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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个这辈子引以为豪的
项目 ，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
他叫苑康文， 1993年出生， 是一
名普普通通的 “90后”。

2015年从吉林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毕业后， 他拒绝了很多地产
公司坐办公室的邀请， 毅然来到
中建二局东北分公司的项目施工
一线 ， 从工地上的一名工长干
起， 在工程、 技术、 质量等多个
岗位进行了轮岗锻炼， 摸爬滚打
一晃近三年。

2015年8月 ， 刚毕业的苑康
文主动请缨来到公司工期最紧的
章丘唐人中心项目 。 接到15天
4000平方米车库顶板施工任务
后， 他一个多月吃住在工地， 塔
吊不停、 泵车不歇， 进度一刻不
耽误。 三家劳务队人、 材、 机协
调， 施工进度、 质量控制、 安全

监督一样都不能少。
苑康文说： “身上没有安全

帽和对讲机， 我就没有安全感。”
最后一块顶板进行2000立方米混
凝土浇筑时需要两天三夜， 工人
来回换班好几次， 他还在现场坚
守。 拿下节点后， 同事们都在互
相庆祝 ， 却发现风吹日晒成了
“小泥人” 的苑康文在角落里熟
睡得像个孩子 。 在公司中秋节
“你会到工地来看我吗” 主题活
动中， 苑康文幸福地拉着未婚妻
的手走进项目部。

2016年11月， 哈尔滨气温骤
降到零下20℃， 为保证哈尔滨群
力文化产业中心项目开业节点，
苑康文临危受命承担项目结构改
造加固任务。 “咋也不能让冰坨
子把项目如期开业的梦封住 ！”
他跟同事连夜商量解决方案， 半

个多月内执着地进行了近百次试
验 ， 终于克服了温度低 、 条件
差、 施工队伍没有经验等重重困
难， 找到了最佳施工方法、 最佳
施工配比和最佳保温方式， 为施
工打开了突破口 ， 拿下了这块
“硬骨头”。

“我在这边能照顾好自己 ，
工地没你们想得那么冷那么辛
苦， 您和我爸就放心吧。” 接到
父母的电话时， 其实苑康文的脸
已经被冻得通红 ， 头顶着一丛
“雾凇 ”， 变成工地版 “冰花男
孩”， 但他还是懂事地向父母报
平安。

白天他一头扎进施工现场 ，
一有时间就向工人师傅讨教学
习， 晚上下班， 他和同事们聚集
在办公室梳理施工进度、 进行劳
动力调整和机械调配等。 闲暇时

间他就上起 “自习”， 学习施工
方案、 16G图集、 质量验收规范
等 ， 正是这种 “爱学习 、 爱琢
磨、 爱问问题” 的精神使他迅速
成为技术骨干。

2016年12月， 苑康文代表中
建二局参加了中国建筑档案信息
化技能竞赛， 与来自中国建筑所
属子企业的18支代表队、54名档
案工作者角逐， 最终获得个人竞
赛三等奖。 2016年，在沈阳市总工
会举办的 “百万职工岗位技能提
升工程”， 苑康文代表公司参加
施工员竞赛比武， 并脱颖而出拔
得头筹， 被评为 “沈阳市技术大
王”。同年，苑康文还获得了“沈阳
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这位最年轻的90后劳模， 被
大家问起最大的感受时， 他只说
了两个字： “责任”。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杨帆/摄

90后劳模的奋斗青春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他是首钢矿山的劳动模范 、
一线修理岗上的克难标兵 。 制
动、 刹车， 循环往复， 三十余年
依旧追随行进； 两行铁轨、 万千
枕木， 是他眼里不变的风景。 授
艺带徒、 破题无数， 他在矿山运
输大动脉上坚守如初； 成绩荣誉
看作过眼烟云， 不断突破自主检
修技术才是他的生命。 他是首钢
矿业公司运输部机车修理段传动
班钳工易广生， 火车头上那颗不
可撼动的 “螺丝钉”。

根治机车“慢性病”
节省检修“医药费”

2016年起， 在长达两年的时
间里， 在一次次 “更换、 检修 、
改造” 的循环往复中， 易广生实
现了内燃机车变扭器自主检修
“从无到有” 的突破。

运输部共有16台GK1型内燃
机车， 担负着迁钢厂区的铁路运
输工作。 机车传动箱的变扭器结
构复杂， 装配精度要求高， 受人
员技能、 工装机具等条件限制，
日久失修， 让机车牵引车列时力
不从心、 格外 “虚弱”。 2016年，
为了根治这一 “慢性病”， 易广
生带领团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
“攻关路”。

