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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高频、高压、高效”做好冷库疫情防控工作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大国重工的奋斗与梦想
———读《重中之重》

□李钊

为持续做好对冷库使用主体
的各项监管工作， 确保冷链食品
贮存及食品安全，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右安门街道所 “高频 、 高
压、 高效” 全方位做好冷库疫情
防控工作。

高频次开展约谈及检查工作
根据不同时期疫情形势， 组织辖
区有冷库的经营主体主要负责人
召开阶段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会， 高频次重申疫情防控措施要
求， 针对性通报存在的问题及整
改方式。 同时， 对冷库高频次开
展现场检查工作， 每日一查确保
冷库各项防控意识不松懈。

高压态势遏制传播渠道 重
点检查贮存的冻品是否经查验入

库并有实时更新记录 ， 品种数
量、 产地来源、 进库时间等信息
是否完整可追溯。 督促企业严格
落实追溯管理、 人员管理、 环境
卫生等食品安全及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 发现问题从严从快处理，
坚决遏制病毒传播。

高效率把控冷库防控情况
使用好 “北京冷链食品追溯平
台 ” 及 “市场领域从业人员台
账” 两种线上监管渠道， 对有变
动的冷链人员及时添加删除。 同
时要求辖区冷库主体建立好冷库
货品进销电子台账， 及时上报冷
库库存量及贮存货品种类， 便于
及时动态掌握各冷库情况。

（唐画）

□李首元 文/图

为劳动者撑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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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闻迪

■奋斗者说·我这十年

在首钢矿业公司培训中心焊
件展示室内， 张钊正站在学员们
中间传授技术心得， 而在旁边的
操作室， 王涛逐一查看学员们的
焊接作品， 针对存在的不足， 详
细指出改进方法。

张钊、 王涛是谁？ 他们是中
德 “北京·南图林根” 职工焊接
对抗赛焊接冠军、 首钢矿业协力
公司有名的 “焊工状元”。

近年来， 协力公司一些技术
优秀、 经验丰富的老职工相继退
出工作岗位， 部分青工对核心技
术工艺掌握不透彻， 队伍技能结
构断层 。 公司适时应变 ， 制定
“提素质 强本领 争当工匠 ” 人
才建设方案， 成立职工技能培训
班， 由张钊、 王涛担任焊接培训
项目导师 ， 打造知识型 、 创新
型、 技术型职工队伍。

接到任务后， 从没有当过老
师的张钊、 王涛心中忐忑， 没有
教学经验， 怕教不好。 但毕竟是
锤炼多年的行业冠军， 他们没有
退缩， 主动担当： 将培训人员分
成四组， 轮流实操练习； 拿着焊
帽时刻观察每一名练习者的操作
情况， 对错误操作 “一对一” 及
时指导纠正； 讲解过程中， 不仅
指出表面的错误操作， 还要讲解
形成错误操作的深层次原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为激
发青工们苦练技术、 增强本领的
强烈求知欲， 工余时间， 王涛 、
张钊和大家开座谈会， 讲述亲身
经历的故事： 2017年10月， 王涛
接到备战 “首钢杯” 第九届全国
钢铁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学习
机会来之不易， 集训期间， 他每
天早上5点起床学习理论知识 ，
进行高强度训练， 晚上在图书馆

学到10点， 直至楼管多次催促才
离开。 有一次训练， 当焊最后一
道焊缝时 ， 王涛感觉左臂有些
热 ， 但为保证整道焊缝的完整
性， 他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坚持
把整道焊缝焊完。 当完成后撸起
袖子一看， 自己都惊呆了， 胳膊
上的水疱已经像乒乓球那么大，
一晃动胳膊， 水疱也随着晃动。
底部焊接是他的弱项， 他反复练
习上千次， 形成肌肉记忆， 将弱
项变成强项。 正是这种一路高要
求的态度让他一路精进， 一举夺
冠。

“我从焊件定位、 打底， 到
填充、 盖面， 都有不同的缺陷，
老师看到后，手把手示范，直到把
我教会为止。”“我是一名老焊工，
自我感觉技术还不错， 但在培训
班的摸底考试上， 每项测试都不
及格。 经过培训， 现在不但纠正
了以前错误的焊接方法， 还掌握
了没接触过的二保焊。” 通过为
期一个月的脱产培训， 学员们的
技能提升了一大截。

