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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红霞，自2008年起任无为县三公山特种养殖场专职
技术员。工作期间，她申请了13项发明专利。其中，“七彩
山鸡笼养技术”和“特种优质肉猪生产关键技术”被列入芜
湖市科技惠民计划推广示范项目。她本人也先后获得安
徽省“全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芜湖市劳动模范、芜湖
市“三八”红旗手、无为县“巾帼双创典型”“无为好人”等荣
誉称号。

回乡就业 发展生态养殖

1981年 8月，季红霞出生于无为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小时候，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季红霞更向往城市斑

斓多彩的生活。通过努力，2002年7月，她跳出“农门”，进入

杭州一家外资企业工作。虽然在杭州待遇优厚，但是贫困

的家乡时不时萦绕在季红霞的脑海里，她想为家乡做点事。

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让她得知生态养殖的畜禽是紧

俏货，而她的家乡无为县昆山镇地处三公山腹地。三公山

是芜湖市最高峰，盛产竹木，植被茂盛，有天然“氧吧”之

称，最适合发展生态养殖。于是，她渐渐有了一个念头，回

家乡发展养殖业。为此，她先后前往杭州、宁波、苏州、上

海、福建等地考察学习。2008年初，怀揣梦想的她辞去了

杭州外企的优越工作，返回家乡，加入三公山特种养殖场，

担任专职技术员，饲养七彩山鸡、本地圩猪。

从担任技术员开始，季红霞就特别重视养殖技术，聘

请安徽农业大学知名教授作为养殖场的常年技术顾问，为

养殖场的疫病防控和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提供技术支

持；在教授和畜牧局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完善的生产管

理制度、养殖操作规程。在她的努力下，三公山特种养殖

场先后被评为县级“标准化示范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另外，她充分利用昆山镇山场植被茂盛、水质条件

好、无工矿企业等有利生态环境，采用“猪→沼→草”绿色

低碳生态循环模式进行生态养殖。

季红霞还积极进行研究与创新，申请发明专利 13项，

其中“七彩山鸡笼养技术”以及“特种优质肉猪生产关键技

术”被列入芜湖市科技惠民计划推广示范项目。因其在科

技创新方面的成绩，2016年，中国科协携手安徽省畜牧兽

医学会为养殖场设立专家工作站并授牌。

不忘初心 带领农户脱贫

2013年，季红霞建议把养殖场改为无为县三官山养殖

专业合作社，推行“养殖场+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模式

发展特种养殖，为农户养殖提供全程免费的技术指导与服

务，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提供种苗、统一购买饲料、统一

疫病防控、统一饲养标准、统一回收产品。合作社共发展

会员102户，实现户均增收3万元。

“前些年我妻子身体不好，我也无法外出打工，成了贫

困户。后来成了养殖厂的长期工，每年收入有三万多元，

帮我解决了家里的困难，也顺利脱了贫。”农户马四发说起

季红霞这些年来的帮助感触良多，评价她是“为人忠厚老

实，做事实在靠谱”。

为了帮助更多乡亲脱贫，2018年，在季红霞的提议下，

该合作社建立了产业扶贫示范基地，通过务工方式直接带

动 22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5000元以上，实现稳定脱贫。合

作社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100余户贫困户销

售土鸡、土鸡蛋、笋干、葛粉等农产品，解决了贫困户农产

品销售的后顾之忧。同时，在季红霞的带领下，合作社在

工商局注册了“三官山”商标，坚持走品牌化的道路，努力

把“三官山”打造成畜禽养殖和加工行业的知名品牌。

说起未来，季红霞还有很多规划：“我正在研究中草药

在土鸡养殖中的应用，还准备把合作社改成会员制，发展

订单农业。未来几年内，我们农场将充分利用林地资源，

发展林下经济，计划带动更多的困难群众从事土鸡养殖，

希望能尽自己一份力让乡亲们越来越好！”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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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监督部乙二醇检
验班组是从公司不同岗位选拔出来的人员于2017年组建
而成，现有员工28人，其中女员工25人。这是一支平均年
龄只有31岁充满朝气的班组。2018年该班组实现乙二醇
装置一次开车成功，并生产出合格的乙二醇产品粗品，填
补了我省乙二醇产能的空白。2019年、2020年，分别被评
为公司先进班组（工段）。

