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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烈日高照，骄阳似火，在淮安市淮阴区长江
东路街头，尹永美和许许多多环卫工人一样，坚守岗位，用
汗水擦亮城市“颜值”，增添光彩。

今年43岁的尹永美，从事环卫保洁17年，是13条路
段清扫组组长，工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赢得领导和同事
们的一致称赞。她先后获得“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淮安

市优秀环卫工人”“淮安好
人”等荣誉，还当选淮安市及
淮阴区人大代表。

简单的动作每天重
复上千次

烈日下工作，尹永美衣
服早已被汗水完全湿透。

“一年四季这个时候是
最难熬的，气温高，稍微一动
就是一身汗。”尹永美说，自
己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5点
左右骑车准时到达路段，开
启忙碌的一天。

“早上开始普扫，然后清
理卫生死角、擦垃圾桶、开展
路段巡查……”尹永美说，清

扫路面不能怕累，弯腰、清扫、起身……这一简单的动作，
每天要重复上千次，一天下来，整个人腰酸背痛。

“下午两三点钟这段时间最热，地面温度超过40℃。”
为了防晒伤，尹永美依然穿着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严
严实实。

高温的炙烤下，尹永美的橙色工作服像被水浇

了一样，但她依然在烈日下坚守，等到路段环境卫生
保洁完成和巡查结束，她才走到树荫下歇歇脚 ，喝
几口水。

面对高温“烤”验，尹永美和她的姐妹们已经变得习以
为常，个个自信满满，说着便一一展示她们的“装备”——
一顶帽子、一条毛巾是工作的标配，随身还携带藿香正气、
人丹……“帽子遮阳，毛巾挂在脖子上，一个是凉快，一个
是方便擦汗，药品留防暑降温备用。”尹永美说。

同时，尹永美还介绍一套战高温、斗酷暑的“夏日凉
方”——“轮流”作业工作制。

尹永美说，早晨气温不算太高，到岗后全部进行普
扫。结束后，每个路段留两人巡检保洁之外，其他人均到
附近的“环卫工人休息点”休息补水，这样轮流休息和工
作，避免高温中暑。

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化身“闪送员”，向各路段姐妹们
巡回补送水。

尹永美说，虽然工资不高，工作强度大，很辛苦，既然
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尽量把它做好。当每次听到有人夸
环境好、道路干净的时候，自己心里都很高兴，觉得这份工
作很有意义。

用双手将垃圾一块一块捧出坑外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升高，生活垃圾也进入了“高产”

时期。
作为清扫组组长，尹永美认真做好表率，积极带领班

组职工清理辖区内卫生死角，专拣脏活、累活干。
“沿街道路边垃圾桶以果皮、冷饮袋等为主，容易产生

腐烂臭味。”尹永美说，天气再热，垃圾清运不能停。
下午3点，在长江东路边，尹永美正在清运垃圾，桶内

垃圾在高温蒸腾下，散发难闻的味道让人喘不过气来，她
无所顾忌，对不好清理的还会主动用手去掏和挖，一番操
作下来，是汗流浃背。

“虽然很脏、很臭，但是我们不干，路面上垃圾就会越
堆越多，蚊蝇遍地，城市也会变得不像样。每天看到自己
的付出扮靓的城市家园，心里很开心！”尹永美擦了擦脸上
汗水说。

尹永美不但勇于奉献，遇到难题也从不躲让，冲锋在
前，在领导和同事眼中，她就是“拼命三郎”。

“前些年一个夏天，位于合肥路的垃圾中转站垃圾坑
槽与压砣出现偏移，不能液压作业。她毫不犹豫地跳入坑
槽内，垃圾腐臭味令人作呕，槽内蛆虫顺着她的手爬，她全
然不顾，用双手将坑内垃圾一块块捧出坑外，确保了垃圾
中转站的顺利运转。”淮阴区城管局环卫科科长张玉喜回
忆道，在区创建文明城市验收阶段，尹永美连续高烧，为了
保障所辖路段的环境卫生，她拔下针头，扛上锹头，每日凌
晨4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高温加高烧，让她大汗淋

