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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高速公路禁止行人进入，

车来车往的多危险啊！这野菜都被融

雪剂污染了，不能吃。”4月30日，临近

“五一”国际劳动节，高速公路上的车

流明显比平时多了许多。省高速公路

公安局白城分局巡逻三大队队长韩涛

和辅警周金龙，也早早就驾驶警车开

始在辖区路面巡逻。记者也随同他们

一起体验巡逻民警的工作。

韩涛和周金龙驾驶警车将大爷送

回家，同时联系辖区养护部门对破损

的护网进行修补。

中午回分局匆匆吃了一口饭，韩

涛和周金龙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洮北区

林海镇铁岭村，与村书记座谈。

“春耕期间，有的村民穿行高速公

路到对面耕地，还有在高速公路附近

放牧、去边沟挖野菜、焚烧秸秆，我们

制作了语音提示，麻烦书记用村里大

喇叭播放一下，给乡亲们做个安全提

示。”

“‘五一’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群众

出行大幅增多，我们要强化巡逻密度，

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更要和高

速公路养护员以及综合行政执法的同

志们加强联系，服务好群众，保障群众

出行平安。”韩涛一边与养护人员和行

政执法相关人员商讨“五一”期间具体

工作措施，一边提醒着周金龙。

“又不能休息了，孩子没生气吧。”

吉高集团养护人员跟韩涛打趣道。“群

众放假我们加班，越是这时候，越要保

障安全出行，孩子早就知道了，自豪着

呢。”韩涛咧嘴一笑，又踏上了巡逻路。

“五一”小长假是大家的休闲度假

日，但在安全出行的背后，有很多如韩

涛一样默默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

用汗水守护着群众的平安出行。

用汗水守护平安
本报记者 董鹏宇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更忙。

在农安县青山乡南台子村，伴随着阵阵的轰鸣声，

秸秆归行机、条旋机、免耕播种机驶过一道道田埂，留下

一行行整齐的播种痕迹。

“85后”新农人王尚乾，是鑫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的理事长。清晨5点多钟，王尚乾就和其他几名机手

驾驶着播种机来到大田里耕作。种子被播撒进这片土

地，也播撒下新希望。

王尚乾身材壮实、皮肤黝黑。他说，“老话说，‘谷雨种

大田’，从4月23日起，我们测完地温，就开始种地了，到现

在已经种完200多公顷，5月5日就能种完剩下的300多个

公顷。”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靠着勤劳耕作，王尚乾不仅自己家里生活越来越

好，还解决了周边58人的就业问题。作为农业带头人

的他，每年还担负着周边农户480公顷的代耕任务，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从2017年开始，合作社大力推广秸秆全覆盖保护

性耕作技术，南台子村实现了全村土地托管、玉米生产

全程机械化。这种科学种植模式不仅可以减少种植工

序，而且在保护生态、节本增效、提升土壤肥力、保障粮

食增产增收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提高整体效益，增加

农民收入。

由于敢闯敢干，合作社近几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农

机合作社示范社”“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和“东北省区

十佳黑土地保护试验示范基地”。王尚乾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

种粮大户，也是当地群众中有口皆碑的致富“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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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正当季，农时寸寸金。“五一”前

夕，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王莉霞刚从北京学习归来，就从

火车站直奔农安县亚宾农机专业合作社。

王莉霞此行带着两项任务：一是指导

合作社开展粪肥还田，二是带着学生们在

田间采样。

这段时间，合作社负责人常亚宾非常

忙。秸秆归行、抛洒粪肥、条耕整地……

“今年又将是个丰收年！”正在指挥机械手

作业的常亚宾自信满满。

三年前，亚宾合作社与王莉霞团队合作，

应用了粪肥还田有机培肥技术模式。对于成

本和收益，常亚宾心里有本明白账——施用

腐熟好的粪肥可以替代20%-30%的化肥用

量。通过有效提高地力，每亩增产可达10%。

“长期过量不合理的化肥施用方式让耕

地有机质含量下降，黑土层不断变薄、变瘦，

所以我们研究形成了保护性耕作下粪肥还

田有机培肥技术体系。”王莉霞告诉记者。

“冬堆春用”是该体系的核心技术模

式，即利用冬季闲置的冰冻土地进行粪污

资源化处理，再在春耕时施于农田。

“冬堆”意味着“低温”，菌剂是关键。

“秋收后，农民将秸秆和粪污按比例混合

后，喷洒低温启动菌剂，形成规模化堆垛，

至次年4月前后，腐熟完全的粪污就可以

使用了。”王莉霞告诉记者。

粪肥还田有机培肥技术模式，是实现

区域农业种养循环的重要途径。多年来，

王莉霞团队一边指导当地合作社实践，一

边通过田间实验不断完善技术环节。

来到实验地块，学生们麻利地拿出装

备开始采集土壤样本。王莉霞抓起一把松

软的黑土，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的技术就

是要让沃土生金！”

