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报观察 5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2024年5月28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谭晶晶

手记

视点

本报记者 咸文静

采访过程中，高强反复向记者提及
自己从业十多年来最喜欢的一句话——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公益事业。这句话出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这项
工作的意义，也在这一条中写得十分明
确：保障水文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充
分发挥水文工作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
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这就
像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水文监
测评价部部长段水强说的那样，如果经
济社会发展是座金字塔，水文监测就是
打底的一层。

其实，经过采访，记者发现打底可
以形容水文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可以形容高强在这
一领域中一直想要扮演的角色。

就像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到青
海从事水文工作，高强一开始的想法
很接地气，就是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已，可记不清是从直门达水文站调
到玉树分局，还是从布哈河口水文站
调到乐都水文站，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并且从中找
到了人生的价值。虽然面对采访，高
强没有了工作时的从容自信，有些紧
张局促，但我们依然能看到，在聊起
工作时他脸上的兴奋，在算起数据时
他眼中的专注。

“我就是觉得这个工作，越干越有
意思。”

因为热爱所以执著。正是抱着这
样积极的工作态度，他才会一遍一遍、
反复核算数据；才会一次一次，反复研
究设备，甚至愿意对每一个求教者倾囊
相授，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大家都
会”。

也许会有人觉得这样的工作过于
平凡，就连高强自己都觉得自己只是做
了分内的事情，担不起省总工会授予的

“青海高原工匠”这个称号，但每一份伟
大的背后无不立足于对平凡的岗位和
工作的挚爱，每一段平凡的人生无不来
自普通的人倾心奉献。

路遥而不坠其志，行远而不改初
衷。愿每个平凡的你我，都能坚守理
想，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担当
尽责。倘若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
平凡的故事，在平凡的人生中追求不平
凡的梦想便是更好。

筑基石

16年前的一个夏日清晨，一列由河南郑
州开来的火车停靠在了西宁火车站。出站的
人流中，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面容清秀，
一双眼睛纯净明亮，写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

小伙子叫高强，刚刚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他要去的地方，是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现为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

来不及拂去旅途的疲惫，几天后，参加完
单位组织的考试，穿着短袖的高强拽着行李跳
上一辆车。十几个小时的路程经历了春夏秋
冬，终于在晚上到达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
县的直门达水文站。

第二天清晨，高强才发现，崇山峻岭间，一
条湍急的河流奔向远方。不远处的大桥上，几
个大字苍劲有力——通天河。

——记“青海高原工匠”高强
本报记者 咸文静 殷之皓

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干个工作跑这么远，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刚参

加工作时，老家不少人劝他回去，但高强不以为然。

悠悠岁月，如水流逝。十几年来，高强心无旁骛干着工

作。

“别人夸他能干，他总是笑着说还差得远。其实他干工

作，从来都是 100 分。”这是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人力

部副部长李玉对高强的评价。参加工作以来，高强连续两

届获得青海省总工会颁发的“青海省技术状元”称号及共青

团青海省委员会颁发的“青海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连续

两届代表青海省参加“全国水文勘测技能大赛决赛”；在青

海省第十三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水文勘测）竞赛中，外业

操作电动缆道、水质采样、流速仪拆洗、缆道取沙分别获得

单项第一名。

李玉说：“2012 年我报名参加技能大赛，高强是我们的

培训老师。有一个关于拆洗流速仪的细节，虽然他说得很

详细，但我没听明白。下课后，我硬着头皮又去找他，他二

话不说一遍遍演示给我看，此时，我俩并不认识，我也只是

在荣誉证书上看到过他的名字而已。”

2019 年，高强调回西宁。同在中心工作，二人的交集渐

渐多了起来。很多次加班，李玉看到高强办公室的灯一直

亮着。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水文勘测专业理论知识也在不断

更新，要及时跟进学习。只有自身搞懂弄通，才能传授给身

边水文勘测技能人员。”随着自己在专业领域渐渐有所心

得，高强把多年积累的经验贡献出来，无论是新入职职工岗

前技能培训，还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水文勘测）技能培训，

亦或是日常工作中的交流学习，高强都是手把手带着年轻

人往前走。

“这个工作越干越有意思。”高强说，他最喜欢的，是慢

慢地思考，研究设备、验证数据。

“因为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做出的一些技术文

件可操作性非常强，很适合我们开展工作。”海东分中心副

主任王双宁老家在宁夏银川 ，2008 年跟高强一起考进单

位。先后在沱沱河水文站、都兰水文站、海东分中心工作，

虽然没有一起共事，但两人经常交流工作经验，对爱学习的

高强甚是熟悉。由于日常工作中，先进仪器投入较多，比测

需要规程，高强组织技术人员把各个站点水文仪器监测的

水位、流量、降水、气温等数据进行整理，通过查找资料给出

一个技术文件，指导基层开展工作。

“经验丰富，业务熟练。”青海省水文中心水文监测评价

部部长段水强感慨，这么多年，虽然看到高强拿了一大把荣

誉，但前些年共事后才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经济社

会发展是座金字塔，水文监测就是打底的一层。这次他被

评为‘青海高原工匠’，体现了省上对我们全省 200 多名水文

人的关心和关注，对年轻人更是一种激励，只要像高强一样

好好干，付出就会有回报。”