漓，但她喝口温水、吃点药，咬咬牙继续坚持，受到区政府
记功表彰。

宁可脏一人，换来万家洁。“看到设备正常了、垃圾转
运正常了、环境洁净了，脏点苦点累点也算不了什么。”尹
永美笑着说。

她是“发明家”，又是“热心人”

漂浮物和缝隙积尘是卫生保洁中最为头痛的问题。
尹永美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她利用废旧扫把，自购塑料线
丝、铁丝、钳子、网子，发明制作了一个带毛的扫把，成为清
扫漂浮物和缝隙积尘的“神器”，在班组推广使用，尤其在
夏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她所带领的清扫组多
次被评为“先进班组”“流动红旗班组”。

尹永美还是热心人，同事谁有了困难她都爱帮一把，
谁的垃圾车坏了，她帮着整修；谁的扫帚散了，她帮着扎；
谁的锹头掉了，她帮着装……

尹永美家境并不富裕，但她在工作之余，还会抽出一
些时间，积极参加关爱老人等一系列公益事业，先后被评
为“淮阴好人”“淮安好人”。

从事17年的环卫保洁，尹永美觉得，工作虽然苦了
点，每天回到家，身体也很疲惫，但心里却感到很充实。因
为看到城区环境在自己和同事的“梳妆打扮”下愈发美丽，
这份自豪感铭记在心，再苦再累也值了！

熟练掌握50多种国际国内前沿焊接技术，
独创“脉动法”焊接、“焊接育人法”，培训和指导
焊工3000余人，破解百余项技术难题，为企业创
效数千万元……这是江苏大工匠、中国石油管道
二公司焊工首席技师邵洪波的“焊接人生”。

攻关：一把焊枪解难题

1990年，还是毛头小伙的邵洪波踏进了电
焊这个行业。从那时起，一张面罩，一把焊枪，还
有那些耀眼的、飞溅的焊花，便成为他的全部。

作为电焊新手，深知自己技能平平的邵洪波
抓紧一切时间从基本功练起。吃饭时习惯拿筷
子比画焊条摆动的动作，喝水时习惯端着盛满水
的缸子练稳定性，休息时举着铁块练耐力，看书、
吃饭时蹲着练习长时间的蹲功，冒着高温观察铁
水的流动规律……为了练好基本功，邵洪波付出
了超出常人的努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年累月的付出与钻
研，在邵洪波的身上和手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而
那段“苦行僧”般的成长经历，练就了他一身过硬
的电焊本领，也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焊接
大师”。

多年来，邵洪波完成技术革新攻关58项，解
决一线生产难题180项，获省部级以上创新成果
奖18项。他独创“脉动法”焊接，手腕0.3毫米精
度摆动，以几乎超越人体极限的一系列高精尖控
制，破解双金属复合管焊接的行业难题，成功把

“管道品质”推向世界。他提炼总结出多种适合
长输管道焊接的操作方法、难题攻关等为企业创
效9000多万元。他苦心编写的管道全自动焊操
作宝典字字如金，仅应用在中俄东线就有效提升
焊接合格率两个百分点，节约施工成本2000多
万元，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
的管道焊接实现“全手工、半自动、全自动”三连
跳，作为管道焊匠的邵洪波更是创造了世界管道
焊接的“中国速度”。

传承：一片匠心育匠人

“没有一流的技术工人，就没有一流的产
品。”在焊工教练的岗位上，为了培养出更多拥有
一流技术的工人，邵洪波独创“焊接育人法”锻造
焊接强队。

“我的这套方法就是利用润湿和渗透效应育
人，让团队成员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利用焊点
和焊缝的关系育人，强调合力作用；利用熔池效
应育人，让大家在大熔炉里百炼成钢。通过科学
严谨的训练，学员们将动作转化为‘肌肉记忆’，
在赛场上展示出高超的焊接水平。”谈起自己的

