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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966年出生， 北京电力
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

从大学实习到北京市供电局
开始技术创新， 20多年来攻克了
一个个技术高地。 以他的名字命
名的职工创新工作室成立5年来，
共有50项技术创新， 其中48项已
经运用到生产中， 12项获得国家
级专利 ， 每年节约资金上千万
元， 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 凝聚
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力量。

张文新
男， 1967年出生， 密云县密

云镇新农村人。
20多年前， 王瑞全正要结婚

的新娘子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
从此他自愿上门当儿子侍奉准岳
父母 ， 结婚后也和老人住在一
起， 家里的力气活他包圆儿了。
他亲手给老人盖新房， 连夜蹬三
轮送老人上医院， 在钱上却不肯
沾老人的光。

王瑞全
女 ， 1970 年出生 ， 北京海

关会计。
张哲2002年就当了志愿者 ，

10年间先后陪护了5位孤寡老人，
给敬老院的老人做了几十场公益
演出， 还为老人们留下了珍贵的
口述历史。 她多次组织为病残儿
童的义卖， 受邀参加中国在博茨
瓦纳的慈善拍卖演出， 演出所得
全部捐赠给了当地的孤儿院。

张 哲
男， 1969年出生， 龙潭公园

职工。
他曾赤手空拳威吓并制服一

名持刀行凶的歹徒， 保护了游人
的安全； 他曾奋不顾身地跳进刺
骨的湖水里 ,把已经生命垂危的
落水老人救上岸。 在龙潭公园，
他是人们心中见义勇为、 热心助
人的英雄。

郭建新
女， 1962年出生， 北京华冠

商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从商30多年， 肖英信守 “诚

信为本， 服务至上” 的理念， 持
续开展 “连锁店铺无假货 ” 活
动， 投资建立检测室， 带头与消
协 签 订 《先 行 赔 付 有 保 障 协
议》 ,发起成立房山区食品安全
企业联盟， 带头推行无障碍退换
货……赢得了顾客的信任， 企业
被评为北京市 “购物放心店”。

肖 英

奖章背后的故事

■打下机井500眼 让村民吃水不再靠天
■建污水处理站69个 实现回用率100%
■雨夜驱车几十公里入村检查泥石流易发区
■他就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密云县水务局高岭水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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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哈爱民：跟水有关的事儿我都管“哈站长， 我们村有几户村
民家里停水了， 您看是怎么回事
啊？”

“哈站长， 村里污水回收管
道好像漏水了， 什么时候能来维
修？”

“哈站长， 牤牛河附近好像
有一堆建筑垃圾， 您是不是派人
过去看看？”

“……”
采访哈爱民当天， 正赶上小

雨， 窗外淅沥沥的雨声在谈话间
隙中 ， 听得很清 。 “事情太多
了， 每天都这么多电话。” 因为
总有人打电话找他， 所以， 当天
的采访总是断断续续， 为此， 哈
爱民满脸歉意， “没办法， 在高
岭镇、 不老屯镇、 古北口镇辖区
内， 只要跟水有关的事儿， 我都
得管。”

打下机井500眼
解决五万村民吃水难

说起密云北部山区的吃水难
题， 当地的几代人都深有体会。
“以前村里人都吃地下水， 遇到
干旱年景， 同在一个村里， 坡下
有水吃， 坡上没水吃。” 小开岭
村村民王明全告诉记者， 可自从
村里打了井， 进行集中供水， 彻
底解决了农民的吃水问题， 不管
是什么气候， 老百姓再也没为吃
不上水而苦恼。

“这都要感谢我们的哈站
长。” 王明全他们都知道， 哈爱
民为了让三个镇域内的老百姓都
吃上水， 可没少下功夫。

说话间， 哈爱民一边带记者
一起查看村里的机井， 一边向记
者介绍， 因为水位变化， 不是每
眼井都有水， 他说， “近几年的
气候干旱问题严重， 我们每年都
为了吃水而打井 。” 粗略计算 ，
三个镇内， 共有机井500眼左右，
彻底解决了辖区内五万多人的吃
水难题。

除了打井， 哈爱民的水务站
还要负责这500眼机井的维修维
护工作， “水资源是有限的， 打
井护井的工程太多， 也是资源的

浪费。” 哈爱民说， 农村的老百
姓节水意识差， 也是让他头疼的
问题之一。 于是从2013年开始 ，
水务站开始在村里推广安装水
表， 让村民吃水付费。 对于祖祖
辈辈吃水不花钱的村民来说， 安
装水表的工作难度很大， 但经过
干部进村入户地做宣传， 还是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就拿小开岭村为例 ， 村里
100多户都在2013年安装了水表，
并实行用水定量， 超出用水需付
费的制度， “因为超出用量的水
要付费， 老百姓随意用自来水浇
地 、 浇菜园的浪费现象少了 。”
哈爱民说， 第一个月， 仅有9户
居民超出了规定用水量， 此后就
再也没有人超出用水了。