没有实物参照， 又不敢贸然
将结构复杂的变扭器分解， 易广
生开始查阅大量图纸。 每碰到不
懂的部件， 他就从网上下载大量
图片， 彩印后粘贴在变扭器相应
位置的外体上 ， 进行比对 、 分
析、 分解。 分解过程中， 为给后
续安装工作留出参考， 每拆一个
零件前， 易广生都用游标卡尺仔
细测量此零件相对于其他零件的
位置参数， 并在拆除前后分别照
相留存资料。

面对换挡阀和换向阀检修成
本高的难题， 他又大胆对控制回
路尝试改造， 甩掉了这两个 “包
袱”。 经过自主修复改造的机车
牵引力强劲， 拉上20多个重车爬

大坡道还能 “一溜小跑不喘粗
气”， 同时， 单台车单次检修还
可节省备件及燃油费近2万元 ，
18台车全年检修可节省数百万
元 。 易广生不仅为企业根治了
“慢性病”， 还节省了 “医药费”。

送机车上“手术台”
杜绝隐患“清风”来

易广生向记者介绍， 风源系
统就像机车制动机的心脏， 风源
系统供风速度快， 机车频繁的起
动、 换向和制动才能交替自如。
而作为风源系统的核心， 空压机

想要提供高质量的风源， 就必须
连接净化干燥装置。 当时， 运输
部有六台GK1内燃机车的空压机
未进行结构优化， 其中四台又没
有安装空气干燥装置， 导致供风
速度慢， 部件工作时间长， 磨损
增加。 同时， 机体过分追求排风
量而忽略了装置结构， 系统故障
率上升， 增加了机车检修、 运用
成本。 这些隐患， 无不威胁着行
车安全， 易广生也随即对风源系
统动起了 “手术”。

在工作室里研究资料、 在机
车上研究管路排布结构， 易广生
用一周时间制定了 “手术方案”。
重新制作底座并优化排布内部管

路， 解决空压机问题后的易广生
在放置干燥器的时候犯了难 。
“当时很多构件排布非常紧凑 ，
可以说是没有 ‘下脚’ 的地方。”
修改了无数次方案， 易广生在大
脑里将无数个零件拆解分离、 重
新排布， 并按照每次的设想手绘
图纸、 安装试验。 那段时间里，
他废寝忘食， 不分昼夜， “看什
么都像是零件”。 经过反复试验
推敲， 易广生终于宣告 “手术”
成功。 改造完成后， 风源系统供
风速度明显提高， 机车也拥有了
清洁的压缩空气。

易广生说： “攻克新难题之
前， 一定要把过去的成功全部忘

掉， 否则不是骄傲自满， 就是压
力大增。 很多时候你突破这个瓶
颈靠的就是一口气， 这口气不能
断， 断了就会失去信心。”

传道解惑“手把手”
立足岗位至白头

面对近几年入厂、 修理经验
少的青年徒弟， 53岁的易广生总
是鼓励大家 ： “只要你们好好
学， 我保证不出三年， 一定让你
们独当一面。” 胸有成竹的他也
制定灵活的教学方式， “检修现
场就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地， 机车实物就是教具， 机车故
障就是教学案例， 让徒弟们始终
都在实践中学习 。” 易广生说 ，
“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 书本不
能代替经验， 故障多种多样， 只
有实战过， 才能灵活应对。 日常
检修工作 ， 我会在确保工作进
度和安全的前提下， 多让他们上
手挑大梁， 自己会做他们坚强的
后盾。”

在各种技能大赛期间， 为了
让青工们最真实地感受比赛环
境， 易广生总会将个人收藏的工
具分享出来 。 只要有人去请教
他 ， 他都会知无不言 、 言无不
尽， 还会亲手示教。 徒弟裴海超
说： “师傅的实践教学让我们积
累 了 好 多 处 理 故 障 的 经 验 与
检 修 技巧 ， 这些都是书本上没
有的。 师傅总是引导我们自己动
脑思考， 学习探索， 这让学习变
得十分有趣。” 在易广生的言传
身教下， 徒弟们悉数成为攻坚克
难的青年工匠、 为企业创收的技
能标兵。

易广生常把自己的人生比作
一段铁轨， 把自己比作一颗螺丝
钉。 在他看来， 不必发光发热，
但却要执拗、 倔强地守护机车的
安全。 而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遇
到重点项目攻关时的易广生依然
还会登车顶、 钻地沟， 留在矿山
守候， 直至白头。

———记首钢矿业公司运输部机车钳工易广生
“做火车头上的一颗螺丝钉”

———记中建二局东北分公司君安淞江映像项目技术员苑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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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广生检查内燃机车传动箱一轴轴承油隙和齿面的磨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