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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40多人只剩他在坚持

1999年，从特警学校毕业后，贾树
庆怀着一个开开眼界、见见世面，等赚
够钱，就回家盖房娶媳妇儿的梦想，与
同学一起来到北京当保安。

当保安的工资比在家乡当农民的
收入还要低，而且工作条件也比较艰
苦。在首钢篮球中心工地的两年时间
里，贾树庆的住所是临时搭建的，非常
简陋，赶上天气不好，就成了窗外下大
雨、屋里下小雨，常常在辛苦一天后，
伴着脸上的雨滴，疲倦地睡着。“当时
我们一起到北京担任保安工作的同学
大概有40多人，现在就剩我自己了。”
贾树庆沉思了一会告诉记者，“说老实
话，我也曾经动摇过。”

“作为一名进京务工的农民工，咱不
能让人瞧不起，一定要干出点成绩来；否
则回家也会被同学朋友看不起的。”就这
样，贾树庆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十
余年。期间，贾树庆先后被派到石景山区
建材市场、八大处山庄、首钢体育馆工地
等多家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贾树庆也
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在服务他人、
帮助居民的过程中贾树庆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和人生的乐趣。

石景山区十大杰出进京创业青
年、石景山社区文明之星、石景山区十
大道德模范、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石景
山区志愿服务之星、北京市“群众心目
中的好党员”、文明北京新市民、首都
劳动奖章、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 . . . . .所
有这一切都是对贾树庆保安工作的最
好证明。

有他在小区就有安全感

做保安，就要保障社区安全。别看
贾树庆平时说话腼腆，文弱书生的样
子。但他每年抓的现行犯罪分子却一
点都不少，几年下来，贾树庆抓获各类
犯罪嫌疑人30多个。

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天又黑又
冷。小贾跟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棉
衣，在海特花园居民区里穿梭巡逻。
在走到31号楼东侧马路时，忽然发现
迎面跑来一个男青年，手里拎着一个
女包，由14号楼西侧顺着人行道飞快
地往北跑。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也跑过来，看见穿着保安制服的小
贾，气喘吁吁地说：“快！快！抓住那个
小偷！”

贾树庆甩掉棉大衣，以百米冲刺
的速度，在海特48号楼前将抢劫嫌疑
人追上。上去就给了青年男子一个后
踹，青年男子见贾树庆势单力孤，转
身挥拳朝打来。

然而，令青年男子想不到的是，
经过训练的贾树庆，迅速来了一个擒
拿，将其按倒在地。青年男子见势，马
上求饶请求放人。

在小区北门值班的保安员郭本
静也跑了过来，两人一起将抢劫嫌疑
人带到物业站，又立即将情况报告了
苹果园派出所。5分钟后，苹果园派出
所值班民警及巡逻警赶到，将抢劫嫌
疑人押上警车送往派出所。从贾树庆
看到嫌疑人到抓住嫌疑人整个过程
仅用了5分钟。

在派出所的审讯下，嫌疑人还供
认了5起在附近小区的抢劫行为。物业
领导和居委会以及小区居民听到这
个消息，都对小贾竖起大拇指。

对于贾树庆的行为义举，居民纷
纷称赞“咱们的保安小贾不怕危险、
勇擒窃贼，有他在，我们都踏实。”居
民们给贾树庆起了个外号，叫“小区
平安保护神”。面对大家的称赞，小贾
却腼腆地笑笑：“这是我们保安应该
做的！”。

面对危险他从未退缩

作为一名保安，负责小区的安全
保卫工作时义不容辞的事情。但在危

急关头，特别是面对着生命危险的时
刻，能否挺身而出，考验着一名真正的
男儿。

记得有一次，贾树庆正在值班，突
然接到58号楼门卫的电话：“有1名民
工在污水井内施工中毒，2名下去救助
的民工也相继晕倒在井中，生命垂
危！”放下电话，贾树庆立即带领3名保
安员仅用2分钟的时间就火速赶到了
现场。污水井靠近大马路，井边已聚集
着100多名围观群众。

此时，被困在井下的三名民工已
经没有了回音，生命危在旦夕。想起以
前在救护专业中学到的常识和技能，
贾树庆让保安队员拉起警戒线，阻止
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找来一截废
旧电缆捆在腰间，扯下一块衬衣捂住
嘴，在队友的帮助下，毅然跳下了井。
在4米多深的井里，刺鼻的气味，漆黑
的环境，贾树庆摸索着，一步步靠近垂
危的生命，将晕倒在地的民工扶起，成
功将2名民工背出污水井。

当最后一名民工被一起下来的队
友及时救出并脱离了生命危险时，小
贾因吸入大量沼气体力不支晕倒在
地。120急救车赶到时，苏醒过来的小
贾自己没有去医院检查，而是同大家
一起首先将三名民工抬上急救车。他
的手被绳子勒脱了皮，胸部、腰部全被
勒出了血，右膝盖严重磕破。他的舍己
救人壮举深深感动了围观的人们。在
场的居民见状齐声高喊：“海特保安，
英雄”。被救民工所在单位的经理还专
程从河南赶到北京，亲手将一面“舍己
救人、英勇无畏”的锦旗送到了石景山
保安公司。

当贾树庆将这一事件告诉给家人
时，贾树庆的母亲在电话另一端哭了，

“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万一出点
事情，他们该怎么办啊？”听到此，贾树
庆也哽咽了，无言以对。但贾树庆并不
后悔，“当时那种环境，换做其他人，我
想他们也会义不容辞的下井救人的。”

