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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酷暑来临，宿迁市恒力（宿迁）工业园，“织女”们在生产线
上一丝不苟地忙碌着。 戚善成 摄

盛夏高温，南京东车辆段加强危及行车安全的关键部件检修力度，确保列车运行
安全。 余爱国 摄

没有飞行员帅气的制服，也没有
乘务员姣好的面容，黝黑的皮肤是阳
光炙烤留下岁月的痕迹，道道盐巴是
汗水浸润辛劳的结晶。他们就是机
务，是飞机安全的守护神。我的师父
李金平，就是这个平凡群体令我敬佩
的一份子。请随笔者从平日里经常
用到的维修工具和航材，来走近东航
江苏公司飞机维修部定检一车间放
行主管李金平。

“格拉拉”——行家里手定海针

“格拉拉”的学名是快速套筒棘
轮扳手，这是我在工作快半年之后通
过百度得知的。因为在使用它时会
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所以机务都
这么叫它。机务喜欢把日常用到的
工具冠以生动形象的名字，就像同事
之间的提及多半都是昵称。

初到公司，我对一切充满了好
奇。“格拉拉”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件工
具。各种大小的套筒，长短不一的加
长杆，配上或大或小的手柄，就可以
拆动飞机上大部分的螺杆。有一天，
我正在机腹下面认真地端详着刚借
来的“格拉拉”，有个老师傅笑眯眯地

问我：“小伙子新来的吧？以后这东
西有你看的呢。师父是谁啊？”“李金
平。”我回答道。老师傅明显楞了一
下，然后恍然大悟地说，“哦，是朴
啊！”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师父的昵称
为什么叫“朴”。但从那天起，我便把

“格拉拉”跟“朴”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工作不久，我发现，师父确实像

是一套“格拉拉”。机务的工作大到
更换各种部件，小到各类目视检查，
只要我提出问题，就没有师父答不出
的，真可谓“文能端坐查手册，武能委
身钻油箱”。工作11年来，师父见证
了公司的发展与兴盛，从白天到黑
夜，从机坪到机库，飞机停留的每一
处都有师父忙碌的身影。时光飞逝，
师父的年龄在变化，职位在变化，甚
至发际线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始终不
变的是师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
的维修作风。

“海公公”——疑难险重撒手锏

“海公公”学名加力杆套装，是我
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见到的几件神奇
的工具之一，常被用于拆除一些十分

“顽固”的螺钉。每当一颗螺钉让大

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
它，那阵势就像是武林大会请出龙头
宝刀。不过“海公公”倒也对得起自
己的江湖地位，没有什么难拧的螺钉
是它解决不了的。

随着技能的逐渐提升，师父成了
难题的克星，排故的代名词。车间遇
到突发性、高难度的维修排故任务，
师父总能不负众望，保质保量的按时
完成任务。

有年夏天，一架飞机因为发动机
燃油泵故障“趴”在了广州，需要紧急
更换燃油泵。师父接到任务后带队
赶往广州应急更换。可是，天公不作
美，工作过程中大雨倾盆。可是，故
障就是命令，师父顶着大雨在广州闷
热的天气中连续奋战30多个小时。

今年3月B-2221飞机的11C检
修期间，车间要求对飞机35框区域
进行彻底的清洁防腐工作，并总结成
教案。师父先是带领组内的成员一
起研究清洁方法，而后又一马当先地
带上防毒面具，钻进货舱开始清洁。
闷热的货仓，防毒面具都挡不住的化
工品气味，狭小的作业空间，难以接
近的工作区域，这些都没成为师父退
缩的借口。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一
次聊天，师父说，多少次他都是骑在
发动机上在机坪看日出，那样的景色
只有机务才能最完美地领略。从这
番话中，我听出了一丝酸楚。但是，
不经意间，看到师父脸上得意的神
情，我才明白，这是师父对机务工作
的自我认知，更是职业价值的体现。

