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篷军”里的新家
虽然秋意渐远 ，冬意逐近 ，但在被

两座青绿淡黄山脉呵护的铁峪铺车站显
得格外美丽大方。由十八节绿皮车厢组
成的一列火车长列 ，静静停靠在站 内 ，
好像 在 等待 主 人 的 召 唤 ，随 时起 身 出
发。如果不说这是铁路职工 日 常工作居
住休息的列车 ，你绝对不会对它另眼相
看。这就是西安铁路局西安工务机械段
职工在外工作的一个 “家”。

西安铁路局工务机械段是 一个在
西安铁路局局 管范 围 内 进行线路大修
施工 的单位 ，他们 的工作必须到 正在
运营 的铁路线上去施工 ，必须 围 绕着
万里铁路线转 ，条件十分艰苦 。每次
外 出施工 ，职工人数合起来达 1000余
人 ，而工作 时 间 少 则半月 一 月 ，多 则
两 三个月 甚 至 半年全年 。但 因铁路沿
线大都远离各地城郊 ，深处 山 区和荒
郊偏远地段 ，为 方便职工 日 常工作生
活和提高施工效率 ，职工们平 日 施工
间休都是生活在 由 原来淘汰下来 的绿
皮客车改造成 的宿营车里 。职工 因工
作需要长年累 月 以宿营车为 “家”，铁
路修 到 哪 里 ，这 个 “家 ”就 搬 到 哪
里。这个 “家”也被职工们称为 “大
篷车”。

提及 “大篷车”的历史 ，这个段
46岁 的老职工梁继才说 ，当 时住的宿
营车是 由 淘汰的 闷 罐车 、绿皮车等各
种车体改造而成 的 。由 于宿营车条件

差，“夏天午睡在车下 、去厕所要走
一里地 ，吃饭成排蹲车下 ，开会坐马
扎 ，学 习娱乐没地方 ”一度成为 工务
职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

近年来 ，西安铁路局和该段不断
加大投入 ，筹 集 专 项 资 金对 150辆路
用 客车进行 了 改造 ，给这个段 的职工
建 了 个新 “家”。新改造 的宿营车集
职工生活 、学 习和娱乐为 一体 ，让职
工彻底告别 了 条件简 陋 的 “大篷车”，
现在职工们在外也能过上如 “家 ”的
生活 。

提起现在的 “新家”，清筛三车 间
职工 陈宝军高兴劲儿溢 于言表 。做线
路工快 30多年的他 ，提起宿营车 ，他
有很 多要说，“即将淘汰 的软卧车厢
改成 了 宿营车 ，条件提高 一大截 ，现
在是 四人一 ‘屋 ’的房 间 ，房 间 虽然
不大 ，却设计合理 ，井然有序 。除 了
必备 的床和桌椅外 ，还有 电视、VC
D 机 ，有 的 房 间 还 配 备 了 笔 记 本 电
脑 。因为作业 时 间较长 ，我们 以前去
工地施工 ，职工们 出 来总 是大包小裹
地带上生活用 品 。现在 ，从被褥到 暖
瓶 、茶杯 、脸盆 ，就连毛 巾 、洗衣粉
都全部齐备 ，职工们可 以 “一 身 轻 ”
地走出家门。”据陈宝军讲 ，原来职工
出 来最开始是住工棚 ，到 后 来住 闷罐
车 ，近十号人窝在 一起 ，大家生活一
直很邋遢 ，用 “脏 、乱 、差”形容一

点不为 过 ，而早晨起来不叠被子 ，脏
衣服到处乱扔 ，有 些老爷们脚臭 的能
把人 熏 晕 。现在 宾馆式 的 住宿环境 ，
让 “懒人 ”不好意思再懒 了 ，不仅 内
务整理得不错 ，而且进车就换鞋 ，回
来就洗脚 ，勤快多 了 。

职工 王 伟说 ，以 前 一 出 来工作 ，
女 朋 友 就 不 放 心 ，总 是担 心 他 的 身
体 ，几乎天天给他打 电话 ，有 时一天
甚 至打几次 电 话 ，现在 已婚的妻子知
道他们在野外也能住 上 “星级宾馆 ”
了 ，就连电话打得也比以前少 了 。

