领团队 5 次刷新高铁箱梁铺架施工纪录——

“奇迹”的诞生，从一团棉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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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郝铎在哪儿？”

记者到了架梁现场，却没看到郝铎。

有人指着在十几米高的桥台上跪着干活的

两个人告诉记者：“他在锚固箱梁呢，背对

着的那个就是。”

忙完手头的活，郝铎下了桥台跑过

来。他伸出手，又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

说，“有点脏。”

何止是手，他脸上身上满是土，嘴角还

挂着一串水泡。“冬天干燥，风大，又担心下

雨干不了活，有点上火。”

39 岁的郝铎是中铁一局西康高铁长

安梁场铺架队队长，17 年来先后参建郑

西、京沪等 13 条高铁，带队完成箱梁架设

1.1 万余孔、正线铺轨 2322 公里、道岔铺设

503 组，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

美退役军人”、全国铁路系统火车头奖章等

荣誉。

擦设备的意义

2010 年，入职刚满两年的郝铎就获得

了火车头奖章，堪称“奇迹”——这是铁路

行业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奖项。

“当时我也觉得诚惶诚恐，怎么会把这

么大的奖给我。”1 月 23 日，他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可能是因为京沪项目干得好。”

2008年 11月，郝铎作为第一批进驻京

沪高铁铺架岗位的“拓荒者”，带着一批刚

毕业的“学生工”来到架梁基地，不到 40天

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提梁机拼装和调试及

运、架设备主体拼装。

随后 4 支队伍开始架梁，郝铎担任架

梁一队机械班班长，2009 年底顺利完成任

务。“工程交付的时候，第一次感觉自己‘还

行’。”他带着点小骄傲说，“我们队的施工

现场最干净，设备状态也最好。”

郝铎的要求很细，比如，场地上不能有

一个烟头，设备上有油污要立刻擦掉。“我

跟队员们讲，擦拭设备的过程，也是在对设

备结构件进行了解和检查。”

这其实是郝铎的师傅教他的。

2008年4月，退伍军人郝铎加入中铁一

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被安排到郑西

高铁五经部架梁一队机械班。师傅冯汉交

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拿着棉纱擦设备。

郝铎围着师傅开的庞然大物——运梁

车转圈圈，哪儿脏就仔仔细细地擦哪儿。

他边擦边观察，发现运梁车靠里的轮毂和

别的不一样，就问师傅这是为啥，师傅告诉

他，这是主动轮，提供动力的。

慢慢地，他领悟到，擦也是在了解设

备，只有熟悉设备，才能在出现故障时迅速

判断问题所在。擦的另一层意义是，脚踏

实地做好每件小事。

“当时我就觉得这小伙子行，不嫌脏不

怕累。”冯汉说。

从运梁车到架桥机，再到提梁机，郝铎

一个个用心地擦，还把它们的说明书都抄

了一遍，然后对着实物仔细研究，不明白的

地方再去请教师傅。很快，他就把铺架队

各种设备的结构、性能和原理都摸透了。

那团擦设备的棉纱，也成了“奇迹”诞

生的起点。

秒表掐出“中国速度”

郝铎创下的另一个“奇迹”，是在 2010年

的西宝客专施工中。他带领团队将至少 6小

时才能完成一孔的 900吨箱梁架设时间缩短

至 4 小时以内，使架设效率提高了 1/3，创造

了“中国速度”。

“起初，我们 6 个小时架一孔梁，一天架

两三孔，按照这个速度在规定工期是干不完

的。”当时，负责整体进度的郝铎带领几个班

组长、作业队长，拿着秒表记录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环节需要几分几秒，然后对几孔梁的

施工数据进行比对。

郝铎发现，吊钩安装时，有一孔梁用了10

分钟，另一孔梁却用了 20分钟。“除了技术水

平差异，口令的衔接，甚至人和人之间的一个

眼神，都会影响干活的快慢。”郝铎说，“所以我

们一个一个环节盯着大家练习、磨合，一点一

点抠，最快时练到12秒就能安装一个吊钩。”