“焊接育人法”，邵洪波很是欣慰与自豪。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

法。开展各类攻关培训、讲座100余次，为企业
为地方培训和指导焊工3000多人……在邵洪波
的指导与带领下，大部分人成为企业的技术骨
干。其中，46人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资格，有66
人次在大赛上夺得奖牌156块，18人获评中国石
油技术能手，7人获评中央企业技术能手，4人获
评全国技术能手，2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
个人也荣获中国石油金牌教练称号。

自2008年以来，邵洪波作为领衔人，先后创
建了江苏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江苏省工匠工作
室、河北省劳模创新工作室、中国石油焊铆管技
能专家工作室、中国石油邵洪波示范性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5个省级工作室，通过“一师
带多徒、一徒拜多师”等形式多样开展“梯队式传
帮带”。他与工作室成员总结推广“焊接六精六
稳操作法”“邵洪波七法、七步培训法”“技术革新
283工作法”，共同完成技术革新攻关43项，为企
业解决一线“卡脖子”难题168项。

“一生一事，逐梦传承。”这是邵洪波经常说
的一句话。以一颗匠心雕琢“焊接梦”，邵洪波用
精湛的技艺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诠释了何为工匠
精神。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热浪袭人。在扬州市广陵区福佑路3号的
一处10kV高压电线杆下，随着一辆绝缘斗臂车逐渐升高，身穿黄色
绝缘披肩、手戴绝缘手套的吴巍和搭档站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绝缘斗
臂里，被缓缓升至12米的高空，面对太阳直射，不一会儿，汗珠便顺着
脸颊往下淌，待40分钟的10kV断开关上引线带电作业完成，汗水已
经浸透了他们全身。

出生于1998年的吴巍，是扬州广源集团有限公司配电工程分公
司（运检服务分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不停电作业二班员工。作为班
组里的年轻人，吴巍在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用挥汗如雨守护群众清
凉一夏。“我是今年1月加入到不停电作业二班的，对我来说，这是我
职业生涯的一次转折。”刚从绝缘斗臂里回到地面的吴巍，用胳膊擦
了擦满脸的汗水，回忆起了自己初到带电班的往事。

“我2021年大学毕业后，在供电公司线路班干过两年，我想趁年
轻多学点。”吴巍说，为了让自己能够接触到更为复杂、更有技术含金
量的带电作业，2023年底，他主动提交了转岗申请。由于有相关电力
工作基础，在经过两个月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培训考核后，吴巍正式成
为了一名带电作业人员。由于年纪轻、体力好、头脑活，他很快成为
班组里的青年“生力军”。

带电作业是电路维护大工种中的重要分类，集专业性、危险性、
责任性于一体，是名副其实的与电共舞。每一次作业，都是对带电工
作人员体力、技术和心理的多重考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带电的高
压线，一点都不能马虎。”吴巍说，从第一次登高作业的忐忑紧张到如
今的游刃有余，得益于每一个环节的精益求精。提前准备好工具材
料、在作业前半小时到达地点、过细工作操作流程、认真做好安全保
障、和搭档密切配合……吴巍用担当和责任，平均每月高效完成70多
次带电作业。

“炎炎夏日，城市用电负荷剧增，带电作业迎来高峰期。这也是我们
一年里最为辛苦的时间段。”吴巍说，穿上黄色绝缘服，戴上绝缘手套，相
当于给自己上了安全保险。只是绝缘服约有10斤重，厚度相当于五六
件常规雨衣，空中没有任何遮挡，在37℃的高温炙烤下，绝缘斗臂车内的
温度达到了40℃以上，那感觉像是来了一场高强度的“日光浴”。