哈爱民告诉记者， 他们规定
的用水量足够一家人吃喝饮用，
“其实 ， 我们收钱并不是目的 ，
节水才是目的。”

建污水处理站69个
污水处理回用率达100%

“对待护水这项工作， 我们
的态度是严谨的， 一丝不苟的。”
说起这话， 哈爱民一脸严肃， 他
告诉记者， 高岭水务站辖区三镇
坐落于密云水库上游， 其中大部
分面积位于水库一级保护区内。
为落实密云县提出的保水第一职
责， 保护好密云水库一盆净水，
在做好保水工程建设的同时， 水
务站必须把辖区内水源保护工作

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哈爱民介绍 ， 辖区内有潮

河、 牤牛河等中小河道十几条，
中小型水库、 塘坝26座， 无数的
支流河沟延伸入村。

“为了做好护水工作 ， 我们
每月都要对辖区内的水库 、 塘
坝、 支流进行检查， 查看流域内
是否有乱倒垃圾或其他污染现
象。” 哈爱民告诉记者， 每次检
查工作人员都要转上三天左右，
才能全转一遍。

“通过检查、 汇报对辖区内
发现的违规生活建筑垃圾堆放点
建立工作台账并督促镇相关部门
及时清理 ， 做到早发现 、 早清
除。” 哈爱民介绍说， 仅2014年，
他们就清理违规生活、 建筑垃圾
堆放点73处， 清理垃圾1360m3。

但即便这样定期检查， 还是
会出现有人随意倾倒垃圾 ， 于
是， 水务站的工作人员除了定期
检查外， 只要下乡工作， 就都下
意识地在重点区域转上一圈， 随
时发现问题， 随时向其所在镇政
府反馈， 并督促其尽快处理。

治理污水是护水的重要手段
之一 ， 在水务站辖区三镇范围
内， 共建了69个污水处理站， 和
两个污水处理厂， “他们主要是
收集村民的生活用水 ， 进行处
理， 达标后， 回收的中水还可以
再利用。” 哈爱民带记者参观了
几个污水处理站和污水处理厂，
并告诉记者， 以前， 遇到雨天，
村里的路根本就没法走， 到处都
是雨水和混合的生活污水， 现在
污水被收集起来， 不仅街道干净
整洁了， 雨水排放也更顺畅了。

对于污水处理站和污水处理
厂的工作， 哈爱民的要求也非常
高， 他要求， 收集率、 处理率 、
达 标 率 、 回 用 率 都 必 须 达 到
100%。 “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源
上保护水源。” 哈爱民说， 在这
件事上， 一定马虎不得。

检查防汛工作
雨夜和村民一起坚守

“只要跟水有关的事情， 我
都得管。” 哈爱民这句话中提到
的 “水”， 还包括天上下来的雨
水。 现在正处于夏季防汛工作的
重要时期， 特别是连日来的不断
降雨 ， 让哈爱民都睡不好觉 。
“对于雨水， 我真是又爱又恨。”
哈爱民说， 爱的是降雨可以缓解
地区干旱 ； 恨的是 ， 山区多坡
地， 泥石流易发区较多， 老百姓
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为保证辖区百姓生命财产安
全， 每年防汛期间， 哈爱民都要
多次带队检查辖区水库塘坝安全
情况， 向村民讲解防汛知识。

2011年7月21日 ， 辖区普降
大到暴雨， 哈爱民冒着危险深夜
驱车几十公里前往偏远的泥石流
易发区西陀古村冒雨检查防汛情
况， 和百姓们一起度过了难熬的
一夜。 “危急时刻在现场 。” 是
哈爱民对于自己的基本要求。

对于防汛工作 ， 哈爱民要
求， 工作人员务必做到 “雨前检
查、 雨中巡查、 雨后复查”， 确
保辖区内不发生任何事故。

走村入户的次数多了， 村里
的老百姓对他也就熟悉了。 “涉
水困难就找哈站长， 他一定都能
解决。” 这样的好口碑， 在村子
里越传越广， 哈爱民的热心肠也
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所认可。

多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水务
工程建设的不断投入， 水务站的
工作任务量也逐年加大， 在水务
站人员少、 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
情况下， 作为单位一把手， 哈爱
民经常带领技术人员深入到一线
工地， 加班加点进行技术指导。
五年来， 他没有请过一天假， 爬
山、 过沟， 勘察、 踏线， 走遍了
辖区400平方公里的沟沟坎坎。

哈爱民 (左) 在污水处理厂现场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