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6日，新婚不久的年轻党员马伟
杰（左）正在铜化集团新桥矿业井下负 300 米

中段三分层 E206 采场充填现场查验胶凝材料
配比，并进行充填前的安全确认。马伟杰 2014
年采矿工程研究生毕业后入职矿山，现为工程
工区副区长。这次疫情，矿山实施封闭管理，
他与同为党员的妻子——矿业公司质量计

量监督中心化验工芮璋莹各自报名留守
岗位，保障生产。 朱常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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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合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滨湖国际

会展中心 9#、10#馆建设合肥首家方舱医院。中

建四局六公司听从调配承建9号馆项目，600名
善建先锋“疫”无反顾，闻令而动，昼夜奋

战，这是对守护生命的责任担当，更

是合肥温度的展示。

这一刻:使命必达,尽锐出战

中建四局六公司党委统一部署，安徽分公司快速落实，

发挥区域优势，即刻调配资源，员工纷纷主动请战，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猛然打响。

在全国陆续筹建方舱医院的时期，物资相对吃紧，加上

图纸不断优化，现场得按需定制，功能分区多，施工穿插密，

一个个“拦路虎”横亘在前。

打造过中国（合肥）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等精品工程的

管理团队清晰知晓，增人力、补机械是目前当务之急。他们

抽调精锐力量，管理人员、工友率先集结，组建现场生产组、

物资采购组、技术攻关组、综合保障组 4个工作组，力克物

料采购难、穿插施工多、安装任务重、防疫管控严四大难关。

这一刻：争分夺秒，昼夜轮转

“6时集中看图，9时设计院答疑，一区、二区线条各自摸

底，8时 30分我们先碰一下。”项目经理刘春华带领团队制

定“小时制”作战图，搭建起包含工程实况的“临时数据库”。

从顺利交付到品质提升，如何组织协同作战，才能实现

发挥1+1＞2的联动效果？

“我们要求合作方提高站位，高效联动。”合肥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项目建设现场指挥长邹晓方表示，“每位参

建者必须凝聚共识，攻坚作战。”每天7时开班前交底会，明

确倒排节点计划，18时开小结碰头会，只汇报没有完成的工

作量和亟待解决的难题。

物资采购团队拨通一个又一个电话，对于临时应急情

况解释了一遍又一遍。馆内 4000多平方米岩棉板隔断，

5000平方米风管……大家一直心弦紧绷，寻找资源，及时反

馈到设计院，有的放矢高效出图，协调物资，确保满足“三区

两通道”等相关功能。

这一刻：知难克难，奋勇担当

3月25日7时，改造工作正式启动。

“这次建设方舱医院是在压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展

开的激战。”安徽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项目书记魏巍表示，

“没有退路，就是冲上去，干出来！”

