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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9岁的王正波，硕
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现任国网淮北供电公司
运维检修部党支部书记、副
主任。参加工作15年来，他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参与迎峰度夏、抗洪抢
险、防疫保供等上百次关键

“战斗”。
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为群

众办好事实事、守护电网光
明初心使命的同时，王正波
还以学为先、勇于创新，拥
有国家专利20项，获得省级
质量创新成果奖 8 项，发表
专业技术论文18篇，参编专
业书籍 2 本，完成电网大修
技改工程200余项。本人先
后获评国家电网公司“河南
特大暴雨抗洪抢险保供电
先进个人”、安徽省“五一劳
动奖章”、省电力公司“优秀
共产党员”、“淮北好人”等
荣誉称号。

“小白”勤学苦练 能
“爬杆子”还能成“大拿”

2007 年，刚出大学校门
的王正波，成为国网淮北供
电公司一名线路检修工人。

刚开始，作为“小白”，每
次下现场，老师傅经常调侃
王正波：“这爬高上低的活
儿，哪是你们大学生能干

的，你们应该坐办公室。”他
总是笑着回答：“你们能干，
我也能干。”

说到做到。经过两个
月起早贪黑、高强度的岗位
技能“魔鬼实训”，王正波很
快从地面配合的辅助工，成
长为真正的“高空舞者”，彻
底改变老师傅对大学生不
会“爬杆子”的认识。

在基层岗位，王正波勤
奋好学，虚心请教，在老师
傅的热心帮助下，王正波迅
速掌握了输电线路检修的
各项技能。参加工作第二
年，他便取得全省专业技能
竞赛第二名。

2010 年，淮北供电公司
遇到一件让很多人打怵的
事——采煤沉陷区地面不
均与沉降，造成一处输电线
路杆塔倾斜，构成电网安全
隐患。在大家束手无策准
备放弃时，王正波苦苦思索
解决之法，研制出校正专用
工具，解决了杆塔沉降倾斜
技术难题并获发明专利。
2016年，王正波在省内率先
引入无人机，开展电网设备
巡检，尝试开发输电线路智
能移动运检系统，研究利用
无人机和智能移动巡检技
术协同作业，实现运检业务
系统“线上”运转，促进了

“人海战术”向“智能运维”
转型。在 2020 年的夏季风
灾抢修中，王正波凭借过硬

的技术本领和长期一线的
作战经验坚守抢修调度现
场，仅用 26 天，就完成 4 基
220千伏输电线路杆塔修复
工作，提前10天为大家送去
光明。

深化“一改两为”做千
家万户的供电“服务员”

作为一名奋斗在供电工
作一线的共产党员，既要胸
怀“国之大者”，又要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

2021年，在涉及数以万
计的淮北市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中，王正波以身作则，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第一时间组织团队对接市
住建局和三区一县街道办
等单位，发起成立党员服
务队，走巷串户收集意见
建议。经过 3 个月的反复
论证，最终完成 77 个待改
造老旧小区供电“一小区
一改造”计划，努力实现改
造方案最优、居民反映最
好。

开工前，王正波设身处
地为小区居民着想，提前
组织供水、供电、供气改造
施工单位，讨论优化同步
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小
区改造地面开挖范围，缩
短施工周期，降低对小区
居民生活出行的影响。开
工后，他不分昼夜蹲守施

工现场，不厌其烦向居民
解释噪音问题，争取居民
理解支持。改造完成的老
旧小区，人居环境更加舒
适美观，安全用电水平大
幅提升，市委、市政府发文
通报表扬，助力群众获得
满满的幸福感。

2021年，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王正波通过“党
建+”项目，凝聚地方政府和
企业基层党组织力量，提前
完成杜集区葛塘村首批“美
丽乡村、电力先行”试点示
范村镇电网专项投资项目
建设，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同
比下降35.36%，供电可靠率
提升至 99.93%。他统筹调
度市县公司设备和人力资
源，推行配网带电作业，配
网计划停电次数同比下降
70%，有效降低客户的停电
感知。

多年来，王正波还不断
深化“一改两为”，自发组织
党员服务队，主动走访英科
医疗、华孚色纺等企业，落
实惠企办电政策，现场帮助
企业“把脉”用电难题，节省
企业投资 713 万元，客户满
意度持续提升。

