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创造幸
福，实干成就伟
业。在“五一”国
际劳动节到来之
际，我们把关注
的目光投向奋斗
在基层一线的劳
动者，他们中有
奔波在运载路上
的公交车司机；
有开创农文旅融
合新模式的返乡
创业大学生；有
用爱心、耐心为
千万家庭分忧解
难的护士；有用
汗水和辛劳为城
市“美颜”的环卫
工人……我们选
取 12 个盟市劳
动者的故事，生
动诠释“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
社会风尚。让我
们向所有劳动者
致敬，把掌声送
给扎根在一线的
劳动者！

张铁:排水建设的“活地图”
□本报记者 薛一群

进入春汛，通辽市市政事业发展中心，城镇精细化管理服务科科长张铁
深入城市易涝点，详细了解排水系统防涝和应急处置运行情况。

张铁被同事称为“活地图”，多年来，他参与、主持设计建筑室外排水、市
政管网工程等60余个项目，组织施工项目达100余项，各个街道管网连接汇
水点、排水管网分布、泵站控制区域等情况，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在本地区首次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施工技术；获得污水处理、建筑排水系统等领
域7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主编5项地方标准，填补通辽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标
准空白……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综合管理型技术人才，每一个工作岗
位都留下了张铁闪光的足迹，他先后获得了“优秀共产党员”“科尔沁工匠”

“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老排水人，我将始终坚守排水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全身心投

入排水设施维护、水环境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等工作，为城市建设奉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张铁说道。

赵红松：返乡兴业的“新农人”
□本报记者 李新军

走进“撒欢牧场”，迎面走来笑意浓浓的赵红松，古铜色的
皮肤，带着几分斯文。在呼伦贝尔，提起上库力的“撒欢牧场”，
几乎无人不知，牧场主赵红松更是家喻户晓。

他是“乡村振兴头雁计划内蒙古头雁”“乡村文化和旅游带
头人”“草原英才”“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他是“一懂两爱”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人）新三农人、新牧人，是返乡创业大
学生的杰出代表。

“芍药坡，芍药坡，红松舍命保护着。”赵红松勇斗盗挖者，
用生命保护上库力芍药坡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十几年的日夜保护，坡内的生物多样性丰
富了许多。除了芍药外，黄芪、鹿晗草、不老草、柴胡、藿香等百
余种野生药材和野生动物繁殖数量明显增多。

赵红松返乡创业14年，从传统种养殖做起，从保护芍药坡到
依托芍药坡，把养殖和旅游结合，开创“农文旅融合”新模式，以传
统农牧业种植养殖为产品基础、线下旅游为引流端口、网络传媒为
传播纽带，将优质农畜产品、旅游产品、亲子研学产品通过互联网、
自媒体等新平台销售，夏季游客资源成功转化为冬季农副产品的
黏性客户，既解决了当地旅游季节性强带来的影响，又解决了种植
养殖产品销售利润率低的问题，带领周边430户村民共同致富。

图布巴图：种树逐绿的“治沙人”
□本报记者 刘宏章

在春风和煦的额济纳旗东风镇古日乃嘎查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片梭梭林
内，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一边弯腰给脚下的梭梭苗浇
水。他就是被当地称为“治沙愚公”、远近闻名的植树治沙人图布巴图。

由于长期在野外种植、管护梭梭，图布巴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皮肤粗
糙而黝黑、头发花白，双手皲裂如同树皮，手上贴着泛黄的胶布。“我和老伴每天都
会用四轮摩托拉着几十个水桶，给梭梭苗浇水，查看长势，一干就是一整天。看着
新种的梭梭长势越来越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图布巴图说。

图布巴图生长在东风镇古日乃嘎查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1976年，他从甘
肃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期间，他目睹了家乡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2002年退休后，图布巴图与妻子陶生查干留在古日乃苏木，在沙漠中拉起了一道
10公里长的围栏，围封2000多亩荒漠，开始种树。22年来，他义务种植梭梭
4000多亩，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他的坚持和努力触动了
周边的牧民，当地越来越多牧民自愿加入到绿化治沙的队伍中，不仅让额济纳旗
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同时梭梭嫁接肉苁蓉也拓宽了当地牧民致富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义务治理沙害，守护家园，在我有生之年，会继续种下
去。改善家乡生态环境，是我和老伴心里最大的愿望。”图布巴图对记者说。

张姣：特教路上的“筑梦人”
□本报记者 王雅静

“同学们，今天老师带来一个好玩的科学实验，这个实验的主角是
谁呢？”

“毛毛虫。”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手势游戏好吗？”
讲台上，张姣一边做比手语，一边用轻柔的声音为大家讲解。在

这堂《会动的毛毛虫》绘画与手工课上，张姣结合游戏、科普和手工，带
领学生们体验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美术课。

眼前清秀温柔的张姣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
听障美术老师。她作为武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多年来第一个考上大学
的学生，2012年从呼和浩特市职业学院美术与传媒学院毕业后选择
回到母校，用自己所学回馈培养她的家乡。

