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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益庆是铁运处运输信息中心的
一名调度员，百里之外、运筹帷幄，指
挥着矿区铁路行车工作。休班之余，
他还有一个身份——淮北市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的一名救护员，每当出现险
情，他便主动前往参与救援行动。

做公益不拿一分钱
“工作很忙，做公益不拿一分钱，

是什么让你走上这条路的？”面对这
样的提问，他微微一笑，朴实地说道：

“孩子上大学后，心里空落落的，总想
着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2019 年
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淮北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举办的应急救
援培训。在培训班上，他遇到了好友
窦德营。得知窦德营是市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救护员，他很激动。在好友
的鼓励下，孙益庆顺利通过培训考
核，也加入了应急救援队，开始了公

益之旅。
刚 加 入 应 急 救 援 队 ，就 赶 上

了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孙益
庆几句话就将回忆拉回到那个时
候。

他利用工作之余，积极主动地投
入到疫情防控当中。多次参与防疫
帐篷搭建，募捐物资装卸、搬运等志
愿服务活动，在洪山社区开展安全救
护知识宣传。

在消杀现场，他身背50斤重的消
毒器具，行走在市直中小学、新华书

店等地。防护服不透气，汗水顺着袖
口往下滴。

当被问到在防疫一线家人是否
担心时，孙益庆说：“爱人很支持他
的工作。能参与到抗击疫情战斗
中，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感到很荣
幸。”

科学救援 保己救人
孙益庆孜孜不倦学习各类救

援技能，考取了红十字应急救护员
证。他熟练掌握了潜水技能，橡皮

艇、冲锋舟驾驶，水域救援、山地
救援各种绳索使用、攀爬技能，确
保以过硬的技能帮助需要救助的
人。

“比较难忘的事，是协助属地公
安打捞溺水人员遗体”。孙益庆说，

“一开始很恐惧，站在别人的角度考
虑问题，也就不害怕了。”

他还帮助过路边发生交通事故
的老人，执行过长跑、南湖徒步行、榴
园文化旅游节等十余场大型活动应
急保障任务，参与烈山区举办的防汛

抢险应急演练等。
为了宣传安全救护知识，他先后

深入社区、警营、企业、工厂、学校等
地开展义务救护培训。累计开展救
护培训活动60余次，培训时长达300
多小时。

孙益庆曾连续两年荣获“淮北市
最美志愿者”“淮北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优秀队员”称号，多次获得由淮北
市红十字颁发的“优秀志愿者”称号，
被评为淮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优
秀志愿者”“优秀队员”。

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如何
启程？

近几年，中煤三建三十工程
处方家畔项目部迎来一批批入
职大学生，他们坚守在大漠深处
艰苦的矿建工地上，用奉献与坚
持，守护着自己的梦想和抉择。

扎根矿建 不负韶华
栗禹，2022 年 7 月毕业于晋中

学院，现任三十工程处方家畔项目
部团支部书记兼政工员。

作为一名优秀毕业生的栗禹在
矿建项目部身兼多职，不仅是团支
部书记和青安岗岗长，还是井下青
年突击队队长。

刚到项目部时，没有互联网，几
人住在一个彩板房，条件简陋，环境
艰苦，工作任务繁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怎
么办？栗禹选择既来之，则安之。
珍惜岗位，想方设法战胜一切困难。

没过多久，他就被身边的矿工
工作时的“猛虎精神”深深打动。“我
要以他们为榜样，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肯奉献，扎根矿建不负
韶华。”栗禹暗下决心。

以奔跑的姿态，栗禹高质量完
成各项工作。“没有最忙的时候，只
有更忙的时刻。”栗禹笑着说。

作为团支部书记，他积极探索
立体联动，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
突出青年特点、体现矿建特色的团
建工作新格局。团旗飘扬，行动圈
粉。他通过“圆桌论坛”“模型观摩”

“头脑风暴”等具体措施，以亮“项”
方式，一月一展示，让主创者对其项
目成果、“五小成果”现场说明，讲述
创新亮点，参会“英才”集中学习、研
讨，通过搭建学习交流平台，促进共
同进步。

