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 翟啸山

早上 7 点半，上班时间还没到。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 任 公 司 的 厂 房 里 ，党 的 二 十 大 代

表、高级技师洪家光已经熟练地启动

各项设备，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1979 年出生的洪家光身材精瘦、

身姿挺拔，虽然戴一副半框眼镜，镜

片后的双眼仍然炯炯有神。他常年

身穿工作服，工友们笑称那是洪家光

的“第二层皮肤”，在这层“皮肤”下

面，是洪家光为航空发动机研制专用

工装工具所倾注的心血，是一颗为铸

就中国“机”心而跳动的匠心。

“大国工匠的匠心连着共产党员

的初心，要求我在日常工作时精益求

精、攻坚克难时敢于创新、培养新人

时保持耐心。”洪家光说。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航空器的“心

脏”。一台航空发动机的零部件数以

万计，是不折不扣的高精尖设备。洪

家光的工作是为这些精密的航空发

动机零部件研制专用工装工具。从

业 20 多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洪家光先后完成 200 多项工装工具

技术革新，解决 340 余项难题，练就

了过硬的加工技能。

洪家光常说，他的成长得益于前

辈工友的言传身教。他给记者讲了

这样一个小故事：刚上班第二年的洪

家光发现，有 40 多年工龄的老师傅

张凤义喜欢天天穿个白汗衫来上班，

下班后一看，衬衫上连个污渍都没留

下。“张师傅说，造发动机零部件时，

哪怕是比头发丝还细的东西掉进去，

后果都可能会非常危险。严谨，是我

们必须要遵循的铁则。”

洪家光大受触动。此后，他坚持

每天擦拭车床三遍，切削碎屑必定清

理得干干净净，衣着服装也拾掇得整

洁利索，时时处处，一丝不苟。

洪家光保持共产党员本色，面对

提高工具加工精度的技术攻坚，他主

动请缨，冲锋在前。当时的车床无法

满 足 加 工 要 求 ，他 便 开 始 一 项 项 改

进，减小托盘与操作台的间隙，改造

传动机构中齿轮间咬合的紧密程度；

原有的刀台抗震性不强，他就重做刀

台；小托盘与下面的托盘有间隙，洪

家光就想办法将小托盘固定……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

范、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全国创

新争先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满身的洪家光有机会选择更安

逸的工作岗位，但他却始终坚持奋战

在生产第一线。“老一辈航发人的党

性与匠心点亮了我，作为一名党员，

我有责任把这份光和热传承下去。”

2015 年，以洪家光名字命名的洪

家光技能大师工作站正式成立。2018
年，工作站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目前有成员16人。近几年，这个团

队已经解决了百余项生产难题，完成

了 84项技术攻关项目，越来越多志同

道合的后辈汇聚到他身边，以他为师。

为了让工作室更好地发挥“传帮

带、提技能”的作用，2021 年，洪家光

带领团队主动承接了研制敏捷工装

调试平台项目。

为了弥补缺少实际研制经验的

不足，团队请教了众多专家学者，查

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历时一年，他们

终于不负众望，成功研发生产出功能

更加综合全面的敏捷工装调试平台。

“此前厂里没有自己的敏捷工装

调试平台，我们只能把设备带到其他

单位去改进、调试，费时又费力。现

在我们成功将调试时间从 2 至 3 小时

缩短到 30分钟。”洪家光说。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后，洪家光

对 自 己 的 要 求 更 加 严 格 了 。 他 说 ：

“这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责任。作为

党 代 表 ，我 会 把 大 家 的 期 盼 带 到 会

上。作为党员航发人，我要始终不忘

初心，以匠心铸‘机’心，以恒心铸重

器，展现新时代航发人科技报国的使

命担当。”

（新华社沈阳9月28日电）

洪家光洪家光：：以匠心铸以匠心铸““机机””心心

新华社记者 于 嘉 侯维轶

秋到草原，牧草渐熟，牧民们忙

碌起来。

清晨，党的二十大代表，内蒙古

自治区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

图雅嘎查牧民、党支部原书记廷·巴特

尔早早起床，备齐工具，驾驶着打草机

来到自家草场，娴熟地收割牧草。

“ 这 些 割 下 来 的 草 就 留 在 草 场

上，通过少养、精养，让存栏的牲畜越

冬时吃，这样更省人力”“散落下的草

籽来年能长出更多新草，这对草原生

态也好”……忙活了一上午，廷·巴特

尔顾不得拍掉身上的草屑，就对几位

来访的牧民叮嘱起来。“乡亲们愿意

来我这儿聊聊这些干活儿的经验。”