“这工作越干越有意思！”
2024 年夏初，记者跟高强一起走进他曾

经工作过的地方——乐都水文站。

水文站负责人李永霞正在操作缆道测流

系统——在显示屏上轻点几下，参数设置完

毕 。 伴 随 着 缆 道 的 移 动 ， 监 测 仪 器 进 入 水

中，电脑自动记录、计算数据。

高强说，对于我们来说，仪器设备是开

展 水 文 勘 测 工 作 的 基 础 。 要 用 得 精 、 用 得

熟，反复使用，掌握技巧，一条线路一条线

路去捋，一个菜单一个菜单去应用，一个零

件一个零件去研究。

2015 年 11 月，高强调往布哈河口水文站

担任站长。布哈河口水文站属国家重要水文

站，也是汇入青海湖最大干流的控制站。该

站汛期水大、流急，测验工作任务重，为了

圆满完成测验任务，全面掌握布哈河水文基

础数据，高强身先士卒，时常奋战在测洪第

一线。

对于常人看来如此枯燥的工作，高强却

说：“来了咱就好好干。”几年来，结合青海

省情水情实际和水文工作需要，作为主要起

草人，高强先后完成 《流量测验 雷达波测

流系统流量系数率定规程》《水文流量监测

无 人 机 操 作 规 程》《河 湖 生 态 基 流 监 测 规

程》 3 项地方标准，对进一步规范水文业务

工作、强化水文行业管理、健全青海水文行

业地方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中有一

句话，我很喜欢。”高强声音不大，但字字

坚毅，“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 础 性 公 益 事 业 ， 干 好 这 份 工 作 ， 很 有 意

义。”

“来了咱就好好干”
2008 年，即将毕业的高强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在

老家发展还是出去闯闯？就在这时，青海省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命运。

“有没有同学想去青海？”老师的话让高强眼前一亮。

青海是黄河、长江及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

塔”之称。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主要承担全省地表

水和地下水水量、水质监测评价和预报，全省水文站网建

设及水文设施的运行维护等工作。

但此时的高强心中还没有“要为青海水文事业作贡

献的”念头，抱着“不管在哪，先找份工作”的想法，高强报

了名，尽管父母不太赞同。

经过考核，这个 22 岁的年轻人只身一人来到“三江之

源”——青海。

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还没来得及适应高原的环境，

高强就被分配到了更远的地方——玉树。

到了基层水文站，作为学徒的高强从零开始，每天跟

着老师傅跑进跑出。

“年轻人不能眼高手低，首先要有过硬的技术！”前辈

给他下了硬任务，“遇到突发情况，你得顶上去！”

话虽如此，可就连做饭都让他犯了愁。拿起高压锅，

一时间手忙脚乱。看高强垂头丧气，几个老师傅手把手

地教他蒸米、炒菜。

迷惘间，一件事让他重拾自信——

有一次，河道突然涨水，急需测流。按照惯例，这项

工作需要两三个人配合完成，但此时，几个师傅去州上采

购尚未返回，站上只有高强一人，又恰好赶上停电。无奈

之下，高强迎难而上，一边学着师傅的样子摇拖拉机发

电，一边小心翼翼地监测数据，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

完成任务。

“只要用心学，我也能干好！”在拖拉机突突突的发动

声中，第一次独立完成任务的高强豁然开朗。

调整状态，苦练本领。

此后，高强对自己不断“加码”，白天，跟着师傅进行

实操，只要自己能“上手”的工作，都主动要求“上手”。冬

天的玉树天寒地冻，采集水文数据冻得双手不听使唤，为

了早日出师，高强反复操练。晚上高原反应，总是失眠，

他索性总结白天发现的疑问，查找资料，理论知识记不住

就学个七八遍……

天道酬勤。转眼间到了 2010 年，高强被调往玉树水

文分局，工作更加全面。

2010 年 4 月 14 日，强烈地震让玉树遭受重创。高强

和同事一起，开展流经玉树州扎西科河的水文应急监测

工作。1 个多月的应急监测工作中，经过大家的不懈努

力，累计施测流量 30 余份，为抗震救灾决策提供了科学

依据。

“先找个工作”

“高强长期从事水文勘测工作，申请专利，
提高流量测验精度，制定水文行业地方标准，
进一步规范水文业务工作、强化水文行业管
理。”

——青海省总工会推荐理由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养成干一行爱一行
的工作习惯。”

——“青海高原工匠”、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
心水文监测评价部高级工程师高强

高强（左一）
为同事讲解雨量
计使用方法。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殷之皓 摄

▼高强在水文缆道上进
行河流数据监测。

◀高强（左一）跟同事在
河道旁观测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