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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四方志在四方

在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在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中铁二十一局一中铁二十一局一
批批批批““9090后后”“”“0000后后””员工员工，，选择远离家乡选择远离家乡，，从内地来到这片从内地来到这片
雪域雪域高原高原，，参加铁路建设参加铁路建设、、市政绿化市政绿化、、校区建设校区建设。。他们挥洒汗他们挥洒汗
水水，，奉献青春奉献青春，，为西藏架起通向未来的为西藏架起通向未来的““天路天路””，，用用““缺氧不缺缺氧不缺
信信仰仰，，海拔高志气更高海拔高志气更高””的精神的精神，，书写着铁建新青年别具风采书写着铁建新青年别具风采
的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

五一前夕五一前夕，，笔者沿着青藏铁路笔者沿着青藏铁路，，披风戴雪披风戴雪，，来到拉萨来到拉萨
中铁二十一局药王山环境整治工程项目部中铁二十一局药王山环境整治工程项目部，，在工地现场在工地现场
遇见毕业于陕西财经职业学院的遇见毕业于陕西财经职业学院的 2323 岁富平小伙雷璐璐岁富平小伙雷璐璐。。
他身着羽绒服他身着羽绒服，，面戴遮阳巾面戴遮阳巾，，头戴遮阳帽头戴遮阳帽，，正在和工人们交正在和工人们交
流假山下的防水施工工艺流假山下的防水施工工艺。。““我是学工程造价的我是学工程造价的，，对这个水对这个水
利项目的现场施工工艺和作业流程停留在书本理论层利项目的现场施工工艺和作业流程停留在书本理论层
面面，，为了更好开展工作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在办公室忙完业务后我在办公室忙完业务后，，就钻进工就钻进工
地地，，向工人师傅们请教向工人师傅们请教””。。

雷璐璐雷璐璐 20222022年毕业年毕业，，20252025年年 33月从山东临沂的项目抽月从山东临沂的项目抽
调到这里负责办公室的工作调到这里负责办公室的工作。。““这个阳光男孩面对繁杂的日这个阳光男孩面对繁杂的日
常工作常工作，，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雷璐璐师傅杨旭旭介绍雷璐璐师傅杨旭旭介绍。。

““大家都说西藏工地现场紫外线强大家都说西藏工地现场紫外线强，，风力大风力大，，待在办待在办
公室多好公室多好。。但我就是想多学技能但我就是想多学技能，，再者再者，，年轻不奋斗年轻不奋斗，，何时何时
去奋斗去奋斗””。。朴素的轻描淡写的语言朴素的轻描淡写的语言，，却折射出他的内心强却折射出他的内心强
大的进取精神大的进取精神。。

杨旭旭是雷璐璐的师傅杨旭旭是雷璐璐的师傅，，其实也才其实也才 2828岁岁。。他负责药王他负责药王
山项目的技术工作山项目的技术工作。。皮肤黝黑的他今年皮肤黝黑的他今年 33月从云南妥甸工月从云南妥甸工
地来到拉萨地来到拉萨。。药王山项目虽然规模不大药王山项目虽然规模不大，，但要在两个月内但要在两个月内，，
将近将近 88万平方米的一个海鲜市场改造成公园万平方米的一个海鲜市场改造成公园，，涉及土木涉及土木、、电电
气气、、景观景观、、给排水等给排水等 1313个专业个专业。。工期太紧是这个项目的特工期太紧是这个项目的特
点点，，而景观绿化的成活率是这个项目的最大难点而景观绿化的成活率是这个项目的最大难点。。

工期本来就紧工期本来就紧，，雪上加霜的是公园湖底施工中雪上加霜的是公园湖底施工中，，只允只允
许对施工范围内距湖底许对施工范围内距湖底 11米高程以里实施降水作业米高程以里实施降水作业，，降水降水
不到位不到位，，影响土方和防水施工影响土方和防水施工，，降水过多降水过多，，药王山上水位下药王山上水位下

降降，，将影响山上植被的水分补给将影响山上植被的水分补给。。这个降水与工期的矛这个降水与工期的矛
盾盾，，让大家急得吃不好睡不香让大家急得吃不好睡不香。。

““我们不能为了方便自己干活就不管山上的树木我们不能为了方便自己干活就不管山上的树木，，必必
须确保每一棵草木不受施工影响须确保每一棵草木不受施工影响。。””杨旭旭说杨旭旭说，，他们最终通他们最终通
过挑渠引水的办法过挑渠引水的办法，，将预施工区域的地下水通过挖渠引将预施工区域的地下水通过挖渠引
水到异地储蓄水到异地储蓄，，等湖底防水施工流程完工后等湖底防水施工流程完工后，，再将引出去再将引出去
的水引流回来的水引流回来，，保证药王山小流域的地下水守恒保证药王山小流域的地下水守恒。。