“ 那时取火做饭 ，是在驻地上烧
炉子 ，浓烟滚滚 ，很脏 。冬天 ，炉子
烧不好 ，特别冷 ；夏天在野外 ，蚊子
叮得满 身 是包 ，而 且用 水都是一桶桶
地挑 ，真是没少 遭罪 。现在好 了 ，车
里 的厨房就是 一 个标准化酒楼后厨 ，
冰箱 、蒸柜 、和面机 、电磁灶 、储藏
室一应俱全 。原先 ，冬天做饭冷死人 ，
夏天做饭蒸死人 ，现在 电 暖气 、风扇配
备齐全 ，我们为伙计们做起饭来也是得
心应手。”说起现在的 “大篷车”，清筛二
车间厨师刘星豪感慨万千 。

笔 者 从 “大篷 车 ”出 来 的 时候 ，
正赶上工人们收工 回来 。厨房里大师
傅正在忙着用特大号 的锅做着西红柿
炒鸡蛋 、回锅 肉 、宫保鸡丁……旁边
正在蒸馒头 的蒸笼热气腾腾 ，好像是
在迎接功臣们的凯旋归来 。　（邵旭华 ）

1 1月 8日 ，参 加
2012年 咸 阳 纺 织 行
业 职 工 技 能 大 赛 有
梭 工 序 的 选 手 在 西
北 二 棉 进 行 了 操 作
技 能 观摩 ，以 达到 交
流 增 友谊 ，竞技促提
升 的 目 的 。图 为 西
北 二 棉 参 赛 选 手 正
在 进 行 操 作 技 能 示
范表演 。

石桥 刘英 摄

西航公司

加 大培训 力 度确保精益管理上 台 阶
本报讯　近 日 ，中航工业西安航空

发 动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隆 重 举行
2012年六西格玛绿带 、黄带 、精益班
组长毕业典礼，135人成为该公司新一
轮的持带人员 。

据悉 ，中航工业西航 自 1998年导
入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开始 ，不 断创 新

方 法 、拓 展 思 路 ，扎 实 深 入地 开 展
六 西 格 玛 管 理 工 作。公 司 不 断 健 全
的 组织 机 构 和 激 励 机 制 为 精 益 六 西
格玛 的 成 长 提供 适 宜 的 土 壤 ；精 心
编 写 了 各 类 书 籍 传 播 精 益 六 西 格 玛
理 念 与 文 化 ，以 多 种 形 式 打 造 持 续
改进平 台 ，拓展 管理创新思路 。

精益六西格玛管理 已被提升到 西
航 发 展 的 战 略 高 度 ，并 逐 步 进 入快
速 发 展 期 和 稳 定 推 进 期 。精 益 六 西
格 玛 方 法 理 念 已 经 成 为 中 航 工 业 西
航 提 高 质 量 、降低 成 本 、实 现 企 业
价值最大化 的一项强有 力 工具 。

（ 马 宽新 彭 靓 ） “喜迎十八大 延长人的歌”系 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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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石油 百 年 的发展史就是 一部
与 中 国政治 生活 、党 的 建设息 息 相关
的政治史。1935年 ，延长石油成立 了
第 一 个党支 部 ，工 人 阶级 当 家 作 主 ，
广 大职工埋头 苦 干 、无私 奉献 ，为 中
国 革命胜利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 。
如今的延长石油 ，已经拥有 800多个基
层党组织、1.94万名党员 。

5 年来 ，各级党组织 团结带领广大
党 员 和数万名 职工 团 结奋进 、迎难而
上 ，全 力 抗击金 融 危 机冲击 、石油市
场动荡风险 ，战胜严重 自 然灾 害 ，党
的建设和企业改革发展齐头并进 ；

在企业重组融合过程 中 ，在 各板
块 的调整整合 中 ，各级党组织主 动适
应形势任务 要 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立足实 际 、解放思想 、深化
改 革 ，以 党 的 工 作 助 推 企 业 “一 盘
棋”格局 ；