火速驰援灾区 兑现“电
不通不撤场”铮铮誓言

2021年7月，河南突发汛
情灾情，举国关注。在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
胁的危急时刻，王正波闻令
而动，主动请缨，带领党员
突击队风雨兼程驰援河南
郑州。

出发时，王正波就做好
了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组织党员在抢险现场面对
党 旗 许 下“ 电 不 通 不 撤
场 ”的 铮 铮 誓 言 。 在 现
场 ，抗 洪 抢 险 行 动 中 ，他
既 是 指 战 员 ，也 是 服 务
员，和队友们睡过轰隆的
发电车，吃过冰冷的隔夜
饭 ，蹚 过 过 膝 的 泥 泞 地
……历时 9 个昼夜，他们为
河南广播电视台、马头港
污水处理厂等重要用户以
及郑州、安阳两地 22 个小
区持续供电 1511 小时、发
电 87761 千 瓦 时 ，为 12.75
万受灾居民第一时间送去
光明和希望。

15 年 如 一 日 ，在 迎 峰
度夏、抗洪抢险、防疫保供
等上百次关键时刻，他用
忠诚责任勾勒出奋斗实干
的身影，甘于平淡的坚持
和 坚 守 书 写 着 奉 献 与 忠
诚。

正如15年前，王正波对
自己的真情告白：“奋斗是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
青年最有效的磨砺。我会
铭记昨天、把握今天、迎接
明天，用实际行动，诠释新
时代青年的价值观。”

王正波：守护电网的“光明使者”

“当兵的那段时间，真的一
辈子都不会忘。在军营中磨练
的品质对我影响真的很大，我会
记住并坚持一辈子。”在提到军
营生活时，陈晓伟总是感叹道。
对于有过从军经历的人来说，军
营生活是难忘的，更培养了他们
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优秀品
质。在淮北，就有这么一位退役
兵，退役不褪色，自己成功创业
淮北市捷安非急救转运公司后，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

初见陈晓伟时，给人最深刻
的印象就是亲切，无论何时都显
得非常精神，戴着眼镜，一副憨
厚老实的模样。他经常挂在嘴
边的话就是“我创业能走到今
天，完全得益于部队生涯的磨练
和影响，没有部队的培养，我不
可能有现在的成就。”

“因为出生于军人世家，所
以我小时候就是想当兵，觉得当
兵光荣。”2002年，16岁的陈晓伟
为了实现儿时的“军营梦”，应征
入伍。2003年，陈晓伟进入杭州
市武警总队直属一支队三大队
九中队，负责军委常委警卫工
作，同年进入武警骨干集训队参
加集训；2003—2004 年，两次随
部队临危受命，参加抗台风救援
任务，随后多次又参加押运任
务。入伍期间，荣获个人三等功
一次、集体三等功一次。

陈晓伟在部队里刻苦训练，
听党指挥，出色完成了一个又一
个任务。在生活里，陈晓伟任劳
任怨，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大
牛”。

2005年退伍后，陈晓伟怀揣
创业梦，和爱人跑到苏州开始创
业。陈晓伟和当地的朋友在聊
天的时候，突发奇想，想要做“特
种汽车”方面的公司，于是他与
朋友一起创办了苏州新天罡特
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这是一家
专业从事特种汽车及医疗器械
销售的公司。陈晓伟以市场需
求类专用车产品结构需重组及
调整为契机，以现有销售网络为
支撑，将机遇化为动力，进入以
专用车为代表的装备市场。公
司主要从事救护车改装及销售，
主营北汽福田系列救护车、江铃
福特系列救护车、金杯系列救护
车及福建奔驰救护车，目前公司
所销售的救护车在内饰配置上
采用国外先进的理念，在很多工
艺、功能上领先于国内同类车
型。

虽然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
但陈晓伟心中仍然有股执念，就
是想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发展添
砖加瓦。

在一次考察中，陈晓伟了解
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专业的非急
救转运车，但是安徽省当时在

“非急救救援”上是空白项。这
正好和他当时的公司所生产的
救援车有关联。

家乡这方面还是空白，而老
百姓又有需求，非常适合在家乡
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说干就
干，陈晓伟毅然决然地离开大
城市的公司，回到了家乡。为
了实现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陈晓伟的苏州新天罡
特种车辆制造公司作为“招商
引资”企业与淮北市汽车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功签约，完成
了“95128”老年人电话约车和非
急救转运的业务组合，成立了淮
北市捷安非急救转运公司，这是
全省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创新
举措。非急救转运服务平台，致
力于为医疗患者出院回家或前
往康复、疗养中心提供卧式运送
服务，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出
行帮助。

