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0月9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施建华 排版：施建华
投稿邮箱：hnb861@163.com 5人物专题

同事岳雷说：“苏班长是我见过
的最能干的女人，在河南县这样连
上楼都心慌气短、只有牦牛才能生
存的地方，她扎根一线，一干就是
25 年，在她的这个岗位上，恐怕再
也找不出来第二个人了吧！”

9 月的青海河南县大草原已然
寒风萧瑟，明艳了短暂一夏的格桑
花几天之内就销声匿迹了，而旺盛
的牧草也已泛黄，在这海拔超过
3700 米的高原上，秋的脚步显得匆
忙而凝重。苏玉英说，这里的夏天
只有不到四个月，再过一个来月，
就会被大雪覆盖。

见到苏玉英的时候，她正和其
他 3 名同事在河南县东格小区查找
一起停电事件的故障点。几个人都
头顶蓝色的安全帽、身着厚厚的棉
工装，一会儿爬上楼顶四处查看、
一会儿站在变台下面仔细检查。如
果不是穿了一双粉红的运动鞋，我
很难一眼看出哪个是她。

苏玉英是国网河南县供电公司
配网抢修班班长，她的个子在女人
中算不上太高，但嗓门儿大，语速
快，热情而干练。对她来说，河南
牧区是生她养她的地方，也是她人
生唯一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不
大，但回想起这二十多年来的点点
滴滴，她还是很知足的。

1991 年，初中毕业不久的苏玉
英考到了当地管辖的优干宁小水电
站工作。那时候河南县电网结构十
分单一，全县只有不到 2000 户人
家能用上电。每到夜里，除了县城
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外，到处一片
漆黑。

“那时候我和当地牧民才有了
真正的接触，也是从那以后，我深
深地眷恋上了这片土地。”苏玉
英说。

苏玉英那时候只有十八九岁的
样子，热情活泼，当地牧民群众都
非常喜欢她。只要她每次回县城，
都会精心地挑一些砖茶、白糖和一
些小食品送给当地群众。小孩儿们
看见她回来了，远远地跑过来围着
她转。

“‘英英阿姐回来啦！英英阿姐
回来啦！’孩子们亲切地叫着我的小
名儿蹦啊跳啊，好像期盼了很久很久
……”苏玉英难掩内心的喜悦，仿佛
又回到了当年一样。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她每
天下班后，总会有几个当地的老爷
爷老奶奶在门口等着她，带她回自
己的家里吃饭、休息，大家都把她
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

2001年10月，苏玉英所在的小
水电站由国网公司接收管理，苏玉
英也如愿成为国网公司的一员。也
是从那时候起，她亲身经历并见证
了国家电网公司在高寒偏远的河南
牧区落地生根，把光明送到了千家
万户，结束了当地牧民祖祖辈辈依
靠酥油灯照明的历史，使他们与城
里人一样，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种
种便利。

2009 年，国网公司实施户户通
电工程，集中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用
电问题。苏玉英说：“那时候施工条
件和现在不能相比，但大家都想着
早一天给群众供上电，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热情很高。”

苏玉英记得当时天寒地冻，基
础坑挖不下去，大家就因地制宜，
就近找来牦牛粪点着，等冻土消融
了再挖。当时没有吊车，安装变压
器时就用倒链一点一点地往上拉，
十几号人小心翼翼、屏息凝神，扎
实认真的程度令人永生难忘。

宁木特镇是河南县第一个通电
的乡镇。通电后的第一个晚上，苏
玉英和供电所的同事受邀来到了乡
上的敬老院里。在明亮的灯光下，
老人们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大家
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围着篝火载
歌载舞，简直像过年一样热闹。

“我当时被这些牧民群众的真诚
和善良深深地感染了，心里就觉得
只要为群众做一点点好事，就能给
他们带来无穷的欢乐。”苏玉英说。

当年，苏玉英留在了宁木特镇
供电营业所担任所长，带领同事们
为牧区群众提供用电服务。从那时
候开始，她慢慢地懂得了什么是责
任，并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业务
技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户户通电工程结束后，苏玉英管
辖的部分台区出现了新装用户表号
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况。当时供
电营业所里缺人手，苏玉英果断地拎
着脚扣开始了登杆核对工作。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登杆可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且现场没有师傅指导，她硬咬着
牙，极力克服力量不足和心理恐惧，
紧紧地抱着电杆一点点地往上爬，一
基、两基……