廷·巴特尔 1955年出生于呼和浩

特。1974 年，高中毕业的廷·巴特尔

离开家乡，到萨如拉图雅嘎查插队。

在蒙古语中，萨如拉图雅的意思

是明亮的霞光。可在廷·巴特尔的记

忆 里 ，当 时 那 里 的 生 活 却 说 不 上 明

亮：牧民住的蒙古包黑黢黢的，毛毡

上打着补丁，很多人家里连像样的被

褥也没有。“乡亲们却把家里最好的

吃食都给了我们这些城里娃，晚上睡

觉怕我们挨冻，还脱下皮袄给我们盖

上。”他说，在与牧民们朝夕相处的日

子里，“一定要帮大伙儿过上好日子”

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那些年，年轻的廷·巴特尔很快

适应了牧区生活。他一边向牧民虚

心求教，一边刻苦钻研，很快学会放

牧、打草、剪羊毛、修围栏等本领。因

为能吃苦、善学习、爱思考，他在 21
岁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20 世纪 70 年代末，廷·巴特尔有

了 回 城 机 会 ，他 却 毅 然 决 定 留 在 草

原。“草原太需要建设了，我留在这里

能为草原多做些事。”他说。

1993 年，廷·巴特尔开始担任嘎

查党支部书记。他号召嘎查“两委”

班子成员齐出力，通过“流动扶贫羊

群”项目帮助收入过低的牧民增收。

为带领乡亲们进一步增收，2003 年，

他牵头成立扶贫公司。之后的十几

年里，公司用经营所得给考上大学的

牧民子女奖励，给盖房子、建棚圈的

牧民发补助，还为嘎查每名牧民缴纳

医保费用。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萨

如拉图雅嘎查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西北

边缘，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多年来，在

沙化较严重的地方，廷·巴特尔带头植

树造林，建成了一处沙地柏保护区和两

处黄柳基地。他还带着牧民“围栏轮

牧”，让草地得以更好地休养生息。

“既要保护草原生态又要保障牧

民收入，还得从养殖上做文章。”为了

让牧民们更好地理解他“稳羊增牛”

的建议，廷·巴特尔做起了算术题：

“一头牛的收入顶不顶 5 只羊？”“一

头牛 4 条腿，5 只羊 20 只蹄子，哪个对

草场破坏大？”……

2010 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廷·

巴特尔居住的房屋附近，建起了蓝顶

白墙的农牧民培训中心。室内摆着

图文并茂的展板，既有他发展畜牧业

的经验介绍，又有牧场生态环境和附

近出没的野生动物照片。

每当有牧民来，不管多忙，廷·巴

特尔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带牧民参观

培训中心、棚圈设施和机械设备等，

用通俗语言和现场演示介绍他的经

验——努力做到收入高、支出低、劳

动强度小、牧场生态好。

“只要他带头，我们跟着学、照着

做准没错。我家现在一年纯收入 30
多万元，牧草长势也不错。”嘎查牧民

云亮乐呵呵地说，“他带着我们过上

了好日子哩。”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身上

的责任光荣且重大。”廷·巴特尔说，他

将继续专注于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

“跟大伙儿一起保护好草原、过上好日

子，我会不改初心，一直努力下去。”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28日电）

廷廷··巴特尔巴特尔：：生态好牧民富生态好牧民富
是我的初心使命是我的初心使命

本报记者 张慧慧

“我们要持续依托‘三文明’党建

品牌，为市民提供舒适愉悦的乘车体

验。”“我们要继续强化遵规守法，安全

营运的责任意识。”……在喜迎党的二

十大的热烈氛围中，作为西宁市绿色

交通的实践者，“城通的士”驾驶员们

干劲昂扬，在工作中积极学习交流，用

心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9 月 23 日 12 时，走进西宁火车站

地下停车场的出租车充电区，96 个 1
米多高的充电桩错落有致，每个充电

桩上清晰显示着不同时段的电价，20
余辆“城通的士”正从这些充电桩上快

速吸收“能量”。

看 着 即 将 电 量 满 格 的“ 工 作 伙

伴”，“城通的士”驾驶员王生寿告诉记

者：“这会儿不是充电高峰期，快充模

式下，车辆不到 2 小时就可以充满，停

车 费 2 小 时 内 仅 需 2 元 ，既 方 便 又 实

惠，我们还可以去附近的‘的士之家’

放松休息，一天下来，忙碌却很充实。”

今年是王生寿在出租车行业的第

十二个年头，但却是他接触新能源汽

车的第一年。刚接触新能源汽车，驾

驶舒适、提速快、车内空间大是王生寿

的第一感受，而真正让他感到欣喜的

是运营成本的明显降低以及新能源汽

车所展现出的节能环保的生态效益。

王生寿说：“前两年就有朋友给我

推荐新能源汽车，但我一直拿不定主

意。这一年下来，低能耗、零排放的新

能源汽车完全满足了我们在市区内的

营运需求，我们开着更轻松，市民乘坐

更舒服。出车期间，不少乘客也会询

问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情况，我也少不

了给大家推荐。”

