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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人把守护安全当成一种自觉，
当社会和公众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是站在
前排的战士。”谈及职业使命，中国地震局工
程力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孙柏涛的话语坚定
有力。

8月1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上，孙柏涛和其他4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
表畅谈新时代应急管理人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一名结构专家，孙柏涛数十次奔赴国
内外地震现场，指导救援人员在坍塌的建筑里
开展救援。在防震减灾道路上，他三十余载勤耕
不辍，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等科研项目20余项。

如今，“用所学为社会做一点贡献”的朴素愿
望，激励着孙柏涛坚守在防震减灾研究的一线，

“所付出的对社会有用，就感到自豪。”他说。
见面会现场，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昆明市

支队支队长李孝忠带来一幅扑救山火的漫画，
让人们的思绪回到重庆森林火灾扑救现场。

去年 8月，重庆多地发生山火。李孝忠和
300名消防指战员星夜驰援、逆火而行，主动受
领面积广、扑救难度大、风险高的北碚火场。紧
要关头，他们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以火
攻火”战法，成功阻击约2公里的大火头。

在撤离重庆当天，市民们夹道欢送，有坐着
轮椅来的老人，有敬着军礼久久不肯放下的退
役老兵，还有人举着标语“和你们并肩作战是我
们一生的荣耀”。“人民对我们的褒奖是我们的
最高荣誉，它激励我们继续披荆斩棘、勇于前
行，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心厚
爱。”李孝忠的声音有些许哽咽。

一幅漫画，见证着无畏逆行；一枚标识，则
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

作为中国救援队的一员，北京市消防救援
总队特勤支队高米店站站长潘照虎向大家展示
一枚白底蓝边的椭圆形标识，并解释说：“它代
表的是国际城市搜索和救援咨询团。在国际救
援领域，佩戴这个标识是队伍能力的一种体现。

有很多队伍会通过这个标识找到我们，去完成
一些救援难度比较高的任务。”

今年年初，潘照虎随中国救援队赴土耳其
执行地震救援任务。他们不断接到当地民众的
求救和国外救援队伍的求援，连续24小时不间
断开展救援行动，接连营救出6名幸存者，展示
了中国救援队伍的专业水准，得到了当地政府
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潘照虎表示，他和队友们会在以后的日子
里更加刻苦训练，提升专业救援本领，努力在国
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救援队的能力以及我国的大
国担当。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四季穿棉袄”是
西藏那曲市安多县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

在这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一半的地方，安
多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旦巴群培用脚步丈量辖区
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到自然保护区域，小到
加油加气点位、村里小商店存在的安全生产隐
患，他都了如指掌。

“预防和准备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做好了可以有效降低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
减少损失和影响。”见面会现场，旦巴群培谈得最
多的是预防和准备工作，他表示要坚持关口前
移、俯身下沉，在高原营造出“人人都说安全生产
话、人人都做安全生产事”的良好氛围。

警铃一响、着装登车。从事危化救援工作以
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普光
队队长王庆银几乎时刻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危险化学品事故一旦发生，破坏性较大。在
王庆银看来，危化就是“化危”。他带领队伍抓
早、抓小、抓苗头，对生产单位的员工开展培训，
进行预防性检查、演习和演练，累计完成油田动
火作业监护2.1万次，连续17年无上报工业火
灾事故。

王庆银表示，将和战友们忠实践行“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苦练本领，
为保卫国家能源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
立新功。 （新华社周圆王聿昊）

他们，用歌唱走出大凉山

为缓解乡村少年儿童暑假期间看护难题，丰富乡村少年儿童文化生活，贵州省麻江县开展“党员妈妈·护航成长”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利用党
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开展安全教育、亲情陪护、手工制作、集体游戏、读书活动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图为8月16日，在麻江县
杏山街道群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员妈妈”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罗文刚摄

四川：282辆“母亲健康快车”为爱飞驰

民歌、火把、篝火……8月的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处处洋溢着彝族火把节欢乐的节日
气氛。彝族姑娘吉好有果用歌唱走出大凉山，
走向更大舞台，近些天又回到家乡，在火把节
上和小伙伴们用歌声表达彝族人的热情，欢迎
四方宾朋。

