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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

会场变课堂 培训成常态
本报合肥讯 2 月 29 日至 3 月 3 日，一公

司召开的四届二次职代会、2016 年工作会 4 天
的会议日程中，安排了党务专业、安全生产教
育和廉政警示教育 3 堂培训课程，及党务和安
全知识专业考试，进一步提升了与会代表的综
合素质。

近几年，一公司充分认识到随着企业生产
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张， 公司人力资源的整体
素质亟待提升 。 参加本次 “两会 ”的与会代
表都是公司的中坚力量 。 为了给他们充电
加油，更新知识储备。 公司领导班子在“两会”

召开前研究决定安排 3 堂培训专题课程，同时
为了让培训取得更好的效果，还组织了相应的
闭卷考试。

3 月 1 日下午，公司专门邀请了合肥市安
监局刘瑞老师和局安质部赵南平老师，讲授了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安全文化专题培训课，让
230 余名职工代表了解了安全生产事故处理
应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的方式方法，并深切感受到了安全生产的重
要性。 随后，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预防职务犯
罪科郭艳媚老师讲授了题为《加强修养、把握
人生、自觉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再次给他
们敲响了廉洁从业的警钟。 3 月 2 日下午，局

组织部部长汪石洲给参加工作会的 50 余名党
工委书记，讲授了一名项目党工委书记如何在
本职岗位上更好地履职尽责。在随后组织的党
务专业和安全知识闭卷考试中，与会代表们重
温了培训的内容， 进一步巩固了所学到的知
识。

在 2015 年初召开的公司“两会”，培训加
考试就已成为了会议的又一 “主角”。 本次会
议， 公司再次将培训和考试列为了常项内容，
让与会代表在参会的同时也能够长见识、得警
示、提意识、增本事。随后召开的会议组织及经
验总结会上，公司领导表示还将把这项好的做
法继续延续下去。 （文良诚）■培训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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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连日来， 在局机关大院

南区突发一起抢孩子事件的
消息成为员工和家属们热议
的话题， 也让许多家长为上
幼儿园和学校的孩子担惊受
怕。

据目击者叙述，3 月 1 日
下午 4 时许， 一位中年女子
从幼儿园接了孩子后， 走到
南区小花园南端的喷泉处让
小男孩玩耍， 自己开始看手
机。 这时，一名身穿草绿色上
衣的男子突然从北面冲过
来，把小男孩挟在腋下就跑。
小男孩的哭声惊动了那名女
子，她快步追赶过去，嘴里喊
叫着“你干什么？ ”“放下我的
孩子！ ”附近休闲、散步的人
和带孩子的家长闻声， 有的
立即追赶过去， 有的赶快用
手机报警。 正在附近巡逻的
陈姓保安一边追赶一边用对
讲机呼叫门卫值班人员拦
截。 男子扭头看到后面有人快要追上了，丢
下孩子继续南逃，在南门附近被两名保安死
死扭住，最终由赶到现场的民警带进派出所
处理。 额头受伤的小男孩经局中心医院大夫
检查，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

此事之所以引起大家纷纷议论，笔者以
为，一是对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公然抢孩子的
事感到震惊，违法犯罪者十分猖獗；二是虽然机
关大院的保安制度健全，保安也尽责，但家长
仍不可掉以轻心；三是其他子分公司机关和
后方基地也要重视起来，严加防范。 作为综
合建筑施工企业，我们员工离家在外工作的
居多，照看孩子的多为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
们。 笔者借贵报提醒家长们，在接送孩子的
途中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
脱离自己的视线。 同时，吁请带孩子外出的
家长们别只顾低头玩手机，以防孩子跑远或
发生不测了，而自己还全然不知。

顺致
编安

读者 钟诰

物
资
公
司
举
办
原
材
料
质
量
检
测
培
训

本报合肥讯 “材料费占工程造价
的 60%-70%，所以原材料质量是工程实
体质量的基本保障， 也是企业品牌和信
誉的需要……” 为提高项目材料厂业务
员的原材料质量检测水平， 物资公司于
3 月 1 日举办了一期原材料质量检测培
训班。培训班以主会场和分会场的形式，
邀请了局检测中心主任章国辉进行授
课，全公司共 211 人参加了培训学习。