夙夜建设，使命召唤，项目现场同步成立党支部和党员

突击队，项目党员主动戴起党徽，亮明身份，他们与建设者

们“战”在一起，团结协同、鼓舞士气；他们奔走现场，满腿泥

泞，满腔干劲。

作为最早一批参与的建设人员，现场协调沈炳龙每

日微信步数达 30000+，协同“姚守涛创新工作室”争分夺

秒绘蓝图；项目综合保障组负责人尹苗苗带领团队第一

时间进驻，2小时协助原场地的物业完成清运，并保障参

建员工食宿无忧，尽心尽力守护项目“小环境”；淮南产业

园项目副书记周陈蕾连夜赶到合肥，主动请缨加入现场

“精诚”志愿者，把 100公里外的牵挂变成扛在肩头实实在

在的责任……

这一刻：同心战疫，温暖守护

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背后，是变化莫测的疫

情形势。改造建设期间，全省疫情形势呈现多点散发，项目

自身防疫工作更是头等大事。

以综合保障组牵头，“精诚”志愿者作支撑，项目建立

“3+3”模式开展防疫工作，根据场馆布置，施工、办公、场馆

3区分离，从最外侧大门开始设置3道防线，以信息登记、两

码查验、核酸检测、防疫物资发放等 7个“百分百”，确保整

个建设过程累计 3000余人出入的情况下，未发生一起疫情

感染状况。

经过4天4夜的奋战，建设团队在尽可能少改变场馆原

有功能的基础上，建成舱体 40间方舱，1040张床位，5座护

士站，舱外配备80个淋浴间、134个卫生间和专业的污水处

理系统。建成后馆内呈现小型模块化单元，每个“病房单

元”共放置26张床，每一个床位配备床头柜，电源插头、USB
接口和网线接口一应俱全。“一点一滴，大家都尽心完善，希

望以后能被感受到，但我们更希望的是这里不会启动，尽快

恢复如初。”现场忙碌的志愿者说道。

同心共气，相互守望，为建设合肥首个方舱医院，善建

者们再次“战”在一起，初心如炬，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

性反弹的底线。 （李晓峰）

“一天内‘拼’成一个班，真的没想到!”作为安徽华塑

股份电石分公司一车间中控室里唯一的三班在岗职工，

宫翔翔很感动，“虽然新班组‘成立’只有几天的时间，但

大伙相互配合默契，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

听说安徽华塑股份电石分公司一车间有一个“拼”出

来的班组。4月4日，笔者带着疑问前去采访。

管理人员当先锋
“中控岗位10人，其中9个是‘打支援’的！”在一车间

中控室，正在“顶岗”配电岗位的一车间党建专员肖宁告

诉笔者。

国内新一轮疫情暴发后，华塑股份按照省国资委及

淮北矿业集团要求，于 3月 15日进行“封闭式管理”。随

着封闭周期延长，各类新问题接踵而来。电石分公司是

“四班三运转”运行模式，厂区封闭后，正在轮休的一车间

三班职工滞留在家，无法上岗。

一边是疫情防控的紧急形势，一边是安全生产的迫

切需要，怎么办？分公司立即召开动员会，号召全体干群

行动起来，全力支援三班生产。

“每车间 4台电石炉，每台炉每班 24人，‘三八制’运

转。由于疫情原因，三班现缺员 18人。”苏冠军说道。他

是 2#电石炉炉长，平时上白班，负责电石炉日常安全生

产。三班人员“告急”后，包括苏冠军在内的车间、班组管

理人员与机关科室生产骨干主动请缨，顶岗替班，全力保

障生产第一线。

兄弟班组伸援手
“就是有点累，其他没啥。企业有需要，大家都应该

出一份力！”朱宏伟是一班的职工，听说三班需要人，他与

4名小伙伴放弃休息时间，一起加入“打支援”的队伍。

“我也是一班的，刚从生产现场回来。”曹敏过去是出

炉工，有着丰富的现场管理经验，如今是一班智能出炉机

器人操作工。4月 4日上午，4#电石炉停炉处理故障，他

与同样“打支援”的4#电石炉长缪祥斌一起前去处理。

“我是四班的，二宝哺乳期结束一上班就赶上这轮疫

情。”配电中控员陈晨说，“有时候同事去生产现场巡检，

我们经常一人监控两个岗位，所以加料、净化、送灰、配电

等业务大家都熟悉。”