距离他们上次登台，仅过去不到半个月时间。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愿

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你……”7月28日
晚8时许，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随着国旗入
场，现场响起孩子们合唱《国旗国旗真美丽》的
天籁之声。

吉好有果是现场的领唱者之一。大运会开
幕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团队又马不停蹄赶回凉
山，加入到火把节开幕式表演的排练中。

15岁的吉好有果喜欢唱歌，她的梦想是
“长大后读音乐类学校，当一名音乐老师”。

吉好有果目前在西昌天立学校就读，过完
暑假，她将升入八年级。课业之余，她选修了每
周一和周三的彩虹合唱团课程。妹妹吉好有莫
也在合唱团里，吉好有果常带着弟弟妹妹一起
看书画画，教他们自己学会的新歌。

曹冲是彩虹合唱团的负责老师，指导合唱
团两个班共40多名学生。“目前我们开设有音
乐基础课、乐器课以及声乐课，这都属于选修
课。”曹冲说，选修课共50多门，还有美术、机器
人等课程，正如合唱团的名称一样，“我们想带
给孩子们像彩虹一样多彩的童年”。

在彩虹合唱团学习的3年里，吉好有果的
演唱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刚开始时比较害
羞、不敢唱，经过慢慢锻炼，演唱能力进步了，
也越来越有自信了。”曹冲说。

在大运会、火把节开幕式上跟吉好有果共
同演唱的5名孩子，是昭觉县万达融创红丝带
爱心学校晨曦艺术团的成员。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爱好——歌唱。

吉朵史拉是成员之一。火把节系列活动的
奔波并未让这个13岁男孩的脸上显露疲态，
面对笔者的采访，他的双眼炯炯有神。

“这两天唱了两首歌，还跟大家一起跳了
达体舞，很激动，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长。”
吉朵史拉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如今，大凉山深处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条件
得到了极大改善，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他们也

拥有展现各种才华的更大舞台。
“政府和学校都很注重艺术教育发展，学

校的硬件设施更好了。”晨曦艺术团负责人皮
特伍且说，光是音乐这一块，现在就配备有琴
房、舞蹈房、训练房等。近些年，从北京、上海等
地来了不少行业专家，当地的老师和学生都有
了接触先进知识的机会。

条件好了，孩子们也都毫不懈怠，刻苦训练。
皮特伍且作为领队，带领孩子们排练大运会开幕
式节目时，基本都是从早练到晚。“用时长，也比
较辛苦，但大家都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晨曦艺术团的孩子们
多次参与大型演出。

皮特伍且希望孩子们每次演出都不辜负
晨曦艺术团名称的最初用意——孩子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他们正如早上的太阳，在舞台
上肆意散发光芒。

彩虹合唱团、晨曦艺术团……名称本身被
赋予了很多美好寓意。如今，大山深处的孩子
正向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乘着歌声，翻越丛山，
走向更远的天地。

（新华社邢拓尹恒）

江苏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交易规模突破100万张

新华社南京8月16日电（记者 何磊静）记
者16日从江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获悉，
该省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绿证）交易规
模累计突破100万张，达100.6万张，交易数量
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
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
的唯一凭证。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凭
证，用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费认证等。1个绿证对应1000千瓦
时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江苏是全国首批开展绿
证交易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持续推动全社会提
升绿色电力的消费水平。

“江苏在绿证交易上的优势，主要来源于
规模庞大的外向型企业。”江苏电力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旭说，不少国内出口企业
和跨国企业通过购买绿证来提升绿色电力消
费能力，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企业的环保贡
献程度。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提出，进一步健全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制度，明确绿证适用范围，规范绿证核发，健
全绿证交易，扩大绿电消费，完善绿证应用，实
现绿证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全覆盖。

“绿证交易有助于让市场经营主体形成低
碳的能源消费习惯。我们将根据最新要求，进
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交易机制，通过市场化手
段稳妥推动各方使用绿电，逐步提升绿电消费
比例。”魏旭说。