“我们的技术就是要让沃土生金！”
本报记者 徐慕旗

“快！患者后脑摔伤出血，无家属！”

4月26日下午1点20分，吉林省人民

医院导诊台护士推着急救平车一边跑一边

大喊。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胡轶虹闻讯，

立即放下刚吃了两口的盒饭冲过去，带领

神经外科医生共同为患者查体。

“枕部头皮裂伤，思维混乱，四肢活动

正常。”虽然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但此时他

已经不记事了，自己怎么摔倒的，家人电话

都不记得了，手机又无法解锁，联系不上家

人。胡轶虹马上为他开启绿色通道，拍脑

部CT、包扎、静点止血药……

经了解得知，患者是摔倒在路边被好

心人扶起并报警，警察又帮联系了“120”，

但因患者后脑勺摔伤，导致记忆出现逆行

性损伤，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的一时都想

不起来了。

为了安全起见，胡轶虹特意派专人看

护他，“CT结果显示，老人是脑挫裂伤导致

记忆受损，我们必须得在他家人到之前看

护好他，以防他走失。”随后，胡轶虹又和护

士们想尽各种办法，“循循善诱”引导他想

起了家人的名字，并在警察的协助下与他

家人取得了联系。

大家刚要松一口气，一阵急促的“120”

鸣笛声又呼啸而来，胡轶虹和护士们赶紧

跑出急诊室去接下一个患者，投入到新一

轮的抢救中。

而办公桌上那份还没来得及吃完的盒

饭，此时早已凉透。

这只是胡轶虹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缩

影。作为急诊医生，她每天都在争分夺

秒，时刻与死神较量，像陀螺一样忙个不

停，所以“五一”假期对于他们来说，依旧

和往常一样，要坚守岗位，守护千万家庭

的健康平安。

“救死扶伤，我们一直在岗”
本报记者 毕雪

“时间不等人，农时不等人，马上出

发！”4月28日5点，国网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供电公司八郎供电所运检技术员

朱林林带领三位同事迎着朝霞出发，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

抵达现场，设置围栏、搬运工具，朱林

林和同事们开始麻利地排查和消除设备隐

患。不一会儿，他们就已经大汗淋漓，工作

服也被汗水浸湿。

完成这项工作已是上午8时。朱林林

和同事们回到所里吃早饭。这时，他的电话

响了。接完电话，朱林林说：“四家村忠信加

油站的石建芳大姐来电话，说不知道为啥停

电了。咱们去看看，加油站没电不行。”

朱林林和同事忙了1个多小时，加油

站终于恢复了供电。石建芳感激地说：“多

亏有你们，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你

们干活真是又快又好。”

从加油站出来，他们又来到东风村，帮

助村民张大哥维修了蔬菜大棚的灌溉设

备，更换了老化线路。

再回到所里，已是下午1时。“出去了

一上午，饿坏了吧？饭都热了两遍了。”食

堂的工作人员李大哥感慨地说。

下午2点半，朱林林又组织大家进行

营销2.0新系统培训。培训过后，他又带

队处理了两起保修事件。

天色暗了下来。晚饭后稍作休息，晚

上8点，朱林林开始了日常对10千伏塔东

线1#-52#杆塔导线的巡视工作，排查线路

发生故障的隐患和缺陷，实时掌握线路、设

备运行状况。直到晚上10点，朱林林和同

事们才踏着夜色回家了。

从事运检工作20年的朱林林和同事

们要负责八郎辖区范围内10500户用户大

大小小各种带电作业，而到了春耕春灌用

电负荷剧增，带电作业次数更是频繁。为

了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电力支撑，“披星戴

月”已成为他们的常态。

“电把式”的一天
本报记者 杨悦 通讯员 于冠洋有一个车间，多年来“工人明星”年年都有，每年还不止一个。

这些“工人明星”或许不广为人知，但在我省产业工人圈，

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们当中，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全国技术能手、吉林省首席技师、吉林工匠、长春工匠

……他们都来自一汽—大众长春生产整车制造部（长春一

部）焊装一车间。

一个车间，怎么能走出这么多“工人明星”？“五一”前夕，记

者走进“明星车间”一探究竟。

缘起——30多年前的一支“突击队”

踏入焊装一车间，第一眼见到的是什么？

——这是一段历史。

一汽—大众长春基地历史文化展馆，就设立在焊装一车间

入口。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张秋生老人。

“去年刚退休，闲不住，回车间转转。”张秋生指着老照片中

一张青春洋溢的脸，“这个就是我。当年去美国威斯摩兰工厂

的‘突击队’里，我年龄最小，如今也退休了。”

张秋生的讲述，带我们回到了“威斯摩兰突击队”那段一汽

—大众人人铭记的历史时刻。

1988年，中国一汽和德国大众正式签约合作。彼时，德国

大众在美国宾州威斯摩兰有一座工厂停产，经过多轮谈判，整

套生产设备转让给一汽，但需自行拆装运送回国。

为此，一汽先后派出98人，组成“威斯摩兰突击队”，赴美把

这些设备拆装运回国内。对当时的中国工人来说，这是见都没

见过的先进设备，任务艰巨程度难以想象。

“我们一天干10个小时，焊装组5个人就画了200多张拆装

图。其他时间整理资料和笔记，开会、总结。”张秋生回忆，“睡

觉时就把更衣室的衣柜拼成床。”