“绝缘服密不透风，阳光一晒，身上的汗水一直淌，流到眼睛里很
难受，但还不好用手擦，只能忍着。”吴巍说，每次带电作业短则半小
时，长则两个多小时，浑身汗水都捂在衣服里。虽然他们会带着几身
换洗衣物，但马不停蹄忙起来，湿透的衣服根本来不及换，待工作结
束，直接可以拧出水来。有时忙到深夜，刚躺下来准备休息片刻，突
然接到抢修中心电话，又得立刻出动。“我们辛苦一点，老百姓的用电
就可以少受影响，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吴巍感慨地说。

“带电作业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我到现在都记
得第一次在高空作业的场景。”今年2月，吴巍首次进行带电作业，即
使平常练习操作了许多次，但真正面对带电的高压线，穿上全套绝缘

装备的他还是有点蒙了。“心里很担心，原本双手戴着手套就不太灵
活，在对电线进行绝缘遮蔽、包裹、隔离时，平常一次就能成功，那天
愣是弄了好久。”吴巍情绪的高度紧张，师傅朱海波看在眼里，对徒弟
喊了声：“相信自己，就像平时一样，慢慢来。”在师傅的鼓励下，吴巍
调整好思绪，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从那次以后，吴巍常常在闲暇之
余，戴上手套反复练习拧瓶盖、拧螺丝等，就是为了让自己练就“绣花
功夫”，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应对考验，做到熟练敏捷。

在扬州全市，像吴巍这样的带电作业人员目前有158人，平均每
年实施不停电作业超1万次。“身边人都说我们是‘电力暖男’，能够用
行动守护万家灯火，我感到很自豪！”吴巍说，自己会继续努力学习不
停电作业相关理论技术知识，进一步提升作业技能，当一名合格的与
电共舞的“绣花工”，赋能扬州电力可靠性和百姓用电感知度。

“感应网压2.4KV、总风缸压力700Kpa以上，接
触网上方无绝缘铆段关节，可以升弓……”南京东机辆
段南京东整备车间机车司机于广生坐在司机室座椅
上，右手比画着动作，脸上的汗珠像豆子一样往外冒，
后背的汗水渗过工作服，就像过了遍水一样。

一辆辆摘挂掉货物的机车到达南京东机辆段南京
东整备场后，要进入整备场6道进行机车保洁、三电检
测、加砂、卸污、过分相检测、下载机车走行数据等作
业，由于检测时受电弓降下来，机车内空调无法工作，
短短几分钟时间，司机室的温度就超过了50℃。

HXD2B105是他今天挪动的第7辆机车，作业计
划里面显示，这台车今天是Z2修程，于广生需要将它
开到整备场10道。“外勤，电力机车HXD2B105请求
进入10道进路！”得到外勤的回答后，机车以4公里左
右的时速进入10道弓网隔离区内。接着他爬下机车，
步行到第6股道的清洗区附近，进行下一台机车的动
车作业。

1990年8月，19岁的于广生从金华铁路司机学校
毕业，分到原浦口机务段开解放型蒸汽机车，一铲一铲
的煤从于广生手上进入锅炉，5年后转岗副司机，10年
后成为司机。岗位变迁，也见证了蒸汽机车、内燃机
车、电力机车的时代更替和铁路发展。他手上拥有4
本机车驾驶证，会驾驶DF8B、ND5、DF7C、HNX5、
HXN5B、HXD2B等多种车型，是目前在岗的火车司
机里面为数不多的、开蒸汽机车时间比较长的司机，整
整12年的蒸汽机车驾龄，他跑过宁徐线、皖赣线、浙赣
线等10余条线路，在大运转线路上干了22年，现在的
地乘司机岗位又干了12年。34年来，于广生勤勤恳
恳，不断学习，严格执标，保持了“零事故”的纪录。

热心肠、老黄牛，这是同事们对于广生的印象。“老

于，明天晚上小刘临时有事，不能按计划上夜班了，你
看还能帮他替一个班？”“老于，今天下午入库的机车有
点多，你看今天的夜班还能早点过来，帮大家伙一下？”
在需要人替班或者有困难的时候，车间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他，而他也会竭尽所能地答应下来。

