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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成长
荫托里哈力木·阿依特哈孜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与一群德才兼备的人每日相处共
事，我的学习与成长让我内心感
到愉悦。
来公司一个多月，每天的生活

忙碌又充实。有导师交待的任务
要去完成，有时同事还会带我去
现场进行学习。我特别喜欢去施
工现场，伴随着师父和同事的指
点讲解，让我肚子里的“墨汁”迅
速转化为实践。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

良。虽然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
对知识很痴迷，但我渴望变优
秀，渴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因为
我知道学历代表过去，工作能力
代表未来。现在的我要努力做好

每天的工作，在生活和工作中不
断充实自己，增强自己的技能，
时刻为以后工作和生活带来的
考验准备着。
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睡觉前，

我都要反复检查一下自己的闹铃
是否调好。坚持每日早起，让自己
有充足的时间在上班前总结昨日
的工作和安排好今日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

始，有了清醒的认识，明确了奋斗
目标，我必将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坚持下去。工作中除了学习和成
长，我也意识到更要学会做人，看
淡名利，立德，立功，为自己厚积
成长的能量。

作者单位：房地产公司

兼职“质检员”聂志忠
荫王慧伶

“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
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
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在 10 月 23
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这样强调抗美援朝战争的
深远影响和意义。
作为集团公司前身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铁道工程第十师，在抗美援朝战
争的关键阶段，整师入朝。在隆隆的炮
火声中、在漫天的飞机轰炸下，他们冒
着零下 30度的严寒，测量、设计、施工
同步，参与并成功抢修了龟殷、德八等
“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截止
1953年 11月奉命移交工程回国，铁道
工程第十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20
多名战友、重伤 150余人，20余人荣立
二等功，250余人荣立三等功，顺利完
成了战时铁路抢修抢建任务。
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铭记历

史是最好的记忆方式。怀着缅怀崇
敬，我采访了三名集团公司抗美援朝
战士遗孀，她们回顾丈夫的一生时，
让我深切感受到他们舍身为国的铁
道兵精神。
金点顺：1951 年 6 月，我的丈夫王

有楷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员，随军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因为接受过专业
教育，18岁的他成为战场上的一名通
讯兵，负责信件传达和通讯设备的维
修。
由于装备差异，志愿军经常遭受美

方飞机轰炸，通讯兵只能白天潜伏，夜
晚作业。有一次，他和战友骑马送信至
作战指挥部。突然，遭遇美军飞机偷
袭，炸弹呼啸而至。尽管滚到旁边的山
沟躲避，但战友还是不幸被飞机扔下
的炸弹炸伤牺牲。忍着悲痛，他不顾生
死，继续执行任务。军事区的火力不断
扫射，他一动不动爬在地上，听着子弹
能从耳边擦过发出破风声。口粮已无，
饥饿难耐的他抓雪果腹。一路艰难，九
死一生，最终顺利完成任务。
这种经历，他在朝鲜战场上遇到过

很多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两次荣
立三等功，回国后，参加过成昆铁路和
青藏铁路建设，终其一生都心系部队，

直到 2019年去世。我记忆最深的是，每有子女抱怨生活艰难，他
都会感叹一句：“现在的任何事，比起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困难，根
本不算什么！”那场战争经历已成为老人看淡生活一切经历的底
气，也成为他留给后代最大的精神财富。
姜厚娥：1951年，我的丈夫黄永良入伍不久便自愿报名加入

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责道路抢修的一名工
程兵。时年 21岁的他是家中独子，在正式入伍前，他还在湘西参
加过乌龙山剿匪。听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便主动请缨，瞒着
家人报名前往前线作战。
在朝鲜战场，他负责道路抢修和被损工程修复。除了躲避美

军飞机上不断落下的炸弹，还得忍受冬天的严寒考验。冬天的朝
鲜战场，最低气温低于零下 30度，因连续低温作战，他的脚趾头
和手指头都被冻掉。他一咬牙，用布包裹住，继续执行任务。胜利
回国后，他脚上被冻伤处，才缓慢长出了新肉。荣立二等功、三等
功各一次的他，回国后，作为部队中技术革新型青年骨干，又马
不停蹄投身到建设之中。1980年 4月，在青藏铁路建设中，他永
远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结束了短暂却兢兢业业的一生，后被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评为烈士。
谭志成：1950年 12月，我的丈夫戈国枝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

赴朝鲜，作为军中为数不多的高等院校毕业青年，年仅 18 岁的
他在铁道工程总队负责铁路抢修工作。当时刚从哈尔滨东北铁
道学院毕业的他，毅然放弃家人安排好的教师工作，以“国家培
养我，就是要为国效力”的理由义无反顾参军。
在朝鲜战场上，每天都有牺牲和流血。有次抢修铁路时，炸弹

