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不遗忘的时光
□ 匡丽群

本报固原讯 （通讯员 杨 静）
2011 年 12 月 21 日，职工培训中心
“守住春天”活动志愿者小队方健健、
郑志国、宛昭、匡丽群一行四人到宁
夏固原分发爱心物资。经过三天的努
力，在固原微笑义工社的协助下，将
从武汉募捐到的近两吨物资悉数发放
到山区孩子的手中。

12月 22号上午，该小队历经三
小时的车程到达固原市原州区炭山乡
新山小学，炭山乡地处原州区东北部
75 公里处，属东部干旱片带，山高
沟深、地形破碎，平均海拔 1670米，
为原州区最贫困的乡镇之一。该小学
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 4名老师，每月
人均工资 500元。该小队给该每位小
学生送上书包、铅笔、鞋等爱心物
品。
之后，该小队还去了另外两所国

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学校。

邹松摄影报道

冷热水效应
□高俊模

三杯水：一杯冷水 ,一杯热水，
一杯温水。先将手放到冷水中，再
放到温水中，你会感到温水很热；
但是如果你先将手放在热水中，再
放到温水中，就会感到温水很凉。
同一杯水，温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这
就是“冷热水效应”。
“冷热水效应”同样也适用于项

目部的管理。对于领导而言，当需
要交待什么工作给职工时，不妨把
话说“狠”一点，用“冷水降降
温”，这样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工作
积极性。如果职工完成得不尽如意，
运用“先冷后热”的原理，以鼓励
代替批评。这样一来，员工就会感

到“温暖”。
人生在世，孰能无过？过而改

之，善莫大焉。职工工作上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一味地指责批评，
不仅达不到提高能力的目的，还会
对领导者自身造成负面的影响。只
泼“冷水”只会促使双方的关系更
加僵化，在适当的时候，不妨掺
“热水”消融在双方心中的坚冰。

巧妙地运用“冷热水效应”，职
工做得不好，批评的程度不妨低一
点。职工工作做得好，嘉奖的尺度
不妨大一点。先让职工尝尝“冷水”
的滋味，就会使他期望得以降低。
因此，他会对获得的“温水”感到
高兴。

本报武汉讯（通讯员 赵丽君）经
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12 月 27 日，
七公司网站正式开通。

该 公 司 网 站 域 名 为 www.
ztmbec777.com，ztmbec是中铁大桥局
的英文缩写，关于 777的含义，该公
司总经理王吉连的解释道，第一个 7
代表七公司的名称；第二个 7寓意七

公司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第三个 7
取“妻”的谐音，代表公司每个战斗
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背后，都有一
位默默付出的好家属。

七公司将通过建设自己的网站，
向用户展示其技术、经营理念、企业
文化、企业形象等，树立现代企业的
形象，增值企业的无形资产。

七公司网站开通

(任发德 供图 徐军 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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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大桥局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过去有着许多动人的人物和故
事。如果您知道大桥局一些鲜为人知的尘封旧事，或者认识一些有故事的可
爱老人，或者手里有一些老照片，欢迎给本报来稿或来电，本报与您一起重
温过去的故事。

姻老照片·老故事

1958年，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正在进行围堰封底。
拍摄这张照片的任发德老人指着照片说：“照片上的工人在搅拌混凝土，

这些工人都是当时四桥处的职工。整个场面显得有些杂乱。当时施工不像现
在，有那么多机械设备，那时候施工都是‘人海战术’，靠的是人拉肩扛。混
凝土都是人工搅拌的。比较有趣的是，当时工人戴的安全帽和现在不一样，是
用柳条编的。现场一些模板和栈桥也多是木制的。”

任老记得，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是四桥处修建的，那时候应该是武汉长江
大桥通车之后了，武汉桥结束后，二桥处去了邳县（现在的邳州）中运河桥，
四桥处则到了重庆白沙沱。如果要“论资排辈”的话，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
江第一桥，而白沙沱就是在长江上修的第二座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第三座，
该桥大概是 1958年开始施工，1959年底建成通车的。

这座桥通车的时候，当时的四川省省长亲自来剪彩，当时大桥局第一任局
长彭敏也出席了仪式。“仪式上，那位省长披着大衣，穿着棉布鞋，戴着解放
帽，全身上下十分朴素。”任老回忆。