然而，他在生活中的善心义举，远比在工作中的乐
于助人多得多。

1999年9月25日，于广生夫妻带着两岁的女儿去
南京新街口逛街，看到了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献血车，在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工作的妻子顺带着他撸起
袖子第一次献了血。可以说，妻子是他献血路上的领
路人，而他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献就是24年。

记录显示，从1999年到2020年，于广生共计献全
血8次2000毫升。2021年在了解到单采成分血是一
种更加科学的献血方式，血小板能救助白血病、再生性
障碍贫血、淋巴瘤、骨髓移植等血液病患者，而且比捐
献全血的献血时间间隔相比短了很多后，于广生算好
自己的献血间隔期，再根据自己的休息时间进行预约，
他的献血频次明显增多，尤其是2022年以后，单采成
分血2治疗量基本上半个月1次。截至今年7月12
日，于广生累计献血57次，献血总量达到了21200毫
升，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都留下了他的献血记录。若
以每 200 毫升血液能挽救一个生命计算，他已点亮了
106 个人的生命之光。

于广生每天都要翻看江苏省血液中心推送的新闻
和信息，“一天不看都不习惯”，献血已经成了他生命中
的一部分。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身边已有10多名亲
戚朋友参与了无偿献血。

于广生的班制是四班倒，休息时间相对较充裕，
“我这人闲不住，总想找点事干。”从2021年12月起，

他开始参加江苏省志愿者无偿献血宣传服务队的志愿
服务工作。早上下了夜班，于广生回到家睡两到三个
小时，吃完中饭后就当志愿者去了，一直干到晚上10
点多钟，第二天全天参与。如果当天要上夜班，他就早
上8点多出门，做到下午两三点钟再回家，做好上夜班
的准备。作为一名资深志愿者，现在的他经常一天赶
两个点，比如白天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献血屋，晚上转到
大行宫地铁站献血车，一天志愿服务13个小时已成
常态。

2022年，于广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站申请加
入遗体器官捐献，加入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
器官志愿者之友协会江北新区大组，担任片区小组长，
因此除了做好献血服务，于广生还经常帮助南京市红
十字会将年底慰问品送到困难捐友家中，每个月参与

2到3次的“三献”宣传活动。
于广生手机里有关于献血和志愿服务的36个微

信群，群里每天活跃着各种献血和志愿服务的信息。
在江苏省血液中心2023年度志愿者服务工时一览表
中，于广生年度工时为804.37，在入榜的401名志愿者
里面排名第32位，但排名前31位的志愿者中绝大多
数为已退休人员。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于广生，对雷锋精神有一种
特别的情结，在家里和车上，他会时常听一首老歌《学
习雷锋好榜样》。现在，他女儿生活在无锡，妻子还在
上班，家里也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工作之余，于广
生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志愿服务上，截至今年7月底，
他的志愿服务工时已经超过了900小时。现在，他还
在用热血书写奉献，用爱心守护生命！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这一
天对于东航江苏公司航空安全员陈澳而言意义非
凡。因为，退役不久的他曾是一名光荣的陆军战
士。“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那段血与火的
经历使陈澳永世难忘，更让他比别的同事多了一股

“兵味儿”。
今年7月，陈澳共执行航班38段次、94小时、

驻外任务19天（夜）。“忙！”是陈澳对于自己职业生
涯首个暑运保障攻坚战的总结和概括。

在人群中，陈澳很容易被人关注，不光是因为
他高大俊朗的外貌，更源于他笔挺干练的身姿和雷
厉风行的作风。

陈澳是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那年出生的。他
的曾祖父为了庆祝这一国家和民族的大喜事，拍板
给曾孙取名为澳。另外，他的两位舅舅和姑父都曾
经是军人，儿时就对他们极为崇拜，从幼年就有了
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志向。陈澳坦言，多年来，在
部队和家庭的培养和熏陶下，他对家国情怀有着较

