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首钢矿业公司青年焊工王涛、张钊
□本报记者 马超

“焊”动德国制造的“80”“90”后

半个世纪前， 她的父亲来到
新疆参与克拉玛依炼油厂选址；
半个世纪后， 在家人的支持下她
循着父辈的足迹千里援疆。 她是
北京市 “紫金杯” 优秀班主任、
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她更是维吾
尔族孩子口中的 “阿娜”， 是学
校老师心中的榜样， 她就是北京
援疆教师代表、 和田市第三中学
副校长魏航英。

这是一条父亲曾留
下足迹的路

今年51岁的魏航英， 来新疆
前， 她已经在教育战线工作了29
年， 是北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
校教学处主任、 高级教师。 魏航
英常说自己的性格遗传自父亲。
她的父亲是原石油部的老干部，
西安石油大学的第一批大学毕业
生， 还是学生会主席、 党员。 随
着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 父亲作
为主要工作人员参与了克拉玛依
炼油厂相关选址工作。 此后， 克
拉玛依炼油厂的新产品不断投
产， 打破了国外的封锁， 解了国
家的燃眉之急， 被人们自豪地称
为 “争气油”。 父亲每次讲起当
年为国纾难的情景， 总是充满了
自豪， 用魏航英的话说， 脸上泛
着光。

2014年， 父亲去世了。 魏航
英总是想起父亲， 想起父亲最常
讲的那句话： “我们当年都是争
着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不
为别的 ， 就是因为国家需要 。”
想起这句话的那一刻， 魏航英发
现自己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向。

她要像父亲当年一样去祖国
的最边疆 ， 去国家最需要的地
方 。 魏航英把自己的想法和妈
妈、 婆婆、 丈夫、 孩子、 弟弟沟
通了一遍。 原以为家人会反对，
却没想到收获了家人的一致支
持。 尤其是参与过南疆泽普炼油

厂设计和克拉玛依炼油厂改建项
目的丈夫非常理解她的想法， 正
在考研的女儿还提出为了满足妈
妈心愿可以接替她陪伴照顾78岁
的姥姥。 家人的理解， 让魏航英
非常感动。 从2016年开始， 她连
续三次报名支援边疆教育。 从支
援西藏拉萨到支援西藏灵芝， 机
会总是与她擦肩而过， 直到2018
年， 西城区教育系统参加北京市
援建新疆和田的项目， 魏航英终
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西城区选派
援教和田的18名教师之一， 并成
为这支队伍的领队。

这是一条仍需要艰
难跋涉的路

2018年8月29日 ， 魏航英随
第九批援疆教师工作队来到了父
亲战斗过的地方， 被组织安排担
任和田市第三中学任副校长。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初到
学校的她还是被眼前的情况吓了
一跳。 学校44个班级、 2154名维
吾尔族学生。 由于2015年以前学
校是用维吾尔语教学的， 因此，
大部分学生和部分老师的国语水
平甚至不足以应付日常学习和教
学需要。 此外， 例会制度、 岗位

职责上墙制度、 教育教学等常规
制度也不够规范。 硬件方面， 多
媒体设备只有20套， 不少电教设
备 ， 由于多年不会使用被放坏
了， 也没有经费更换。 甚至学生
桌椅也经常缺损 ， 无法及时补
充。 面对这些在北京根本不是问
题的问题， 魏航英不免 “一个头
俩大”。

可看着全校师生期盼的眼
神， 魏航英不服输的性格又上来
了。 她积极与和田市三中的领导
班子成员沟通情况， 迅速开展调
查研究 、 强化日常管理 。 结合
《和田地区中小学教学常规管理
工作手册》 对全体教师进行教学
常规管理宣讲， 并结合和田市三
中教学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教学管
理制度， 加大教学巡视和检查的
力度， 大力促进教研组长、 教师
两支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教师素
质和专业水平。

尤其是， 她主动协助校长起
草了 《和田市第三中学 2018-
2021年发展规划》。 提出了培养
习惯抓常规， 完善制度抓落实，
以制度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
的发展目标。 同时， 亲自指导和
帮助教研、 教务、 德育三个部门
主任进行部门分工， 制定岗位职