北京西城区：
文明微积分开启

“全民参与文明升级”新模式

本报讯（高梓轩）“您好，我来兑换西城文
明微积分的华天早餐券……”居民王女士走
进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请工作人员帮忙核销用文明打卡获得的积分
兑换华天早餐券。前些天，王女士在北京西城
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上线了“西城文明微积分”
小程序，小程序上详细介绍了活动的内容。当
即，王女士就被这个有意思的小程序所吸引，
便根据流程成功注册并坚持每天打卡。“我主
要是对光盘行动、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一些
文明行为进行打卡，有些时候看到干净整洁
又漂亮的城市环境，志愿者在路口交通值守
等等我也会拍照分享在‘西城文明微积分’小
程序上，这样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并兑换
想要的礼品。”

近年来，西城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以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建设更高水
平的全国文明城区为目标，提升各类社会单
位、辖区居民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创新
推出“西城文明微积分”小程序，鼓励全社会积
极参与建设文明城区志愿服务，推动“人人都
是文明创建参与者与共享者”文明风尚融入日
常，实现“无感式”创建，开启“全民参与 文明
升级”新模式。

全区居民走在大街小巷，看到志愿服务、
文明礼让、环境清理、美德善行等文明行为都
可以拿起手机拍照，在小程序上发布“文明打
卡”、收获点赞获取文明积分。同时，小程序积
分获取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指标落实、新时代
文明实践紧密联动，推出法律知识竞答、“文明
100+”路口志愿服务等活动；根据创建实地指
标推出“做文明街巷小卫士”社区环境清理、闲
置自行车专项兑换等专项活动，用户可参与获
取文明积分。

下一步，将“西城文明微积分”与“感动西
城”进行深度联动融合，参与“西城文明微积
分”活动的文明市民，通过打“怪”升级（打击不
文明行为“怪”）积累一定的积分后，可获得“荣
誉市民”持卡身份，在“感动西城卡”享受相应
优惠。

初心如磐，守护人民安全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畅谈责任与担当

本报讯（记者赵青）“‘母亲健康快车’在四
川安全行驶数万公里，为困境妇女提供医疗援
助、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医生培训、两癌普查
和孕产妇接送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8月
17日，记者从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获悉，自
2009年以来，共有282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入
四川山区，为超过300万人次的群众带来健康
福祉。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是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于2003年在北京启动的一项大型公益项
目。该项目通过开展“车辆捐赠、爱心巡诊、医

生培训、两癌防治”一体化的健康公益服务，以
“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为宗
旨，开展义诊咨询、健康教育、妇科病检查、基
层医师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服务，维护妇女
健康权益。

2023年是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在四川
开展此项目的第15个年头，这些年来，该项目
共运送了5.1万余名孕产妇，为3.9万余名妇女
提供了紧急救助，为133.71万人次提供了义诊
服务，为197.46万人次进行了健康普查，培训
了40.7万人次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育龄妇女，

并发放了价值400余万元的免费药品……
“‘母亲健康快车’在降低妇科疾病发病

率、减少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以及进行农村
妇女两癌检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
在提升欠发达地区妇女和家庭生活质量、提高
群众健康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数万
个偏远地区的母亲和家庭带去了健康和希
望。”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将围绕健康中国
战略，紧扣乡村振兴主题，继续推动项目在四
川的发展，惠及更多的妇女和家庭。

（上接1版）
多年的焊接工作，有艰辛和挫折也有

欢乐和成绩。沈强至今仍记得1992年他
刚学成出师时接到的一项重要焊接工作：
焊接大窑顶梁端座。端座的焊接工作需要
焊接工熟练地进行各种位置的焊接，对焊
接技能要求很高。“开始焊接后就停不下
手来，隔着面罩看着在自己的操作下一波
一波焊纹均匀铺开，我内心很激动。”沈强
说，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两天一夜几乎
没合过眼，连续焊接了36个小时，完成了
原本需要4天的焊接工作量。当焊接任务
完成的那一刻，沈强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大
窑顶上，看着锃亮美观的焊缝，欣赏着自
己用双手完成的作品，他心里更加肯定焊
接工作将伴随他的一生。

择一事，终一生。凭着对焊接工艺的
热爱，沈强始终坚守在焊接岗位一线，一
干就是36年。虽然曾有多次升迁离开焊接
岗位的机会，但沈强始终舍不得离开，全
身心钻研焊接工艺。他常说：“焊接燃烧的
声音像美妙的音乐，一波一波的焊纹就像
舞者优美的舞姿。”这焊花飞舞的美妙，让
沈强如痴如醉。