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2024年，通过层层选拔和严格培训的陈澳，成

为了一名航空安全员。春运期间，处于实习带飞阶
段，陈澳初尝民航业的艰辛，也对自己的工作职责
有了相对具体的认识。

4月11日，由江苏省公安厅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公安局牵头组织的2024年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
动现场，陈澳与其他两位新晋同事作为公司代表，
与其他两家驻场单位的同仁们一道联合展示了客
舱处置技术动作，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声声喝彩和一
致好评。在当天的日记中，陈澳写道：“从‘为人民
服务！’到‘人民航空为人民’，从校场到客舱，变换
的是身份，不变的是情怀！捍卫蓝天防线，守护旅
客平安！……”4月12日，带教结束，陈澳开始放单
飞行。

据空保管理部分部管理人员介绍，虽然工作时
间不长，但是陈澳始终保持着在军队中养成的优良
作风和纪律意识，严格执行每一项操作规程，航前

与飞行机组、客舱机组紧密协同；上机后细致地进
行安保检查，确保每一个角落无一疏漏；旅客登机
后，严密监控客舱；巡航阶段，积极落实巡舱任务。

据悉，今年暑运期间，民航市场预计将延续旺
季市场态势，旅客运输总量有望达到1.33亿人次，
日均旅客运输量215万人次，比2019年暑运增长
10%，比2023年增长5%。忙碌之余，陈澳感受到，
以前在部队，自己始终是集体中的一员，服从指挥，
执行命令，强调步调一致。如今在客舱，自身要时
刻关注客舱环境和可疑动向，灵活机动，随机应变，
强调单兵作战。因此，在工作之余，陈澳始终不忘
加强日常学习，诚恳虚心请教，加快角色转换，强化
体能锻炼，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航空安全
员。

面向未来，陈澳将始终以“四有军人（有灵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忠于职守、挺膺担当，用实际行
动捍卫蓝天下的钢铁长城。

尹永美：头顶骄阳，用汗水擦亮城市“颜值”
卢克余

吴巍：与电共舞的高空“绣花工”
史盼盼 王槐艾

邵洪波：匠心雕琢焊接梦
本报记者 胥明虎 通讯员 梦婷 于菁

邱光怀：25年攻坚克难跻身“顶流”
杨怡佳

贾坚：坚守全科，为百姓健康护航
本报通讯员 姜航 茆欣仪 记者 徐嵋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百年前出现在撒
拉纳克湖畔饱含着医者大爱的墓志铭，也是如今许多医者的座右铭，
例如这位如太阳般热情、时刻温暖着病人的医生——江苏省人民医
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全科医学科贾
坚副主任医师。

她说：“医生不只是治病，更要感同身受，做他们坚强的
后盾。”

全科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医学专业学科，其核心在于强调以人
为本、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致力于提供全面、连续、优质的

医疗服务。
当8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奶奶因肺部感染症状被家人带到

南京市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时，病情一度十分危急，社区医
生立即联系了贾坚。当时，正值流感高发期，医院床位紧张，但贾坚
迅速为杨奶奶开通了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将她紧急收入全科医
学科病房。在贾坚的悉心治疗下，杨奶奶最终康复出院，这不仅是

“治病”，更是医患之间的信任与理解。

她说：“我们作为全科医学的医生，有时更需要给予病
人的是信心，安抚他们的焦虑。”

贾坚坐诊时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访，向她询问说自己看了好
多专科，已经开了不下20种药，但不知道这些药是不是一定都要吃。
贾坚医生耐心地帮她细致地分析每一种药的成分与功效，最终帮她
做出决策，给予她只吃7种药就可以解决身体问题的信心，使患者愁
眉苦脸地来，喜笑颜开地走。贾坚表示，作为全科医学的医生，有时
更像一个供患者倾诉的树洞，让患者减少恐惧的心情。