自从急救与非急救医疗转
运实行分类管理后，急救车只提
供院际间医疗急救服务，行动不
便的患者转院或出院时，院与

院、院与家之间的路途难倒不少
人。非急救转运服务的出现，为
百姓解决了这一难题。

前段时间，市民张女士的父
亲患重疾，在濉溪县医院就医一
段时间后，需转到其他地方进行
针对性治疗。然而张女士发现，
医院方没有这方面的服务。父
亲身体无法动弹，身上还插着管
子，自己和家人根本不敢移动父
亲，更别说还要开车到疗养院。

正在张女士一筹莫展之际，偶
然看到一则非急救转运的信息。
抱着一丝希望，张女士拨通了淮北
非急救转运公司电话“95128”，工
作人员根据病患的情况，立马进行
了安排。很快，张女士的父亲顺利
进行了转运。事后，张女士感激地
说：“非常感谢非急救转运公司，我
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问题，他们都
帮我解决了。”

陈晓伟告诉记者，目前，淮
北市捷安非急救转运公司是淮
北唯一一家专业非急救转运公
司。“我们公司的转运车按照急
救车标准配备了呼吸机、除颤仪
等，还有专业医护人员陪同。”

虽然是非急救转运，但医疗
服务车队的标准也向急救转运
看齐。车队指定专线电话，24小
时保持专人接听、电话畅通。救
护、医疗服务车辆统一标识、编
号，每辆车都购买了乘客险。随
车人员均有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经验，并有考核细则、岗位职责
和服务规范。

陈晓伟还表示，为了保障转
运服务质量，提供更优质的转运
服务，公司还时常对员工进行专
业培训，不定期进行理论知识和
现场实操的评比考核，确保员工
能在关键时刻保障患者生命安
全，满足患者与家属的非急救转
运服务需求，提供多层次、多元
化、规范化的非急救转运服务，
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与合法权益。此外，转运所用的
车辆就是陈晓伟苏州公司生产
的车辆，他可以严格把控车辆的
设置装备和性能安全，大大降低
了转运车会造成的风险。

除了创办淮北非急救转运
公司，陈晓伟还想方设法地为家
乡出一份力，积极参加热心公益
事业。安康小区楼栋间，常见业
委会主任陈晓伟的身影。值守、
布控、参加夜间巡逻，一刻不停
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陈晓伟
胳膊套上“红袖标”，胸前佩戴党
徽，第一时间参与到防控工作
中。小区进入封闭式管理后，陈
晓伟带着自己公司的两名员工
协助社区封闭、修补围挡，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对聚集居民进行
劝导。一辆三轮车，一面流动小
红旗，陈晓伟走到哪，为社区居
民解困到哪，践行着“退伍不褪
色”的铮铮誓言。

今年初，陈晓伟干了一件
“大事”。那是2月10日上午，他
在老乡群看到我市采购疫情保
障物资因没有车辆，“困”在合
肥。陈晓伟坐不住了，“我有车
在外地，我可以帮忙把物资拉回
来！”这天他和随行朋友一起日
夜兼程，带着两辆货运车于第二
天7点40分到达淮北。910件防
护服、4000个测温仪、3台车站用
测温器，还有部分淮北矿工总医
院的物资，解了各医疗机构物资
短缺的燃眉之急。

近日，看到社区工作人员连
日奋战辛苦不已，陈晓伟又出资
购买了一些生活物资，为大家改
善生活。他说，“我是一个兵，不
能在一线奋战，做好后勤保障，
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自律、吃苦耐劳、思想过
硬，这些都是在部队锤炼的品
质。”陈晓伟总结自己的创业理
念就是“为人民服务，坚决完成
任务！”他说军人的特质就是肯
干、愿意干，只要不忘初心、永葆
本色，就一定能赢。

创业服务也当“尖兵”
——记退役军人、淮北市捷安非急救转运

公司创始人陈晓伟

8月1日刚过零点，许文
婷就给丈夫发去祝福信息：

“老公，节日快乐！今天要
记得吃顿好的，犒劳下自己
哦！”