【编者按】《桥梁建设报》 2011年
12 月23日刊出消息《青年志愿者在
行动》，报道了铁路桥梁技校的几位
青年教师志愿者为山区贫困儿童募捐
旧衣物、玩具的故事。近日，在经过
了近一个月的物资收集后，志愿者们
在年底亲自把这批物资运送到宁夏固
原，并亲手发放到小朋友手中，给他
们送上一份新年礼物，本报对该活动
予以及时的追踪报道。另外，该活动
的亲历者匡丽群老师用一篇手记，详
尽、细腻地描述了整个过程，本报也
将其原文《永不遗忘的时光》刊出，
以飨读者。
铁路桥梁技校的这几位青年教

师，因为偶尔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
便与“贫困儿童”、“志愿者”、“固
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次“守护春
天”帮助贫困儿童的志愿活动，以及
这次固原之行，无疑是他们心灵的一
次朝圣之旅。

正如匡丽群老师所说，她们的这
次行动，是在“用微力量传播善意”。
微力量，不仅是微博这种新兴传播工
具的力量，更是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
力量。也许每个人心中的这种力量十
分微薄，但是，许多善意的火种聚在
一起，就能变成照亮他人的灯塔。日
为一善，与人为善，哪怕事情再微
小，也可以温暖自己和他人。而这，
正是郭晓虹老师、匡丽群老师和其他
的捐赠者、志愿者们所追求和践行
的。

助人者，天佑之！

“守护春天”固原行

一
故事从一条微博开始。
郭晓虹老师在发那条募捐微博的

时候，只是劝大家捐出搁置的旧衣物
给山区的孩子们，没想到立刻引起了
微博的迅速转发，一经媒体报道，捐
助的电话就铺天盖地地打过来了。

于是，热心的桥梁技校的教师
们、同学们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守住春天”志愿者。开始收集、清
洗、消毒、整理、打包、分类捐赠
品，积极联系捐助点，联系物流，制
定方案。边做边摸索，累，却满心欢
喜。我们通过网络联系上了宁夏固原
微笑义工社，他们提供了合适的捐助
点，并且全面负责物资到达固原后的
分发工作。

我们原本计划1月3号左右将物资
用物流发出，山区孩子放假早，只好
提前至12月18号。我们这批志愿者也
于12月20号顺利到达固原。

二
2011年12月21号上午10点，坐了

24小时的火车后，我们一行四人到达
固原。窗外，天阴沉沉的，气温低达
零下15度，一下车，冰冷的空气扑面
而来。

给微笑义工社的联系人打电话，
很快，两辆车就到了火车站。在那个
比普通城市地铁站还小的火车站，我
们一眼就认出彼此，几乎没有寒暄就
上了车。

义工社的社长王继平是个年仅23
岁的小伙子，经营着一家数码店，生
意不咸不淡的。但他于今年成立的固
原微笑义工社却迅速地成长起来，颇
具规模。行程安排得紧，在数码店对

面找了家旅馆安顿下来，我们就跟着
他们提前准备好的皮卡车去了物流公
司。货物堆放在室外，低温下，那些
编织袋都冻得硬质发脆，稍一用力，
袋子就撕开长长的口子。忍着刺骨的
严寒，我们小心翼翼地装车。

额头一流汗，风就像冰片一样的
划着脸，裸露在外的双手此时比什么
都脆弱，书皮的封面能划出伤痕，冰
冷的编织袋能蹭出裂口，绑车的绳子
也能勒出深深的红印。

天色渐暗下来，货物清点装车完
毕，我们讨论了第二天的具体分发方
案。除了路线、时间、司机、人员以
外，连每个孩子发四支新铅笔，每个
班的哪几名同学分发新书包这样的细
节都定好了。

三
七点钟的固原城像是还没睡醒的

孩子，微眯着眼，远处的山头透着丝
丝缕缕的光。皮卡车载着满车的货
物，我们满脸笑意地出发了。

顺着柏油路往炭山乡深处的一条
路一直走，沿着山边，转了一个又一
个弧弯，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

路上加了一次油，我们才从司机
张哥的口中得知，皮卡车都是义工自
己的或者找朋友借的，谁开车就谁付
油钱。山路弯弯，考验着司机的车
技。

四
三个小时之后，终于抵达第一所

小学。
光秃秃的山群中三间小平房，干

净的土院墙，地上的冰层踩上去滑溜
溜的。只有一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宣示

着这是一所学校。孩子们兴奋地拍着
小手欢迎我们，然后又迅速地各自回
教室等待我们分发物品。

每进一间教室，齐刷刷的目光便
投过来，格外的清澈、纯净。本应娇
嫩的小手却个个皴裂而粗糙，摸起来
冰凉凉的。每收到一样东西，他们都
轻声地说句谢谢，羞涩地笑笑，并不
闹腾。