因 为积极探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
的选人用人机制 ，党委为企业发展提供
了 坚强的组织保证 ；因为坚持紧紧依靠
职工办企业的思想 ，党委让广大职工切
实享受到了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 。

这就是延长石油集 团各级党组织 5
年来开创 的 党建工作新局 面 。从 2007
年 开 展 “四 好 ”班 子 创 建 活 动 ，到
2008年争先创优活动 ，到 2009年学 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再到 2010年学
习 实践活动 回 头望 、创先争优和建设
学习型党组织等活动 ，直到 2011年深化创先争
优和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5年来 ，延长石油
集 团公司党委始终以党的宗 旨 围绕企业中心工
作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以思想政治 、企业文化
凝聚人心 ，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

截至 目 前 ，延长石油集 团党委实施领导干
部点评和党员公开承诺 ，建立党员 先锋 岗 631
个 、示范岗 1375个 、责任 区 986个 ，解决 民生
问题 132个 。今年 ，按照 中央要求 ，延长石油
集 团提出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主题 ，着力
提升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把创先争
优活动不断 引 向深入 ，集 团党委出 台 了 《关于
开展 “531”党建示范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经过层层推选 ，确立了 5个示范党委、30个示
范支部、100个党员 示范 岗 。这些活动主题既
重点突出 ，又环环相扣 ，既符合中央 、省委的
总体要求 ，又与企业发展要求相适应 ，保证 了
创先争优活动的有效开展 。今年以来 ，集 团党
委为 了把基层组织建设年引 向深入 ，形成创先
争优长效机制 。

在开展的各类活动中 ，各级党委着眼生产
经营和项 目 建设等中心工作 ，教育 引导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 员 干部立足企业实 际和本职 岗
位 ，开展 岗 位建功 、岗 位 奉献 、岗 位创效活
动 。油 田 公司组织 300多名党员成立油井普查
组 ，对数万 口 油井进行测产 ，解决 了长期以来
单井计量不准的 问题 ；研究院 以党员为骨干 ，
研究突破陆相页岩气勘探的关键难题 ，取得非
常规天然气勘探历史性突破 。特别是在延炼
“ 10.21”山体滑塌抗灾抢险中 ，炼化公司及延
炼 、化建的广大党员 勇挑重担 、攻坚克难 ，为
抢险任务圆满完成做出 了突出贡献 。

党建工作在将企业中心工作与凝聚十万职
工群众完美对接的同时 ，也催生出延长石油特色
鲜明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重塑 ，亦成为党建
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发挥助推功能的又一体现 。

延长石油具有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延长石油积淀了 丰富
厚重的传统文化 ，形成了 以 “埋头苦干 、开拓

创新 ”为 核 心 的 企业精神 ，也 成为 了
“ 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延长
石油处于革命 、建设 、改革 、发展的各
个历史时期 ，这些优秀文化都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促进了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 。近 年 来 ，延长石油 大 力 弘扬
“ 埋头 苦 干 、开拓创 新 ”的企业精神 ，
并不断赋予新的历史内涵 ，巩固 了广大
员工 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不断
重组兼并的发展中 ，延长石油坚持兼蓄
包容 、求 同存异 ，针对企业背景不 同 、
文化特色各异的情况 ，采取多种方式促
进内部文化相互融合 ，大大增强了企业
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

2012年 7月 ，延长石油发布企业文
化建设成果 ，以 “汇聚能源 、延长价值 ”为
企业使命、“求实 、诚信 、奉献 、责任 ”为核
心价值观、“资源为本 ，科技引领 ，发挥优
势 ，创新致远 ”为发展理念等 12项传承
百年企业文化 ，体现行业特色 ，符合企业
发展实际 ，贴近职工意愿的企业文化成
果正式落地 ，标志着延长石油企业文化
建设迈入新型发展阶段 ，对于延长石油
冲刺世界企业 500强 ，建设令人 尊敬的
创新型国际化现代能源化工企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文化是人的文化 ，企业文化以其独
特性 、继承性 、相融性 、人本性 、整体
性 、创新性 ，在企业发展中播种一种观
念 ，无论是 “汇聚能源 、延长价值”的