目前， 物资公司参与供应在建项目
35 个、收尾项目 8 个，原材料质量的好
坏将直接给工程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
章国辉从物资采购中与试验关联事项、
物资仓储与质量控制、 主要材料的抽样
与技术指标、 关键指标对工程质量成本
的影响、 物资配送与迎检五个方面进行
了认真阐述和讲解，强调了原材料质量
在工程中的重要性 ，原材料质量 “零
缺陷 ”的理念 ，并对物资采购提出了
建议。

培训后，学员们也表示，要把质量管
理作为现场工作的重中之重， 坚决杜绝
不合格供应商进入供应队伍、 不合格原
材料进入工程实体。

（汤剑丽）

▲本文作者（右）在给藏族阿妈看病。 （许国 摄）

▲拥有 30 余个在建项目的建筑公司 ，近几年来保持每年吸纳劳务人员近万
人 。 公司坚持 “五同 ”管理模式 ，开展 “幸福项目部 ”创建活动 ，为他们提供更
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推进作业层队伍管理规范化 、人性化 、透明化。 图为 2 月
26 日，在该公司刚闭幕的四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上，优秀作业层队伍接受表彰。

（董福华 查高英 摄）

作作业业层层队队伍伍受受表表彰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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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建设的硝烟早已散去，在新的岗
位上工作也快十年， 可五年多的青藏生活，一
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工作，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
经历。 看到《铁道建设》报社的“青藏铁路通车
十周年”征文启事，青藏线的点滴生活涌入我
的脑海。

苦

青藏线的苦是众所周知的。青藏铁路格尔
木至拉萨段全长 1142 公里， 其中 965 公里在
海拔 4000 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
长的高原铁路。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年平均气
温-4℃，极端最低气温-40℃多度，空气中的
氧含量不足内地的 60%。这些苦都是大家熟悉
的，而我所说的苦，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2002
年 3 月，才上青藏铁路十五标的时候，没有饮
用水， 我们只能凿冰取水，3 月的高原天寒地
冻，旁边的河面上汽车可以自由行驶，而我们
早上凿开的冰窟窿到下午又只能拿锤子砸了。
更痛苦的是上厕所，在一块空地上建起来的厕
所，茅坑与外界相通，外面的大风让人站不住、
也喘不来气，开始时厕所没门，穿堂风吹上来
则是像凉风灌肠一样，几分钟过去全身都快成
冰棍了，后来倒是装上了门，可是每次上厕所
又添了新麻烦，大风将装上的铁皮门吸得紧紧
的，最大风的时候我的力气根本打不开，只能
让男同胞帮忙了。

辣

工作的泼辣是在高原的医务人员必须具
备的作风，急性高原病发病急，特别是急性高
原肺水肿、脑水肿和严重的外伤患者的抢救更
是分秒必争。 2005 年 9 月 20 日晚，青海去拉
萨朝拜的大客车在我们驻地旁边的加油站加
油时，发现车上两名乘客呈昏迷状态。 病人送
到我们工地医院时，两人为急性高原脑水肿抽
搐状态， 此时的工地医院的大队人马都已撤
回，只留下我和工地医院院长两人，而院长正
好送病人回格尔木，就我一人值班，面对两个
昏迷的患者，我沉着冷静，凭借几年来积累的
高原病救治经验，马上投入抢救，分别给两人
开通静脉通道，脱水利尿降颅压的药物及时用

上，并指导救护车司机帮忙加压输液。 由于病
人比较烦躁，两人时而躁动、时而踢打，我的手
都被烦躁的患者抓破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
救，终于使两人转危为安。