轰隆隆的车间一干就是24年

3日上午，走进纺织车间，轰隆隆
的响声让初来乍到者忍不住捂上耳朵，
而韩爱娥在这里一干就是24年。

面前的她盯着车间里的细纱挡车来
来回回的走动着，虽然刚刚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所做跟往常并没有不同。

对于棉纱生产来说，因其工序多，
工艺复杂，使得把握产品质量的难度很
大，细纱更是纺织厂最关键的一道工
序。韩爱娥就在那里工作。

今年41岁的韩爱娥，是潍坊潍坊千
业色纺有限公司的纺织工人，她所作的
工作，就是在纺织机器前不停的巡视，
遇有线头断裂的，立即修补好。

韩爱娥所干的活，并不是所有人都
能做的。细纱挡车工又是一个技术性
强、劳动强度高的工种。生产车间温度
高、湿度大、噪音高，并且是三班倒。
生产现场温度在夏季高达三十六、七
度，站着不动都是一身汗。一个班8小
时几乎手脚不停，一个班下来，巡回路
线相当于步行20多公里。

2010年7月的一天，由于上了早班又
上中班，连续加班体力透支，再加上车
间温度太高，导致身体虚脱，韩爱娥晕
倒在了车间内，同事发现后把她送回家
休息。公司领导劝她多休息几天，她考
虑到厂里缺员，不顾自己身体虚弱，第
二天就又上班了。类似这种情况，在她
身上发生了很多很多。

自从参加工作以来，韩爱娥先后从
事细纱挡车工、落纱工、落纱长、操作
员、班长等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上，
她从来都是勤学苦练，任劳任怨。在纺
织一线工作24年来，在嘈杂的工作环境
中，韩爱娥走过的路足足能绕地球一周
半。

苦练技艺到了痴迷的程度

“我们产品的生产是一个系统工
程，历经十几道工序，不能因为我们这
一道工序而影响整个产品质量和公司的
效益”。这是韩爱娥常说的话，然而话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
了。

为了熟练掌握细纱操作的理论知
识，韩爱娥下苦功背诵《棉纺细纱值车
工操作法》。在那段时间，她随时随地
把《操作法》带在身上，一有空就拿出
来背，最后她能把100多页的《棉纺细
纱值车工操作法》倒背如流。

对于挡车工最基本的“接头”一

项，她练的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别人
一次练100个，她就练300个，别人练1小
时，她就练3小时，右手食指被纱线勒
出了一道道口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接头成绩达到了很
高的质量。

在细纱学徒期间，她善学习，肯吃
苦。别人3个月才能出徒，她提前一个
月就能顶岗上机，独挡一面，成为学员
培训的活教材。

数年如一日，韩爱娥钻研细纱操作
法的规程，总结自己多年的操作经验，
结合企业的实际，探索出了简单高效的
细纱接头动作，使接头速 度由原来的
每10个头43秒提高到31秒，包纱速度由
原来的55秒提高到34秒，落纱速度由原
来的90秒提高到现在的60秒左右，细纱
机的生产效率提高到99 . 8%。

为了带徒弟重回一线

因2007年4月，潍坊市总工会和市政
府授予她“潍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2009年7月，公司领导提拔她为车间
轮班长。]

“一个人的技术再高也不行。”韩
爱娥说，公司要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必
须带动身边的姐妹们共同进步。对公司
安排的跟她学习的徒弟，她总是竭尽全
力、毫无保留，一遍听不懂就讲第二
遍、第三遍，直至徒弟操作熟练为止。
20多年来，她带过的徒弟有几十人，随
便提起一个，都是企业的生产骨干。

在当前纺织企业效益下滑、普遍缺
员的情况下，她所带领的队伍，在同样
的设备、同样的定员、同样的环境的情
况下，产量、质量等各项指标均名列前
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然而这似乎
并不和她的意，今年的3月份，韩爱娥
要求放弃班长的职务，重回一线。

她急生产之所急，当车间挡车工人
手少而生产订单紧张时，她就向领导请
求连续上两个班，在她的带领下，出现
了许多自愿上两个班的挡车工。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经常帮
助周边的挡车工处理停台。由于她操作
技术高，责任心强，每当品种试样或产
品工艺复杂、难度大的品种改机时，常
常安排在她所在的机台。纺这些品种自
己多付出不说，在经济上还要少收入。
但她从不讲条件，并出色完成任务。

“我与纺织有不解之缘，选择千业
我无怨无悔。”韩爱娥正是带着这样的
情怀，脚踏实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
地诠释着一名纺织女工的执着和追求。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韩爱娥

进京务工的潍坊农民工贾树庆：：

出来了就得
干出个样子

5日3日下午，在北京石景山区有关领导陪同下，一位身材不高、朴
实腼腆，胸前佩戴着“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贾树庆，专程赶回安丘凌河
镇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亲人。这个在十几年前闯荡北京的乡下人，凭借
着多年来的奉献精神，在保安的岗位上，站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文/本报记者 李涛 片/通讯员 刘京富

全全国国五五一一劳劳动动奖奖章章获获得得者者————贾贾树树庆庆

纺纺织织工工厂厂韩韩爱爱娥娥：：

一一个个班班88小小时时
她她手手脚脚不不停停

从事纺织工作24年来，她在棉纱机前走的路，算下来已能绕地球
一周半。为了能让公司有好的技术工人，她主动从班长的岗位上重回
一线，手把手教导新员工熟悉业务，这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潍坊千业色纺有限公司纺二车间丙班的韩爱娥。她说自己多年来
只是尽职尽责做好份内工作，从没想过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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