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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拐杖，一双解放鞋，两个邮包，冒着烈日、冰
凌、洪水、滚石行走在峭壁邮路，张美冲扛的是邮件，
留的是责任和爱心。

张美冲，湖北省恩施市新塘乡双河邮政所一名乡村
邮递员，33 岁那年背起邮包走进深山，一走就是 16 个寒
暑，18 万公里；他投递各类邮件百余万件，无一丢失、损
毁和延误；取款送款总额 60 余万元，没有一分钱差错。
他凭着一双脚，架起了 7000名百姓与山外的信息桥梁。

一份责任，架起连接山内外的桥梁

上山、下山，再上山，过河、涉溪，再过河⋯⋯这
是张美冲一个人艰苦卓绝的“长征”。

在他看来，18 元一双的解放鞋，是他跋山涉水最
好的“利器”：除了积雪过深须穿胶靴外，不论是冰封
的山路，还是泥泞的“羊肠”，他从未离开这样的鞋。

几乎每天他都背着重 20 余公斤的两个邮包，拎着给
村民捎带的物品，徒步重复这样的邮路。长期的负重，他
的右肩已习惯性倾斜，每逢天气有变化，会隐隐作痛。

以双河邮政所为中心，张美冲的邮路向两端呈圆弧
形延伸，绝大部分是险峻的山路、河沟，常常数公里范
围内没有一户人家。一路上，他要翻越三座大山，过十
几条河沟。

近一年来，随着山乡交通条件的改善，张美冲的邮
路有所优化。为保证村民的邮件送达更加及时，张美冲
改为每两天送一次，日均行程 40公里。

山路崎岖难行，16 年来，张美冲穿坏了 300 多双
解放鞋、近百双高筒胶靴，背烂了 80 多个邮包。“晴天
一身汗，雨天满身泥，雪天披‘白袄’，寒秋满身霜”，
这是张美冲 16年来奔波于深山邮路的生动写照。

一颗爱心，将邮路通向百姓心里

车营村有张美冲的第一位服务对象张运松。山腰
上，张远松准备好冷冽的泉水等着张美冲。张运松说，
以前只能看 3 天以前的报纸，直到张美冲当上了投递
员，自己“看历史报”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从张远松家里出来，踏过一段被晒得滚烫的公路，
又经过漫长的攀爬，张美冲来到了车营村 72 岁的刘坤
元老人家。

“干儿子来了！”老人兴奋地说。张美冲给老人送来
了凉鞋、大米和食用油，老人高兴地试了试新凉鞋。

刘坤元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儿女们寄回来的钱，都
是张美冲帮着取回来的。张美冲每次过来，都会陪老人
聊天解闷，添置基本生活物资。老人说，他比自己的儿
子还亲。

村民们说，张美冲帮他们缴电费、买肥料、带油盐酱
醋，为大家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踏上邮路，张美冲从
不带饮用水，渴了就喝一口山泉。张美冲说：“一瓶水的
重量抵得上几十封信件，少带一瓶水，就多送几封信。”

一种使命，引领 10 多年无悔付出

百公里绝壁邮路，3 天一个来回，除过年之外，张
美冲没有节假日。妻子李梅香用瘦弱的肩膀承担了家庭
的全部重担，她独自种田、养猪、伺候老人和照顾
孩子。

每次一回到家，张美冲都抢着薅草、砍柴、干重
活。回想起这些年里妻子的压力和劳累，不善言谈的张
美冲只说了简单的五个字：确实苦了她。

年过八旬的父亲深夜在家摔倒，第二天才被邻居发
现。张美冲赶回家照顾，5 天后老人故去了。父亲去世
后，张美冲邮路上的数百名村民赶到他家奔丧，并且主
动打柴、挑水、买物资、运东西，为老人的后事出力。
因为他家地处偏僻，不通公路，老乡们自发赶来 6 头骡
子，帮他将从镇上买来的菜品、器物驮运到家。

虽然亏欠了家人，但看着邮路上独守空巢的老人们
得到帮助，无数个不能团聚的家庭通过邮件享受到亲
情，张美冲说，10多年的付出，值得！

湖北省恩施市新塘乡双河邮政所乡村邮递员张美冲——

深山邮路上的爱心“长征”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王誉兴 蔡艳

蓝色 T 恤，白色长裤，头
发整洁，身板儿笔直，当孙延
彬开完班前会走出会议室时，
记者完全无法把他与整日奋
战在百米井下的煤矿工人联
系起来。作为神华神东集团
大柳塔煤矿采煤业务最前端
的一线负责人，43 岁的连采
六队队长孙延彬被人们称为

“井下先锋队”的领头人。
神东煤炭集团是我国最

大的亿吨级煤炭基地，大柳塔
煤矿则是神东最有名的特大
型现代化高产高效矿井。连
采队主要负责井下搬家倒面、
胶带安装、巷道掘进等工作，
是矿井里最苦最累最危险的
活儿。孙延彬说：“每天都要
跑到各个矿井，我们的工作挺
像部队里的‘工兵’。”