近五年来， 张钊、 王涛先后
培训焊工近300人次。 这些学员
作为主力干将先后在四千多吨结
构件焊接制作任务、 球团回转窑
直线段更换、 大石河铁矿石磁选
项目建设等重点工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先后在各级别职业技能
竞赛中获得佳绩， 形成了 “百花
齐放春满园” 的良好局面。

在焊花照亮的青春路上， 张
钊和王涛的想法很朴实， 就是勇
做刻苦钻研、 精益求精、 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的传承人 , 在首钢
的大舞台上继续磨砺匠心， 培养
出更多的 “焊” 匠， 绽放出最璀
璨的焊花。

我是2010年参加工作的， 第
一个岗位是地磅房计量员， 主要
负责给货车过磅并出具磅单。 我
们的劳动防护用品分为 “硬件”
和 “软件” 两大类， “硬件” 比
如安全帽、 帆布手套、 棉纱口罩
等。 “软件” 指对员工的安全培
训和健康体检。

大半年的实习期结束， 我转
为正式员工， 独立上岗了。 与此
同时， 我跟班组同事们也渐渐熟
悉起来， 工闲聊天时， 吐槽比较
多的话题就是劳保用品。 一是吐
槽安全帽， 那时我们使用的是塑
料安全帽， 硬、 不透气， 戴到头
上硌得慌不说， 还捂汗， 特别是
夏天， 头发一会儿就汗湿了； 二
是吐槽防寒棉服， 那时我们的防
寒棉服填充材质是棉花， 不可拆
洗， 款式肥大， 又笨重又难看，
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三是吐槽安
全培训， 当时的安全培训形式单
一，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员工在下
面听，由于内容枯燥，不少人上课
开小差、考试打小抄，安培效果不
尽如人意，有时甚至流于形式。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 我们的
塑料安全帽换成了ABS安全帽 ，
柔韧、 透气、 轻便、 综合性能更
好， 戴在头上舒服多了； 防寒棉
服也大有改进， 公司工会采纳了
员工们的建议， 把生产厂家请来
给每个员工量尺寸， 制成的棉服

不仅合身、 美观、 有型， 而且可
拆洗， 填充材质也由棉花改为更
加轻薄保暖的丝绵， 受到员工们
的欢迎。

参加工作的第四年， 岗位调
动， 我成为了一名煤粉化验员。
那一年， 我们的劳保用品种类变
多了， 也更加细化了， 就拿工作
服来说吧， 分为轻薄短袖、 加厚
长袖 、 防水拒油 、 防静电 、 连
体、 反光等好几种， 以适应不同
的作业环境， 进一步加强对员工
的劳动保护。

也就在那一年， 我们的健康
体检也发生了变化， 在原有全员
体检的基础上增加了女职工专项
体检和职业病专项体检， 并为每
一位员工建立健康档案。 每次体
检结束后都邀请人民医院的资深
医师或者职防院的专家来公司开
展讲座， 为员工们答疑解惑， 普
及健康常识。 公司工会还建立了
一个职业病防治微信群， 方便员
工们随时咨询 ， 得到员工的好
评。

参加工作的第六年， 我应聘
到公司安培中心， 成为一名安全
培训人员。 上岗后没多久， 公司
安监部组织我们开展集中培训，
学习图文排版、 动画制作、 视频
拍摄剪辑、 微信公众号的制作和
运营。 我们问安全总监学这些干
嘛？ 他解释说， 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 安培方式也得与时俱进，
把安全法规、 安全知识与新媒体
相结合， 改变过去那种单一、 枯
燥的宣教模式， 以大家喜闻乐见
的方式呈现出来、 传播出去， 达
到更好的培训效果。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疫情期
间， 我们通过钉钉、 腾讯会议等
APP开展安全培训 、 安全例会 、
《安规》 考试、 模拟救援等工作，
使居家隔离和驻岗上班的人员能
够同步学习、 开会、 考试， 日常
安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线上” 学习培训和公众号
等新媒体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
优势， 封控结束后， 我们将 “线
上” 学习培训和 “线下” 学习培
训相结合 ， 内容精彩 、 方式灵
活、 吸睛易懂、 传播及时、 覆盖
面广， 得到员工的称赞。 每每看
到公众号日渐增长的 “粉丝” 和
“又学会一项自救技能” “事故
真可怕， 一定要杜绝违章” 之类
的留言， 我们心里就美滋滋的。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
基、 兴国之器， 安全又是这一切
的基础。 回顾这十年， 我们的劳
动防护水平日渐提升， 对员工的
保护越来越精细、 周到、 妥帖，
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也越
来越强 。 有 “安全 ” 的保驾护
航， 我们的制造业一定会日益精
进、 蓬勃壮大。