她说：“学医，我们更应注重亲身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

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专业基地的教学主任，贾坚在注
重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教学的同时，更注重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
结合。

通过科室讲座、教学查房、病例分析、院内讲座、文献导读等多种
方式，她坚持全方位地培养全科住院医师的临床能力。当全科住院
医师第一次进行胸腔穿刺时，贾坚自愿作为助手，边指导边协助，用
她的陪伴与鼓励，让住院医师成功完成了这一重要操作。为了进一
步提升全科住院医师的临床操作技能，她经常周末加班示范带教，她
的辛勤付出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带领的全科住院医师连续两届获
得南京市住培技能大赛一等奖。

每周四，贾坚会准时出现在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基层患者查看病情、答疑解惑并为患者转诊。在迈皋桥社
区，她还积极推动远程心脏康复治疗项目，让心脏病患者能够在家中
完成康复，降低了患者的疾病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贾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科医生的多重角色与责任，她被评为
2023年度医院服务明星。她不仅是患者的健康守护者，更是基层转
诊的桥梁与纽带，凭着专业知识与热情奉献，为社区百姓的健康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陈澳：誓保空中安全防线
本报通讯员 史册 记者 张旭

于广生于广生：：以责任奋战暑运以责任奋战暑运 用奉献为生命护航用奉献为生命护航
李海东

“把自己当作一粒种子，将梦想根植于企业这方热
土。”这是常熟工匠、江苏国源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邱光怀的座右铭。25年来，邱光怀把最美好的年华
奉献给了企业，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稀土，从一名普通的
一线萃取工，成长为公司的技术骨干和带头人、参股企
业副总经理。多年来，他累计申报专利40项、授权35
项，多篇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出版，策划参与的科研项
目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入门”修行，小有所成

1998年，邱光怀从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
后，入职常州市江飞稀土厂。对于这个缺乏社会经验、
专业不对口的年轻人来说，一开始选择稀土这个行业，
其实更多是为了谋生。刚开始，他是一线工人，主要负
责看厂里的萃取槽。在别人眼里，这是个简单乏味的工
作，但是邱光怀却在工作中逐渐对萃取相关工艺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这个工作看上去简单，但是你要是深入地
去了解它，里面涉及的知识可多了，流体学、有机化学、
动力学等等。”

就这样，勤奋好学的他边工作边学习，除了找厂里
有技术的同事请教，更多时候是自己在业余时间找相关
的学习资料。当时上网查找技术资料远没有现在这么
方便，有一些互联网上找不到的知识，他就上图书馆和
书店找文献资料。那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才两三千元，
平日里省吃俭用的他，在买专业书的时候却毫不吝啬，

有时一买就是好几百
元。

2004年，邱光怀在
车间工作发现，利用环
烷酸提纯钇，环烷酸的
皂化率只有60%，而从
他接触到的知识来说，
皂化率理论上应该可以
达到90%，他马上动起
了脑筋：要是能提高环
烷酸皂化率，可以提高
钇的品质和大大节约辅
料的消耗。他白天思
考，晚上回到家就到处
找相关书籍看，在自己
厂里没找到有效解决方
法，他就跑到宜兴，甚至
广州的工厂实地考察交
流经验。

