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98周年特别报道

2 2019年6月26日 周三
责任编辑：张戈 电话：88864187 E-mail：112908592@qq.com职工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记者胡翀 通讯员孙杰毅报
道 2018年，正式入职才一年多
时间，陶瑾干成了两件大事——
爬了一回高塔、上了一次高原。
在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生活，让她
收获了成长、绽放了青春。

陶瑾是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送”）的一名90

后技术员，目前工龄2年多的她，
党龄却有5年。对于“浙送人”来
说，风餐露宿、爬塔架线就如同吃
饭穿衣一般稀松平常，适应不了
这样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就不是
合格的“浙送人”。

而陶瑾却用不到3年时间，完
成了“跨越式”发展、“飞跃式”进

步——从爬塔“小白”成长为女子
高空作业班班长，爬上了距离黄
河河面300米的高塔；从东海之
滨的浙江，来到数千公里之外的
西藏小城察隅跟进项目，一待就
是一年。

2017年，在新入职的大学生
中，挑选了一批综合能力强、专业
水平过硬的女员工，成立了浙送

“女子高空作业班”。陶瑾和11名
女生一同入选，训练过程中克服心
理恐惧和体力不济，从平地开始，
到26米第一级横担，再到更高的
铁塔。每上一级，陶瑾的信心就增
加一分，离实战的时间就缩短一
刻。

2018年元旦前后，陶瑾迎来
了实战考验——昌吉—古泉±
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进
行跨黄河架线施工。昌吉—古
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甘8标段）连接西北清洁能源
基地和华东电力市场，创造了“世
界最高电压等级、最大输电容量、
最长输电距离、最高技术水平”四
项世界纪录。

“导线离河面的距离在300
米左右。”同事孙万鹏告诉记者，

“哪怕就是3米，从上往下看都会
觉得高，更别说是300米了。”陶
瑾和同事连续5天爬上100多米
高的铁塔，在离黄河河面300米
的高空，踩着直径不过手臂粗细

的导线，修复导线毛刺和损伤，安
装间隔棒防止导线舞动鞭击，并
成功完成任务。

“身上贴了十几个暖宝宝，但
还是很冷。”陶瑾说。不仅如此，
由于施工现场空气干燥，冰冷的
空气刺激着肺部，鼻子一碰就会
出血。“沙尘暴说来就来，细沙吹
在脸上就像砂纸擦过一样，嘴巴
里的沙子怎么吐都吐不干净。”
陶瑾至今都清楚记得，当自己和
另一名女孩在导线上工作到手脸
发麻时，下面吊上来一份热乎乎
的水饺，“心里一下就暖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让陶瑾对
于党员这重身份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2018年5月，浙送中标林芝
察隅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这就
意味着要有工作人员前往藏区工
作。在面向内部进行的人员选拔
工作启动后，陶瑾义无反顾地报
了名。“总得有人去，别人都有家
室不方便，我一个人吃饱全家饿
不着。”一句话，挡回了来自家人
的各种不放心和反对，陶瑾毅然
跟着项目走进了藏区。

飞机直飞高海拔地区，开舱
门的那一刹那，给了陶瑾一个猝
不及防的“下马威”。“前面那名乘
客刚踏出机舱，一下晕了，我当时
就蒙了。”陶瑾说，可她没想到的
是，后面还有更大的危机在等待
着她。

施 工 区 域 平 均 海 拔 都 在
3000米以上，作为技术员和信息
收集员，陶瑾每天需要跟着项目
部的工作人员在高原爬山勘测，
进行记录。有一回测量挡土墙的
尺寸，陶瑾和一位师兄与其他工
作人员走散了。高原大山中，满
是茂密的植被。“没有手机信号，
喊一声能听到回复，但就是找不
到路跟失散的人汇合。”陶瑾说。
当时他们两个人相互扶持着走了
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在又累又渴
的时候，陶瑾突然脚下踩空。“脚
下根本看不清，都是植被，还好师
兄一把把我拉住，我整个人贴在
坡上，脚下已经凌空了。”陶瑾说，
这是她最想流眼泪的一次，是吓
的，另一次是走了8个多小时的山
路，到最后脚已经没有感觉了，累
得想哭。