为了乙二醇项目建设顺利开展，同时考虑到检验工作

需要极致的细心和耐心，公司决定从不同岗位抽调出年轻

的女性骨干人员组建检验班组。彼时，乙二醇产品的特性

和分析检验的技术对班组成员来说还很陌生，为此，公司

组织乙二醇检验班先后远赴山西、浙江等同行企业委托培

训，练习分析技巧，了解产品分析经验。

班组里很多都是年轻的妈妈，贤惠的妻子，也是孝敬

的女儿。当得知外训时间可能长达半年时，她们都没有选

择退出。“大家的孩子有三四岁的，有刚出生没几个月的，

都需要妈妈的陪伴，可是一想到外出培训是为了乙二醇产

品的顺利开车，我们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公司对我们

的信任。”班组长吴丽丽回忆起外训的日子，感慨颇深，白

天她们认真参加培训，晚上忍住思念互相交流，大家都想

着尽可能地多学点、早学会。

从外地学习回来后，乙二醇车间相关的分析检验设备

也陆续配备到位，班组成员又一头扎进分析检验的实际操

作中。为了尽快掌握先进的分析仪器，确定项目检验分析

方法，她们经常加班加点。2018年7月，当时一个检验项目

的方法试验了三天还是确定不下来，班组只好联系上一个

相关工程师。可他白天在出差，只能晚上来指导。大家一

直耐心等到晚上，在工程师的指导下，终于在深夜确定了分

析方法，成功的喜悦驱散了大家的倦意。在班组的努力下，

确定了乙二醇项目总共近三百个分析点，上千个分析项目

的检验方法，为后期乙二醇的顺利开车提供坚实基础。

2018年 9月 30日 18时 30分许，乙二醇车间一片欢呼

声！总投资49.46亿元的安徽省重点项目、历经三年建设、年

产30万吨的乙二醇装置一次开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乙二醇

产品粗品。该产品的上线填补了我省乙二醇产能的空白。

该班组高度重视产品质量，从工程师到班组长再至每

一名分析员都以公司发展为重，对公司产品质量负责。分

析数据发生异常，该岗位员工立刻排查原因，主动复样，一

遍一遍，不厌其烦；仪器故障，员工积极修复，工程师24小
时在线指导，甚至常常半夜接到任务驱车赶到现场。该班

组每年都会承接检验外来样品千余批次，为公司节约外检

费用六十余万元；每年协助市场及时处理质量异议十余

起，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也减少了公司的损失。

班组的风气则决定发展的结果。该班组十分注重整

个团队成员的成长和进步。为此，她们制定了详细的教育

培训计划，对于新进组员，实行帮扶制度，帮助其快速适应

岗位。同时积极参与技能练兵等活动，在竞技中提升实战

能力。在 2019年 10月公司举办的“合肥市 2019年劳动和

技能竞赛中盐红四方赛区”的比赛中，质量监督部77名职

工报名参赛，乙二醇班组全员参赛，其中王如、谢美兰和杨

雪三位同志分别取得了第二名、第八名和第十名的好成

绩，为班组争得了荣誉。

早出晚归，坐班车不方便，那就自己骑车；孩子尚未断

奶，那就当一当时尚的“背奶族”；阳光再烈，也挡不了大家

往返现场和检验室的脚步，晒黑的皮肤在成功的检验方法

前不值一提……该班组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成就了事业担

当，用不负韶华的劲头书写了当代女职工的闪光典范。

（本报记者 胡佳佳）

凝聚“她”力量 扬帆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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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

安徽农垦华阳河农场 5公里的长江同

马大堤水位在7月30日升至21.28米；

华阳河湖泊群水位在 7月 30日升至

15.92米，农场 119公里内湖大堤全线

超警戒水位，其中四场东大圩 21公里

堤防超过保证水位。面对前江后湖

“两线”同时作战需求，青年团员在农

场各级党组织的号召下，纷纷请战、参

与防汛一线值守和应急抢险。

“防汛抢险算是圆了我的当
兵梦”