责， 出台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
度， 制作量化考核表等。 正是这
种不得已的 “从零起步”， 让魏
航英更加坚定了来这里做一番事
业的决心。

这是一条铺满责任
和爱心的路

“你为什么不按要求理发？”
“老师， 《未成年人保护法》 什
么时候要求剪头发了？ “那上课
的时间擅自逃课的事呢？” “我
有权支配我的时间！” ……一阵
争吵声从班主任办公室传来， 魏
航英过去一看， 果然又是小艾孜
木 （化名）， 15岁的他刚刚上九
年级 （初三） 就经常旷课、 不服
管教， 之前曾经两次转学， 来到
和田市三中后也依然像个 “小刺
头”， 对于像小艾孜木这样屡教
不改的学生， 有老师劝魏航英让
这些孩子转学算了， 但她却说：
“孩子都是教出来的， 岂能一转
了之？”

魏航英把小艾孜木带回自己
办公室， 小伙子站在办公桌前一
脸的不服气， 还一个劲儿地说要
转学。 “你转学可以， 但是只要
你的学籍在三中一天， 你就得遵
守这儿的规矩。” 魏航英语气平
静而坚定， 小艾孜木听说可以转
学， 一下愣在了那里。 “请你坐
下 。” 魏航英语气更加柔和了 。
“坐下？” 小艾孜木以为自己听错
了， 在他的记忆中， 还没有在挨
批评的时候被老师邀请坐下的经
历。 没等小艾孜木缓过神来， 魏
航英再次主动换了话题： “你是
大孩子了， 你的表哥不是正在内
地的内高班上学吗？ 有机会你也
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
说着， 魏航英把自己的手机递了
过去， 里面是魏航英带着女儿去
各地旅游的照片。 小艾孜木不敢
接， 魏航英就凑过去， 一边给他
翻照片， 一边给他讲自己和女儿
外出旅行的故事。

就这样， 不知不觉1个小时
过去了， 小艾孜木感觉自己和魏
航英越聊越投机 ， 他告诉魏航
英， 他是父母抱养的孩子， 但从
小家里人都对他非常好 。 “老
师， 我已经不小了， 我想回头自
主创业， 为家里人赚更多的钱。”
小艾孜木兴奋地描绘着未来 。
“老师当然相信以你的聪明 ， 未
来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 可是，
你现在如果学不到本事， 将来光
靠聪明劲儿闯世界可不行。 老师
建议你先考 ‘内高班’， 就像你
表哥一样 ， 到内地开阔一下视
野， 再寻找创业的机会。” 魏航
英因势利导。 “那先去理发， 然
后不许旷课， 补课的事老师替你
想办法。” “好的， 老师， 我听
你的。” 就这样， 魏航英根据小
艾孜木的身心发展的特点， 帮他
树立奋斗目标， 及时安排补课时
间， 时刻督促学习进度， 在去年
年底的考试中， 小艾孜木学习成
绩上升到班级第15名。 不仅是小
艾孜木， 魏航英总是尽力去关心
每一名遇到各种困难的学生， 为
他们买食品、 买衣物。 班主任告
诉魏航英， 小艾孜木和不少孩子
在背后一直悄悄叫她 “阿娜 ”
（妈妈）。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魏航英心中， 只要是孩子的事
她永远都有一份责任和牵挂。

除了学生工作， 如何在 “传
帮带” 中给和田留下一支 “带不
走的队伍”， 续写着首都教育工
作者援疆的新篇章， 更是魏杭英
始终关心的问题。 “好的教育离不
开好的老师”，北京援疆教师毫无
疑问是推动教育模式升级的绝对
主力，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落实
美好规划的前提。 在繁重的学校
管理任务间歇， 魏航英不仅直接
为两个年级3个班的学生授课 ，
还结合自己听的13节公开课、 7
节常态课对全体教师进行 《如何
评课》 的培训。 首都先进的教学
理念与管理方法也不断在当地教
学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

□本报记者 李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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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 在德国举行的
中德 “北京·南图林根” 职工焊
接对抗赛中， 来自中国的首钢选
手王涛、 张钊分别夺得氩弧焊、
焊条电弧焊组冠军。 走下赛场，
这两位小伙子略显腼腆， 王涛出
生于 1991年 ， 张钊出生于 1988
年， 这对年轻的兄弟不仅是赛场
上的 “联盟”， 更来自同一个单
位———首钢矿业公司协力公司。