“04-037”——班组建设融合剂

“04-037”，化工品名 AERO-
SHELL GREASE 33，俗称绿油，
是机务日常工作中常会用到的润滑

脂，作用是润滑部件，减少摩擦，使机
构可以顺畅运行的一种航材。

师父喜欢足球，刚到车间时，身
手敏捷，速度飞快，听说人送外号“草
上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能不
再是当年的追风少年，但他仍在球队
中担任着盘活全队的重要角色。在
工作中，身为放行副主管的他承担着
更重的责任——辅助班组长完成生
产任务，做好上传下达工作，积极关
注组员动态，经常沟通交流并做出正
确引导。

记得有一次做起动机勤务工作，
天气炎热，发动机温度很高。我在发
动机下面已经蹲了好久，身心俱疲。
由于手套不合手，手上又沾到了滑
油，一个简单的保险打了好几次都没
能打好，有些气急败坏的我摘掉了手
套徒手打保险。师父看到了，赶忙上
前制止。那会儿我只想赶紧打好保
险然后去签字间吹吹空调，根本不管
不顾。师父说：“如果你手被保险丝
划伤了我就揍你！”这是工作以来最
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打好保险后，师
父又跟我讲了在工作中保护自己的
重要性，告诉我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
中，欲速则不达。

日常工作中，谁遇到了困难，师
父总是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工作
中不要怕麻烦，帮助别人也是学习的
过程。”“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一
切要以手册为准！”这些都是师父最
常对我说的话，看似简单朴实的话语
却代表着他对职业的认知和操守。

前不久，师父被聘为放行主管，
到了其他组做组长。他还不忘经常
打电话来叮嘱我以后工作要更加注
意用心，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找他。我
想，师父的教诲将一直伴我度过我的
机务生涯。 林萌

泗阳县“最美巾帼人物”、农商
银行业务能手戴月洁对工作热爱的
力量，无法与这位90后姑娘瘦小的
身材相提并论。工作四年来，她怀
揣热爱与奉献，身负勤奋与坚强，用
一份真心向人们交出了看似与她年
龄、身材不相适应的答卷。她先后
获得“全国金融系统业务技能竞赛”
二等奖、“江苏省金融系统手工技能
竞赛”第一名、“江苏省第四届银行
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安全知识技能
竞赛”三等奖等多项殊荣。

对岗位的一颗“爱心”

“职业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要用
真爱全心奋斗。”戴月洁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四年前，戴月洁以优异成绩走
进了泗阳农村商业银行，处处充满
着好奇和向往。实习阶段虽被分配
到离县城较远的乡镇，但她却把艰
苦的工作环境作为一次研磨自己意
志的机会。看着老员工满腔热忱、
操作娴熟地为客户办理业务，得到
了客户满意而肯定的笑容时，她心
存敬意，立志要当一名最好的员工。

由于临柜人员需要熟练掌握和
牢记业务操作过程中的电脑菜单
码，她起早贪黑地强化提高自己。
汉字录入和键盘操作是最基本的本
领，为了快速提高技能水平，她制定
了详细的练习计划，利用夜晚的时
间保证练习强度，整夜的训练，手都
磨出了血泡。很快，她完全掌握了
柜面业务操作过程中的所有知识，
并能熟练地操作和办理业务。半年
实习期，她仅用三个月就获得了定
岗，走上了自己心爱的岗位。

对工作的一颗“诚心”

拥有自己的岗位，戴月洁百般
地珍惜。如何才能高效快捷，是对
临柜人员的最大考验，戴月洁用实
际行动作出了答复。

“全身心地投入”是她写在案头
的座右铭。用心做事、细心操作、热
心服务、诚心对待、全心投入成了她
进入工作状态的基本功。为了提高
业务技能，她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和
同事交流经验，学习别人好的做法；
并积极参加县行组织的各类技能竞
赛，获得了更多和高手过招的机会，
锤炼了自己扎实的基本技能。闲暇
之余按照比赛的要求全真模拟各项
技能比赛，总结操作过程中的不足
和差距，并寻找解决不足和差距的
办法。夜深人静时熟记员工管理制
度和规定、业务操作规程等。