在身旁不远爆炸，他被炸晕过去。醒来后，他的左耳永久性失聪，
左眼眼角膜出现严重损伤。落下残疾的他，坚持不回国，继续参
加战斗。因长期爬冰卧雪、极寒难耐，有一次，他和战友烤火，为
避免敌军发现烟迹暴露目标，他们将狭小的空间完全封闭，结果
一氧化碳中毒，卫生救治没跟上的他落下了气管炎病根。后来，
子女问为什么不在战后申请残疾证明，他反问说：“战友们大多
生命都牺牲在了战场，我能活着回来已是足够幸运，哪还有脸向
组织申请补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荣立集体二等功 2次，集体三等功 3次，

个人三等奖 4次，朝鲜政府军功章 4枚。回国后，他还负责了成昆铁
路险难段的施工技术工作，作为主要参加者，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特等奖，后又参与了青藏铁路建设，退休前从未离开过一线。

2018年，在弥留之际，他叮嘱我们不能落泪，不能向前来看望
他的党组织代表提任何要求。临终时，我们询问有没有什么遗言，
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的他，艰难抓起笔在提板上颤颤巍巍写下
不规整的八个字———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久，便与世长辞。
斯人已去，但那段光荣岁月却彪炳史册，成了不能磨灭的记

忆。是他们用热血书写了集团公司光辉的昨天，激励着我们继续
传承铁道兵的精神，为集团公司的鼎盛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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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这个小伙子人帅，发型‘潮’，还能干，现在业
务能力越来越强。”莫桑比克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市场开
发部部长于卿龙每每提到新学员，就会这样形容陈超。

2019年的金秋时节，陈超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
在海外干一番事业的信心，毅然背井离乡，乘坐前往马
拉维的飞机，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
这片陌生的非洲大地。自此，开启了他的海外事业生
涯。他暗下决心，用自己的激情和热情做好每一项工
作，让自己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闪闪发光。
在陈超眼里，非洲是奔放、热情的，在从机场回项目

驻地的路上，他透过飞驰的玻璃窗欣赏着眼前的一切，
湛蓝的天空，摊贩们在路边卖椰子，还有些非洲妇女头
顶着重物，悠闲地迈着步伐，远处一些儿童在嬉闹，眼
前的一切，让他很舒心。
刚入职的陈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他的人生信条，

“学习是人立身处世之根本，也是职业生涯中成就自
我的关键”。上班第一天，他对自己的岗位注入了百
分百的热情，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
和专业技能。在政治导师和专业导师的双重引导下，
他以政治上高标准、思想上高境界、业务上高水平、
工作上高成效为目标，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实
效。他深知，公司发展需要复合型、“语言＋”人才，自
己要通过勤学好问，不断学习，积累知识，让自己早
日成为复合型人才。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他总是早起

晨读英语，利用工作间隙和零碎时间学习各种知识，熟
悉各部门的工作职能。“我这个徒弟勤奋好学，不仅努
力钻研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还积极了解相关专业，能
够做到触类旁通，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他的业务
导师岳光总爱这样夸赞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工作中陈超始终严谨

求实、兢兢业业。在马拉维公路 9 标项目，他负责物
资部内业工作，仅用 2 个月时间，他便将物资设备资
料及各类报表、库房盘整等工作琢磨得仔细、通透。
所谓“从内而外，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为他后期工作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0 月份陈超被调往马拉维铁路维养项目，担任
项目物资部负责人。在工作中，陈超发现，很多理论与实践在这里
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发现了自身的不足，由于对市场缺乏了
解，在调查材料价格、市场行情时遇到了难题。他没有退缩，一有时
间就向项目领导、同事虚心请教。同时，他每天外出到市场挨家挨
户询问价格，从质量、运输、信誉等方面全方位考察，进行多家对
比，最终选定了合格的厂家，解决了难题。经过在马拉维从事了半
年的清关工作后，他结合自身经验草拟了一份清关手册，将经验与
大家分享，也为在马拉维片区各项目更直观地了解清关事宜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
如今的陈超，负责马拉维三个项目的物资设备管理工作。面对项目

工期紧，任务重，压力大，他认为，活干的多，学的多，知识积累就越多，
这不仅是组织对他的考验，也是快速助力他成才的一种途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超在心里暗下决心，必将加

倍努力，在工作中拓展更宽更大的空间，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浇筑在非
洲大地，在工作岗位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作者单位：莫桑比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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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十年
●刘荣珍