据项目负责人赵程鹏介绍据项目负责人赵程鹏介绍，，这里原为海鲜市场这里原为海鲜市场，，既有既有
许多树木草皮许多树木草皮，，在改造施工时在改造施工时，，为了保证这些树木成活为了保证这些树木成活，，他他
们与园林部门的专业工程师探讨移栽保护措施们与园林部门的专业工程师探讨移栽保护措施。。小到一小到一
块草皮块草皮，，大到一棵乔灌木大到一棵乔灌木，，他们保证了全部移栽成活他们保证了全部移栽成活，，受到受到
园林部门的表扬园林部门的表扬。。

““拉萨长一棵树拉萨长一棵树，，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是来美化拉我们是来美化拉
萨的萨的，，不能因我们的施工影响其他绿植的生长不能因我们的施工影响其他绿植的生长””。。杨旭旭望杨旭旭望
着路边已经完成的绿化区域着路边已经完成的绿化区域，，介绍着他们的艰难护绿旅程介绍着他们的艰难护绿旅程。。

““0000后后””的张思雨是中铁二十一局西藏公路项目的财的张思雨是中铁二十一局西藏公路项目的财
务人员务人员，，毕业于西安财经大学毕业于西安财经大学，，20242024年主动请缨到平均海年主动请缨到平均海
拔超过拔超过 47004700米的西藏公路项目部从事财务工作米的西藏公路项目部从事财务工作。。她到工她到工
地后地后，，日常业务不仅能高效率办结日常业务不仅能高效率办结，，即使棘手的工作即使棘手的工作，，诸如诸如
清付供应商费用清付供应商费用、、协调银行延迟下班时间为项目部办理协调银行延迟下班时间为项目部办理
业务等这些以往不可能的事业务等这些以往不可能的事，，她都办成了她都办成了，，受到建设单位受到建设单位、、
供应商供应商、、银行的肯定和尊重银行的肯定和尊重。。

项目上的工作辛苦又枯燥项目上的工作辛苦又枯燥，，张思雨却乐在其中张思雨却乐在其中。。““我我
就是觉得和大家一起在这个环境中很有意义就是觉得和大家一起在这个环境中很有意义，，不能让缺不能让缺
氧的日子白白流逝氧的日子白白流逝。。””

西藏公路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蒋远志夸奖张思雨西藏公路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蒋远志夸奖张思雨““生生
活很阳光活很阳光，，工作极泼辣工作极泼辣””。。中铁二十一局西藏项目群总计中铁二十一局西藏项目群总计
员工员工 216216名名，，在他们主导倡议的在他们主导倡议的““我为西藏留棵树我为西藏留棵树””春季植春季植
树活动中树活动中，，张思雨一袭工作服张思雨一袭工作服，，手持铁锹手持铁锹，，攀山挖坑攀山挖坑，，浇水浇水
培土培土。。44 月月，，西藏公路植树点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西藏公路植树点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

4040%%左右左右，，干一会儿得停下来喘口气缓和一下艰难的呼干一会儿得停下来喘口气缓和一下艰难的呼
吸吸，，但她干得有板有眼但她干得有板有眼，，不畏高寒不畏高寒，，顶着大风顶着大风，，冒着烈日冒着烈日，，被被
大家爱称为大家爱称为““项目部的半边天项目部的半边天””。。

负责中铁二十一局拉萨片区项目的武锦虽然只有负责中铁二十一局拉萨片区项目的武锦虽然只有 3030
多岁多岁，，却已经在青藏高原上工作了却已经在青藏高原上工作了 1010多个年头多个年头，，强烈的紫强烈的紫
外线让这个天水白娃娃的肤色黝黑光亮外线让这个天水白娃娃的肤色黝黑光亮，，中等偏上的个中等偏上的个
头头，，不胖不瘦不胖不瘦，，说话底气十足说话底气十足，，行动迅速果断行动迅速果断。。

