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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奉献需要讲述，他展现的将是一段长
达9年的帮扶故事；如果坚守需要诠释，他书写
的必是艰险时刻最美的“逆行”。48岁的党晓春
是陕焦公司综合企管部副部长。说起他，陕焦
无人不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用正直坦荡、真心诚
意、热情和善、乐于帮人等词语用来形容他再合
适不过，参加工作三十余年来，党晓春用一个个
平凡的故事书写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大爱无言，扶弱救困显真情
从2008年起，党晓春开始担任陕焦公司炼焦

车间、焦化一厂等单位的工会主席。作为“娘家
人”，照顾公司三名精神病患者长达9年时间，党
晓春不仅对他们的生活起居特别上心，点对点进
行帮扶，积极为他们争取困难救助，先后为他们在
耀州区董家河精神病院、富平县华朱精神病院、渭
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办理住院手续30余次，因其走
失、出逃赴西安、阎良、高陵等地找寻7次。

在这 9年义务照顾精神病患者期间，党晓
春也受到患者攻击和他人无数次误解，但他却
从未想过放弃。“记得有一次深夜，我突然接到
职工宿管的电话，一名精神病患者走丢了！我
一下子就懵了，三更半夜的，要是出了事可怎么
办？我赶紧开车沿路寻找。从富平到阎良，他
常去的地方我挨个找了一遍，但始终没找到他
的踪影。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接到了咸阳
机场工作人员的电话，原来患者思念过甚，想独
自一人去寻找远在南京的亲人。我马不停蹄
地赶到咸阳机场，找到患者后，他拒不回家，大
吵大闹，我也被乘客围观拍照、指点误解，虽然
有点尴尬，但我心里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
安抚好他，把他安全带回家。”党晓春回忆。而
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党晓春早已习以为常。

几年来相处照顾，他们把党晓春当成了自
己的亲人，有什么事情总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党
晓春。渐渐地党晓春也成为他们在发病过程
中，少数几个能管得住他们的人之一，工友情
化为亲情，看着他们信任的眼神，党晓春走在
扶弱救困路上的脚步也更加坚定。

临危受命，疫情防控除风险
2020年新春佳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阻挡了人们回家团圆的脚步，也让
党晓春披上“铠甲”走上了“战场”。

身为公司综合企管部副部长，党晓春第一
时间赶赴疫情防控一线，并先后对员工进行
了三次大的摸排和清查，累计摸排人员 7000
余人次；排查外委施工、外聘人员 300余人次；
对公司 2000 余名职工建立了《陕焦员工健康
信息登记表》，建立外来人员健康信息登记表
260份，对 800余外来人员登记建档；组织全体
员工和外来人员进行省、市、县三级“健康码”
填报，确保了疫情防控信息登记“不漏一人”，
身份核查“不漏一人”，体温上报“不漏一人”，

属地管控“不漏一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不断严峻，党晓春深

感压力徒增。陕焦地处渭南市和铜川市的交
界处，虽然属地是渭南市，但企业大部分员工
都居住铜川新区，随着疫情期间各地交通管制
的不断严格，员工上下班成了困扰党晓春的头
等大事。为此，他一方面协调车间，妥善安置
暂时不能回家的员工，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架子
床、棉被等物品，还多次到他们的临时“宿舍”
嘘寒问暖，让大家感到了家的温暖。另一方面
加强与铜川市卫健委、交通局、公交公司、地方
政府的沟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陆续解
决了职工出行问题。同时，在复工复产期间，
他还向地方政府报备、协调处理外来人员食宿
问题 180余人次，确保了生产工作稳定开展。

“党部长，你这都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嫂子
不生气吗？”

“这有啥好生气的，你嫂子这点觉悟还是有
的。再说咱是党员，关键时刻不冲上去，怎么对
得起胸前这枚党徽！”

疫情防控以来，党晓春一心为公，始终站
在公司疫情防控第一线，“白+黑”“5+2”对当
时的他来说是常态。白天，他忙着梳理各单
位报上来的员工测温数据、消杀数据、员工出
行信息等。晚上，他穿上自己的军大衣，拖着
疲惫的身体在寒风刺骨的夜里，一边调动协
调各部室值班领导疏导交通，一边带领着防
控小组为员工查体测温。滴滴雨雪中，点点灯
光里，党晓春一手拿着喇叭，一手拿着测温计，
穿梭在陕焦公司的南、北门，因为消瘦而显得
宽大的军大衣在黑夜里变成了他的“铠甲”，和
他一起保护着陕焦这片“净土”。 （张静云）