一缕清凉，携来秋意。凌乱的雨滴，层层
的雾气在窗台弥漫开来，似是看到了远方熟
悉的家乡。舒展疲惫的身躯，思绪仍在雨中
回荡。眼前是轻罗小扇扑不走的闲愁，是云
卷云疏散不去的忧伤。丝丝的凉爽，在屋子
里播撒开来，串串的泪珠像是要洗净了半边
木然的脸庞。却不知天南地北的想念，终归
何处？
秋风落，寒雨吟。雁字回首，傍着朦胧。池

萍飘摇，宁守空灵。无谓所属，只愿他乡遇故
知。不必南船北马，不必尺素传书。一行字，一
个车票，一次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聚首别离。血
浓于水的交融，是亲，是爱，是此生此世的牵
挂，是无怨无悔的付出。月落乌啼，江枫渔火，
连对影三人都是一种奢望，在这阴雨绵绵的
夜晚，一通电话，绵绵深情。字里行间，是现代
都市的节奏，充斥着亘古不变的温柔。未见月
圆，空念几多乡愁。
丝叶黄，清月隐。路两旁的灯光，衬着点点

雨雾，映在凹陷的小水洼中，随风涟漪，不小心
溅起，撒起满路碎光，惹得路人埋怨。暗蓝色的
夜空，连星星都懒得点缀，空留几朵游走的莲
花，滴答滴答，五颜六色，在灯光下染得昏黄，莲
花下的人儿，一步一步，踏着轻灵步伐。偶落的
花瓣，沾在行人衣袖，添得几分清香。不必回肠
荡气，足够心旷神怡，凄凉的秋画，瞬间开朗活
泼。每一处想念的地方，都是故乡。
乡未归，心未定。走过的路，观过的景，盈盈

一水间，胜得娇羞容颜。风起云涌，那一处残桓，

不知何时，已幻化成灰。那一丝执念，不知何时，
已消逝不见。门前的青泥，踏着陌生的脚印，那
块顽石，竟也瘦了身躯。每一寸脚下的土地，都
曾滚滚涌动，都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故乡。
脑海中轻漾的回忆，是踏踏实实的存在，

像大地，像阳光。每一处眼前的风景，都是最
美的记号，人生难得几别离，每一次心痛，都
是成长。最亲最爱的人安好，才是一生中的最
完美。在乎的人，想念的人，每一份珍贵的感
情，都会在心中开出花来。微风拂过阳光下我
们的影子，卷起几片干黄的落叶，盘旋轻舞。
脑海中的小船，始终是时光的帆，载着满满的
爱，在生命中摇曳。酸甜苦辣的滋味，总是其
中不言而遇的美好。
如有一天，再会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我们

可学古人，折一杨柳，沉浸在碎碎离情中。以
一种诗情画意的情思，为这凄凄惨惨戚戚的
悲情别绪添上几分美好。亦可坦坦荡荡，以一
通电话，一条短信，让送别的人，免了倚栏独望
的孤寂，免了舟车劳顿的担心。离开了故乡，
故乡即是远方，远方亦是故乡。看遍最美的景，
感受最心疼的牵挂。我的乡愁，触着回忆，将
以一种爱的姿态，留香隽永。
有言道，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

是流浪。心安即是归处，唯愿那片片落叶，是
演绎一生故事的华丽落幕。那盏盏路灯，终能
为迷途的人儿照亮前行的路。
怀故乡远行，勿忘心安。

作者单位：四公司

时光匆匆，不禁意间感叹自己已经工作
了十年。
朔黄微机联锁是我工作的第一个项目。在

工作期间，每天都跟着师傅到大山里巡线、在
机械室内配线。后来在机缘巧合下被安排到
综合办公室，主要负责文件打印、材料起草、
后勤保障等工作。
在锡多铁路项目，尤其是寒冬时节，户外

温度达零下 40度，暴雪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堆积到膝盖，纵使有加厚棉衣棉裤，风还是
像刀子般往裤管儿里钻。当地施工的黄金工

期仅仅四五个月，盛夏是最好的节点工期。但
是强烈的紫外线和日光直射，将大家的脸上都
晒成了“高原红”，每一季都会晒脱一层皮，即
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一呆就是 3年。
项目结束后，又辗转到了湖北小厉联络线

项目。几百名施工人员手持铁锹洋镐，几十辆
挖掘装载机整装待发，在道岔拨接施工中，随
着主管领导的一声令下后，劳动的号子声、机
器的轰鸣声、对讲传的呼应声，交织在一起。短
短几个小时，道砟推平了、枕木换新了。当首辆
列车平稳通过施工现场时，大家不停地欢呼呐
喊，心间的兴奋就像莘莘学子挑灯夜战，终于
金榜题名一样。
随后的几年，辗转至西康二线、阳安二线项