企业使命 ，还是 “求实 、诚信 、奉献 、责任 ”
的企业价值观 ，亦或 “埋头苦干 、开拓创新 ”
的企业精神 ，无不体现着延长石油以人为本的
思想理念 。企业文化的形成主体是员工 ，在贯
穿于整个企业文化建设的主线中 ，团 结员 工 、
凝聚员工 、激励员工 、维护员工 ，充分调动每
一 位 员 工 的 工作积极性 ，激发 员 工无限 的 潜
能 ，用广大员工的力量去建设延 长石油 ，发展
延长石油 ，实际上就是倡导职工 “快乐工作 ，
健康生活”。

首先 ，让职工有争 当 主人翁的快乐 。职工
主人翁地位体现为企业 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鼓励人才干事业 、支持
人才干事业 、帮助人才干事业 ，为每位职工提
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 ，从而将企业发展与个
人前途紧密联系在 了 一起 。职工主人翁地位还
表现在信任 、放权 ，由 下而上的 民主管理 ，依
法保障职工政治权益 、经济权益 、文化权益 、
劳 动权益 ，努 力 形成企业和职工 利 益 共 享 机
制 ，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

其次 ，从关注工作到关注生活 。实实在在
地为员工做好事 、解难事 、办实事 ，着力营建
和谐幸福的文化氛围 。定期开展 “送温暖”活
动 ，使 困难职工家属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组织的
关怀和企业 的 温 暖 。而 常态化开展职工 运动
会 、联欢文艺晚会 、演讲比赛 、篮球比赛等丰
富 多 彩的业余文化活动 ，使 员 工既放松 了 身
心 ，增进 了 交流 ，又满足了个人与企业的归属
感及对活动开展的参与需求 。

还有 ，从关注生活到关注精神 。五年来 ，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党群组织广泛开展摄影作品
征集 、有奖征文 、读书学 习 、演讲比赛职场解
压等活动 ，形成积极 向上 ，和谐健康的精神氛
围 。把 员 工职业发展 与 企业 战略发展凝结统
一 ，最终使员工实现 “立足 岗 位 、建功立业 、
实现 自 我”的精神需求 ，让员工在充满希望的
工 作 生活体验 中 最大化孕 育和绽放快乐 、和
谐 、幸福的积极因素 ，从而推动企业和谐健康
发展 。　白 栋　本报记者　刘 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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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为 了 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当这一连 串 的问句 出现在 《人民 日 报 》评论
文章中时 ，我如被当 头棒喝 ，回想工作至今 3年
多来 ，我的理想 、愿望 、生活果真如当初刚出校
门 、满腔热血时所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 、绚丽多
彩吗？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过什 么样的生活 ？
诸如此类 的 问 题 一 直在心头久久萦绕 ，挥 之 不
去 。

10月 31日 ，《陕西工人报 》报道 了 该报记
者采访青石崖的通讯文章 ，并用 了近乎两个版的
版面将之前 于 1988年、2001年、2004年三 访青
石 崖的 图 文报道进行 了 整理编发 ，在读到 1988
年除夕之夜 ，杨文斌凌晨4点在没过胸 口 的大雪
中巡道 ，雪大风冽 ，举步维艰 ，眼瞅着就要误了
碰头换牌时间 ，这个年仅23岁 的七尺男 儿因担
心耽误工作而忍不住在雪地里大哭起来时 ，我的
某根神经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不禁潸然泪下 ，各
种辛酸和心疼涌上心头 。

23岁 ，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小伙子 ，却将 自
己的青葱岁月 与这大山作伴 ，与寂寞相依 ，在这
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做到恪尽职守 ，尽职尽 责 ，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情怀？青石崖 ，这个四等
小站 ，也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 下 ，通过一代
又一代人的努力 ，使得小站的站容站貌悄然发生
了变化 ，旧貌换上了新颜 。