用奉献和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党晓春

昔日的技术状元，今天的助残典型。他为
左邻右舍排忧，是热心助人的“及时雨”；他到老
年公寓服务，是尊老爱老的志愿者；他用纯朴和
善良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用一
颗爱心传递真情，温暖一片天空。他的名字叫朱
学明，是澄合矿业电力分公司社服车间的一名电
工，被陕煤集团评为2020年度“最美员工”。

服务居民，点亮矿区万家灯火
今年 50岁的朱学明，主要负责澄合矿区西

区二矿和权家河社区 1100余户居民供电的维
护工作。两年来，他用责任心和“举手之劳”，保
障着居民们的安全用电，被大家称为“及时雨”。

2020年7月22日晚，二矿社区乌云密布，雷
雨交加。为保障社区居民安全用电，他和同事
一起迎着雷电、冒着瓢泼大雨进行巡线。当晚
10时 30分，他们发现桥沟队、工人村供电架空
线路被大风刮断，便立即进行处理，直到凌晨两
点才恢复临时电源，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光明。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供电改造期间，他相继对
1100余户居民的空开进出接线进行一一紧固，
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居民们的肯定。

“平时家里遇到电路问题，大家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打电话给朱学明。他总是随叫随到，基
本上每次都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车赶过来，给大
家修电路。”提起朱学明，社区居民们赞不绝口。

机缘巧合，毅然投身公益事业
2019年，热爱写作、朗诵、镌刻绘画的朱学

明，在一次偶然情况下，来到澄城县福苑老年
公寓和残疾人托养中心慰问演出。当看到两
鬓斑白的老人和残疾人脸上灿烂的笑容与期
盼的眼神时，他的心被深深触动。此次爱心之
旅后，朱学明一到休班时间就去养老院帮忙修

剪花草，陪老人聊天，帮助残疾人创业，为大家
解决实际困难。

老年公寓有一位 85岁高龄的老人，患有脑
梗。朱学明就是在老人因脑梗失去语言功能
的时候以志愿者的身份接触老人。老人性情
变得很急躁，朱学明就一遍又一遍尝试用他的
方式去照顾老人，告诉老人自己属狗，让老人尝
试着叫他“狗狗”。老人咀嚼功能减退，朱学明
就将食物捣碎，一点一点地喂老人进食。

“朱学明每次来公寓，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这
位老人。当老人闹着找他时，我们就会说，您乖
乖吃饭，不要闹，我就给小狗狗打电话，让他来
看您。听到这话，老人就会安静很多。”老年公
寓护工徐润华说道。

现在，只要朱学明一跨进公寓大门，好几个
老人都能精确地说出他几天没来了，大家都把
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身残志坚，为残疾人点亮灯塔
自 2018年 4月份开始，朱学明就利用业余

时间到因残致贫的贫困户家中走访，帮助他
们。两年多来，他的足迹遍及方圆 1121平方公
里的渭南市澄城县境内，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这些都是发生在他右眼失明后的事情。

2017年3月，朱学明因双眼视网膜脱落，导
致左眼高度近视，右眼视力仅为0.05，被认定三
级残疾，这让一向乐观的他一度失落。动手术
时，孩子在部队服役，爱人在北京做家政服务，
都不能回家照料他。最终，在同学和朋友的帮
助下，他才慢慢走出困境。

“因意外，我成了一名残疾人，别人帮助了
我，所以我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力所能及地去
帮助更多残疾人。”说起加入澄城县残疾人托养

中心这件事情，朱学明说出了自己的初衷。
为了让残疾人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
坚定就业和创业的信念。公休期间，他奔赴富
平等地，积极调研残疾人创业项目。在他的积
极沟通协调和多方奔走下，2019年，澄城县残疾
人托养中心爱心纸花店开业，直接安置 8名残
疾人就业；举办了残疾人手工艺制作培训班，50
名建档立卡残疾人贫困户在这里学到新手艺，
人均年增收入 750元；2020年 9月，经他与澄城
县残联积极协调，他们的福苑爱心豆腐坊也正
式营业了。

“16岁时，我第一次帮助一名残疾人同学，
一直把他背到毕业；18岁时，又帮助一个残疾老
奶奶三年。从 2018年到现在，我一共帮助了
314户残疾贫困家庭，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
起的，因为这是做人的本性。我认为，比寻找温
暖更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变成一盏灯火。”颁
奖晚会上，朱学明说出了自己日复一日、持之以
恒帮助他人的动力支撑。 （薛双娟 梁院侠）