在夜以继日地攻关
后，他发现皂化率和萃
取体系中搅拌桨的转速
有因果关系，于是迈出

了试验的第一步并取得预想成效。功夫不负有心人，通
过改造生产线，环烷酸皂化率由60%成功提高到90%，
每年降低生产成本约400万元。

经过这次攻关，公司领导对他的技术能力予以充分
肯定，同时也很欣赏这个勤奋钻研的年轻人，将他提拔
为车间主任。

丹心铸魂，硕果累累

稀土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是很多高精尖
产业所必不可少的原料。2011年，邱光怀所在的民企
被国企收购，更名为中铝稀土（常州）有限公司。作为一
名国企技术人员，他也越来越感到身上背负的责任之
重，于是在业务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这几年来，他孜
孜不倦、攻坚克难，主持开展的各项技术攻关项目均取
得了重大突破：“氯化钇无碱皂化除钙项目”使液碱消耗
降低了1/3左右，降低生产成本80万元/年；“中重稀土反
萃专项课题”解决了反萃不干净的问题，提升了企业在业
内的美誉度和知名度；“酸溶工艺升级改造”课题，彻底解
决了通过酸溶工序排除非稀土杂质问题，提高了稀土资
源利用率和产品质量；“石灰替代液碱皂化技改项目”节
约液碱4000吨/年，提升经济效益500万元/年……

因为业务能力突出，2014年江苏省稀土行业协会
特聘邱光怀为稀土专家委员会成员。在接下去的几年
里，他毫不懈怠，带领团队陆续制定了多项企业产品标
准，申请专利40项，他参与撰写的《小粒度高总量碳酸

铈的制备》《纳米Ag颗粒对Sn-0.7Cu-xAg钎料组织
及性能的影响》《超声辅助中性稀土矿渣中钍的吸附行
为研究》，分别在《稀有金属与硬质合金》《热加工工艺》
和《山东工业技术》等期刊发表，独自撰写的《稀土废渣
放射性环境污染治理新方法》《使用P507+煤油盐酸体
系对钕铁硼回收料中的钆进行提纯的探索与研究》分别
被《中国建设信息化》《冶金管理》收录刊发。他策划参
与的“利用离子交换法制备超高纯稀土氧化物粉体材料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项目”，获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被张国成院士和聂祚仁院士评价
为国际领先水平。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常熟市优秀专业技术工作
者、常熟工匠、常熟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铝业集团有
限公司劳动模范等等。每当谈起这些，邱光怀总是腼
腆一笑，说：“感谢企业给予的平台，我只是做好自己
该做的事。”

笃定前行，奋发向前

2019年对于邱光怀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年，也是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铝稀土（江苏）有限公司为了延
伸产业链，布局连云港，成立江苏国源稀土新材料有限
公司，开展年处理8000吨钕铁硼废料、2000吨抛光粉
废料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项目。作为一个有20年工龄的

“老稀土人”，邱光怀被任命前往新公司任副总经理负责
具体业务。

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生产线布局、工艺设计、
现场升级改造等等，都要从零开始。邱光怀不敢有一丝
懈怠，全身心地扑到了这项艰巨的工作中去，一方面忙
着公司建设以及和外面相关单位打交道，另一方面还要
对内做到管理的循序渐进。新公司招了80多个连云港
本地员工，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且基本没有接触过稀土
分离业务。他又化身培训师傅，利用车间里的班前班后
会，总结生产问题、布置当前工作、给员工们讲授基础的
专业知识，他用生活中的例子来类比枯燥的理论知识，
员工们理解起来容易多了。与员工相处，他既是领导又
是老师更是朋友，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在他和公司团队的努力下，2021年，江苏国源稀土
新材料有限公司顺利投产，主要业务包括钕铁硼废料、
抛光粉废料及稀土电解渣等各类含稀土工业废料的资
源化综合回收处理、加工分离及销售等，使得中铝稀土
（江苏）有限公司的稀土产业体系更加完善，使得宝贵资
源得到更加充分利用，对于行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目
前，邱光怀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研究稀土冶炼过程产
生高盐废水中的COD处理，这是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
对于稀土人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25年岁月相伴，邱光怀全力以赴、不计得失地投入
工作，用赤诚炽热之心践行着一名稀土人“资源报国，实
业强国”的匠心。科技攻关，他一直在路上。

在超 50℃的司
机室作业，短短几分
钟时间，于广生已汗
透衣裤。

上机后，
陈澳细致地进
行安保检查，
确保每一个角
落无一疏漏。

邵洪波创造了世界管道焊接的“中国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