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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建三局北京公司电工杨密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柯玉乾/摄

从无名小子到“万能电工”

———记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巡警支队白庙北治安检查站政委于文静
让爱“心伙相传”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巡
警支队白庙北治安检查站， 等待
检查的汽车列着队，白色尾气“突
突” 地向上蒸腾。 阵阵凛冽的寒
风， 把检查车辆民警们的脸庞吹
得通红。在这群一线干警中间，检
查站政委于文静身材并不高大，
但步履铿锵有力。 寒风让整齐的
警服略显单薄， 却丝毫不能阻挡
她带着甜美微笑的敬礼。

爱心接力
履行和姥姥的约定

于文静工作在为人民服务的
岗位， 源于家庭对她的 “大爱”
熏陶。 她出生在山东临沂的平凡
家庭 ， 却总能目睹家人对 “大
爱” 的诠释。

于文静10岁那年， 与母亲和
二姨登泰山游玩。下山时，她们看
到一处人员聚集围成了圈。 她们
凑过去一看， 在议论纷纷的人群
中间是一个烤地瓜的炉子， 炉子
上躺着一个襁褓中的弃婴。 不忍
让婴儿被抛弃的母亲和二姨给姥
姥打了电话， 姥姥毫不犹豫地做
了收养的决定。就这样，于文静有
了第一个妹妹。 而于文静家的爱
心还在延续， 姥姥接连收养了几
个弃婴。最后，于文静成了四个妹
妹的大姐。

当于文静的四个妹妹还是未
成年人的时候，姥姥便走了，来不
及交代与托付。 把责任与担当融
进血液的于文静扛下了这份重
担。在军校的日子里，为了给妹妹
们买够洗衣粉、洗发水、牙膏、牙
刷等生活必需品， 她将每月的津
贴一省再省， 而在女孩子爱美的
青春岁月， 她总是选择那身朴素

的军装，“姥姥的所作所为一直影
响着我，我对四个妹妹的担当，就
当是我和姥姥的约定吧。 ”

爱岗敬业
真诚服务身边警民

2013年， 于文静到北京市公
安局通州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任
职副大队长， 和大家共同应对繁
重的接待办证工作。 “我喜欢一边
工作一边和办证的老百姓聊天，
不断收集他们的反馈和意见，这
样能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结合大
家的需求， 大厅先后新增了二次

签注自动受理机、自动填表机、自
动发证机、自助网上预约等设备，
创立“绿色通道”、延时服务等20
余项便民措施。 在她服务的人群
里， 有聋哑姐妹， 有轮椅上的阿
姨，有老年痴呆症奶奶，也有患自
闭症的小朋友， 但她都用美丽的
微笑和真诚的服务让他们得到最
需要的帮助。

针对工作繁忙， 工作人员经
常吃不上饭的实际情况， 于文静
专门开辟了一间休息室， 配置冰
箱、 微波炉等电器， 储备酸奶和
方便食品， 随时保证用餐。 她还
组建了文体活动室， 成立职工小

家， 定期开展瑜伽等文体活动，
并针对团队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的
组成特点， 组建工作室小乐队、
舞蹈队，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排演
各类文艺节目 ， 帮大家调节情
绪、 舒缓压力的同时， 进一步增
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015年， 于文静被任命为白
庙北治安检查站政委。 她凡事冲
在前面， 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
搞特殊化。 同时作为政工领导，
她组织大家开展了 “青年民警表
誓言” “我心中的忠诚” 等多种
形式的党建活动， 提高队伍的思
想觉悟。

爱本无疆
投身志愿服务浪潮

四个妹妹的长大成人， 除了
于文静的无私付出， 更离不开社
会爱心人士的大力帮助。 为了感
谢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让这
份爱由小变大， 薪火相传到社会
的每个角落， 于文静成立了志愿
服务队。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之初， 大
家只是采取慰问孤老等传统的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形式， 随着志
愿服务活动的深入 ， 于文静发
现， 单纯地给老人送米送油、 洗
脚喂饭还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内心
的情感需求， 而一厢情愿地去给
福利院的孤儿送书送报， 却因为
孩子们大都智力残障， 使整箱整
捆的书报静静地躺在角落里无法
开封。 总结出经验后， 于文静开
始策划形式更新颖、 参与度更高
的公益活动。

为了让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唐
氏综合症儿童这个特殊群体， 于

文静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联合通州
区培智学校在通州家乐福广场开
展了夏日义卖活动。 活动共筹集
善款3000多元， 全额发放给了参
与义卖的13名唐氏综合症儿童。
当看到孩子们领到自己工资后欢
天喜地的笑容时， 于文静比他们
还要开心， “我知道， 这些孩子
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
手来养活自己， 希望用他们自己
的工资为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爸
爸妈妈买一件衣裳 、 下一回馆
子。 也就是说， 他们最缺的不是
别人送给他们的鱼， 而是能够钓
到鱼的鱼竿。”