热心助人的“及时雨”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朱学明

王志诚是榆林定边人，今年 28岁，毕业于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采矿工程专业，2016年加入
榆北煤业曹家滩矿业公司。从液压支架工到
掘锚机司机，再到掘进班班长，他迅速成长，
全程跟踪、改造、应用全国首套快速掘进成套
装备，把班组打造成攻坚团队，对在磨合期中
出现问题的成套设备进行了 200多项技术和
部件改进。设备生产厂家在他们提升改造的
基础上，先后研制了 2.0、3.0版本的升级版，最
终实现了曹家滩掘进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刷
新了一项又一项快掘速度纪录。

立下“军令状”，救活全国首套快掘系统
2019年1月，曹家滩掘进区成立，王志诚担

任班长。5月，全国首套自主研发的掘锚一体机
到矿，但是这套设备问题重重，掘进工作几乎停
滞。从专家到厂家，再到一线掘进队员，都傻眼
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王志诚当

时心里极其不服气，暗暗下决心，要“治好”这台
设备。他开玩笑给区队长说，能不能让他们“死
马当活马医”？区队请示公司，答复是只要能救
活这套设备，怎么研究都可以、多少经费都给、多
少人都配。王志诚当即立下“军令状”，不救活这
台设备，这辈子就和它“过”。

为了尽快解决设备存在的问题，王志诚带
着大家按紧急程度分类处理。首当其冲的问
题就是快掘系统中的“带式转载机”，初始设
计 60米，因为太长太重，很容易造成“锚杆钻
车”侧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志诚带领队
员天天钻研，大胆试验，最终确定方案后，在
井下足足呆了一天一夜，他们每次将皮带剪
短 3米进行调试。剪了一次，试了不行，再剪
短 3 米再试，最后发现剪到 51.30米才是最合
理的尺寸。最终将精度定格到厘米的水平，完
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此外，快掘系统向前推移时，时常会出现
卡死、颠簸等问题，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毛病无法
修改，除非返厂再造。王志诚不信邪，带着大家
反复试验，经过几十个方案的试验后，最终得出
最好的办法是给滑移机构增加滑靴装置。

类似这样的改造比比皆是，在他的带领
下，班组一共实现了“人机协同安全防护系统
优化”等十大类 102项提升改造，王志诚一人
就研发了 35项，彻底救活了全国首套快掘系
统。全国首套快掘系统改进完善前后对比，掘
进速度在一年内提高到了四倍，从 0.25米/工
提高到的 0.99米/工，人员用工减少了 75%，各
项费用节省了1800万元。

只作“第一名”，“曹家滩速度”创多个业界第一
“我家在农村，从小爸妈就嘱咐我，要扑得

下身子做事。”王志诚说。对于他来说，煤矿井
下，更是一个需要扑下身子做事的世界。

王志诚自从进入采矿工程专业，就时刻准
备着扑下身子大干。在当了掘进班长的第一
天，他给班组定了一系列误时制度，入井速度必
须要保证是全公司第一个入井的班组，井下交
接班时间不允许超过10分钟，生产影响误时严
格落实考核到个人，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保质保
量完成生产任务，班组职工每天的收入基本都
有保障。一步顺步步顺，班组达到凝心聚力的
良好局面。

针对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他提出了“质量
是安全生产的命根子，质量不行必须推倒重来”
的质量理念。班组所有成员下井，都要随身携带
尺子、绳子和本子等，随时随地对巷道质量进行
检查，严把每道工序、每个环节，不放过毫米误
差。即使超出误差再少，也要严罚，正是这样“严
到无情、细到极致、实到苛刻”的质量意识，生产
一班掘进的巷道质量合格率月月保持100%，所
过之处被誉为“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样板”。

2019年9月，王志诚班全月进尺达1185米，
单班最高进尺 42米。2019年 10月又创下了单
班进尺 43米，圆班 82米的掘进记录，掘进进尺
2020米，打破陕煤集团单月单巷最快掘进记录，
创造了全国大断面煤巷掘支运平行作业施工的
新纪录。他所在的班组被榆北煤业公司授予
2019年度“安全先进班组”荣誉称号，他个人也
被授予“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张科）

志于掘进 成于快掘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王志诚

陕建机股份公司汪许林在
港珠澳大桥、平潭大桥、广州圆
大楼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中创新贡献，在数十座地标
式超高层建筑中抛洒智慧，三十
余项核心技术专利见证了他的
独具匠心，被陕煤集团评选为
2020年度敬业奉献“最美员工”，
这就是青年人的楷模。

