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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
濉溪县刘桥镇小城村委会副主任、刘桥镇扶
贫工作站副站长，现任刘桥镇乡村振兴工作
站负责人。

干净利落的短发，朴素无华的衣着，说
起话来轻声细语，让人感觉如沐春风。这是
陈影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她从田间地头走入党政机关，又因脱贫
攻坚走遍田间地头，用了一千多个日夜，访
遍刘桥镇17个行政村108个自然庄的贫困
户，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
迹和无数感人的故事。

锤炼本领，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陈影最初是刘桥镇小城村一名村干
部。2016年8月，刘桥镇为了加强对干部的
培养锻炼，在全镇开展“双向挂职”，陈影被
交流到刘桥镇扶贫工作站任副站长。

作为濉溪县唯一一名扶贫站女站长，她
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心里暗暗立
下誓言：不计报酬，无畏付出，迎难而上，真
抓实干，真正把工作研究透、研究实，带着感
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新岗位，新挑战，尽快进入角色熟悉工
作，是摆在她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她理清思
路：没有基础，就多学习多交流；没有经验，
就多尝试攒经验。

那段日子，“5+2”“白+黑”成为她的工
作常态。白天，她和大伙儿一道下乡走访贫
困户，挨家挨户进行调研，记录好每一户的
基本信息和致贫原因。晚上回到单位，她对
白天的走访情况进行整理，和同事讨论其中
的疑点难点。夜深人静时，她挑灯学习，及
时跟进最新政策，熟悉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思
想、各级脱贫攻坚会议精神，网上查阅浏览
各地扶贫工作动态，借鉴外地好的经验做
法，想方设法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结构的短
板，迅速从扶贫工作岗位的“门外汉”成长为
一名专业的扶贫干部。

日复一日，陈影用来记录要点的笔记本
摞成了“一座小山”。每一句话，都凝聚着她
对贫困群众的关爱；每一个字，都透露着她
对扶贫工作的认真，记录了她在扶贫工作岗
位上的努力。

向下扎根，带着感情真扶贫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需要改善，大
多数村没有特色产业、没有能人带动、缺少
致富路径，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万事
开头难，陈影的脑海里闪现过放弃的念头，
可是当她踏上村民门前那条泥泞的小道，看
到村民们还住着老旧的房屋，面对面倾听困
难群众诉说生活难处时，陈影扶贫的决心就
更加坚定了，她告诉自己有志者事竟成。

陈影对自己提出了这样几个要求：深入
基层，扎根基层，用真情关怀贫困户，用真心
融入贫困户，用真干取信贫困户。她坚持每
天入户走访，与群众深入交谈，了解村里最
需、群众最盼，制定切合实际的工作计划，打
牢信息台账基础、项目基础和群众基础。

“我家现在有肉鸽和观赏鸽，销路都不
错。多亏了陈站长的支持帮扶。”一提起陈
影，后吕楼村村民张桂玲竖起了大拇指。因
丈夫去世早，张桂玲独自一人抚养两个上大
学的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陈影在入户
走访中了解到她的难处，鼓励她报名参加第
一批公益性岗位，为她争取了每月增加800
元收入的机会。随后，陈影与该村第一书记
赴徐州考察特色养殖，为张桂玲买回观赏
鸽，帮助她在院子里搭鸽棚、做特色养殖。
看着张桂玲的生活越过越红火，陈影也跟着
高兴。

陈影用坚持和努力打通了扶贫工作的
“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向她敞开
心扉，由过去的不理解、不信任，转变为有困
难找扶贫干部、有开心事也找扶贫干部。在
村民们的心里，陈影是他们解决困难的帮扶
人、日常生活的知心人、致富路上的引领人，

是他们从心底里尊敬和佩服的人。

向上生长，带着责任扶真贫

从政策宣传到政策落实，从精准识别到
精准施策，再到稳定脱贫，每一户脱贫的每
一个环节，陈影都要严格把关。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二字，不是搞几
个项目、做几个亮点就行了，而是要扶真贫、
真扶贫，精准到户、精准到人，不落一户、不落
一人。每一笔项目资金要精准落在贫困户头
上，每一户贫困户收入增加都要统计核实。”
谈起扶贫工作的陈影认真十足、专业十足。