苦和累都在这一次藏区项
目中尝到了，不过陶瑾并没有因
此而逃回杭州。相反的，一年时
间里她只回了三趟家，还花费不
少时间和精力跟同事一起为藏
区孩子买了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

随着项目的结束，今年4月，
陶瑾回到了杭州，这段经历对她
来说得到了锻炼，也收获了成
长。“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来日方
长，我会尽我所能不断去追寻更
好的自己。”陶瑾笑着表示。

游走于300米高空“走钢索”，风餐露宿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90后党员陶瑾

入职2年多就从爬塔“小白”成长为女子高空作业班班长——

电网“五线谱”中最美“音符”

记者洪菡婷报道 在杭州市
保障性用房最集聚的江干区丁兰
街道，有一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

“小巷总理”。说她普通，是因为
她与千千万万的社区工作者一
样，每天都在为邻里之间的“鸡毛
蒜皮”、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奔波；说她不平凡，是因为在岗十
年，她带领着社区工作者和居民
们，把一个新建成的纯保障性用房
小区，建设成为标杆社区，先后将

浙江城市体育先进社区、杭州市
“文明社区”等荣誉收入囊中。她
是蕙兰社区党总支书记方晓晶。

21岁勇挑重担

2009年12月，方晓晶被丁桥
镇党委派驻蕙兰社区担任筹建组
组长。那时候，她21岁。

没给方晓晶好好适应和学习
的机会，刚上任，就有难题摆在她
面前。作为丁桥镇最早建设的经

济适用房小区，由于开发商的更
迭，导致工程一再延期。准业主
们没能按时收房，情绪激动。

看着这阵势，年轻的方晓晶
没有被吓倒，反而相当沉着冷
静。她利用自己对经济适用房相
关法规政策的透彻理解，带着仅
有的2名社工，用半年多连轴转
的努力，走访了前后的施工方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借助网络平台
访遍了近2000户准业主，全面地
掌握了各方的困难和诉求，理顺
了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在中间
不停地协调和磨合，顺利实现了
小区的一次性交付。

不久之后，方晓晶被任命为该
社区首任党支部书记，也成为同时
期杭州市最年轻的社区书记。

她是居民的贴心人

方晓晶的邻居中有一对兄妹，
父母早逝。哥哥因为身体原因，没
有工作，妹妹有精神问题常年需要
他人照顾，身边也没有其他亲戚能
帮助他们。了解到情况后，方晓晶
帮助妹妹申请了残疾人补贴，还为
哥哥申请了就业创业证，帮兄妹俩
办理了收入型低保。

如今，兄妹俩的生活渐渐有

了起色。哥哥每每见到方晓晶，
总是特别亲切地喊她“姐姐”。去
年，方晓晶还通过辖区共建单位
党员结对活动，与兄妹俩结了对。

不止是兄妹俩，方晓晶把蕙
兰社区的每一位居民都实实在在
地放在心坎上。

辖区内一小区交付后不久，
出现住宅屋顶大面积渗水问题，
方晓晶充分利用自己党代表身
份的优势，经过与市、区多个部
门连续4个多月的工作对接，为
小区 256 户居民争取到了全面
维修的机会。

社区保障性用房设施配备不
全，居民把电瓶车都放在楼道里
充电，安全隐患不小，方晓晶积极
与业委会、物业对接，最终在小区
内建设起电瓶车集中充电平台，
让大家都能安全地充上电……

方晓晶努力做着居民们的贴
心人，大家也都亲切地称呼她为

“小方书记”。

与社区一同成长

怎样使这个新建成的纯保障
性用房小区迅速走上正轨是方晓
晶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个课题。这
些年，方晓晶一直保持谦虚学习

的态度，与社区一起成长。她的
脚步遍布了江干区各先进社区，
查阅了市内外很多先进社区的事
迹材料，把他们作为社区工作的
奋斗标杆，并从中摸索出了一套
适应蕙兰社区的管理方法。

在方晓晶的推动和带领下，
社区及时建立了小区业委会和
业监会，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各类组织网络。建立了