戴月洁热爱工作的劲头令人刮

目相看，钻研业务的情操坚贞不渝，
即使大拇指被磨得红肿，手臂疼到
不能弯曲，喉咙沙哑说不出声音，她
依然咬牙坚持。全心地投入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年末她就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

对技能的一颗“匠心”

“没有金钢钻，怎揽瓷器活”是
戴月洁的口头禅。满足日常的工作
要求不是戴月洁的人生梦想，要实
现人生最大价值，她有自己的奋斗
目标。

平时上班，她的键盘下面总会
放着一沓点钞练功券，业务闲暇时，
随手拿出来翻一翻、练一练；下班
后，总要搞一次全真模拟比赛，按照
比赛的要求，把各项技能过一过、拼
一拼；为了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特
意到闹市区、地铁站、酒店大厅等人
来人往的地方练习小键盘、点钞纸，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傻一傻、靓一靓，
研磨自己的心理素质，真正让自己
心无旁骛，不被嘈杂的环境影响；为
了提高自己点钞水平，特地向全国
著名点钞识假专家陶萍老师学习，
陶萍老师从起钞、点钞、推钞、扎把
等细节一步一步指导让她如获至
宝。细数自己走过的成长道路，戴
月洁笑着说：“为了提高业务技能，
我小键盘都练坏了20多个，点钞纸
也点破了160多把。”

面对艰辛，她最喜乐的是研磨
出了自己的“工匠”之能；面对成功，
她最快乐的是获奖时的“喜乐”之
景。

对服务的一片“热心”

戴月洁不因成功而自傲，更不
因成名而自骄。作为一名银行的柜
员，表面上看工作虽重复机械，但她
仍对工作的细节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身手不
凡，从没因自己的功成名就而放松
要求。开门迎宾她站在最前，服务

“七步曲”一环不漏，站起坐下的姿
势每天千次，迎来送往的声音每天
重复万遍。不厌其烦的优质服务迎
来了一片笑脸和赞许，当顾客投来
满意的目光时，她会心地笑了。每
天的业务量她总是排在第一，每天
的客户满意度点赞最多，每周的服
务明星她榜上有名。

当被问及今后有什么打算时，
她却笑着说：“三尺柜台，能更专业
更高效地为客户办理业务，能用周
到的服务获得客户更多的认可和赞
许，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

他，12岁开始站在灶台边随父学
艺，一站就整整三十五个春秋；他，16岁
起学习中医，将源远流长的中国烹饪与
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融合在一起，研究
出一系列既美味可口又有保健功能的药
膳。他，就是在东台被人们称为“儒厨”
的烹饪名师章国荣。

以章国荣的天赋，当年考大学应该
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也许是有着家庭
遗传的基因，喝着串场河水长大的章国
荣从小就对锅勺感兴趣。只要看到父亲
做菜，他就跟在后面打下手。

看章国荣对烹饪这样痴迷，父亲只
好让当时还只有12岁的他跟在后面学
艺。小小年纪的他，非常舍得吃苦，每年
寒暑假都去饭店学习烹饪技艺。

东台有道特色美食叫鱼汤面。为了
掌握熬汤的技艺，章国荣天不亮就去饭
店跟着老师傅学习熬汤技术，很快掌握
了熬制鱼汤的技巧。

做一个合格的厨师，首先要有精湛
的刀工。为此，章国荣每天都要切上几
箩筐的青椒、土豆、萝卜以及20多斤的
豆腐干、肉丝之类的原材料。几个月的
功夫，他的手关节上就留下厚厚的一层
老茧，同时刀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一块
生姜在手中，切出的姜丝可以穿过针孔；
一块1厘米厚6厘米见方的豆腐干，他
能横批9刀，竖切49刀，切出整整500
根干丝来。

为练好灶台功夫，每天下班后，章国
荣都把黄沙倒入锅中，练习翻锅技术。
当时，由于年纪小，气力不够，他的胳膊
经常练得肿胀青紫。

中国古代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
怎样才能让制作出来菜肴既美味可口，
又有食疗保健效果呢？卢洪宇先生是东
台的名老中医，章国荣就向他求教。