攻坚克难的先锋
“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史

无前例的海上“建桥禁区”。庞
源租赁常务副总经理、广东庞源
公司总经理、特殊项目技术策划
总监汪许林和他的团队发挥聪
明才智，凭借可靠的技术方案、丰
富的施工经验、完善的服务保障，
日以继夜奋斗四个春秋，圆满完
成了这项举世无双工程中的参建
项目，获得了建设方高度赞誉。

广东庞源公司承接了该大桥
的主体工程、西人工岛、旅检大
楼、两座“中国结”主桥墩等项目
的塔吊设备现场技术服务工
作。施工中，汪许林带领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经验丰富的安拆工
人及现场管理人员，针对港珠澳
大桥所在伶仃洋附近海面环境
恶劣，台风多发的现状，从塔吊
的选型、基础埋设、塔吊安装拆
除、附墙顶升、塔吊防台风、防碰
撞等一系列关键环节进行精心
设计，成功解决了附墙与斜拉
索、施工电梯空间矛盾关系中的
受力安全难题。运用大型浮吊、
大型塔吊分段分解、柔性锁紧等
技术，成功攻克了销轴在两个不同步、摇摆
构件中快速定位、紧固的塔式起重机行业安
装技术难题，最终高质量圆满完成这一技术
复杂、施工难度高、工程规模大、集桥岛隧于
一体的超级跨海工程中的服务项目，创造了
海面浮吊安装经典案例，受到承建单位的充
分肯定和褒奖。他本人被中国工程机械工
业协会授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工程
机械行业突出贡献人物”殊荣。

在参建项目中，汪许林善于创新，善于
总结。他不仅亲自编写、修改、指导方案，解
决实际问题，而且还撰写论文，申报了塔吊

高难度的设备研发、安拆与附着
技术等专利近 30 项，其中仅
2019 年申报专利 13 项，并多次
获得了优秀论文奖。这些技术
成果、方法经验为施工难题提供
了解决方案，既保证施工安全和
质量，又节约了生产成本，成为
行业中典范。

亲力亲为的楷模
敢于担当，爱岗敬业。工

作中，汪许林不怕事小、不畏事
难，把广东庞源带向了成熟的
发展之路。

广东庞源公司成立之初，他
通过各种渠道招贤纳士，不断完
善磨炼，团队得到快速成长，个个
都能独当一面，为公司做大做强
打下坚实基础。在开拓市场中，
他亲善亲为，逐个拜访客户，用真
诚和实力感动用户，以科技创新
完成每项困难任务，使公司在市
场上逐步形成良好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汪总就像‘拼命
三郎’敢冲敢做，以身作则，只要
公司需要，事无巨细，他总是无
所不能。在我们眼中，他就是
一个超人。在他的带领下，我
们拿下了很多明星工程，这些
工程我们一辈子都值得骄傲。”
同事们感慨道。

经过多年的积累，广东庞
源公司在两广地区施工行业
中，特别是中建、中铁系统中赢
得良好的支持与口碑，使陕建机
股份公司快步成为中国华南地
区最大最强的工程机械设备租
赁、安拆和维修业务一站式工程
技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成
立十年来，公司积极参与房建、
市政、桥梁、工业等大型工程建
设，参建的典型项目除港珠澳
大桥外，还有平潭大桥、广州西
塔、广州东塔、广州圆大楼、广
发证券大厦等大型优秀经典项
目不胜枚举，为当地地标性建
筑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我入职庞源十年，每天都
面临新的挑战，我为是庞源人而

无比自豪，感谢庞源公司为我提供发展平台
和机遇，使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珍
惜每一次挑战，我热爱我的岗位，只要公司需
要，我一直都在！”谈起在庞源租赁多年工作
的感想，汪许林不禁深情流露。

工作之外，他还非常关心员工个人生活，
经常与大家谈心，了解思想活动，并给予帮助，
给团队营造了温暖和谐、积极向上的氛围。

励精图治，天道酬勤，面对成绩，汪许
林没有满足，他仍在默默耕耘，用自己的行
动影响着团队，为企业的持续发展默默奉
献着自己的青春。 （庞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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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坚守跨越山河，有一种执着永不
放弃，有一种承诺“村不脱贫，我不离岗”。王
宏宇作为陕煤集团扶贫干部的代表，是铜钱
村第一任驻村“第一书记”，他这一“驻”就是
六年。同事、朋友印象中的那个英姿勃发、正
当壮年的煤矿安全管理干部，已经变得两鬓
斑白，面容黝黑，乡村范十足。