“兰心岗”，把全体业主中的在职
党员联系在一起；建立了“雷锋
营”，把社区各类志愿者联系在
一起；建立了沿街商铺联合工
会，把辖区小微商业的零星职工
联系在一起；借助浙歌、杭歌部
分职工的优势，组建了“心连心”
合唱团等十多个社区群众文体
组织。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广大
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和服
务活动，让社区迅速从“生人世
界”变成了“熟人世界”，增强了居
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
福感。2012年，社区被评为市级

“文化示范社区”，2015年成功创
建市级“文明社区”。同年，方晓
晶被市委组织部列入“五个一百”
年轻干部梯队的培养对象。今
年，获评杭州市劳动模范。

为打造人民满意的标杆社区尽心尽力

杭州蕙兰社区有位“小方书记”

通讯员李婧报道 “犹记得
初来巴马科的一个傍晚，在‘浙江
大道’上散步，看见隔壁有个简易
球场，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
满是灰尘、乱石的地面上追逐着
一个脱了皮的足球，两个球门是
几根树干简单搭凑起来，这便是
他们的足球场。而大多数人的脚
上都穿着凉鞋，因为一双球鞋要
花去他们一个月的工资。”

这是周勇来到巴马科后最
深的一个印象。周勇是台州市
中心医院检验科的一名医生，同
时也是一位铁杆足球运动爱好
者。今年初，周勇带着国家和医
院的重托，跟随第26批援马里
医疗队奔赴马里开展为期两年
的医疗援助工作。

而那次踢球让周勇印象深
刻，之后，他用微信和国内的球友
们谈及这个事，他想为巴马科的
足球伙伴们做些事。大家商量发
起了一个爱心捐助活动。

经过短短一周的筹备，就募
集了200多套球衣和几十双球鞋，
以及部分足球装备。上月初，经过
海上100多日的漂流，承载着家乡
球友和俱乐部满满爱心的6箱足
球装备抵达了巴马科。拿到球衣
和足球装备的巴马科球友十分开
心，纷纷竖起大拇指说：“merci
Chine！（感谢中国！）”。

医疗队来到马里6个多月以
来，积极开展医疗活动。周勇是一
名党员，曾荣获医院优秀党员、台
州市优秀党员等荣誉，是医院检验
科支部书记，也是医疗队支部副书
记，他深知肩上的责任。“作为援外
医疗队的一员，要在艰苦的医疗环
境中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
伤、大爱无疆，其实这就是选择从
医时的一颗初心，不能忘。”

在医疗队，周勇承担马里医
院及该国其他医院的骨髓细胞
形态学检测、检验人员培训、质
量规范把关等工作。“在马里，形
态学是检验科一个缺陷，我希望
能帮他们开展起来。”周勇说，这
是检验科的重要项目之一。

周勇所在的医疗队还有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为当地的华人华侨
提供健康保障。他和队友一起走
进华人华侨工作的地方，走进中
资企业，主动为他们送医送药，开
展健康讲座，为当地华人华侨提
供了强有力的医疗保障，深受在
马里的华人华侨好评。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马里分公司项目部负责人
张亚深有感触地说：“医疗队主
动走进当地中资企业送医送药，
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
在异国他乡倍感祖国和‘家人’
的亲切与温暖。”

台州党员医生周勇
奔赴马里开展两年医疗救治

在非洲热土上
守望初心

通讯员徐舟报道 初次见到
老王，他皮肤黝黑，话不多，手里攥
着安全帽，随着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他连忙跑向施工现场。“8#楼10层
的窗台压顶有偏差，突出部分超过
了允许范围，你赶紧过来处理一
下。”“这个拐角的门梁有些胀出来
了，要注意细节。”……

老王名叫王式金，2011年8月
进入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一建”）工作。目前任
浙江一建在浦江县城中村（棚户区）
改造一期工程的项目副经理一职。
曾获得“浙建安全管理工作先进者”

“优秀岗位能手”“青年岗位能手”
“青年金砖奖”“优秀共产党员”等荣
誉。由于他为人谦逊和蔼，同事们
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八年如一日，工作中的老王成
天像只自来电的“小马达”，始终激

情满满。“我习惯每天起床后，先到
工程现场转一圈再吃早餐。”早餐
后，老王便开启了一整日的奔走模
式。为了工作，常年住在工地的老
王掰着手指算了算，2018全年他只
休息了12天。