连采队实行三班轮换制，
每天上午 8 点 30 分到下午 4
点 30 分是连采队检修班检修
设备的时间。记者与孙延彬
来到连采六队的工作面，这里
距离井口 13 公里，深入地下
180 米。孙延彬巡查起这个
月掘进 1000 多米的巷道：锚
杆固定是否牢固、顶板是否有
下沉、连采机配件更换情况
⋯⋯当检查到运煤皮带时，孙
延彬发现皮带支撑轮挂钩的
方向不对，随手抽出挂在腰间
的改锥熟练地将方向板正。
午饭时，队员们纷纷回到贴满
安全注意事项贴画的休息区
吃饭，孙延彬拉住一位队员，
叮嘱他饭后一定要处理顶板
上一个过长的锚杆。

孙延彬的家就在大柳塔
矿区，离矿井仅 10 多分钟路
程，可他总是十天半月才回一
次家。按矿里规定，队长每月

下井 18 次就可以，可大家却
天天都能在井下看见孙队长。

孙延彬不光给队员讲危
险源辨识理论，还将自己身边
的真人真事反复讲给队员们
听，生怕年轻队员大意。从
2005 年孙延彬任队长至今，
东奔西走的连采六队不仅干
出了无数高标准、高质量的

“硬活儿”，还未发生一起轻伤
及二类以上机电事故。

大柳塔煤矿不仅是神东
集团最高产的煤矿，更在神华
集团有“黄埔”的美誉，而孙延
彬就是其中最优秀的教官。
连采队检修班副班长李伟说，
我曾经在别的队工作过一年，
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孙队长带
队伍的特别之处：一是讲科
学。前两天，他给大家发放的

“浅谈高绩效的中层管理”教
材，是公司请外国专家给区队
长们讲课时他记的听课笔记，
每次开会他都整理出来，条分
缕析地再教给一线班组；二是
尊重人。孙队长尊重每一位
队员，哪怕是临时帮忙的劳务
工，也从不当着师傅的面教训
徒弟。在一线城市打过工，开
过小店的李伟，4 年前从只会
清浮煤的体力工做起，如今已
成长为能管理 30 个人的大班
班长。李伟说：“在连采六队，
只要你有兴趣，无论是工友还
是班组长，孙延彬都乐意教、
乐意帮。”

技术方面，孙延彬要求每
一位员工至少掌握两门以上
岗位操作技能，并制定了岗位
技能补助，激发每一位队员的
学习动力和工作热情。因此，
各生产岗位涌现出了许多“一
专多能”的技术人才。

中国神华神东集团大柳塔

煤矿连采六队队长孙延彬——

“井下先锋队”的领头人
本报记者 雷 婷 张 毅

早就听说张华艺是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出了
名的“美女工程师”，其实，
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表，更
多的源于内心。

张华艺是南航运行指挥
中心第一位同时持有中国民
航飞行签派员执照、民航气
象预报员执照和 FAA 飞行签
派员执照的员工，其业务能
力被同事所信服。

“华艺勤思考、肯钻研，交
代给她的困难任务，总能想方
设法完成。”南航运行指挥中
心签派放行部副经理邓丽萍
这样评价张华艺。在航行气
象室的电脑存档里，记者看到
了张华艺关于火山灰、沙尘
暴、雷雨、双台风等对飞机航
行影响的系列案例研究。

“虽然南航的航行气象服
务建设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但航行气象服务建设仍任重
道 远 ， 需 要 多 积 累 研 究 经
验。”张华艺说，现在航行气
象室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航
行气象案例学习与交流。

除了刻苦钻研，张华艺还
是南航运行指挥中心响当当
的“拼命三娘”。同事陶有本
告诉记者，每次出现恶劣天气
或有重大气象保障任务，张华
艺都坚守在一线。2008 年的

冰雪灾害来袭时，张华艺正怀
着 9 个月的身孕，但她仍挺着
大肚子坚持每天上班，直到生
产的前 3 天。因她高度的敬
业精神，张华艺先后获评“民
航五一巾帼标兵”、“巾帼建功
立业标兵”、“抗雪救灾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张华艺告诉记者，南航
每天有超过 500 架飞机执行
近 2000 个国内国际航班任
务，需要分析和预测所有航
班涉及机场和航路的天气情
况并提供给相关部门。当天
气可能会导致大面积航班延
误时，南航运行指挥中心决
策层会根据她们提供的气象
预报，结合航班运行的其他
因素，来决定哪些航班需要
调整或取消，航班计划编排
人员也会根据她们的气象预
报做好相关应对，所以气象
工作容不得一丝马虎。

张华艺有一个梦想，就
是 实 现 航 行 气 象 预 报 精 准
化。她希望通过技术创新、
系统优化和气象人才培训，
使航行气象室提供的气象服
务能持续满足南航的需求，
同时引领民航系统更加重视
推进航行气象服务建设，共
同为中国的飞机装上精准的