目。十年的工地生活让我深知筑路人的艰辛和
不易，这段岁月也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

作者单位：投资管理分公司

又逢周日，五公司昆铁锦绣家园项目部的会议室
里灯火通明，一面面鲜红的锦旗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
愈加夺目。
“‘清水墙’工艺灰浆饱满，整洁美观，具有良好的环

保和经济价值。那么，我们怎样做好墙面自检呢？”聂志
忠边说边站起身 ,用灯照着墙面，先目测、后手摸，给大
家示范了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鉴别方法。
聂志忠是昆铁锦绣家园项目一工班的班长，大家都

亲切称呼他为老聂。上场至今，他带领的工班已完成上
千户住宅的施工任务，而且施工的清水墙早已成为锦
绣家园的一张亮丽名片。
“墙面光洁平整、线条规则分明、阳角笔直方正，这

样的镜面混凝土工艺，简直就是低调奢华的艺术品。”
慕名而来的观摩者禁不住啧啧称赞。
说起聂志忠，项目专职质检员尹剑伟帅气的脸庞漾

起无比欣慰的笑容。
那是聂志忠工班进场头一年，在锦绣家园 24号楼

墙体进行验收中，尹剑伟按照质检要求，对当日报检的
26户住宅墙体逐一进行了专业检测。“模板拼缝过大、
下角未按要求封堵、模板加固不牢靠、满堂架体搭设缺
失、墙体平整度与垂直度存在偏差……检测完毕，尹剑
伟将整改清单递到聂志忠手上，责令他立即整改，并限

期复检。
看着大大小小十几条整改项，聂志忠眼睛瞪得像铜

铃。这份“体检报告”着实让他的心里七上八下。如果返
工重来，费工费力不说，进度滞后的处罚更是一笔不小
的损失。
“尹总，你看，咱们交的是毛坯房，这些问题无伤大

雅，你看能不能……？”
“必须坚决整改，务必严格按规范操作！就算整面墙

抹灰也要铲掉重来！”没等聂志忠把话说完，尹剑伟的
“整改令”已经响彻整栋楼宇。

聂志忠了解尹剑伟的脾气，更知道项目部的“规
矩”。他心里清楚，这一关，根本无懈可击。
困局如何破解？老聂冥思苦想，项目部的进度奖和

质量奖都有“明星”奖励，其实，进度和质量本是环环相
扣，质量不过关，进度根本别想制胜。一番思量，聂志忠
萌生了破解困局的“密码”。
聂志忠要求，在每根立柱、每面墙体上挂牌，注明施

工人员的名字，对几何尺寸、垂直度、平整度和光洁度
最好的成品进行拍照、上榜，并给予现金奖励。此招儿
一出，果然奏效。聂志忠工班的施工品质越来越高，工
人们手下的活儿像镜面一样美观，精致。
果然，一连数月，聂志忠工班均揽获进度质量双桂

冠。而他聂本人，也被委以重任，担任起项目兼职“质
检员”。
“记得有一次聂志忠巡查车库侧墙防水卷材施工，

他发现多处空鼓且搭接处勾缝不密实，质量不达标，他
当场将侧墙卷材扒下来要求立即整改，重新施工。”
“坚持标准化施工工艺 ,以工匠之心做良心工程 ,是

我们信守的承诺。”聂志忠的话语掷地有声。这件事儿，
尹剑伟至今仍记忆犹新。
聂志忠还自告奋勇协助尹剑伟巧妙地将二维码变

成了施工生产“教科书”，为现场的每根柱、每根梁、每
一面砌体墙等都赋予其特殊的“身份证明”。只需用手
机扫码，建筑物的尺寸大小、起建时间、验收情况、工
艺流程、质量标准，包括施工人员的信息等就能全部
尽收眼底。
新颖便捷的智能管理模式不仅使施工工艺在潜移

默化中更加深入人心，也极大增强了施工人员的责任
心和荣誉感，管理和施工品质有效提升。
如今，锦绣家园项目凭借独具匠心的管理和精益求

精的品质，成为建筑同行争相观摩的标杆，并一举夺得
省、市、区三级房建领域各项评比荣誉大满贯。
“不同材质的收口部分一定要细化，力求达到操

作精准、工艺优良、胶缝饱满、线条顺直、宽窄一致的
效果。”聂志忠娴熟地打开准备好的投影资料，“水平
灰缝砂浆饱满度、墙体表面平整度、门窗洞口高度与
宽度……”等等十余项检查评定项目跃然屏上。从施
工工艺与质量标准的讲解，到标准化施工的样板图
片展示，聂志忠俨然已经成为房建领域的一名行家
里手。

作者单位：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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