1010余年间余年间，，他一路从青海玉树灾后恢复重建开始他一路从青海玉树灾后恢复重建开始，，走走
过了青藏高原的玉珠峰过了青藏高原的玉珠峰、、昆仑山昆仑山、、清水桥清水桥、、风火山风火山、、沱沱河沱沱河、、
布玛德布玛德、、唐古拉唐古拉。。““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高寒缺氧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高寒缺氧，，环境恶劣环境恶劣，，
因为公司需要我因为公司需要我，，项目需要我项目需要我，，就一路这样走了过来就一路这样走了过来。。””作作
为为 200200多人多人 1010余个项目的负责人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不仅要操心大家的吃他不仅要操心大家的吃
喝拉撒睡喝拉撒睡，，而且还要确保项目的而且还要确保项目的创效创誉育人创效创誉育人。。西藏自治西藏自治
区住建厅项目负责人说区住建厅项目负责人说：：““将项目交给中铁二十一局将项目交给中铁二十一局，，交给交给
武锦这个团队武锦这个团队，，我们是放心的我们是放心的。。””

““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年来，，公司在雪域高原上的业务范围在不断公司在雪域高原上的业务范围在不断
拓展拓展，，让我感到非常荣幸让我感到非常荣幸。。””作为项目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武锦每年回武锦每年回
家的机会很少家的机会很少，，但他努力做好儿子但他努力做好儿子、、好丈夫好丈夫、、好父亲好父亲，，每天每天
给亲人打个视频电话给亲人打个视频电话。。““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失父亲不能缺失父亲
的角色的角色，，虽然陪不了他逛街购物虽然陪不了他逛街购物，，但我从网上买了他喜欢但我从网上买了他喜欢
的乐高积木玩具的乐高积木玩具，，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的书籍还有一些孩子喜欢的书籍，，闲暇时间跟闲暇时间跟
孩子交流一下读书感受孩子交流一下读书感受，，就靠这些拉近我们父子的感情就靠这些拉近我们父子的感情。。””

在雪域高原在雪域高原，，像雷璐璐像雷璐璐、、杨旭旭杨旭旭、、张思雨张思雨、、武锦这样的武锦这样的
年轻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只是中铁二十一局众多建设者的他们只是中铁二十一局众多建设者的
缩影缩影。。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在高原的风沙中磨砺得愈发坚韧在高原的风沙中磨砺得愈发坚韧；；他他
们的梦想们的梦想，，在每一寸新修的铁路在每一寸新修的铁路、、每一片葱郁的绿地每一片葱郁的绿地、、每一每一
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中熠熠生辉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中熠熠生辉。。他们让缺氧的日子充满他们让缺氧的日子充满
奋斗的力量奋斗的力量，，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使命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使命，，谱谱
写出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乐章写出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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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建故事铁建故事

晨曦时分，何政辉总爱在山间地头转一转，看一看
淮山地的覆膜情况。眼前，石碧塘村的千亩淮山连跨五六
个山头，在阳光的照射下，山色空蒙，波光潋滟。

不时，手机铃声响起，他接通电话，操着一口“村普”
与对方交谈了起来。电话那头，来自广东的客户订货
8000 斤淮山，马上要货。

电话一挂，何政辉心里乐开怀，他迅即叫上十来名
村民上山挖采。何政辉是湖南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石
碧塘村的淮山种植大户，他承包的 127亩地又丰收了。

从春季施肥、播种，到打药、养护、搭架、拆架，再到
覆膜、挖采，何政辉从年头忙到年尾。他算了笔账，春节
后，陆续接到采购订单，到现在已经卖出了 26 万多斤、毛
收入 50多万元。

一会儿工夫，十来名村民肩扛铲子、手持割刀，陆续来
到田间地头。只见，村民义加荣双手把持着 1.8米的特制
铲，右脚踩着铲子，垂直向槽沟内一脚踩下。几铲下去，一
根笔直粗壮、体态丰盈的淮山连根带泥被挖出。

一旁的妻子陆的雪小心翼翼将淮山从槽沟中捧出，
拿起割刀，熟练地掐尾去泥，而后整齐地码放在沟垄旁。

种植大户让村民致富有了“靠山”。义加荣是土生
土长的村里人，他和妻子陆的雪在何政辉承包的淮山地
做工，加上自家土地的租金，一年下来收入可观。

“男工一天大概三四百元，女工也有一百多点，一个
月能干个 15 天以上。”义加荣乐呵道，只要勤劳肯干，在
村里也能奔小康。

就在几年前，义加荣、陆的雪的小日子过得并不轻
松。当时，他们在自家地里种柑橘，由于缺技术、少资
金，家里收入低薄。像义加荣、陆的雪这样的情况，在石
碧塘村比较普遍，大家各自小规模种植柑橘，都没怎么
赚到钱。

当时，村里也有少部分农户种烤烟，但烤烟从起垄
到育苗都需要外请专业人员，且怕水涝灾害，对于这种
风险大、投入高、人工贵的致富产业，绝大多数村民只能
一旁观望却步。