而如今我们想要的生活难道不也正是要依靠
这样的精神力量才能换取得到的吗？

今天 ，当 我们坐上和谐号动车组 ，列车驰骋
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时候 ，你可知道那是几代铁路
人不计得失 、扎根山 区 、默默奉献换来的 ；当我
们坐在火车上欣赏那绵延千里的铁道线时 ，你可
知道那是铁路人用 不怕苦 、不怕死的大无畏精
神 ，开山放炮 、镐挖肩扛 ，在崇 山峻岭之间开凿
出 的 战略大通道 。几十年的寒来暑往 ，烈 日 严
霜 ，不知催白 了 多少红颜绿鬓 ，压弯了 多少虎背
熊腰 ，铁路人就是在这样不断嬗变中长征 ，期间
充塞着无数斑斓的色彩 ，喧嚣的声音 ；无数荣枯
成败 ，悲欢跌宕 。

此刻我才明 白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并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否还有一种精神能够激励
着 自 己大步向前 ，坚定前进 。

我所追寻的答案此时已豁然于心 。
读者 于 海

火车又过青石崖
——读 《陕西工人报》四 位记者25年 四 访青石崖车站有感

三面环山 ，一面临崖 ，宝成线上
一个四等小站 ，这就是青石崖车站 。
因为工作关系 ，我们单位的火车司机
长年累 月 驾驶列车从这个小站经过 ，
火车司机与车站值班员 四 目 相视只是
一瞬间 ，列车就掠过这个小站 。

读 完 2012年 10月 31日 刊 登 于
《 陕西工人报 》上的 韩庚 、刘公望 、
章琦 、刘鹏 四 位记者 25年 间 四 次采
访青石崖车站的通讯 ，使我陷入了深
深的沉思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一次又
一次吸引 了记者的 目 光？使他们一次
又一次踏上了青石崖车站的站台？我
仔细在四篇采 访文章的字里行 间寻
觅 ，在朴实的文字中找到 了 ，那就是
在寂寞 、单调 、枯燥中 ，车站职工的
那份坚守 、那份执着 、那份热爱 、那
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

那些从青石崖车站驶过的 6Y1，

6G，SS1，SS3，SS4，SS5，SS6，
DJ1，HXD3型 电 力 机车 上 ，一 代又
一代的火车司机风里来雨里去 ，难以
数清 ，他们安全顺利地完成过多少趟
次的 “专特运”任务？多少趟次的旅
客运输？多少趟次 的抗震救灾物资 ？
这些保证铁路大动脉畅通的平凡铁路
职工 ，奉行着 “日 常状态就是最佳状
态 ，个人水平就是最高水 平 ”的 信
念 ，在千里铁道线上演绎着传奇 。

“ 蜀 道难 ，难于上青天”。这道
被古人视为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猿

猴欲渡愁攀援”的天险 ，如今被我们
轻松地踩在脚下。青石崖车站的铁路
职工和驾驶钢铁巨龙行驶在青石崖车
站上的火车司机 ，只是祖国万里铁道
线上千千万万个职工的缩影。因为有
他们的坚守 ，宝成铁路秦岭区段牵引
重量才从最初的 800吨到提高到如今
的3500吨 ，这条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
路 ，这条中国 电力牵引的试验场 ，向
人们诉说着那逝去的峥嵘岁月 和铁路
人的深情守候。

西铁新丰镇机务段 朱战 军

山 ，还是那座山 ，梁 ，还是那道梁
《 陕 西 工 人 报 》历 时 25

年 ，老中青四位记者持续报道
了青石崖车站 ，我是怀着挑剔
的心理读完四篇文章的 ，我想
知道报纸究竟发掘到怎样的
新闻价值？又将怎样展现这
种价值？

一 座普普通通 的车站一
群普普 通通的职工却得到 了
媒体的终年关注 ，这与当今许
多媒体热衷追逐 明 星生活花
边新 闻 的格调形成的反差是
极大的 。因此 ，我感到震惊 。
正如编者说：“这里是隐没 与
遗忘在时代洪流里的青石崖 ，
这里根本不 出产 ‘新闻’”。所
以我也要谢谢该报的记者和
编辑 ，正是你们以这种独特的