创新创造提技能

36年来，沈强从铆焊班长、焊接培训
师到焊接工艺师……变化的是职务，不变
的是他36年如一日的深钻细研。他的上衣
口袋里总装着一本早已被翻卷的焊接技
术书，没有焊接作业的时候他就反复翻
阅；工作之余，他常捡来废弃边角料练手，
一蹲一练就是好几个钟头；下班之后，他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理论书籍，并积极参
加焊接理论培训。

沈强常说：“我们做的是消防器材产
品线，事关群众生命安全，一丝一毫都马
虎不得。我们的技术还有改进的空间。”为
了不断改进技术，沈强在勤恳工作的同
时，还十分注重发现新问题、学习新技术，
积极探索创新，推动“问题点”转化为“创
新点”“效益点”。

2019年，沈强所在的公司在开发36
米举高喷射消防车产品时，既缺设备又缺
技术。“当时公司找了外地的一家外协单
位，连做了五套都不能满足质量要求，后
来公司下决心要组织自家团队攻关技术
难题。全组上下7个人，除了我之外，没人
相信真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沈强笑着
回忆说。

“举高喷射消防车高36米，仅臂架就
长达十几米，却要求焊接工艺误差不能超
过3毫米，其难度可想而知。”面对挑战，沈
强没有半分退缩，他带领团队经过2个多
月没日没夜的摸索和上百次的试验后，终
于将臂架误差从8毫米降到了2毫米以
内，副车架的误差更是几乎为零。

“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一定要把技
术打磨好。”这是沈强的口头禅。近年来，
沈强攻克了诸多焊接技术难题。凭着勇于
创新的精神，沈强参与的工程焊接项目，
质量受检一次合格率在99.8%以上，在各
项比武中屡获大奖。他说：“要做一名好工
匠，只有不断地学习、创新，才能提升技
能、创新创造。”

耐心细致传技术

“焊面要均匀平滑，必须一气呵成，不
然焊点之间会有隙缝，不严密。”在生产车
间，只见沈强用手中的焊枪轻轻一点，眼
前“刺”的一下，飞起一片璀璨的焊花，焊
面上焊点均匀而平滑。沈强跟一旁的徒弟
说：“只要好好练，就能成为行家里手。”

近年来，在充分施展焊接技能的同
时，沈强还积极参与“传帮带”活动，于
2017年、2019年先后组建“安徽省沈强技
能大师工作室”和“沈强劳模创新工作
室”，手把手传授实操技能，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员工职业技能水平。

面对徒弟们最开始对焊接抱怨甚至
反感的心态，沈强从不急于说教，而是通
过技艺展示，让徒弟们感受到焊接工艺的
博大精深和趣味无穷。他常说：“先育人，
再授艺，带正他们的心，比带出他们的手
艺更为重要”。

今年35岁的孙科是沈强手把手带出
来的焊接高级技师，他跟随沈强学习焊接
工艺已有12年，在沈强的指导下他曾在多
项焊接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沈师傅常
说，拿着焊枪要蹲得久，蹲得稳，轻微晃动
都会带来巨大影响。宽窄高低一致、保护
色漂亮，都是衡量基本功的重要标准，而
这一切都要经得住放大镜的检验。”孙科
说，沈强在教授中总是鼓励他们放手去
做，在遇到问题时学着解决问题，在沈强
的耐心教导下，他对焊接的兴趣愈发浓
厚。截至目前，沈强已对190余名一线员
工进行焊接培训，培养了1名焊接高级技
师、6名焊接二级技师、16名焊接高级工，
部分技能人才还获得了国际焊接资质。

从业36年，沈强一直坚守在焊接岗
位，创新创造、传承技能，发扬着“工匠精
神”。提及未来，他充满了迎接新挑战的信
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充分发挥‘中
国好人’的榜样作用，弘扬爱岗敬业精神，
不断学习创新，促进传统焊接工艺与智能
化焊接程序更好融合，让传统技艺在新时
代依旧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