26岁的许文婷，是杜集
区 石 台 幼 儿 园 的 一 名 教
师。丈夫杨怀东今年30岁，
是北京军事科学院现任士
官，入伍已经九年。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时，彼此都有好
感。”当日，坐在客厅里的沙
发上，许文婷搂着两岁多的
儿子，说起初见面时的情
景，俊俏的脸上有点羞涩。

身高170厘米的许文婷
身材颀长，长相甜美；一身
军装的杨怀东身高 183 厘
米，剑眉星目挺拔帅气。

初相识，便是怦然心动。
短暂的相聚后，便是长

久的分离。连接两个人的
就是微信、电话和视频。

“我外公是军人，我从小
就对军人很崇拜。见到杨怀
东的那一刻，我知道：就是他
了。”许文婷浅笑盈盈。

2017年，带着对军营的
向往，俩人走进了婚姻的殿
堂。许文婷成为一名军嫂。

怀孕一个多月时，婆婆
孙秀英患病住院。孕初期
的许文婷在医院守护了一
个多月。每天要早起为婆
婆做好早饭送到医院，再赶
去上班，下午下班后，又赶
到医院照顾婆婆：擦洗身
子，剪指甲、倒便盆……

“那时候，她刚怀孕还
有孕吐，天天跑来伺候我，
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受又
心疼。儿子不在家不能照
顾怀孕的文婷，反过来她每
天 还 得 来 照 顾 我 ……”当
日，62岁的孙秀英说着就红
了眼圈，“我没闺女，我身体
又不好，文婷进门这些年比
亲闺女还亲！”

结婚四年多来，文婷一
直用行动诠释着结婚时对老
公许下的“嫁给你，就支持
你”的诺言，用柔弱的双肩挑
起家的重担。“哭过，尤其是

怀孕后期那段日子，就是觉
着委屈，就在夜里偷偷哭。”

每次去孕检，看到别的
孕妇有老公鞍前马后地伺
候着，形单影只的许文婷就
很羡慕。

孕中期因为生病，许文
婷在医院输液。一天，她举
着吊瓶摇摇晃晃去洗手间，
却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
上，是好心的护士们扶起了她。

“天天就看你自己来，
媳妇挺着肚子输液，老公
呢？”护士不解地询问道。

“他在部队呢，他是军
人。”听到许文婷的回答，护
士连连说：“做军嫂，可真不
容易。放心，这几天，我们
会多关照些，你有啥事就跟
我们说……”

生儿子时，丈夫不在身

边，儿子7个多月了，他才匆
匆赶回。“你辛苦了。”看着
老公黝黑的脸庞，听着他愧
疚的话语，许文婷的泪缓缓
落下，却又宽慰着他：“看我
们的儿子养得多好，是不是
更像你？”

每年，与丈夫相聚的时
光不到20天，然后就是长久
的思念。“内心是很希望丈
夫在身边，他一定会像宝贝
似得呵护我和儿子，然而，
我不能为了小家，不让他顾

‘大家’。所以，每次他内疚
时，我都会宽慰和鼓励他，
让他安心在部队服役，绝不
拖后腿。”

结婚四年来，许文婷一
直 努 力 照 顾 好 公 婆 和 孩
子。暑假期间，她本可以带
着孩子回市区的家里生活，
但考虑到公婆需要照顾，就

带孩子与老人住在一起，互
相都有个照应。“虽说这些
年苦过、累过、委屈过，可一
想到在军营的丈夫，心里总
是暖暖的。我就是要努力
做好妻子，孝敬父母，带好
孩子，让丈夫安心工作。 ”

今年“八一”前夕，许文
婷当选为淮北市“最美军
嫂”。在颁奖仪式上，许文
婷穿上了最喜欢的白色连
衣裙，上台领过荣誉证书。

“我拍了照片发给了老公，

他特别高兴。”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许文婷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热爱部队，
献身国防不是一句空话，作
为一名军嫂，我们做的都是
平常之事，但内心坚信我们
会一直幸福着。”

“你这样的辛苦，嫁给
我，你后悔吗？”杨怀东曾问
妻子。

“你是最棒的军人。嫁
给你，我无怨无悔。”许文婷
的回答坚定，又自豪。

“嫁给你，我无怨无悔”
——军嫂许文婷以爱之名诠释奉献

许文婷母子和婆婆其乐融融。

■ 首席记者 肖干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王红
见习记者 钱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