“天眼”。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南航运

行指挥中心职工张华艺——

响当当的“拼命三娘”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邹颖萍

本版编辑 秦文竹

瘦高的身材，淡淡的细眉，笑起来时透出几分腼腆
⋯⋯这是华能淮阴电厂焊工班高级技师李京泽给人的最
初印象。

1991 年，李京泽从淮阴技校毕业分配进入华能淮
阴电厂，成为焊工班的一员，从此与焊花结下了不解
之缘。

为了尽快掌握焊接技巧、练就扎实的基本功，李
京泽每天利用工余时间，向同事学习、向师傅请教，
刻苦钻研焊接技术，经常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关放弃
休 息 整 天 待 在 厂 里 。 他 还 自 费 买 来 《金 属 材 料 焊
接》、《热处理》 等书籍攻读。华能淮阴电厂思想政治
工作部主任唐淮军告诉记者，李京泽好学习苦钻研在
厂里是出了名的。

凭借扎实的理论知识、过硬的技能水平，几年后李

京泽成了全厂技术进步最快、焊接质量最好的青年焊
工。1995 年后，羽翼渐丰的李京泽开始在一系列大赛
中崭露头角，他的焊接水平也在各类大赛中得到充分锤
炼。2006 年，厂里#3 机组后屏再热器要进行割管检
查，材质为 TP304H 钢，此钢种属进口材料，现场充
氩非常困难。李京泽接过任务，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
各种数据、反复现场试验后，放弃了原始的充氩方式，
大胆采用焊缝起始层封气室法充氩、中间及盖面层跟踪
充氩法的办法，焊口全部一次合格。

在业内，李京泽的高压焊口合格率始终名列前茅，
每年仅减少停机次数就为厂里节省了几百万元。他还在
工作中开展“大口径管道焊接退磁方法的研究”、“大厚
度铸钢件裂纹补焊工艺”、“巴士合金焊接工艺研究”等
科研活动，解决了实际焊接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保证了

焊接质量。
焊工是又苦又累的高危行业，说到焊接工作的辛苦

与危险，李京泽深有体会。在 2001 年的一次竞技大赛
中，飞溅的铁屑突然钻进他的右眼，右眼立即流泪不
止。那次受伤后，他的右眼视力从 1.5 降到 0.4。记者
问他可曾后悔做焊工，他摇着头说：“干一行就爱一
行，只想把自己的专业深造好。”

在李京泽眼中，做任何一行，都必须有“干一行、
爱一行、精一行”的工作态度。他就是以 20 年如一日
的踏实作风，实现了人生价值。从 2002 年至 2007 年，
他先后获得“厂优秀职工标兵特别奖”、“省电力系统优
秀焊工”、“江苏省电力行业技术能手”、“淮安市十大操
作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2009
年，他光荣当选为“全国五一劳动模范”。

华能淮阴电厂焊工班高级技师李京泽——

与焊花结缘的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王建国 吴爱梅

在嗡嗡作响的厂房内，记者见到王志新师傅，他笑容
中透着朴实：“我把手擦干净再和你握手。”这位“劳动模
范”、“龙江技术能手”第一句话就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王志新从 18 岁起就在这里工作，至今已有 20 年。
他不断钻研进取的创新精神，让身边人钦佩不已。

2007 年底，小圆锥分厂接到了长城汽车公司变速箱
轴承的订单。变速箱轴承属“轻系列轴承产品”，在数控
机床作业过程中，易被老式的“三点”卡爪夹变形。王志
新琢磨起新“名堂”，成功设计出一种“满夹卡爪”，不但可
以避免轻系列轴承在数控机床作业过程中受损变形，还
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

王志新的“名堂”特别多，类似这样的技术创新改良，
他先后申报过三十多项，多次获得单位的创新奖励。特
别是他参与制定的“长城汽车轴承止动槽位置加工工
艺”，被黑龙江省机械工业技术协会授予“优秀工艺科学
技术成果二等奖”。

2011 年，公司承接了加工高速铁路轴承的重要任
务。以往加工轴承使用普通车床，一个批次生产周期大
约要 15 天。这次工期紧，分厂决定用轴承专业车床来
完成。王志新所在团队接到试制任务，他又琢磨起新

“名堂”。王志新仔细阅读图纸，与公司技术中心同志一
起对加工的流程、工艺进行了重新制定，并调配人员进
行最佳组合，使生产周期缩短到 5 天。王志新也在黑龙
江省“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中被评为

“创新能手”。
如今 38 岁的王志新已是“工人技师”职称，今年即将

晋升到“高级技师”。2011 年初，他被市工业资产公司评
为“高技能人才”。今年 4 月，他参与制定撰写的“双列圆
锥滚子轴承外圈淬火整形工艺”在《哈尔滨轴承》期刊发
表，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不久前，他还荣获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授予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

哈尔滨轴承集团小圆锥轴

承分厂工人技师王志新——

爱创新的技术能手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吉 超

高温下，

坚守岗位

上图 8 月 1 日，铁路员工黄跃

进在列车发电车厢进行维护作业。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右图 8 月 1 日，福州市电业局

工作人员杨涛在电线杆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