2014年，她带着用时两年零六个月创作的剪纸作品“清明上河图”登
上央视《梦想星搭档》的舞台，作品被爱心企业以50万元购买。除去为自
己购买人工耳蜗的 20万元，张姣用剩余的 30万元为 3名聋哑小朋友
买了人工耳蜗。“想让他们能早日听到美好的声音。”张姣说。

“我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孩子们学业都有进步，手工、画画都
很出色。”张姣说。她会在课余时间教孩子们剪纸，希望他们能有一技
之长，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将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魏建雄:传承匠心的“钳工王”
□本报记者 郝雪莲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公司煤
矿机修钳工首席技能大师魏建雄，正带领他的团队——“魏建
雄技能大师工作室”骨干成员，为集团编写煤炭行业钳工培训
教材，将他30多年矿山采剥设备维修职业生涯中的宝贵经验
变为理论知识与员工共享。

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首席钳工”、准能集团公司煤矿机修
钳工首席技能大师和“魏建雄技能大师工作室”技术带头人，
他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被同行
称赞为露天矿山“采剥机械维修专家”。

参加工作30多年来,魏建雄累计解决露天采剥设备电铲
和钻机疑难故障200多起，延长设备运行时间累计达4000多
小时,创产值近亿元。进行技术革新 30 多项，获批专利 10
项。同时，他以创新工作室为基地，创建“双师”型团队，多年
来带领团队完成创新项目 350多项，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过亿
元；在《露天采矿技术》等省部级以上专业技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 90篇，已获批 20项实用新型和 2项发明专利；带领工作室
成员在 2016—2022年共进行理论技术培训 4435课时，受益
人数达8018人（次）。

李秀华：城市颜值的“美容师”
□本报记者 高敏娜

清晨5时许，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穿着橙黄外套，戴着防晒帽，手持
扫帚和垃圾铲的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绿洁恒净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环卫
工人李秀华开启了一天的城市“美颜”工作。

李秀华工作用心的作风在公司出了名。她负责的路段是快递、外卖、幼
儿园、商铺等为一体的地段，人流量大，从前负责这里的环卫工人常常因工作
任务繁重而要求调岗或离职。她却主动要求到这里工作。从上岗的那天起，
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寒风凛冽，在红盾宾馆门前、红云花苑西侧巷道等区域
总能看见李秀华忙碌的身影。

“感谢李大姐起早贪黑，无私奉献，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
环境。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中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爱护环境。”家住
李秀华负责片区的居民孙慧说，以前附近的商户经常将大件垃圾放置在背
街小巷里，李秀华总是主动清理，从不抱怨叫苦，她用自己的真诚和实干，感
染着片区的居民、商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配合。

李秀华亲眼见证着城市一天天的变化，她倍感自豪。“虽然工作辛苦，但
是能让街道保持洁净，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更卫生，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
很幸福的事。”李秀华话语质朴也真诚。

闫孝淼：心系平安的“戍边人”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你怎么啦？快打 120！”“这孩子怎么了？谁能帮帮我
啊？”一家早餐店里，一位母亲焦急地拍打着孩子的后背，小男
孩的脸色苍白，喘不过气来，显然是遭遇到了食物卡喉的紧急
状况。

关键时刻，邻桌的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舍佰尔图边境
派出所民警闫孝淼立刻挺身上前，从后面抱住小男孩，稳健而
有力地运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救助了小男孩。

“幸亏有你在，要不就出大事了，谢谢你，谢谢你！”一
同就餐的其他顾客也纷纷赞扬他的义举，异口同声地说：

“这个时候，能主动站出来，不怕惹麻烦，好小伙子！”他不
好意思地笑了笑，回道：“没事，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换了谁都一样。”在反复观察孩子情况，确认安全以后，他
才转身离开。

从穿上军装到人民警察，从波澜壮阔的胶州湾到蜿蜒流
长的乌拉盖河畔，闫孝淼在十年间，多次参与边境安全行动。
无论是严寒的冬夜还是酷热的夏日，他都坚守在岗位上，确保
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在乌拉盖管理区，冬季大雪封山是常有的事儿。每
当此时，闫孝淼和同事就以徒步、骑马等方式，将生活物
资和急需品送到辖区缺乏劳动力的群众家中。

于浩：创意满满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刘向平

于浩是北疆工匠、中铝集团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包头
铝业有限公司华云电解一厂铝电解培训专员。

刚入职时他从电解铝工人干起，通过自学相关专业书籍，
不断弥补铝电解理论知识盲区。日积月累的学习和提升，让
他从一名普通的电解员工成为铝电解的行家里手。

为了降低电耗成本，于浩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母
线擦灰刷。用它在900多摄氏度的电解槽上清刷接触面，不仅
降低了工人的工作量，还降低了卡具压降，使无功压降得到了有
效控制。

也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小创意开启了于浩技术创新之
路，从此一发不可收，他积极地开展科学试验，200KA电解槽
侧部炭砖破损在线修补取得成功，行业内已经推广应用。