一开始，卢老先生以为年轻人只是

凭一时的冲动而来，就从书柜里随意拿
了本中药知识的书籍让他回去看看。然
而，一个月后，当老先生再次见到章国荣
时，发现他竟然能把书上几百种常用中
药的名字、性味、禁忌等背出来了。

看到章国荣如此勤奋好学，卢老先
生决定将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从中药
的配伍到每一味药的药性；从八纲辩证
到辩证用药，都给他用心讲解。

在掌握了中医药知识后，章国荣研
究制作药膳。之后，他又不断对药膳进
行充实创新。2016年11月份，在由中
国药膳研究会与北京中医药养生保健协
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恰卡杯”中国药膳
制作技术大赛与学术论坛上，他所写的
《浅谈如何合理应用药膳》学术论文被作
为大会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的交流课
题，并获得研讨会的优秀论文奖。

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章国荣的烹
饪技艺得到不断的提高，不仅先后获得

“西祠胡同厨神争霸赛”厨神称号、“盐城
八大碗技艺大赛”金奖、“江苏省乡村美
食大赛”金奖、“第六届中国饭店业厨艺
大赛”金奖等，还在国家、省、市等报刊杂
志发表了200多篇烹饪美食方面的文
章，被人们称为“儒厨”。

可以这么说，如今的章国荣已是功
成名就。但他不仅没有离开过灶台，而
且还经常到敬老院、麻风村等地给老人
们做上可口的饭菜，免费为食堂炊事人
员进行培训；定期为社区群众进行饮食
保健的讲座、培训。他也因此多次被评
为“义工之星”、“优秀义工”、“东台好
人”、“江苏省优秀社区志愿者”。

35年的烹饪人生，让章国荣对自
己所热爱的事业有着另一番的感悟。
他说，今后自己要不断学习和努力，为
家乡的餐饮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近日，江苏油田油服中心维修测试一大
队安装维修二班接到紧急任务，瓦6站输油
干线中的保温水管线渗漏，需要抢修。当时
已经19时，天色渐黑。

焊工肖战军刚从堡1-15井施工回来，
得知消息后，他不顾身体疲惫，主动加入维
修队伍：“天黑视线差，抢修难度大，我也去
帮忙！”

在班长周洪亮的带领下，大伙儿马不停
蹄地赶往80公里以外的施工现场。

抵达现场后，他们撬开了水管线的外保
温层，发现渗漏点冒着水花。

破裂处位于总管线下方，空间非常狭
小，施工难度极大。周洪亮正思索着如何施
工时，肖战军主动请缨：“班长，这活儿让我

来。”
只见肖战军猫腰钻进去，单膝跪在地

上，手拿焊枪、屏息静气，歪着脑袋“织补”管
线。此时，只见焊枪一点点在管线上焊接，
焊花金灿灿的在管线上飞舞。

起初，保温水管线渗漏处喷射出的水花
还像个调皮的孩子，但是在经验丰富的焊工
面前，变得越来越温顺、越来越乖巧，最终化
作一团白雾，消失不见了。

保温水管线修补完毕，肖战军又仔细检查
了焊缝处，确定没有渗漏后，才和大家一起收
拾工具，登上了回去的值班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正在这
时，值班车上的收音机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整点报时声。

四年前，研究生争当环卫工的消息不绝于
耳，负面评价铺天盖地。然而，四年前也有一位
闯入环卫界的美女研究生，她就是常州市环球环
卫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蒋婷。蒋婷进入环卫
界目的简单又纯粹——为父解忧，为环卫出力。
她因此被誉为环卫界一股最美的“清流”。

“平凡只为卓越”

初见蒋婷是在她办公室。彼时，她正忙于处
理公司业务。眼前的蒋婷，衣着简洁大方，温婉
中露出直率真实，既像久未谋面的好友，又如清
新可人的邻家小妹。办公室反映她的性格，简约
又大气，一幅武进城区航摄影像图覆满墙面，上
面密布工作区间“美容”点。