类似的公益活动还在持续开
展， 于文静和她的团队也赢得了
越来越多的肯定和赞誉。 2012年
于文静获中国孝老爱亲好人、 北
京市十大慈善义工等荣誉称号；
2013年获北京市第四届道德模范
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等荣誉称
号； 2014年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
手荣誉称号； 2015年被授予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6年
被授予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2017
年被评为通州区志愿服务优秀个
人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面 对 荣 誉 ， 于 文 静 却 说 ：
“公益让人越做越谦卑， 越做越
有敬畏， 越做越心怀钦佩， 更会
越做越坚定， 越做越无畏。 在这
条路上， 你会发现你帮助的人
往往会成为你最钦佩的人， 最
值得你去学习的人， 助人自助，
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

“做志愿服务， 一要有爱心，
二要大伙同心。” 在这条志愿服
务的道路上， 于文静也正在遇见
更多和她一样的人， 聚沙成塔，
让爱 “心伙相传”。

“今天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一
个夜晚， 带着妈给我做的一罐干
鱼和一个蛇皮袋， 只身一人来到
了北京融科项目工地上。 爸妈，
我很想你们， 今天项目电工老刘
看到我说： ‘你这个奶娃娃， 能
行吗 ？ 肯定干不了几天就回家
啰。’ 我只是咧嘴一乐， 心里却
告诉自己， 年纪小咋了？ 谁说年
纪小就干不出一番成绩！ 爸妈，
你们俩省吃俭用供我上学， 我发
誓， 不给你们争个光， 我坚决不
回家！”

这是中建三局北京公司90后
电工杨密来北京后的第一篇日
记， 这位来自湖北山区偏远农村
的普通电工， 用5年时间， 完成
了从无名小子到 “万能电工” 的
蜕变。 他直言， 身上最值钱的东
西就是伴随了5年的日记本， 因
为里面记录了在中建三局修过的
每一次设备 、 发生的每一次抢
修、 参与的每一次抢险。

记者看到了杨密在2012年7
月23日写的一篇日记： “爸妈，
今天是我22岁的生日。 您二老问
我有没有休息一天。 我骗你们说
我好着咧， 其实这两天我高烧不

退， 不过虽然病着， 内心却无比
骄傲和自豪， 因为项目领导表扬
了我是 ‘万能电工’ 小杨， 还给
我发了奖状和奖金， 这应该是我
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原来， 北京 “7·21” 特大暴
雨发生后， 项目部立即启动防汛
抢险， 由于雨势迅猛， 基坑水位

已超过一个人身高， 当塔吊将新
增加的潜水泵吊运至积水深处
时， 却无人敢去深水中脱钩， 眼
看基坑极有可能发生塌方的危
险。 杨密没有多想， 抄起水带噗
通一声便扎进了冰凉的泥水中，
奋力游向基坑深处， 接上水带，
松开吊钩， 接通电源， 一台台潜

水泵就这样运转起来了。 忙了整
整2个小时， 最后杨密终于因为
体力不支 ， 晕倒在瓢泼的大雨
中， 当他醒来时发自按自己已躺
在宿舍里。 事后， 项目领导、 管
理人员、 工友都说这个小伙子特
别能吃苦， 不一般， 从此 “万能
电工” 的称号便流传开了。

在另一篇2013年12月11日的
日记里， 杨密写下： “2013年 ，
跟随北京公司远征的步伐， 我来
到鄂尔多斯第一高楼国泰广场项
目。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
的寒风比家乡的更刺骨。 昨晚凌
晨1点， 一场30年不遇的大寒潮
突然来袭， 工地以及周围几个村
庄的电路出现故障全面中断， 在
这-30℃的夜里， 如果不能及时
抢修通电， 没有电暖器供暖， 在
极寒天气中恐怕会出人命。”

杨密回忆，考虑到情况危急，
作为电工，他立即叫醒同事老朱，
抓起工具箱一起赶往总配电室进
行抢修， 可是寒冷的大雪比他们
预想的还大， 能见度不足20米，1
公里的路程他们相互搀扶着走了
近1个小时。想到受影响的还有附
近的200户村民，他们必须强忍刺

痛，尽快找出故障点，同时又要高
度谨慎， 因为配电箱可能会因为
突发的电流高压而爆炸。递扳手、
卸螺母、压接导线……43分钟后，
终于合上闸恢复送电， 杨密悬着
的心才落地。

2015年 ， 由于工作表现突
出， 杨密被任命为青年突击队电
工班组长， 并来到北京CBD核心
区支援重点工程建设。 杨密带领
一帮兄弟没日没夜扑在施工一
线， 吃在现场、 住在现场， 拉电
缆、 埋水管、 安照明， 走遍了工
地每一个角落。 晚上， 为了攻克
电焊机空载运行造成耗电的难
题， 杨密主动研究起空转运行自
动断电装置， 甚至晚上睡觉突发
灵感时， 便立即起床记录下来，
生怕稍纵即逝的金点子从脑海里
消失。 经过数十次通宵、 上百次
试验， 杨密发明的电焊机断电装
置正式投入使用， 为项目节约成
本100余万元。

“5年的职业生涯， 连续被评
为先进个人。 在这里， 我从一个
乡下穷孩子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有
用之才。 在这里， 我找到了自己
发展的舞台。” 杨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