重工业被视为 “民族的脊
梁”， 支撑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强
国的梦想。 央视热播剧 《麓山之
歌》 的原著小说 《重中之重》 聚
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重工业高
质量发展之路， 呈现传统重型机
械制造企业面对自身智造转型升
级挑战和国际行业巨头的伺机围
猎之时， 中国重工匠人依靠自主
技术创新实现从 “制造” 向 “智
造” 跨越的 “蝶变” 之路， 绘就
了一幅壮美恢弘、 饱含工业之美
与心灵冲击的大国重工画卷。

作为一部涉及专业知识和行
业背景的小说， 如何将生活之真
凝成艺术之美？ 这是十分考验创
作者功力的， 即便对于身处被誉
为 “中国工程机械之都” ———长
沙的作家和编剧王成刚而言， 也
是如此。 王成刚深入湖南多家重
工企业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风，
收集了大量真实的故事。 波澜壮
阔的时代气象、 面貌崭新的生产
现场、 激荡人心的奋斗故事……
让站在重工行业外的他， 于时代
前行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之真和
艺术之美， 将热血和激情注入看
似冰冷的 “工业风格”， 以文学
之声诉说着中国制造的奋斗与梦
想。

面对智造转型的汹涌大潮，
拥有光荣传统和历史的麓山重工
陷入重重困境， 有外部行业寒冬
的影响， 有内部缺乏核心技术的

短板和重重潜流暗涌， 更有国外
行业巨头的技术封锁， 这家老牌
国企 “破茧重生” 的道路密布荆
棘。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 麓山
重工最终选择直面困境、 坚守主
业 ， 凭借两代重工人的攻坚克
难， 实现了创新智造、 脱胎换骨
的 “蝶变”。 回溯麓山重工的发
展故事 ， 从模仿国外到自主研
发， 再到世界领先的历程， 正是
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发展之路的真
实缩影 。

相较工业史诗化叙事、 跌宕
起伏的情节、 简洁有力的表述，
以另一种生命形式存在于作品背
后的精神最能打动人心。 该书人
物个性鲜明， 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呈现出的精神世界和家
国情怀， 无一不诠释着中国重工
人心中的星辰大海， 让人感受到
澎湃汹涌的心灵冲击。 董事长方
锐舟和总经理明德江是麓山重工
的掌舵人， 他们之间的分歧和争
论更多是经营理念上的。 当 “麓
山一号” 高压柱塞泵这项核心技
术成为实现企业 “蝶变” 的关键
时， 两人携手合作， 带领企业走

出困境， 走向未来。 他们身上体
现的是共产党员企业家的责任担
当和家国情怀。

作为新生代科技工作者， 卫
丞沿袭了父亲卫冲之的执着和追
求， 从柱塞泵的研发、 液压公司
的设计到智慧车间的倡导、 碳纤
维臂架的构想， 他身上体现着科
技工作者的价值坚守。 令人欣喜
的是， 他在实践中逐渐感悟到超
越技术的力量， 这种力量令他真
正懂得坚守的意义 、 传承的价
值。 宋春霞和金燕子是两代技术
工人的代表， 宋春霞代表着老一
代技术工人专注手艺、 精益求精
的工作态度。 她在海彼欧施以暗
箭时， 凭借精湛的手艺使用传
统机床的工具加工出镜面级别
的球窝，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而
金 燕 子 代 表 的 则 是 新 时 代 的
技术工人形象， 她身上凸显出来
的独立意识、 勇敢无私与积极进
取的精神 ， 诠释着新时代女性
“迎风生长、 向阳而生” 的美丽
形象， 也让我们感受到两代技术
工人对大国工匠精神的 “守” 与
“传”。

《重中之重》 是一部书写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重工人永怀初
心 、 砥砺奋进的创业史和奋斗
史， 书中展现了工业、 工厂、 工
人在新时代的新样貌， 也向我们
呈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大国工
匠的精神传承。

■工友情怀

百花齐放春满园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