说话间，陈晨起身到另一台监控电脑前，迅速测算电

极数据报告现场人员。

生产骨干“回娘家”
“我们过去都在生产一线干过，对班组有很深的感

情。这次三班缺人，啥也没想，就来了呗！”邵路遥现在是

电石分公司生产技术科的分析化验员，单位“动员令”发

布后，她第一时间报名，到车间干起熟悉的智能出炉机器

人操作工。邵路遥的爱人给她点了个大“赞”。

“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安环科安全员孙彦军过去也是智能出炉机器人操作

工，属于班组生产的重要岗位。得知三班缺员，孙彦军也

选择了报名。

为确保安全生产，“新组员”上岗前，分公司对他们进

行了转岗培训。

接电话、下指令、读数据、抄报表……笔者结束采访，

中控室内对讲机的声音此起彼伏，依旧是一派忙碌的工

作景象。这个“拼”出来的班组，正凭着一股子拼劲，谱写

着奉献企业的青春乐章。 （陈春秋）

“拼”出来的班组善建先锋精诚打造“生命之舟”
——中建四局六公司参建合肥方舱医院纪实

3月31日上午，细雨蒙蒙，中国能建安徽电建一公司

机械化大修厂钳工却冒雨将吊车底盘从车间运到空旷的

设备堆场内检修，留在车间镶编起吊绳的起重工也将门

窗全部打开……

大修的这台吊车是前两天从工地运过来的，清洗好

开进大修车间准备解体时，接到了疫情防控通知。大伙

随即散开，跑回休息室戴上口罩后，到车间门前广场商量

对策。

几个小伙子举手报名，负责喷洒消毒液、回收口罩等

工作。老师傅们“认领”了定时开窗通风、定时测体温之

类的活。防控日常工作已落实到人，几个作业小组组长

便商量排班，按顺序“轮番上阵”。

平时大修吊车多个工种同时上阵，电工组在车上检修

电气，钳工组进底盘维修，钣金工忙着校正。人多干活热

闹，作业进度也快。现在不能聚集扎堆，只能“车轮”战了。

“什么？原定的大修工期不变？”就在作业小组商量

排班时，班长接到工期不变的电话通知。大伙顿时慌了，

四个小组轮流作业，速度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工期不

变，咋能完成呢？

工龄最长的叶师傅说：“新开工项目急等着吊车用，就

算天上下锥子，工期也不能推后的。还是想想怎么干吧。”

“轮流作业速度太慢了，化整为零吧！”经验丰富的叶

师傅建议，吊车解体后，将检修附件打散，挪到室外；把设

备堆场、前院、小广场化为临时作业区，几个作业小组就

可以同时作业了。

解决了“不扎堆”，但每个作业员工不能保持安全间

距。小刘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作业保持 1米以上的间

距，但检修时有不少作业需至少两个人互相配合才能完

成。像装配大直径销轴，必须两个人大喊“一二三”，一起

使劲才能将销轴“穿”入销孔。有组员问：“像这样的活，

一个人干不了，咋办？”

“帮我把叉车开过来。”起重工杨师傅说，眼下他们镶

编钢丝绳需要叉车搭把手。平时镶编 3个人一组，一人

使钢钎将钢丝绳拨开，留出缝隙，一人负责把散开的绳子

穿入缝隙，另一个则用力拽拉。保持间距只能两个人同

时作业，拽拉的活只能借助叉车的伸缩油缸来完成了。

“对啊！安装销轴用手拉葫芦拽到销孔位置，1个人就

行了，还省劲。”小刘来了“灵感”，解决了销轴安装的难题。

受到他的启发，大伙你一言他一语，想到十来个小妙

招。

“作业遇到难题，再一起想招吧。”叶师傅说，“春天雨

水多，室外作业要准备好防雨。”在他的提议下，大家立即

分头准备，备料，搭防雨棚。 （夏忠）

“不扎堆”，机修工有妙招

“1号位准备，开始捣固作业。”晴朗的春日里，淮北

矿业集团铁运处临涣工务段机械化领工区班长郝允手

持对讲机，一边与各号位工友联络，一边在线路旁监督

大型捣固车作业安全。此时，机器轰鸣，大型捣固车有

节奏地进行捣固作业，在铁路“五线谱”上奏响了春日劳

动乐章。

临涣工务段机械化领工区由 14名职工组成，平均年

龄 31岁，主要负责新区线路的起拨道、捣固作业、边坡整

形等线路维护保养等工作，被称为铁路“养护师”。

“我们对线路实行分级管理，采取人机协作的方式，持

续开展线路质量提升工程。今年，以青芦正线和南环线为

实施主体，创建优质线路。”临涣工务段负责人李豹说。

矿区铁路实现提速提效，对线路质量提出了更高要

求，使得机械化领工区的工作变得比往常更繁忙。

“在野外进行捣固作业，新区线路有多长，我们就要

走多远。作业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只能等区间空闲的时

候才能进行。”临涣工务段机械化领工区副领工长李师介

绍道。

在捣固作业现场，1号位时刻关注各仪表状态，做到镐

镐确认；2号位观察起道表、拨道表的指示状态，及时协调

1号位做出正确的调整；3号位随时观察捣固车运行状态

……成员之间默契配合，一镐一镐向前，一米一米推进，一

步一步实现铁路养护作业的完美推进。

“捣固车在轨枕间作业，每一次都要做到精捣

细调，执行标准化作业是提高作业效率的关键，捣镐

夹持时间、起拨道量等关键项点都要遵照标准，才

能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机械化领工区成员

郝允说。

作业结束，工区成员顾不上休息，对设备进行

检修保养，观察捣固装置状态，检查液压油管状

态、螺栓是否松动、远转部是否开裂。“有时捣固车

也会出现故障。咱们在野外，遇到设备故障能及

时排除，这些是必备的技能。”李师说道。

为了提升领工区成员业务技能，李师经常进

行现场教学，帮助工区人员学习掌握捣固车的施

工组织、日常管理、保养维护、安全事项等内容。

2021年，该领工区完成线路捣固300余公里，连续

多年实现安全作业。 （张艳 赵亮）

铁路养护师的
“春日交响乐”