蒋婷出生在一个生活富足的家庭，从小衣食
无忧。高考时，蒋婷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大学新

闻系，成为系里系外闻名的“美女学霸”。大学毕业
后，她又进入全英就业率仅次于剑桥大学的国际
名校——英国University of Bradford就读
研究生。学成归来，蒋婷没有选择立刻进入父亲
的公司，而是出人意料地在一家港资企业谋了一
份工作。“只有在更加大型、更加规模化的企业里，
我才能督促自己、挑战自己。”尚未正式步入社会的
蒋婷，已经有了对于事业的一份理解和规划。

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应届毕业生一样，蒋婷
踏踏实实干好份内事，努力学习打基础。每一条
支线，每一个步骤，一遍遍温习，一天天熟悉，累
积的经验成为她后来管理企业的宝贵财富。“那
段时间里，我做过行政、财务，也搞过生产……”
回忆当初，她感叹道，“我很感激那家公司，给了
我很多机会，也给了我很大信任。”直到离职前，
同事们都完全没想到，这个美丽大方、勤勤恳恳
的姑娘家里就经营着一份不小的事业。

“笑声更多了”

2013年初，蒋婷辞掉工作，正式进入环球环卫
服务有限公司。当时，她的父亲并不认同她的做

法。“说到底，在环卫公司里工作总归不大体面。你
一个女孩子，整天和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打交道
能行吗？他们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你一个研究
生，和他们能有共同语言吗？”父亲的顾虑也是蒋婷
周围不少朋友的顾虑，而蒋婷却不这么想。

“我从来不觉得环卫工作低人一等！”她说，“环卫
工作总得有人去干。而我爸的这家公司是我学生时
期就成立的，我一路见证了这家公司走来的不易，更
加有着不一样的感情。现在公司发展进入瓶颈，我觉
得我可以尽一份力，我也非常愿意尽这样一份力。”

就这样，蒋婷不顾家人反对和朋友的劝阻，毅
然辞去原本高薪的工作，回到最初她出发的原点。

在公司里，蒋婷管理着2500多名员工和170
多辆环卫车。但比起“员工”这个词，她还是更愿
意称呼他们为“叔叔阿姨”。“公司里很多人都是看
着我长大的，小时候我就管他们叫叔叔阿姨，现
在也是一样。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家人，我希
望他们过得更好。”凭着这样一种对待员工像对
待家人一般的责任感，蒋婷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提
高员工的工作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高温慰问、趣味运动会、冬季送温暖……自
蒋婷进入公司以来，一场又一场活动丰富了员工
的精神生活。后勤保障部老李说：“自从蒋总来
了，我们这儿笑声更多了！”

“文明环境不是梦”

人性化管理温暖着环球环卫员工们的心。
同时，蒋婷也从未忘记初心，那就是“把环卫工作
做上一个新的台阶”。高标准、严要求，同样是员
工们对蒋总共同的印象。

通过近20年的沉淀与积累，如今的环球环
卫已是常州市环卫行业的排头兵，被誉为“环卫
管理专家”，拥有最资深、最专业的人才和团队，
业务范围辐射至三省一市。作为最年轻的管理
者， 她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013年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是她进入
公司以后最大的挑战。他们公司拿到了最重要
的一个标段，负责主场馆及各省场馆环境。由于
工期长，开园前许多场馆还未竣工，道路上、外围
花丛中遍地都是成堆的建筑垃圾。那阵子，蒋婷
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都在花博园内来
回处理各种问题。哪里人手不够，哪里又出现了
垃圾，她都亲自安排处理。花博会正值盛夏，几
个月下来，原本白皙的她变成了“小黑炭”。然
而，正是她和团队的辛勤付出，才为世人呈现出
更美丽、更洁净、更文明的花博园。

■一线职工风采

我的师父李金平
■“身边的江苏工匠”征文
为提高技能，她练坏了20多个小键盘，点破了
160多把点钞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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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海林 王青 本报记者 丁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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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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