“开上纯电动汽车后，车辆后期的

运营成本明显减少了，我们的运营收

入实实在在地增加了。”“绿色出行已

经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推广新能

源汽车是大势所趋……”一旁的同事

也打开了“话匣子”，讲述着自己的真

切感受。

一辆辆车体外观蓝白相间的“城

通的士”穿行在西宁的大街小巷，俨然

已成为城市内一道道流动风景线，这

些续航里程可达 450 公里的新能源汽

车，不仅让市民出行更便捷，也见证着

西宁市绿色交通发展的点滴。

从 2016 年投资建设充电桩到如今

基本形成西宁市充电设施建设的合理

布局及服务网络，从 2018 年开始试点

更新纯电动出租车到 2021 年 4 月底完

成 150 台比亚迪·秦车辆的更新，短短

几年，作为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西宁城通交通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累计完成西宁市 87%的充电

桩建设运营和 83%的新能源出租车运

营，走出了一条改革在先、民生为先、

实 干 当 先 的 绿 色 发 展 之 路 。 截 至 目

前，在全市范围内，公司已建成充电站

点 57 处、充电桩 2018 个，更新 550 辆新

能源纯电动出租车并投入运营。

“如今，绿色出行的理念已深入人

心，新能源汽车也已成为城市绿色交

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宁城

通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

都华说：“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公司

员工干劲儿更足，我们将积极融入国

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结合服务

民生实际，继续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更

新步伐，全力保障城市运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市民的出

行 既 要 绿 色 ，也 要 智 慧 。 打 开“ 优 易

充”App，轻轻一点，桩站查找、启停充

电、预约充电、移动支付、用户评价等

功能一应俱全。

“我们通过一部手机就能看到附

近电站的充电桩列表和各个充电桩的

实时状态，分时费率收费情况一目了

然，还提供预约服务。可谓出行无忧，

太方便了！”市民马伟称赞道。

今年 7 月，马伟如愿购置了自己心

仪已久的新能源汽车。曾经，充电设

施少、充电不方便等原因是他购车计

划中的“拦路虎”，如今，通过手机应用

程序就可实现预约找桩、启停充电，新

能 源 汽 车 的 相 关 配 套 服 务 越 来 越 完

善。

“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已成为

现实，而以人车数据绑定、泊位信息动

态发布、车位分时共享等为代表的“智

慧停车”项目，从今年起已在西宁市主

城区有序推进。

据陈都华介绍，项目一期通过对

主城区的停车场及路边停车位进行整

体规划、建设，搭建起全面综合的智慧

停车体系，包含以西宁市城市停车运

营监管平台、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停车

助手平台构成的“三平台”，以路内泊

位停车管理系统、路侧及路外和社会

性质停车场管理系统、城市停车诱导

系统组成的“三系统”，此外还有一个

供车主操作的移动客户端。

“智慧停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满足市民驾车出

行的需求，减少“停车难”给城市发展

带来的制约，为城市交通“疏脉活血”。

在改革中展现国企担当，在发展

中服务民生所需。瞄准未来，西宁城

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定申

说：“我们将以建设‘六个现代化新青

海’奋斗目标为引领，走好国有企业高

质量发展之路，精准对接省市政策投

资导向，积极打造优质经营主体，为聚

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作出国企

贡 献 ，以 优 异 成 绩 向 党 的 二 十 大 献

礼！”

绿色纵横绿色纵横 智慧通途智慧通途

9月28日，在国庆节和重阳节来临之际，西宁市城中区西台社区党委联合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驻宁干休所党
支部开展了“唱响民族团结歌 携手庆国庆 喜迎二十大”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上党课、唱红歌、话重阳等形式，进一步
加深党员干部民族团结一家亲意识，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团结凝聚力。 本报记者 王晶 摄

9 月 28 日，西宁市
城西区虎台街道虎台社
区党委联合辖区青海省
老干部活动中心、虎台
卫生服务站举办“欢颂
祖国万年春 翰墨飘香
悦重阳”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干部群众一起喜迎
二十大和国庆节。活动
现场，大家再次重温入
党誓词、挥毫泼墨书写
对祖国的祝福，把最美
好的祝福献给党、献给
祖国。

本报记者 魏雅琪
通讯员 徐志涛 摄

携手庆国庆 喜迎二十大

同声颂党恩 喜迎二十大

洪家光在车间用卡尺测量加工的工具零件（2018 年 1 月 3 日摄）。
新华社发

廷·巴特尔在库房查看工具（9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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