别看他俩年龄不大， 却是企
业内有名的 “青年焊匠”。 王涛
曾连续 4年获得 “首钢技术能
手”、 两次获得 “首钢青年创新
先锋 ”， 2018年获得 “首钢杯 ”
第九届全国钢铁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电焊工冠军。 张钊曾连续2年
获得 “首钢技术能手” “首钢青
年创新先锋”， 荣获 “第十六届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
手”， 获得2018年 “首钢矿业杯”
第二届全国冶金矿山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电焊工项目冠军。

这是两位 “80” “90” 后长
期坚守初心的回报。

王涛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无论什么岗位，只要用
心做，肯付出，都能干好。 参加工
作六年多来， 班组不论有什么脏
活累活，他都第一个抢着干，他知
道，想成为工匠就要有10000小时

的魔鬼练习。身上的烫伤多了，但
技术越来越硬了。

张钊的梦想是成为最优秀的

焊接技师， 他曾经一天连续七个
小时蹲在地上练技艺， 靠着这股
毅力，他逐步成长为首钢冠军、行
业冠军。赛场外，这对兄弟强强联
手，将所学技能回报企业。大大小
小工程的现场，都有他们的身影。

2017年， 两人参与首钢秘鲁
铁矿钢结构工程， 担任焊接培训
导师，双双取得“美标”焊工证。助
力1.9万吨高质量钢结构件渡重
洋，在大洋彼岸的“一带一路”国
家竖起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2019年， 为充分发挥首钢国
家级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作用
和首钢焊接技能专家的技术优
势， 首钢组建了钢结构焊接技能
专家技术质量服务组， 两兄弟加
入质量服务组， 从钢结构焊接环
节为大跳台项目建设把好质量
关。 2019年10月23日， 两兄弟接
到参加中德 “北京·南图林根 ”
职工焊接对抗赛通知 。 代表首
钢、 代表北京、 代表中国赴德国

参赛。
11月8日 ， 正式开始集训 。

集训时间只有15天， 挑战可想而
知。 每天集训，早八点到晚八点，
两人吃完晚饭继续回宿舍自学理
论。王涛所在的是氩弧焊组，有一
个斜45度的管管对接， 必须左右
手都会灵活焊接 。 王涛擅长右
手， 需要训练左手。 可晚上八点
训练场地关门， 他便在网上买了
一个氩弧焊焊把， 晚上用左手拿
着焊把练习动作， 甚至连睡觉都
拿着焊把， 有时候连做梦都在焊
接……离比赛只剩一周， 比赛项
目改变， 培训基地没有比赛所需
规格的焊接材料 。 焊接材料变
了， 焊接手法也随之而变， 王涛
又从网上下单， 最快发运！ 每一
分都不能耽误！ 收货的时候， 王
涛如获至宝， 立即投入练习……

张钊所在的组是焊条电弧焊
组。比赛前，他发现德国焊条和国
内焊条不一样， 焊出的铁水比较

稀，流动性强，不好控制。 他一遍
遍摸索焊接经验，找出规律，经过
三个多小时的研究总结， 他发现
在平板焊缝打底时， 将原来间隔
0.2s调整到0.5s， 有利于铁水达到
最佳凝固状态；焊缝填充时，将原
来焊接2遍调整到4遍， 能够保证
焊肉达到最佳厚度；焊缝盖面时，
将原来停顿0.2s调整到1s，弧坑容
易填满，不会咬边。

最终， 两兄弟沉着应战， 稳
扎稳打， 在决赛中脱颖而出， 双
双获得所在组项目冠军， 取得了
德国焊接协会颁发的国际认可的
DVS焊接证书， 展示了首钢雄厚
的人才技术力量和一线职工扎实
的焊接技艺 ， 为首钢赢得了荣
誉， 为祖国争了光。

高山流水遇知音， 在焊花照
亮的青春路上， 王涛和张钊志同
道合， 这对兄弟还将并肩作战，
在首钢的大舞台上继续 “焊” 动
他们发光发热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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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航英：循着父辈的足迹教育援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