决定速度的还有人的紧张度。“部队半夜

一个哨声，4分钟就能全连集合，我们也调动

起工人的那种状态。”他不无自豪地说，那时

他们创下了单机、单班 11 小时 50 分钟架设 4

孔箱梁的纪录。

追求更快的脚步还在继续。2016 年，在

银西高铁银吴项目部，郝铎带领团队攻克了

两次拆解架桥机、长距离运梁及反复通过系

杆拱狭小空间等重点、难点施工，连续两个月

取得了双机月架箱梁 180 孔以上的好成绩，

一举打破单机月架箱梁 148孔的全国纪录。

2018 年 8 月，他带领队伍在郑阜项目施

工，又创下单机双班架梁 151孔的纪录。

90 后队员廖瑞海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

天凌晨 1 点多，他负责的管段有根钢轨坏了

向郝铎求助。郝铎立即从基地赶到现场教他

更换，换完已是凌晨 3点多。“不管上班下班、

白天黑夜，郝队长总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

和他一起干活特别安心。”

截至目前，郝铎所带领的团队成为高铁

900吨箱梁铺架领域5项“中国速度”的创造者。

20年前，18岁的新兵郝铎第一次坐上火

车，从陕西咸阳去往 2800 公里外的新疆奎

屯，一路花了两天两夜。在部队，他无意中从

网上看到中国修建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

城际铁路的消息，心想，要是新疆也能通上高

铁就好了。没想到退役之后，他成了一名铁

路工人。“入职时我就想，我要让火车跑得更

快一些。”郝铎说，今天他还这么想。

“连一个脚被砸的都没有”

在梁场，一辆30多米长的运梁车开过，郝

铎的眼睛一下亮了：“看，这个大家伙多漂亮！”

运梁车、提梁机、架桥机，都是他的“大玩

具”。以常见的 JQ900B 型架桥机为例，这个

由 44 个实心轮胎支撑起的重 606 吨、长 74

米、宽 14.7 米、高 12.6 米的大型机械，最多能

吊起 900吨的重物。

在施工现场，“大块头”意味着大风险。

“这么大的设备，又是高空作业，安全最重

要。只要你觉得哪儿不安全，就必须把活停

下来。”郝铎向队员们反复强调。

有一回，监控人员上报架桥机的起重机

声音异常，但操作工没找到原因，认为“应该

没啥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儿必须找到，哪怕今天不

架了。”郝铎说，经过反复查找，最后确定是

有个滑轮润滑不到位，产生了噪声。

“虽然是件很小的事，但只有队里每个

人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整个施工安全才

能得到保障。”他告诉记者，“这些年，我带

的队伍从没出过安全事故，连一个脚被砸

的都没有。”

这何尝不是个“奇迹”？

郝铎“特别有成就感”的一次创新也跟

安全有关。“你看，架桥机 2 号柱的外侧轮

胎离梁边只有 10厘米，在 18‰的大下坡的

情况下，如果前面有结冰或者是操作人员

反应慢了，就很容易出问题。”他指着黄蓝

相间的架桥机介绍，他们设计制作了架桥

机纵移过跨限位急停装置，只要轮胎超出

10厘米的范围，设备就会自动停机。

从当班长的第一天起，每次收工，郝铎

都会最后一个从桥台上下来。“有一个工友

在上面管发电机，收工时关掉发电机，整个

桥台就没有灯光了。考虑他的安全和心理

感受，我要等他先下。”郝铎说，“我把兄弟

们带出来，也一定要把他们每一个人平安

地带回去。”