她摸清贫困户家底，对照“两不愁三保
障”标准，精准识别出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
贫困户；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实实在在
地解决贫困户之难。小城村村民赵艳军妻
子患重病，两个孩子年幼，无法外出务工，生
活困难。陈影了解到赵艳军有制作卤菜的
技术，主动登门帮助他申请5万元小额扶贫
贷款，协助他办理了营业执照，做起了卤菜
生意，并申请了创业补贴。现在赵艳军通过
自己的努力，每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她带领扶贫干部围绕“村有当家产业、
户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之长、网络电商”的

“三有一网”点位扶贫模式，因人因户，聚焦
政策抓增收。2016 年以来，刘桥镇共有特
色产业扶贫到村项目30个，建设扶贫车间1
个；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每年开发公益性
岗位600余个，安排就业600多人；为213名
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群众办理小额贷款
717万元。

全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995户2411人，
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2450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2939 元。两个贫困村每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均达到70万元以上，由过去的

“空壳”村变成了现在的富裕村。

向阳而立，点亮共富“心愿单”

脱贫攻坚于陈影而言，是一份工作，更
是一份责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阴云密布，但
这没有让陈影停下扶贫的脚步。她采取电
话走访的形式遍访每一户贫困户，第一时间
了解掌握贫困户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的困
难。在了解到部分贫困户种植养殖的蔬菜、
家禽等因为疫情影响无法销售时，她带领扶
贫站人员帮助贫困户销售滞销产品，开着自
己的车送货上门。同时与相关部门联系，推
进贫困人口就业工作。疫情期间，共帮助贫
困户销售青菜3000余斤，土鸡4000余只，手
工编制竹筐100件，销售收入10万余元，帮
助48名贫困人口临时就业。

陈影用精湛的业务知识、明晰的工作思
路、精准的扶贫策略，推进刘桥镇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多年来，刘桥镇先后荣获“安徽省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淮北市三大攻坚战之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刘桥镇乡村振兴工作
站先后获得全国第六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全国巾帼文明岗、安徽省 2019 年度青年文
明号、安徽省巾帼文明岗、淮北市三八红旗
集体等荣誉。2021 年，陈影本人被评为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当一摞摞鲜红的荣誉证书摆在眼前，当
眼含热泪走进人民大会堂，脱贫攻坚战中涌
现出的一幕幕感人瞬间从她脑海里闪现，陈
影百感交集，有欣慰，有感动，有骄傲，也有
庆幸。欣慰的是自己和所有奋战在扶贫一
线战友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感动的是在这场
脱贫攻坚战中舍小家为大家的人和事太多
太多；骄傲的是凭着一份勇气和坚守打赢了
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庆幸的是自
己和许许多多英雄一样，为让更多人过上了
更加美好的生活拼搏过奋斗过。

2020 年底脱贫攻坚结束后，陈影整装
再出发，把脱贫攻坚精神融入新的工作中，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道路上，始终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
责于行，带领全镇乡村振兴系统干部，在乡
村振兴的战场上攻坚克难，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

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车辆段
火车维修工郑海，18 年如一日，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安全检车1万余
辆，共发现处理各类故障车6000余
辆，被大家称为保障矿区铁路运输
安全的“车辆医生”。

每天早晨，都能在修车车间看
见郑海头戴安全帽，对车辆进行安
全预检和验收。“车辆在线运行时
间久了会‘生病’，我就是给车辆

‘看病’的。”郑海告诉记者，新区计
划全年维修车辆 610 辆，其中大修
车 80 辆。为确保全年任务保质保
量完成，他们利用设备黄金维修季
节赶进度。

高大宽敞的修车车间里焊花
飞舞、机器轰鸣。在一条深 1 米多

的沟槽上，停放着待检车辆，郑海
熟练地操作着车钩高度检查尺，认
真测量车钩高度。他左手拿着手
电筒，右手执着检车锤，开始了车
辆的整体检查。

“车辆彻底检查一遍，需 12 分
钟左右。每辆车从预检、中间检
查，到验收至少检查3遍。”郑海一
边检查，一边向记者介绍。只见他
时而弓步、时而探身、时而仰望，熟
练地挥舞着手中的检车锤，不时地
敲敲打打。手电筒的光扫过各个
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造成车
辆异常的安全隐患。