2021 年 4 月，铁建重工乡村振兴工作队进驻帮扶，
石碧塘村的发展迎来了转机。石碧塘村位于江华瑶族
自治县白芒营镇西部，南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
乡坪珠村相邻，由 4 个自然村落、6 个村组组成，共计 283
户 1493 人，是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庄。2020
年实现整村脱贫，2021 年被列为湖南省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
初到石碧塘村，工作队走村入户、密集调研。走访

中发现，村民种柑橘不仅不能致富，还时有亏损，俨然不
是个小康产业。工作队跨省到广西贺州等周边乡村找
产业致富新路子，立足本村沙质土壤、光照充足、有机质
沉淀高等土地禀赋，决定通过流转承租土地，引进广西
种植专业户，推广种植滚地龙、黑鬼两个品种的淮山。

对策有了，实践起来困难不小。一边是淮山种植专
业户需要承包连片的土地，一边是村民不愿砍掉自家地
里的柑橘树。“最开始，村民觉得自己也能种淮山，不想
将田地租借出去。”工作队队员李海波说，除了要做通村
民的思想工作，还要筹措资金修通灌溉渠、拓宽产业路。

工作队分头施策，针对部分不愿意把田地外租的农
户，帮助改进柑橘品种，引进金秋砂糖橘，较之前的品种
会提前上市，不受冬季气候影响，价格也更稳定。

与此同时，工作队几经努力，2021 年从广西引进 3 个
淮山专业种植户，在村里流转四五百亩山地开展试种，
到 2024 年拓展到超千亩。“亩产有五六千斤，种植大户每
亩毛收入有 1 万元左右。”在村支书何政月看来，推广淮
山产业非常成功，种植大户按每亩两三千元的人工成本
计算，一年需给做工的村民开出两三百万元的工资，租
借田地的村民还能拿到每亩 700 元的租金，带动了一批
村民增收。

何政辉就是跟着尝到甜头的村民。刚开始，他给引进
大户协调田地，看别人种得好、有钱赚，自己也学着租地种
淮山。2023年，何政辉租了一百多亩地，一年下来赚了十
六七万元，他估算着，2024年淮山地的收入能超 20万元。

“路宽了，水渠也通了，不用担心运输和灌溉问题。”
何政辉说，以后更可以甩开膀子干。

聊起产业路和灌溉渠，村民们赞不绝口。
3 年来，工作队筹措帮扶资金 120 万元，修通了长 1.6

公里的水渠，实现洪时排涝、农时灌溉，为村里新增 10 余
亩耕地，确保水渠两岸 120多亩耕地免受洪灾侵扰。

原来的小村道，通过铺砂石硬化拓宽，成为淮山运
输的产业路。目前，工作队帮扶修建的产业路长 12 公
里、宽 3.5米，可满足 9.6米长的大车往返进出。

修路通渠，不仅兴了农业，还利了农民。工作队通
过以工代赈，带动闲散劳动力就业，光修建水渠一项就
给做工的村民发了 40多万元工资。

水渠一通，为富民强村注入了源源动力。“以前村

民们想种不敢种的烤烟，现在也放心种了起来。”李海
波说。

工作队在调研中发现，种植烤烟，政府包收返税，村
民们是十分愿意种的。但烤烟既怕雨水浸泡，又需经常
浇灌。以前村里没修水渠，村民觉得种植风险太高。

“90 后”的何金全，在村里担任村秘书，工资年收入
也就两三万元。为了留住他，让年轻人在村里能发家致
富，工作队游说他种植烤烟。

何金全人年轻、脑子活，2023 年种了十几亩，2024 年
扩大到三四十亩，靠烤烟收入“腰包”越来越鼓，一家的
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还要继续扩大规模。”何金全说，前段时间走
家串户新谈了十多亩地，租金 600 元每亩。这几天，他正
联系租赁旋耕机，准备起垄。

近两年，石碧塘村烤烟种植每年增加几十亩，总量
达到 200 亩，预计今年还会新增四五十亩，带动了十余户
发家致富，每户增加了七八万元的年收入。

近年来，工作队探索“村集体+合作社+种植大户+村
民”等多种方式，积极发展淮山种植、生态养殖、黑皮鸡
枞菌等新兴产业，外销产品均以石碧塘品牌推广，使村
里的产业结构多元多彩。

积极发展产业，让村民“腰包”鼓起来，工作队也想
方设法，让村集体“家底”厚起来。“村集体收入比较薄
弱，没有钱办事，不能解决农户的实际困难。”工作队队
长曾星海说，为了确保驻村帮扶结束后，村集体有稳定
收入，工作队多方调研后决定上光伏项目。