设备拆迁历时21个月，仅搬运回的技术资料就重达9891

吨。回国后，经历了长时间海上运输，几乎所有零件生了锈斑。

第一代一汽—大众工人夜以继日奋战，除不掉的锈就用手

抠，对照图纸一点点组装，让这套设备成功运转起来。此后20

年间，这套设备成功产出2537777辆捷达车身，直到被更先进的

生产设备取代。

如今，这套设备的一部分被重新组装，陈列在一汽—大众长春基地历史文化展馆。

传承——创新“战场”上的大国工匠

时至今日，“威斯摩兰突击队”的精神已经凝炼成为一汽—大众的“创享”文化、长春生产

的“标杆”文化和车间的“卓越”文化，赓续传承，激励着一代代一汽—大众的建设者，奋斗在

与当年不同的“战场”上，自立自强，争先领先。

“以前设备损坏，需要停机检查才能修理。现在我们开发了很多预测性维修软件，能提

前一周发现设备‘亚健康’……”

一跟记者聊到技术创新，全国技术能手、一汽集团首席技师范英男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至今为止，范英男创新工作室荣获包括国家级荣誉35项、省市级荣誉24项、集团级荣誉

40项，公司及内部荣誉65项。获得发明专利6项，发表论文7篇，累计节创价值超1600万元。

在一汽—大众五大基地，优秀工匠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每年攻关重难点项目

过百项，创造了数以亿计的经济价值。仅焊装一车间，就先后创立了金涛、范英男、兰晓晓等

3个创新工作室，围绕“攻关、创新、孵化、引领”方向，成为锻炼提升、培育人才的重要平台。

敢创新就有机遇，担重任就有荣誉。

“有一次，我参加吉林省一项人才荣誉授予仪式，身边获奖的人大多白发苍苍，是企业当

家人或科研领军人物，只有我一个‘80后’。”范英男说，一汽—大众一直逐级优选工匠人才，

帮助他们“能出头，早出头”，提升创新创造能力。

这从焊装一车间工匠人才们首次获得荣誉的年龄可见一斑——

金涛，28岁获评一汽劳动奖章；

范英男，32岁获评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兰晓晓，27岁获评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

方钢，33岁获评中国一汽“五一”劳动奖章；

李宏伟，40岁获评长春工匠；

……

“主动参与生产创新，是我们中国工人的特点。”谈起对工匠精神的理解，范英男说：“创

新和传承，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也将成为我们走向新舞台的基石。”

榜样——一群戴着红色“胸章”的人

几年前，一汽—大众德方经理维尔纳·巴贝到长春赴任，发现了一个自己不太理解的现

象：有些员工胸前戴着一枚小小红色“胸章”。

维尔纳·巴贝没有主动询问“胸章”的意义，只是根据镰刀和锤子的图案，猜想这代表着

员工的“党派身份”。

在与焊装一车间员工共事一段时间之后，维尔纳·巴贝发现了“胸章”佩戴者们的不同之

处：在一切生产工艺的创新活动中，在急、难、重的工作任务中，在为员工大家庭服务之中，这

些人总是主动承担，冲在最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胸章”佩戴者们有序承担起防疫、检测、保供、检修、驻场等任务，保障

了疫情防控和产能提升。亲眼见证一幕幕后，维尔纳·巴贝对于这枚“胸章”有了全新的认识。

“现在，我知道它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徽章，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佩戴它。”维尔纳·巴

贝说。

在一汽—大众长春生产焊装一车间，“党建引领，全员创新”的理念深入到基层。在事关

生产、创新重大事件中，成立党员服务队，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榜样的力量，让焊装一车间人人想当劳模，个个争做能手。

近年来，一汽—大众长春基地累计培养出劳模工匠30人，占公司劳模工匠总数的39%，

成为培养劳模工匠最多的基地。其中，焊装一车间培养的“劳模工匠”约占三分之一。

“我们车间的很多党员，既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也有过硬的技术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冲锋

在前、用心钻研、不怕困难。”长春生产焊装一车间经理、第二党总支书记李森说，正是这样的担当

精神和专业能力，让许多党员脱颖而出，成为一汽—大众的翘楚，也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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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长春生产首席技师范英男，是中国一汽五大基地整车
厂的首席技师，被称为汽车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大国工匠”。图为范英
男及他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正在实验数智化技术改进工作。

鑫 乾 农
机 服 务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理
事 长 王 尚 乾
在 大 田 里 耕
作。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白城分局巡逻三大队在辖区路
面巡逻。图为民警劝导在高速路边沟挖野菜的老人。

（本版图片均
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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