2012年，老王还是浙江一建在
安徽亳州市某项目的一名现场施工
员。当时工程刚起步不久，大家在
完成搭建支模架和铺好顶板后，兴
奋地等待着第二天搭钢筋、浇筑混
凝土等工作任务的到来。不料，当
晚下起了大雪。面对突如其来的情
况，大伙对大雪结成冰后可能难以
清除的状况犯起愁来。

“我们得想个办法。”老王随即
叫上几个同事迅速来到现场。在观
察周围环境后，他把绿色安全网铺
在顶板上，以阻挡大雪直接接触板
面。为了随时观察情况，老王和同

事在工地守了整整一晚。第二天一
早，老王发现顶板没有受到冰雪的
冲击，终于松了口气。

老王大胆的提议和果断的执
行力，为项目后续工作的顺利实行
提供了保障，赢得了同事们的称赞。

浙江一建浦江项目分管西区
的副经理丁海云一直喊老王“师
哥”，“师哥说话总是挺管用，因为不
管新老员工，他都乐意帮忙，以德服
人，大伙也愿意听他的。”工地项目
时常会遇到急于修整的情况，一些
新成员刚来到项目不熟悉，老王带
着施工员，亲自上手示范传授经验。

半年前，该项目基坑开挖，老
王得到施工员反馈，有个桩的位
置和图纸存在偏差。他果断蹚过
河道，从落差有6米高的基坑围护
边上滑行下到基坑底，迅速处理
好问题，而他的衣服在滑行中被

刮开了一个大口子。
工地上，老王像一枚贴心的

“暖宝宝”，关爱着同事们的吃穿
住行，可他自己的婚礼却是由妻

子一个人操办的。“大家需要我的
时候，我必定一马当先，因为我是
党员，我愿当城市建设的一颗‘螺
丝钉’。”老王说。

“优秀党员”王式金扎根一线践初心

甘当城市建设的“螺丝钉”

通讯员刘生国 记者杜成敏
报道 每天清晨5点，普陀区六横
镇荷花村的小河边，都会准时出
现一位60岁的老人。他拿着自
己亲手制作的网兜，将村里10个
河道和水塘中的垃圾逐个捞一
遍，然后再收拾整齐去上班。

做这件事他已经坚持了 6
年，也因此获评普陀区首届“十
佳”生态人物。他的名字叫史国
夫，目前任荷花村董事长助理，也
是一位省级劳模。

史国夫为人忠厚，工作踏
实，乐于为民办实事，被多次评
为市区级优秀共产党员、舟山市
十佳社区干部等。2009年，他获
评省劳模，这也是六横镇唯一一
位获得省级劳模的村级干部。

在其他村干部的印象中，只
要史国夫接触的工作，无论分内
分外，没有一件是做不成、做不
好的。“五水共治”工作开展以
来，村里把10个河道和水塘的保
洁任务都交给了史国夫，他二话
没说欣然接受。6年里，10个河

道和水塘始终保持清洁卫生，他
还主动承担了村里2座公厕、2
个洗衣池的清洗任务。

荷花村有一个建材市场，有
300多间商铺被出租，商铺出租
年收入在200万元左右。退居二
线后，史国夫全权负责起建材市
场维修管理、招商招租和租费收
取等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商铺
利用率达到了95%以上，商铺租
费收取率达到了99.9%。

无论何时何地，史国夫始终
心系村民。只要有村民生病被
他知道，他必定带上水果上门看
望。村里的红白喜事，他总像自
家事情一样忙前忙后。村民有
需求，他总是有求必应，不要一
分钱报酬。村民都说：“这样的
村干部，打着灯笼也难找！”

“我今年60岁了，已经进入
老年人队伍。但只要村里还需
要我，我一定会认真地把每一件
工作做好。我是一名省劳模，只
有实际行动，才能对得起党和政
府给我的这个荣誉。”史国夫说。

省劳模史国夫坚持6年
每天清扫10个河道和水塘

做绿水青山的
“守护人”

史国夫在清理河道。

陶瑾在电缆线中穿行作业。

王式金正在工地上忙碌。

方晓晶为社区干部上课。

周勇（左一）正在传授医疗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