在石碧塘村建光伏发电项目，有光照条件好、学校
集体房屋建筑等优势。工作队投入 55 万元，建成 161 千
瓦光伏电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 8 万元，并形成持续
稳定收益。

“村子富了，村民笑了。”工作队队员唐艳军见证着
石碧塘村的点滴变化。

“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曾星海说，要把“三个提升”摆在乡
村振兴工作开展的核心位置。

逐梦沃野，在乡村向阳生长。从 2018 年去湖南麻阳
玳瑁坡村扶贫，到 2021 年进驻石碧塘村帮扶，李海波的 7
年青春与乡村“撞个满怀”。“给老百姓办点事，我也挺有
获得感。”李海波深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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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在宣传岗位上为企业发展鼓与
呼的第十个年头。一路走来，许多并肩作战的
朋友践行着“四力”，在火热的工地现场挖掘新
闻，宣传企业。其中，每每想起李桂香奔跑在
工地一线，挖掘传播大盾构故事的奋斗经历，
我都钦佩不已。

李桂香是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新闻中
心副主任，这些年，她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素
养，跑遍祖国天南海北，在企业的新闻富矿里
挖掘宝藏，讲述着中国铁建大盾构攻坚克难的
故事，并在不断地奔跑中追逐着梦想，收获着
快乐，实现了成长。

脚下沾满泥土，笔尖才能充满温度。李桂
香是典型的“拼命三郎”，点开她 2024 年到项
目出差的统计表，足足有 167 天之久，一年三
分之一的时间奔跑在工地一线，项目部的技术
人员都认识她。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京华
号”闪耀全国、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向
黄河进发、我国最深海底高铁隧道到达 106 米
深处……这些重大节点、重要选题都是她在现
场策划的硕果。不久前，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
顺利通车，又一次在主流媒体掀起了一波热
潮。这是李桂香最熟悉的战场。从“京华号”
始发到贯通，她全程参与了宣传工作，采访过
项目经理、盾构机长、工人。寒冬清晨 6 点，她
在高速口拦过车采访；深夜 2 点，她与小伙伴
们一起奋笔疾书。她挖掘出的“四代机长”“盾
构五虎”的故事，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工人日报》等媒体，其中“四代机长”还被评为
中央企业优秀故事。

李桂香并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但是新
闻人勤奋、刻苦、坚韧的品质她都具备，而且她
总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在项目蹲点
期间，有时为了见到一个采访对象，要等一天
甚至两天，要是实在约不到，她就去盾构机上
找人。白天写稿、晚上采访已成为常态。她先
后写出了《运营高铁线下的“无声”较量》《攻克

“急转弯”掘出“最美曲线”》《钱塘潮头“双龙”
齐舞》等通讯稿，还在盾构机操作室采写了《两
张“作战图”见证江底鏖战》《12345 热线的特
别来电》等鲜活故事，向社会各界展现了铁建
人臻于至善的工匠风范。

宣传报道大部分时候是急活，也要求通讯员掌握采、写、拍、
剪的技能，这样才能完成许多突击的任务。去年 11 月，一个“极
限作战 9 小时”的故事，令我记忆犹新。当时一位重要客户要到
一个大盾构项目调研，为了充分展示企业实力，公司领导临时安
排制作一部有针对性的宣传片。李桂香根据领导提出的思路完
成脚本，经修改审定后已经是凌晨 3 点。这个时间找不到广告公
司，她就果断自己上手，梳理素材、剪辑素材、找音乐、做字幕、调
细节……真是马不停蹄。在剪辑的过程中，工作群内一直频繁通
报着客户到达时间，更是加剧了紧张感。最终，在客户踏入展厅
的前一刻，李桂香成功把视频拷贝到电脑上。根据现场反馈，视
频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9 个小时内制作完成一部高质量的视频，这一切都得益于她
对核心需求的精准把握、对服务中心的不懈坚持，得益于对日常
素材的积累和熟悉，也让她感受到了宣传工作的价值。

宣传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尤其是碰到同台竞技的项目，更
是需要想方设法抢先机、抢话语权。而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资
料的积累和挖掘至关重要。李桂香坚持分类存储文字、图片和视
频素材，确保随时响应需求。比如围绕深江铁路盾构机抵达海底
106 米，她提前一星期到现场，准备素材，随后专心与媒体对接分
发，最终实现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反响热烈。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媒体格局在不断演进，倒逼着宣传干事
不断锻造新技能、适应新形势，用好新载体，立体传播好故事。而
李桂香也一直在突破着、进步着。

手中有笔，脚下有路，心中有梦。我坚信，李桂香这朵坚韧内敛
的桂花，一定会在书写铁建诗行的岁月中散发出清幽持久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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