视角 这种深入基层生活的精
神这种对事业的专注 ，才使我
们深深感受到 了 平凡 中 孕育
的伟大 。

25年来 ，就在这个弹丸之
地也发生 了 巨 大 的变化 。过
去那一排排简 陋 、低矮 、潮湿
的小平房都变成了 “小洋楼”，
吃水难 ，信息沟通难得到极大
改善 。这 同样反映 出 各级组
织对基层职工文化生活的浓
情 厚 意 。因 此 ，我 感 到 欣
喜。同样令我一喜的是那种敬
业爱岗的奉献精神得到了传承
和发扬。四篇文章里出现的各
色小人物现在都几乎成了更高
层 次 更 大 舞 台 的 行 家 里 手
了 。是的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

底就是人的发展 ，从这个角 度
看 ，孤独和寂寞也铸就了他们
另一种性格——坚守和奋斗 。

青石崖车站是美 的 ，高 、
峻 、险使她成为一座云中的美
丽车站 。其实 除 了 地势险峻
之外 ，她跟全路其他五千 多
个车站 一 样平凡 ，越是景 色
秀 美 其 实就越要 付 出 更 多 ，
越是平凡无奇就越是需要纯
洁心灵的支撑 ，这是人与 自
然 、人与 社会和谐的美 。因
此 ，我感到美 。

山 ，还是那座山 ，梁 ，还是
那道梁 ，青石崖还是那个青石
崖 ，不变的是她的脊梁 ，是铁
路平凡职工的奉献 ！

读 者　邵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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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月 23日 ，我 陪 同 陕西工人报记者
刘鹏走访青石崖车站 ，在这之前 ，我也仅
仅因为工作关系来过车站一次 。因为错
过了去车站唯一的一趟通勤火车 ，站长刘
思成选择了 坐汽车到隧道 口 ，然后再走五
个隧道到车站的方案 。

走隧道很危险 ，因为隧道里线路有 曲
线 ，瞭望不好 ，而且没有照明 ，仅靠手电微
弱的光 ，踏着轨枕前行 ，刘站长再三强调 ，
一定不要走散 。

天公不作美 ，突然下起 了 小雨 ，深秋
的 山 里本来寒气逼 人 ，此 时愈加显得 阴
冷 ，路面更加湿滑难走 。厚外套显然抵挡
不住寒气的攻击 ，此时我都已经瑟瑟发抖
了 。初次遇见这种踏着轨枕和时不时硌
脚的轨距杆前行 ，刘鹏看起来 明 显 不适
应 ，行走 比较艰难 ，但他手里的相机依然
是不停地拍着 。

按计划要看看车站取水的水源 ，刘站
长说下雨路太滑 ，天也冷 ，就在房子暖和

暖和 ，不去 了 。但为 了能全面 了 解车站 ，
刘鹏还是执意要去 ，站长也拗不过。水源
在距车站五百米远的 山脚旮旯处 ，是一个
山 泉 。高一脚 ，低一脚走到水源处 ，亲 眼
目 睹取水的艰辛之后 ，他才回到车站 。

我们知道车站的蔬菜都是休班职工
上班的时候从家里带来的 ，所以谢绝了站
长的晚饭邀请 ，匆匆赶回了宝鸡 。

这 一路的采访给我印象深刻的便是
工人报记者执着细致的采访过程 。从职
工 的 衣 食 住 行 到 收 入他 都 详 细 加 以 记
录。他说当这些素材汇整成稿件 ，青石崖
的一切将会被历史保存 。

看 了 陕西工人报前三次青石崖车站
的采访报道 ，当 时艰苦的程度我现在简直
不敢相信 。好在有25年来社会 、科技的进
步给青石崖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还会继
续下去 ，企盼工人报纸用独特的视角 继续
聚焦这里的脉动起搏 ，继续观察这里的行
进姿态 。　读 者　张 宝 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