酸

在青藏铁路工作的五年多，留下许多心酸
的事情。 记得 2002 年 3 月才上十五标建点的
时候， 工地医院和我一起上山的还有陈医生。
由于山上和山下无法沟通，手机没信号，座机
没有通，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工指买了一个
海事卫星电话，用于山上、山下工作沟通，但信

号比较差，经常联系不上。有一天天气尚可，工
指领导拿着电话，正在和山下联系工作，大家
都很羡慕地看着电话，好久没跟新婚妻子联系
的陈医生更是看着电话发呆。 这时，工指的领
导说：“现在规定，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和家里
免费打三分钟电话！”大家听此消息，都想试一

把，但大家几乎同时都把这个机会先给了陈医
生。 当陈医生费了一分多钟，终于将老婆的电
话接通，只“喂”了一声，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了
出来，看着陈医生掉泪，在场所有人的眼圈都
红了，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没再拿起电话……

由于十五标与格尔木相距 500 多公里，青
藏公路也同时在翻修，护送病人上下山，堵车
便成了家常便饭，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一天
一夜甚至更长，而青藏高原地势平坦，一眼望
去可以是几十公里开外，所以堵车时最难的应
该是“方便”的事了。 有一天，两名女医护人员
乘救护车送病人下山，返回山上的时候又遇堵

车 ， 一堵就是十多个小
时，公路的两边毫无隐身
之处， 望着汽车长龙，她
们俩实在下不了决心随
大流 ，便急中生智 ，叫救
护车司机下车，在救护车
上用备用的痰盂解决了
内急。 等二十四小时后她
们到达山上，讲起这段经
历，大家都觉得心里酸酸
的……

甜

青藏铁路的绝大多
数员工都是远离家乡、远
离亲人，但大家聚在一起
就像家人一样 ，互相关
心相互体贴 ，而我是最

幸运的人 。 我和老公结婚后 ，由于老公辗
转工地 ，我们一直是聚少离多 ，我到青 藏
铁 路 工 地 之 前 ， 老 公 还 在 火 宣 线 工 地 。
2002 年 3 月，火宣线结束，青藏铁路 15 标开
工需要工程技术人员， 于是老公来到青藏工
指，长期分居两地的我们在高原有了相聚的机

会，并在十五标建立了一个“小家”。 青藏铁路
十五标全长 50 公里 ，我在工地医院 ，爱人
在工程部 ， 工作时间我们通常碰不着面 。
遇有重症病人需要我护送下山 ，或他要到
格尔木办事之时，我们就会在家里互留便签，
相互叮嘱（山上手机无信号）。 那时，虽然高原
上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 但夫妻俩身处
“蜗居”，却温馨相依、其乐融融。

2003 年 7 月，我们迎来了高原之“家”最
欢乐的日子。我的女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
到了我们居住在雪域高原之上的“家”。女儿的
到来使我们的“家”有了更多的活力，虽然她的
高原反应较重，头胀痛，但吸了点氧后，精神马
上转好，被“家”和周围的一切新鲜感所吸引，
她显得好开心！那一夜，因为女儿的到来，我们
的高原之“家”充满了欢声笑语，从工地回到指
挥部的同事们，挤满了我们 10 平方米的小屋。
女儿和大家俨然就是一家人， 玩到高兴的时
候，拿起她心爱的二胡，拉起《赛马》独奏曲，那
高亢的旋律和高原美丽的夜色融为一体，使我
们的高原“小家”异常温馨；也因为女儿的活泼
可爱， 使离家久远的筑路者们仿佛又找到了
“家”的感觉……由于太兴奋加上初到高原，那
天晚上，女儿同许多刚到工地的人一样，是吸
着氧入睡的。 在这茫茫的雪域高原上，在这不
足 10 平方米的温暖小屋里， 看着床边安然入
梦“回家”的女儿，我的内心充满了无与伦比的
幸福和甜蜜……

参加青藏铁路建设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
要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青藏情节愈发
深厚，2016 藏历年春节晚会也看得我热泪盈
眶。五年多的岁月，无论酸甜苦辣，都将永远印
记在我的脑海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