五
步行了20多分钟的山路，我们去

了离学校最近的优秀学生王雷雷的
家。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所谓的家其
实就是一个窑洞，简直可以用破烂不
堪来形容。在这里我们真正见识到了
生活的艰辛和沉重。王雷雷的爸爸，
一个硬朗的西北汉子，给我们讲述了
劳累整年后颗粒无收的情形。他给幼
小的雷雷又当爹又当妈，饿着肚子给
雷雷积攒学费，他反复强调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走不出这荒凉的大山。

他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显得悲情，
他希望雷雷走出山沟，带着知识抬头
挺胸地走出去。他感激我们的善意，
他希望雷雷长大了也能帮助别人。

六
午饭是早上准备好的馒头，几包

榨菜。二十几个人边吃边互相拍吃
相。好客的村长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
饭，村长媳妇手脚麻利，做了劲道的
手擀面。清汤面除了盐没有放任何调
料，但所有人都吃得很香，赞不绝
口。

七
下午去了另外两所学校，相同的

送发方式，一样的纯真笑脸。下午四
点钟，计划给他们的物资基本分发完
毕，留下的是给孤儿院的，今天无论
如何是去不了了。

趁着光线尚足，车队下山。
暮色下，山峦多些了深沉，少些

了威严，没有融化的雪层次分明地铺
在山上，回家的羊群，成群排队，零
星散落的人家，炊烟缕缕升起。

八
后来的几天，我们踩着湖面厚厚

的冰层，爬着陡峭的山坡，给山区的
儿童送去了好心的人们捐助的东西，
带去了他们的关怀。小昭凭着意志力
艰难爬山的画面，健健蹲在地上吃面
条的样子，志国为省开水给我们喝而
嗓音嘶哑、嘴唇干裂的样子……每一
个画面都让我难忘。

一名脸色红扑扑的小姑娘收到了新书包 杨静供图

在鹦鹉洲长江大桥六公司项目部，
征地拆迁办公室主任唐树生，可是大
大有名。

他年近六旬，先后担任过火车司
机、调度、办公室主任、项目部副经
理、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中担任办公
室主任长达十多年。多年的办公室工
作，造就了他幽默、风趣、善于交际、
乐于助人的性格。他见人总是一脸笑，
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他。在征地
拆迁这一让很多人头痛的工作岗位上，
他用自己的真诚、耐心和执着，为项
目顺利施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说拆迁之难难于上青天，毫不夸
张，六公司鹦鹉洲大桥项目部锚碇施
工区就面临着这个难于登天的工作。
鹦鹉洲大桥北锚碇位于世茂锦绣长江
高档住宅楼和大片等待拆迁的居民区
旁，前几年这块地就被世茂集团购买
了，但因种种原因几年都没拆下来。
说起拆迁的难度，鹦鹉街道办李主任
深有感触：“征地拆迁是眼下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既敏感又复杂，这几
年我们街道办事处可谓费尽了口舌跑
断了腿，房子没拆下来，居民们‘反

拆迁’经验倒是增多了不少。”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锚碇施工是全桥的控制性工
程，必须要抢在今年洪水到来之前做
完锚碇的地连墙施工和锚碇的混凝土
封底工作，如果不完成这些工作，会
给长江大堤防汛带来很大隐患。在困
难面前，老唐常说，当初项目部经理
时一波就是相信他在对外协调和拆迁
工作中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才把他从
黄冈桥项目部调过来。为了项目施工
的需要，又有领导信任，他觉得必须
得用心把工作干好。

附近影响施工的五家居民房屋拆
迁，无疑是建设中的第一只“拦路
虎”，如何清除这只“拦路虎”，可以
说关系到整个六公司项目部的工程进
展。

在拆迁工作初期，他敏锐地意识

到，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当地
群众的理解和配合，要在短期内完成
拆迁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他积极到
业主、鹦鹉街道、区政府办公室、区
规划局拜访、求助。拆迁工作涉及到
五个部门和单位，他先后组织召开了 4
次协调会。一段时间，他坚持每天一
上班就到区政府“报到”，耐心做好解
释工作。凡事都不会一帆风顺，谈判
进展非常缓慢，年近六旬的他“吃闭
门羹”、坐“冷板凳”是家常便饭，赶
不上回项目部吃饭时间更是经常的事，
受到一些居民的围攻屡见不鲜。在谈
判进展最困难的时候，有同事感慨：
比起唐主任每天面对冰冷的面孔，我
宁可跑现场，被太阳晒。