从业30年来，他多次成功参与国内外铝电解厂家技术启动，
受到国内外厂家一致的好评。他研发的专利已在生产中进行了成
果转化；他推广换极工位操作法，大大地提高了电流效率。

王娟：以爱为桥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郝飚

“李姨，我们来看看你，最近恢复得怎么样？”4月23日，乌海市海勃湾
区林荫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王娟带着街道“妈妈帮帮团”的志愿者来到高
龄居民李继兰家帮忙。询问了老人的身体情况后，大家就分头行动起来，
擦家具的、拖地的，不一会儿，房间就被打扫得整洁明亮。

自从担任林荫街道办事处妇联主席后，王娟聚焦辖区实际，努力
探索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她将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与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有机结合，不断擦亮巾帼志愿品牌，让广
大妇女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传递“大温暖”共同缔造美好生活。

近年来，在她的带领下，林荫街道成立了5支巾帼志愿服务队，89
名巾帼志愿者参与其中，并涌现了“妈妈帮帮团”“娘家语话室”“小林
解忧工作室”等一批品牌服务项目，在凝聚“她”力量的同时，有力促进
了街道居民和谐相处亲如一家。

林荫街道困难人口多，为解决辖区妇女的就业难题，王娟带领街
道妇联广泛联系辖区小工业园区、幼儿园等用工单位，探索推进“技能
培训+就业推荐+家政服务”全链条服务模式，为需求者量身定制个性
化服务，切实解决了辖区妇女在就业方面的所需所盼。

如今，林荫街道办事处不仅荣获乌海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还荣膺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王红梅：穿梭城市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肖璐

谷雨好时节，甘霖从天降。接连两日小雨不断，给清晨的赤峰带来些许
凉意。5点刚过，1路公交车驾驶员王红梅已经到达公交场站，开启忙碌一天。

常规酒精检测后，王红梅换好工作服，仔细检查机油、车压指数等，小
锤子敲一敲就能知道车胎胎压性能。王红梅是赤峰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
公司六分公司1路公交车驾驶员，她坚守公交运营一线26年，保持着行车
百万公里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的优秀业绩。

“6年售票员，20年公交车驾驶员，我见证了公交乃至城市脉络的发
展，居民出行越来越便捷，自己工作干劲十足。”王红梅说。公交车穿梭于
城市的大街小巷，驾驶员承担着市民出行安全的重要责任，王红梅在行车
中严格按规范程序操作，时刻保持心态平和，做到行车不急、不躁，不强行
超车、会车，不越线停车，时刻把乘客的安危记在心间。她用自己的爱心、
耐心、细心、热心，温暖着每一位乘客。

2014年王红梅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这是对她多年如一日勤奋工作
的认可。红梅是公交公司的工作标杆，很多人在她的带动下工作干劲十
足，线路风气好。

十米车厢里，平淡中续写奉献。王红梅践行“爱公交、爱岗位、爱乘客”
诺言，扮演好城市“摆渡人”角色，让乘客时刻感受“文明赤峰，舒心出行”。

郭月霞：种业担当的“排头兵”
□本报记者 皇甫美鲜 通讯员 张蜀雁

郭月霞，就职于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名生产组长，
主要从事马铃薯脱毒苗生产工作。4年来，她始终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
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苦练本领，勤学苦研，努力做马铃薯
育种路上的排头兵。

这些年她积极参与马铃薯品种“中加5”的选育工作，并于2022年 9月完
成“中加5”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工作；2023年 5月完成“中加5”的植物
新品种权证书申请工作，并通过编号为DB15/T2956—2023的《马铃薯干腐
病菌PCR检测方法》地方标准，解决了马铃薯生产中遇到的干腐病菌检测技
术难题；她还全程参与了 ISO9001认证工作，于2022年 11月先后获得“农作
物种子贮藏证”“农作物种子检验证”和“农作物种子加工证”；2022年参与公
司研发马铃薯新品种“中加10”“中加11”工作。同时她带领着一线员工加班
加点地完成扩繁工作，使其推广面积达到10万亩，填补了国内高淀粉品种空
白，为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燕：护航生命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薄金凤

“多采集一袋血液，就是多拯救一条生命。”日前，在巴彦淖尔市中心
血站血源保障科，工作人员刘燕正忙着给献血者穿刺部位进行消毒、穿
刺。

30年来，刘燕一直坚守在采血工作的一线。从采血护士，到如今负责血
源保障科工作，她被同事们称为“业务标
兵”，被献血者亲切地称为“知心大姐”，更被
患者家属夸赞为“生命的守护神”。

2001年至今，刘燕已无偿献血64次，相
当于常人身体血液总量的5倍多，是目前巴彦
淖尔市女性献血者中累计献血量最多的志愿
者。如果按救助一个病人平均需要800毫升
血液来计算，刘燕献的血可以挽救32个生命。

刘燕说：“多拯救一条生命，是采血工
作者和献血者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爱心献血的队伍，为挽救
更多生命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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