今年是郑海在修车车间工作
的第18个年头。刚参加工作时，郑
海不知检修工作从哪开始下手。

“我是党员，不能被这点困难击
倒。”每次遇到困难，他都这样激励
自己。带着这股韧劲儿，郑海把所

有时间都放在了研究车辆的构造
和零部件上。钻地沟、爬车厢，判
断故障现象、记录处理流程……厚
厚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他成长的点
滴。

车辆的安全运行是保障，决定
着运能作用的发挥。“负责任、把关
严，对工作精益求精”——这是同
事对他的评价，也是他多年来工作
未发生一例差错的秘诀。

他总结出“搭脉、扣声、问诊”
工作法，精确度高、实用性强，深受
同事喜爱。“这口诀我们都背熟了，

‘手摸风管，判断是否腐蚀、漏风；
敲击踏面，确认缓解是否正常；发
生故障时，及时询问、分析原因，为
后续检修作业提供技术支持。’”同
事蒋勇说。

“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郑海指着

KF60 自翻车倾翻缸分解专用吊具
说，“这个‘五小’创新成果，就是团
队想出来的点子。”

在自翻车解体倾翻缸时，因倾
翻缸体积及重量太大、无专用工具
可使，让不少职工如临大敌。郑海
思来想去，和同事共同发明了一款
自翻车倾翻缸分解专用吊具，极大
降低了工作量，有效提升了工作效
率。他在铁运处十大工种技术比武
中荣获火车维修工第一名，并获得
集团2023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谈到日后工作创新建议时，
郑海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车辆轮
轴检修线能够早日落地，实现轮轴
检修管理机械化。

谈话间，一批车辆完成安全验
收，恢复到良好的使用状态，在机
车动力牵引下，缓缓出库，再次踏
上新的征程。

“今天，我是第 18 个年头在岗
位上过了三八节。这一天，我提升
了 189 次，创下了单班提升的新纪
录。”3月8日下午5时许，中煤三建
三十工程处海则滩矿项目部女子
绞车班“老大姐”李敏做好交班程
序以后，像往常一样又走进车间，
对各台设备完好再次确认，“绞车
房是保证项目部安全效益源头的

‘命脉’，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大意。”
中煤三建三十工程处海则滩

矿项目部女子绞车班，位于陕西
省榆林市靖边县海则滩镇一处山
峁里，这里荒原戈壁，黄沙漫天。
绞 车 房 里 绽 放 着 11 朵“ 铿 锵 玫
瑰”，她们有的是矿建系统的新标
兵；有的是有着二十年驾龄的绞
车“长青树”，也有的是不舍梦想
的在职大学生……她们平凡而非
凡，创新出独特的操作法，创造了
安全操作提升机三十万次零差错
的纪录，为立井大断面连续六个
进尺破百米刷新晋陕蒙地区进尺
纪录，立下汗马功劳，做出独特的
贡献。

岗位展风采

当日接班的杨玲，拿出《接班
清单》走进车间，检查闸阀张紧
度，听听联轴节运转节律，看高压
柜电流电压数值……日复一日，
她们逐一确认，不放过每个细微
的环节。

“滴滴滴……”当清脆的发车
信号铃声响起，杨玲随即进入“战
斗”状态。只见她双手精准娴熟地
扳动启动把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
着副井绞车上的显示器、仪表盘等
设备，一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开始
了。

“常言道，魔鬼隐藏在细节里，
我们要时刻关注每个运行参数，是
否在正常值的区间内，还要听每台
机器的声音是否正常，观看监控视
频里是否有异常。”杨玲目不转睛
地盯着监控屏说。在岗的每一分
钟，杨玲和姐妹们都会打起十二分
的精神。