铜钱村是汉阴县北部最偏远的一个小村
庄，该村信息闭塞，土地瘠薄，经济发展缓慢，
群众生活困难。拥有 10个村民小组，495户
1560人的该村2014年人均纯收入3528元，贫
困户320户913人，是汉阴县著名的特困村。

2014年6月，共产党员、彬长矿业公司扶贫
干部王宏宇初入铜钱村。次年7月，王宏宇作
为陕煤系统首个、汉阴县首批“第一书记”进驻
铜钱村。6年来，他用真诚取得群众信任，用行
动赢得干部点赞，用实干迎来乡村蝶变……

变“输血”为“造血”
六年让738名贫困户脱贫

6年前，作为彬长矿业大佛寺矿安全部副
经理的王宏宇主动要求加入彬长扶贫工作
队，开赴秦巴山区扶贫攻坚。

“到汉阴搞扶贫工作，怎么也比煤矿安
全管理工作简单吧，没想到，起初工作困难
重重。”王宏宇回想自己曾经萌发打退堂鼓
的想法，但当看到村民破旧的房屋、简陋的
家什，特别是那大山深处质朴村民依赖的眼
神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开弓没有回头箭。到村任职后，王宏宇
积极参与贫困人口的入户调查、建档立卡工
作，主动协助支委会、村委会制定脱贫规
划。实施过程中，以发展产业为主要帮扶内
容，对种植、养殖户进行了奖补，对因灾危房
户、贫困大学生进行了救助，及时把扶贫资
金全部兑现到了贫困户手中。

年年帮扶年年穷。为查找“病”根，他
和村干部逐门逐户走访，询问村民所需所
盼，终于找到了影响脱贫致富的最关键原
因——村民们既不愿意流转土地，也不愿
意发展新兴产业，只想靠天吃饭种植大米、
玉米等传统农作物。

“仅靠企业扶贫资金，实施‘输血’帮扶，
治标不治本。”在村脱贫攻坚协调会上，王宏
宇提出，将产业帮扶由全面覆盖向规模发展
转变，鼓励以农民合作社带动贫困户的形式
发展规模产业。

在王宏宇和村委会的积极推动下，该村
先后建起了600亩“杜仲+黑黄豆”种植基地、
存栏 50头的西门塔尔优质肉牛标准化养牛
场、300箱中华蜂养殖点，使铜钱村的产业发
展有了亮点，村民得到了实惠。今年，该村实
现整体脱贫目标。

招商引资加工葛根
增加村民收入240余万元

作为承担扶贫攻坚重任的“第一书记”，
王宏宇总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应该从哪些
方面入手，怎样做才能让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秦巴山区，山大沟深，贫穷的铜钱村 2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植被茂密、绿树参天。这
些铺天盖地的树树草草里面，难道就没有一
点值钱的东西？带着疑虑，白天，王宏宇奔波
田间地头、山林路边，与村民唠嗑交谈，请教
不知名的花花草草的禀性特点。晚上，打开
手机上网浏览查看，寻找商机。功夫不负有
心人，葛根，这个铜钱村遍地皆是的绿色植
物，它那硕大的根须，竟有解肌退热、透疹、生
津止渴、升阳止泻之功，属常用中草药。

守着“宝贝”没饭吃，王宏宇看在眼里急
在心头。他下决心开发葛根，建加工厂，搞深
加工。为了备好课，王宏宇主动到县卫生局、
县农科所向专家请教。“葛根是常用中药材，
但要经过去杂、清净、润透、切片和晒干等加
工程序后，才能入药，如果大规模加工，生产
设备投入较多。”县农科所专家的一席话，让
王宏宇喜忧参半。

数十万元的启动资金哪里来？向单位伸
手？不行，由于受市场下行影响，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帮扶资金按期拨付已属不易。村民
集资，年人均收入3千余元的特困村，村民哪
里能有闲钱办厂。

只能靠自己了，随后，王宏宇经过多方联
系，请来了汉阴县华晔植物公司和河北安国
中药材市场丁经理入村协作办厂，2015年 11
月，在铁佛寺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投资 40
余万元的铜钱村葛根加工厂开业。厂子优先
安置了该村村民李良军、易增平、付功名等10
名贫困户就近务工，秋冬两季生产期，人均月
收入3000元。5年来，秋冬农闲时节，累计收
购葛根2000余吨，增加村民收入240余万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6年，王宏宇光荣入
选安康市优秀“第一书记”，今年9月，他又荣获“能
源扶贫最美先锋战士”荣誉称号。 （弯桂清）

“村不脱贫，我不离岗”
——记陕煤集团2020年度“最美员工”王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