“有了大家，才能有小家！尽管在海外工作

很苦，但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企业

的发展壮大需要我们这些海外员工做出无悔的

青春奉献！”这是中铁四局市政公司安哥拉区域

项目部物资部部长翟广阳的由衷之言。

2012年，中铁四局市政公司首次进入安哥

拉市场。10年来，一批批青年建设者在坚守隐

忍的岁月中，守着海外“大家”，护着国内小家，

演绎着他们感人至深的爱恋故事。

只想在凌晨一点跟你道一声早安
翟广阳2013年调至安哥拉项目部工作，是

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最早一批驻扎海外的青年建

设者。他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在区域物资采

集、机械设备管理、劳工属地化管理等各个方面

为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物资部部长，翟广阳为满足各项目的物资供给，每

日早出晚归地寻找质优价廉的物资材料。颠簸的土路、颗

粒大小不一的砂石，没多久就把皮卡车底盘磨坏。他每日

奔波，没有固定的午休时间、午休地点，有时候身体实在难

以抵挡困意来袭，在颠簸的车上也能睡着。日复一日，翟广

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节奏，白天外出奔波，深夜伏案处

理大量物资运输手续、海关文件。

“中国和安哥拉时差有7个小时，很多时候加完班都快

凌晨一点，这时候正好国内 8点，在这个时间能和妻子、孩

子视频道一声早安，看一看国内的清晨，感觉特别幸福。所

以啊，7年了，我手机里凌晨一点的闹钟设置从未更改！”翟

广阳说道。

奔赴万里只为我的红颜
尹志瑞是负责罗安达总医院维保工作的技术主管，

2015年 5月份来到安哥拉，开始了长达 7年的海外工作生

涯。他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海外项目，沉迷工作

的他，甚至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

2020年3月，31岁的尹志瑞迎来了月老的眷顾，经过朋

友的介绍，他和一个湘妹子网聊了起来。这条“红线”沿着

网络，跨越万里，从安哥拉罗安达到中国长沙，将本是陌路

的一对男女紧紧连在了一起。趁着2021年12月回国休假，

尹志瑞直奔长沙，与日思夜想的红颜知己见面，并诚挚约

定，下次回国之时便是结婚之日。

“一开始我并不能接受天各一方的恋爱，但每天听着他

在电话那头讲述在非洲工作的点滴，我慢慢理解中铁人坚

守海外工作的意义。尤其是疫情暴发那段时间，他还在一

线奋战，那个时候我就认定，这个负责任敢担当、舍小我成

大我的男人，值得终身托付！”尹志瑞的女友诚挚地说。

罗安达总医院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指定医疗点之

一。由于收治患者过多，医疗设施承受压力过大。在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尹志瑞带领他的团队坚守“阵地”，奋战在

一线，争分夺秒地对大型医疗设备进行维修。他的敬业精

神得到了医院领导、中国驻安哥拉使馆经商处的认可。

一场迟迟未办的婚礼
“库内内项目正是大干的时候，我是工程部副部长，现

在人手紧缺，我们能不能将婚礼延迟啊，亲爱的？”

电话这头是热火朝天的工地大干现场，那头是满心期

待着婚礼的准新娘，2021年 11月，杨宝奎做出了人生一个

艰难抉择。做完女友的“工作”后，他捂着脸，陷入了无限循

环的愧疚。片刻后，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继续指挥现场的

工作。

杨宝奎于2015年10月份来到安哥拉项目部，一直践行

着扎根海外、建功海外的理念，默默为公司海外事业奉献

着。期间，他多次因为工作需要主动放弃休假。春去秋来，

已是6个年头，而他只在家里过了一个春节。这不，杨宝奎

和未婚妻的婚礼，因为航班熔断和工作繁忙至今还未办成。

爱情、亲情，责任、坚守，交织在一起，构成人生一部分，

而坚守海外的这群中铁人，更能品出其中的弥足珍贵。

（麦倩镱 王鹏）

只想在凌晨一点跟你道一声早安！
——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海外员工的小情大爱

同心战同心战““疫疫””保生产保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