近年来，三十工程处对立井绞
车提升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
新改造，绞车也从过去的“手动挡”
升级为“自动挡”。新型设备大量
引进，科技含量大幅提升，绞车组
在班长刘迎春的带领下迎难而上，

坚持每周组织一次集中学习，优化
学习积分制考核，细化个人学习培
训计划，通过持续学习对照、交流
探讨，提升了司机队伍的整体技
能。

2023年10 月，班长刘迎春在项
目部劳模创新工作室指导下，研发
了“绞车内窥镜系统”，将绞车齿轮
运行状态，显在显示屏幕上，极大
提升了设备状态实时监控能力。
此项目获评工程处“五小创新成
果”一等奖。

“90 后”女孩陈婉婉，是绞车
班最年轻的一位，刚刚拿到绞车
司机证。她在充分利用日常班会
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抓住巡检
反馈等时机，虚心请教师傅和机
电检修人员。而今，工友间的学
习氛围日益浓厚，无论是在班前
室还是在操作间，总能看到一本
本学习笔记。女工们将学习成果
运用到实践中，满腔热忱地为企
业发展、技术革新建言献策，实用

“金点子”和绝活绝技，总能给企
业带来真金白银。

“时刻保持清醒，操作精益求
精”已经成为一种理念根植于女司
机们的心中。每个人都明白岗位
的重要性，操作时必须全神贯注、
精确无误地操作每个动作，绝不能
有丝毫的偏差，否则就会出现过

载、断绳等事故，造成停产。姐妹
们都清楚，只要踏进操作间，就要
心无杂念。

绚丽“半边天”

绞车班的女司机，日复一日，
重复着单一而枯燥的三班倒工作；
但她们却是乐观的，以女性特有的
细心和认真，精心操作，开创出她
们的“飞转事业”。

在操作时，她们根据不同的货
物，实践创新了差异化操作法，为
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赢得矿区干
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操作标兵”邓冬花通过现场
观察，发现吊桶接近井口时，速度
不能降到最低，每次停车时吊桶上
下波动幅度较大。她认真观察发
现，如果机械减速将造成钢丝绳抖
动。那么，她便尝试着在吊桶提升
至距井口 9 米处，将爬行速度由 1
米/秒压缩至 0.3 米/秒，实现了吊
桶平稳到位停车，消除了潜在的安
全隐患。项目部此操作命名为“冬
花操作法”，是绞车班学习操作的

“必修课”。
“技能大拿”王丽丽，在运送

炸药雷管等特殊物料时，她发现
罐笼进入减速点后，爬行距离较
长，致使工作效率较低、电能消耗

较大。她便试着在半速运行，设
置二次减速点，缩短爬行距离。
通过实践摸索，大大减少了每个
运行时间，保障了安全。这种“丽
丽 提 升 法 ”极 大 地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 王 丽 丽 把 自 己 的“ 独 门 绝
技”，分享在微信群里，成为大家
的“共同财富”。

在岗位上，女工们是并肩奋战
的“好战友”；生活中，她们又是相
互关爱的好姐妹。龙金金患有胃
病，不能熬夜，姐妹们主动调班，让
她长期上早、中班。陈婉婉在读成
人本科，每月要到榆林学院上课，
大姐姐们都会像一家人一样呵护
她，帮助她完成学业。

绞车班的女司机们，凭借着代
代相传的敬业精神和团结向上的
凝聚力，不断地克服工作和生活中
的难题，一次次圆满完成工作任
务，也收获着一个又一个荣誉，先
后获得淮北市“工人先锋号”、淮北
市“五一巾帼标兵岗”等荣誉。

她们，成为塞外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着属于
新时代的奉献赞歌。

“攒劲”致富的女站长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濉溪县刘桥镇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陈影

矿建女司机们的“飞转事业”
——记市五一巾帼标兵岗、中煤三十工程处海则滩项目部女子绞车班

郑海：“车辆医生”护航铁路运输安全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王妍 徐峰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李继锋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杨冰洋 张艳

绞车班的女司机们，不断地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一次次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