正是他的这种执着的工作精神感
动了政府相关单位的领导，取得了领
导的支持。通过无数次的沟通协调，

拆迁工作终于在 5月初取得突破性进
展，3户民宅陆续被拆除，余下 2户也
在 5月底全部拆除完毕，为鹦鹉洲桥
北锚碇施工创造良好了外部施工环境，
为施工生产赢得了与洪水赛跑的时间。
对此，大桥局指挥部指挥长罗瑞华感
慨地说：大家都说，征地拆迁是天下
第一难事，但是六公司项目部唐树生
的事例再一次证明，只要工作做得细
致，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就没有做
不好的工作。

“拆迁主任”唐树生

本报九江讯 （通讯员 方 彬）
“你好，请问是团委‘青年服务办公
室’吗？我想委托您帮我办理一下医
疗保险的相关手续。”五公司团委成
立“青年服务办公室”后，马上接到
了外地项目部小伙子的求助电话。

现代青年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
而团建工作职能转变相对缓慢。针对
这种日益突出的矛盾，五公司团委提
出了以“服务”为核心的团建工作思
路，紧贴青年所需，成立“青年服务
办公室”，以提高团组织的凝聚力。

小杨从贵州毕业到了五公司，又
被分配到偏远的项目部。最近让他非
常烦心的是，马上要在老家结婚了，
因为户口在九江，很多手续都得回九

江办理，工程又处在大干时期，工期
非常紧，频繁回九江既耗时又费力。
正当他烦恼的时候，青年服务办公室
帮他解决了困难。他只需打个电话，
提供相关证件，告知需要办的手续，
青年服务办公室就给完成了。

对于初来乍到的毕业生来说，九
江市和五公司机关可谓“人生地不
熟”。需要解决的事情“无从下手”。
“青年服务办公室”能够最大限度地
解决青年困难，辅助企业人才开发，
促使青年成长成才。据了解，“青年
服务办公室”运行几个月来，已为一
线青年办理各种服务 38件，受惠青
年达 33人次，得到了广大基层青年
的高度肯定与赞扬。

五公司团委做好青年服务工作

本报南京讯 （通讯员 李
鹏）又是 1号男嘉宾，还是那
个质朴、乐观的王丁，2011
年 12月 25号，圣诞之夜，一
公司王丁返场江苏卫视《非诚
勿扰》，上演了自己的“非诚
勿扰 II”。

2011 年 9 月，一公司象
山 1标项目部青年员工王丁报
名参加了著名电视相亲栏目
《非诚勿扰》 ,11月 5日，该期
节目正式播出，王丁虽然最终
未能捧得美人归，但引起了全
国各地大桥人的广泛关注。根
据该栏目的规则， 12 月 25
日，王丁年末返场，但仍然没
有牵手成功。

据了解，王丁是中国中铁
系统内首位亮相该节目的员
工，在这个舞台上，王丁让观
众了解了“中铁大桥局”、“中国中
铁”。

亮相《非诚勿扰》的经历给王丁

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去银行办事、
外出、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会认
出这位来自大桥局的“名人”。

王丁再上《非诚勿扰》

王丁与主持人孟非在舞台上 李鹏供图

员工论坛

2011年12月26日10时16分，泉
州湾跨海大桥A1标工地，泉州市电
视台记者正在采访该项目部员工潘
剑峰。

此次来访，该电视台记者走进
了现场，采访对象都是一线的普通

员工。记者还随工程技术部人员到
水上施工现场参观采访。在施工现
场，记者采访了正在工作的80后青
年技术员代表，了解他们的工作、
生活情况。

泉州市电视台走基层到工地

本报武汉讯 （记者 乔 良） 近
日，从武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传来消
息，我公司刘家华参与采写的电视新
闻消息《金桥今晨合龙，武汉大道全
线贯通》被评为“千名记者走基层优
秀作品”。

据了解，“千名记者走基层”是
2011年武汉市委宣传部和武汉新闻
工作者协会应“走基层、转文风、改
文风”要求举行的一项大型采访活
动。此次评选共有来自武汉电视台、
长江日报等单位的 20件作品获奖。

刘家华作品获评“记者走基层优秀作品”

集团公司工会主办

《青年志愿者在行动》追踪报道

培训中心志愿者赴固原分发爱心物资

□王靖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