家住华阳河农场一场社区的王长

军是一名 16 岁的学生，刚参加完中

考。他了解到长江同马大堤严峻的防

汛形势后，便向父亲请求参加江堤的

防汛，锻炼一下自己。

“参加防汛我同意，但你要听从领

导的安排。”在父亲的三令五申下，王

长军成为长江同马大堤上年龄最小的

一位防汛队员。

高温酷暑、巡堤查险、开沟导渗、

堤脚清障……王长军干起活来非常卖

力。“小伙子不错，刚下考场就来防汛，

能吃苦。”防汛的老同志看到他在江堤

上的表现，纷纷竖起大拇指。

说起江堤防汛的初衷，王长军回答

的声音响亮:“当兵特别光荣！我是团

员，参军是我的梦想，防汛抢险算是圆

了我的当兵梦。”每天看着部队士兵冲

锋在前的身影，王长军都热血满满，和

他们一起抗击洪水，守卫家园，是他人

生中不可多得的宝贵经历。

“这更是我作为一名共青团
员的职责”

“如果不是参加这次防汛，我连

‘管涌’‘导渗’是什么都不知道。”在华

阳河农场战略发展部工作的丁雯雯，

被安排到四场东大圩防汛抢险，这是

他第一次参加内湖大堤防汛。

丁雯雯从小在农场长大，他曾看

过父辈与洪水搏斗，深知防汛抗洪就

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所以不管是巡堤

抢险，还是险工险段测量，他总是冲在

最前面，也从不叫苦叫累。

早上7时半之前出门，晚上6时半

以后才回家；从堤坝到低排沟，他每天

要跑上好几遍。“一天到晚在湖堤上跑

测量、查险，不是烈日炙烤，就是暴雨

洗面，你看他的脸和手臂都晒得乌

黑。”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文一林有点心

疼地说。

“以前防汛抢险都是老一辈的事，

现在我们要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

责任，这更是我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的职

责。”丁雯雯说，“而且这些天我也跟着前

辈、领导学到了很多东西，相信对以后

的工作生活都大有裨益。”

“在实践中才能锻炼自己”

“艰苦的任务应当是交给年轻人来

做，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锻炼自己。”得知

江堤防汛的消息，华阳河农场第十农业

分公司90后大学生邓左耀主动请战。

在大堤上，刚搭建的防汛棚没有

水电，条件艰苦，一天巡查下来，连个热

水澡也洗不了。一些老职工担心邓左

耀不适应这个环境，劝他晚上早点回

家。但他拒绝了：“我年轻力壮，洗个冷

水澡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冲洗了一

下，他又赶忙跑回去继续巡查工作。

整个汛期，邓左耀都坚守在防汛

一线，巡堤、查险、查看水位，学习导

渗、堵管涌等大堤防护知识，不断充实

自己。

在大堤上，像王长军、丁雯雯、邓

左耀这样的农垦青年还有很多，他们

在防汛抢险一线锤炼自己，用实际行

动践行“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神圣

使命，让团徽在防汛抢险的战场上闪

亮，用青春在大堤上筑起一道冲不垮

的“堤坝”。 （李龙 王跃武 石祖民）

华阳河农场

防汛一线 构筑“青春堤坝”

“我报名”“我接力”“我老家就在

巢湖边上，我要报名”……7月 26日上

午，合肥卷烟厂青年工作群里，志愿者

的报名信息不断刷屏。

因防洪抢险需要，合肥紧急转移

肥西县三河镇木兰村等多个村村民，

同时，将合肥 168中学、合肥一中及合

肥 46中三校作为汛情撤离群众安置

点。在接到安置点召集志愿者的任务

后，合烟团委第一时间招募青年志愿

者。虽然时值周末，但当需要志愿者

的信息一发出去，短短半小时内，便组

建成功一支 15人的青年突击队。当

天下午，他们便集结成队，奔赴 168中
学体育馆安置点，协助安置转移人员。

“我老家就在巢湖边上，看到群里发

布的通知，我就立刻报名参加了志愿服

务。在这里看到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

者，虽然素不相识，但每个人都在努力服

务着转移群众。看到大家逐渐露出笑

容，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来自卷

接包车间的刘华一边说一边整理床铺。

“一个冰桶有 60多公斤，我们一

个班要换将近 100个冰桶。”来自制丝

车间的张亮话音刚落又抬起另一个冰

桶，去换上新的冰块，“天气这么热，条

件有限，用这些冰块给大家降降温。”