图为郝铎在指挥铺轨作业。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陈晓宇

“同学们不要挤，一个一个来。”近日，山东青岛城运控股

集团城阳巴士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919路驾驶员生福林行车

经过春阳路小学，近 200 名学生同时放学，一趟车载不下，生

福林总要花五六分钟时间现场协调孩子们上车。

车厢内欢声笑语，车窗外是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

919路公交车往返于天河路停车场至东蓝家庄社区南之

间，共 76 个站点，全长 45 公里，跑一个来回需要两个半小时，

是城阳巴士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里最长的一条公交线路。每

天，生福林都要跑上 2~3个来回。工作 4年来，他始终保持着

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的纪录。

“信号灯 120多个，学校 4所，集市 3个……在黑龙江北路

高架桥路段，桥下还有两个建材市场，车辆变道和行人横穿马

路的情况比较多，需要提前减速，预判行车路况。”生福林早已

对这条线路了然于心，一路上有多少个路口、信号灯，哪个路

段危险系数高，何时人、车流量大，这些他都摸得清清楚楚。

2020 年 8 月，23 岁的生福林进入城阳巴士第五分公司工

作，跟车学习期间，他牢记站点、红绿灯、路况，学习合理控制

车速、减少急刹车等驾驶技巧，把注意事项一一记录在本子

上，每次出车前都会对照笔记本温习一遍。渐渐地，生福林

的车技越来越稳，很快，他就成为当时公司年龄最小的公交

司机。

日复一日地行驶在固定的线路上，生福林在这个平凡的

岗位中捕捉到了不一样的快乐风景。

2024 年 8 月 17 日，青岛突降大雨，生福林行驶到裕园七

路荣海三路车站时，发现有两个孩子没有携带雨具，在雨中显

得有些无助。

“两个孩子头顶着书包，身上都湿透了，很容易感冒。”生

福林赶紧把孩子接到车上，拿出车内提前预备的一次性雨衣

给孩子穿戴好，随后便返回驾驶室继续运营。事后，两个孩子

的母亲特意打来电话，感谢生福林对孩子的暖心帮助。

生福林心里暖融融的：“得到乘客的肯定，工作一天的疲

惫一扫而光。”

由于线路长、站点多，为保障准时准点，不影响线路运行，

每趟发车前，生福林都会仔细检查轮胎胎压和机械设备状

态。“冬天关不上车门和挂不上挡是最常见的情况。”生福林告

诉记者，他在学校里苦练的修车技术这时就有了用武之地，小

问题，他三五分钟就能解决。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钟梅

“您好，欢迎乘车，请注意脚下安全。”近日，19时 22分，江

西省南昌客运段直达车队的 00后列车值班员付英俊，身穿深

蓝色铁路制服，手持联控对讲机，热情地引导旅客上车。

D138 次列车往返于南昌和北京之间，全程 1443 公里，旅

客客流量大，几乎每站旅客都满满当当。“九江站短途旅客多、

衡水站中转人数足……”谈起这趟列车的特点，付英俊了如

指掌。

今年 24 岁的付英俊已经在这趟车上值乘了 7 个年头，行

驶里程不止万里。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的付英俊，

从小在铁路边长大，每当听到远处火车轰鸣的声音，他总是迫

不及待地跑到村口。当长长的列车吹响风笛，他望着铁路的

尽头，心里充满对远方的憧憬。大学毕业后，他开启了与铁路

的不解之缘。

爱学习、认真负责，是同事们对付英俊的一致评价。刚参

加工作时，为了更好地掌握乘务知识，付英俊只要一有空闲，

就研究规章制度、揣摩操作要领，模拟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处

置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实操能力。

“我的习惯是每站开车后巡视一圈车厢，看有没有需要帮

助解决的事情，巡视回来顺手调整一下行李架的包带和大件

行李，再看一下厕所和洗手间有没有水渍和异味。”让付英俊

操心的还有车厢内的空调温度。这天一大早离开衡水站时，

室外温度已是零下 10 摄氏度，大部分乘客还在睡觉，很容易

着凉，付英俊特意把空调温度调高了几度。

每次值乘，付英俊总是时刻关注车厢旅客的动态，根据手

持终端机上的提示，及时获悉重点旅客的乘车困难和需求，对

他们重点照顾。同时，他不忘对全车公共区域的卫生质量和

列车服务设施状态进行检查。

“近年来，车队来了不少 00 后，小付最能吃苦，脏活累活

都抢着干，执行力强，也爱动脑筋。”说起付英俊，在这趟列车

上工作了 17年的列车长闵莉，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

D138 次从祖国的南方驶向北方，横跨多个省份，每次出

车，付英俊和同事们都要日均行走 2万余步。“虽然很辛苦，但

看到旅客平安、开心地抵达目的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付

英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