栗禹说：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
是大展拳脚的地方。

告别羞涩 磨出坚韧
李雨琦，毕业于榆林学院。

2023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为项目部
培训专员。

李雨琦所在的安监科，每月都
会定期开展培训。看到来听课的矿
工师傅大多和自己的父亲年龄相
仿，为了家人，他们还要在艰苦的矿
下工作……这让她颇受触动。

如今，工作中的李雨琦已经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矿建女工，熟悉各
项流程，独当一面。“矿建的培训工
作，没有太多轰轰烈烈，更多的是细
微琐碎，每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考验的是人的经验和耐心。这里，
需要认真做好每个细节，让职工多
掌握安全知识。”她说。

工作时，把心思全扑在培训内
容上，里面有太多的授课技巧等待
挖掘，都是书本上没有的；闲暇时，
专注于自己的爱好，听听歌曲，做做
手工……

在基层这块“磨刀石”上，李雨

琦渐渐磨去了稚嫩，磨平了任性，
磨出了坚韧。蓦然回首，那个腼腆
的女孩，好像已经停留于记忆的远
端。

当好“水官”直面挑战
刘宇龙，从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现任项目部探放水技术员，是
一名“水官”。

方家畔项目部在老矿区掘进，
老塘积水始终是个隐患。作为一名
防治水队伍的“新兵”，他用自己的
认真和执着，在领导手把手地指导
下，很快胜任了工作。

为了掌握探放水作业流程，他
跟着施工队现场学习，记录各项参
数。严格按照设计到巷道迎头去标
定钻孔的方位、倾角等作业，验收探
孔时，他严格按措施规定操作，不放
松，不马虎，用数据说话。

每一个数据、每一项措施，都关
系着矿山和矿工们的安全。为了精
确掌握第一手水文资料，刘宇龙手
拿量杯，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没
时间想别的，我们是警戒观察，要注
意力集中。”

“边境条件很艰苦，但是既然立
志成为水文地质工作者，就应该克
服一切困难，继续干下去。”这样的
信念，让刘宇龙选择坚持了下来，用
专业的态度，交出一名矿建“水官”
的高分答卷。

走出平凡 升华自己
杨硕，今年 6 月从安徽理工大

学土木工程毕业，现是方家畔项目
部矿建技术员。

第一次到现场，他和师傅一起
进行工程验收，检查锚杆、锚索、巷
道尺寸等，他深知，矿建工程质量关
系着矿井、矿工的安危，不能有丝毫
的马虎。

杨硕每天背着测量仪器上上下
下，到迎头去给掘进队放中线和腰
线，保证巷道方向和高度的正确性，
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如何架设仪器
和仪器的工作原理，学会了如何计
算巷道腰线的高低，怎么标注等方
面的知识。

如今，杨硕能单独下井完成工
作。在迎头，检查综掘队的锚杆、锚
索抗拔力；对扭矩力是否达标？锚
网压茬够不够？动态管理牌板和顶
板离层仪参数准不准？他都会认真
校验。遇到生产上的问题，他总是
与工人多沟通、多解释。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矿建技术员
并非易事。杨硕回忆说：“刚来时真
有些不适应，跟大学生活完全两个世
界。”为了完成技术数据，他每天提前
一个多小时起床，苦练技术，强化安
全知识，参加日常员工学习培训。

“每天都过得太充实了，累了倒
头就睡，有时候休息10分钟就好像
睡了一个多小时，睁开眼睛，干劲又
来了。”杨硕说。

白天的烈日、黄沙；夜间的低
温、湿冷；路上的崎岖、险阻，体力的
透支……有时生产突击任务来了，
杨硕凌晨2点，带着设备奔赴现场，
处理施工中的疑难杂症。

坚毅、认真、专业，杨硕用汗水、
智慧和吃苦奉献，定义着一名矿建
大学生的价值。

大漠深处 逐梦扬帆
——中煤三建方家畔项目部大学生工作掠影

“帮助别人让我充满力量”
——记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运输信息中心调度员孙益庆

李雨琦通过电脑查对职工入职信息。

栗禹（中）和食堂人员检验菜品质量。

刘宇龙将监测的水文信息填写在图纸上。杨硕在现场检查锚杆扭矩是否达标。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张艳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李继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