在得知转移群众里有人身体抱恙后，

同样来自制丝车间的郑旭主动跑到附

近的药房买来药品，并详细咨询了医

务人员意见后送到他们手上，还再三

嘱咐用药事项。

从下午 1时现场协调分工后，青

年突击队便一直忙碌到晚上。清澈的

眼神、坚定的步伐让人忽略了他们脸

上的疲惫。

根据安置点和群众需求，青年突击

队结合近期工作实际，制定了详细的排

班计划，划分了责任区域，尽其所能为

现场群众提供帮助。从打扫卫生、搬运

饮用水、领用日常生活用品，到整理床

铺、发放晚餐等等，“红马甲”们忙碌的

身影成为安置点里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安置点里，

“红马甲”们笑脸相迎、体贴礼貌，有活

儿抢着做，从不喊累喊苦。他们身上

有干劲，眼里有勇气，用实际行动淬炼

着合烟青年的青春担当。 （李红军）

“有了这台深井影像

探测仪，井下充填钻孔不

再是‘深不可测’了。”7月
27日中班，铜陵有色冬瓜

山铜矿充填工区生产班长

钟兵和工友在井下负 280
米中段进行 2#、4#主充填

钻孔内壁检测时，相互赞

许道。

深井影像探测仪不仅

可以现场观测充填钻孔内

壁状况，随着检测探头的

升降，还能够精确显示钻

孔标高，并且具有影像下

载功能。

原先进行钻孔检测，

需要区领导出面求助矿相

关技术部门来完成，这是因

为深井影像探测，是一项技

术活，大伙不敢轻易上手。

为了尽快掌握这一技术，该

班组职工展开影像调试、数

据采集等技术攻关活动，通

过一步步演示、一项项操作

和一组组数据记录，终于

掌握如何正确读取显示器

参数、如何有效校正视频

成像等技术，现已成功对

井下负 280米、负 730米等

中段的主充填钻孔进行影

像探测。大家将其称之为

钻孔检测“云技术”。

“不仅仅超深钻孔检

测有了‘云技术’，现如今

还掌握超高钻孔接顶‘云

计算’。”生产班长钟兵介

绍说，“通常情况下，采场

充填接顶，其钻孔高度一

般不超过 60米，而针对桦

树坡2号盘区采场近130米
超深度钻孔接顶充填，实

属首次。”

为攻克超高钻孔接顶

充填可能会产生强大的充

填压力、围岩张力、管道堵

塞，以及不易全部接顶等

难题，向来求知好学的丁

胜展开技术攻关。他将施

工现场管道配置、挡墙断

面、采场空间等要素输入

电脑里，通过一番网络数

据测试与现场设施相比对

的“云计算”，丁胜把目光

盯向采场充填支管配置和

充填排放口调整上，将以

往采用单一刚性材质充填

支管接顶，改为合理搭配

柔性材质支管，充分运用

柔性支管的“蠕动性”，起

到预防钻孔堵塞、管道堵

塞的效果，从而大大提升

了采场接顶率。

随着本质安全管理工

作不断推进，该班组深刻

认识到岗位学习的重要

性，只有做到“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才

能不断提升自身安全观

念、岗位技能。 （汪为琳）

“云技术”激起求知热

合肥卷烟厂

安置后方 活跃的“红马甲”

为保障矿区生产安全，中煤新集地勘公司加紧工期安装
钻塔，确保在矿井工作面回采前，将上方观测钻孔开启并注浆
封闭，防止地面水通过钻孔导入井下工作面，造成安全事故。
图为近日职工正在紧张有序地安装钻塔。 李根 贾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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