白天高强度地干活，晚上她就住
在牧区阴冷潮湿的的帐篷里过夜。

“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很累，但心里
很充实，睡觉也香。”苏玉英说。

一周后，她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竟提前完成了新装用户表号核对工
作，并受到了上级公司的肯定和表
杨，而对她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练就了
过硬的登杆技能。她说，男人可以完
成的工作，女人也一样可以！

2011 年，工作的需要，苏玉英被
调到了新的岗位。虽然几年过去了，
可她从来也没有忘记离开宁木特镇
时的情景。

临走的那天，一位老奶奶紧紧地
拉着她的手哽咽地说：“英英啊，你不
在这里工作了，我们没有你了可怎么
办啊！”她突然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
和这些淳朴善良的牧民群众朝夕相
处了，不能帮他们带去生活用品了，
不能为他们解决用电问题了，不禁一
阵酸楚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双眼
……

后来她还是想通了，一个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只有让前仆后继的电网
人发自内心地了解并接受牧区的风土
人情了，才能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

配网抢修班干的都是急难险重
的活儿，工作时间不分上下班，场所
更是全县跑，要能上得了电线杆、下
得了臭水沟，尤其是在广袤的草原
上，还要能防得住藏狗的袭击、受得
了风雪的考验。这对男性员工来说
都有一定的难度，更不要说女性员工
了。然而对于常年在一线打拼的苏
玉英来说，这些艰难困苦永远也挡不
住她守护电网的脚步。

2016 年 9 月 20 日傍晚，河南县
10 千伏优四路跳闸停电，15 个台区
近 2000 户用户用电受到影响。苏玉
英接到报修电话后，立即赶往公司带
人开展抢修。

入夜后的泽曲草原一片漆黑，温
度降到了零下五六摄氏度，厚厚的棉
工装也隔不住寒冷的侵袭。苏玉英
不停地搓着双手、跺着脚，却依然止
不住地瑟瑟发抖。“大家一定要查仔
细了，不要再查第二遍啊！”苏玉英提
醒大家，声音响亮有力，大家听到的
还有她坚定的决心。苏玉英和大家
一块冒着严寒、借着手电的光亮逐一
排查 15 个变台。23 时 06 分，抢修队
伍发现并隔离了故障，全线恢复
供电。

然而，苏玉英也有力不从心的时
候。常年在河南县严酷的环境中工
作，苏玉英的身体落下了病根，给她
的工作带来了影响，也给她的心里留
下了一些遗憾。

今年的 8 月 1 日，河南县全县最
为隆重的“那达慕”赛马大会正式开
幕，有 17 个国家、近 10 万人参加，大
大小小的帐房搭满了腾格里赛马场
旁边的整个山头，人潮涌动，盛况空
前。为确保大会可靠用电，苏玉英与
其他保电人员提前半个多月就着手
准备了，但在大会开幕式的保电现场
坚守着的十多名工作人员中，却唯独
找不到苏玉英的身影。

原来，在开幕前，雷雨下了四五
天，线路故障频发，连日高强度的抢
修工作加上大会保电任务，这让一向
心脏不好的苏玉英一下子承受不了
了，7 月 31 日下午 7 时许，苏玉英晕
倒在地，昏迷不醒。8月1日天亮后，
苏玉英病情好转，但她因此未能再参
与到大会保电任务。说到这件事情
的时候，苏玉英不无遗憾地说：“以往
每届大会都是我和大家一块保的电，
这次规模最大，我却掉‘链子’了。”

近几年来，让苏玉英引以为傲的
是，她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有的人
很快就成为专业上的行家里手，有的
人已经走上了管理岗位，甚至成了自
己的领导了。河南县公司有 3 个部
门、3 个班组，其中营销部主任、综合
部主任以及另外 2 个班组的班长都
是她一手带出来的。而说起自己的
班长，大家无不钦佩有加、啧啧称赞。

2011 年参加工作的费超，3 年后
就被县公司提任为综合部主任。说
起自己的成长，费超总也忘不掉自己
曾经的班长——苏玉英的影响。

费超说：“班长虽然是个女性，但
工作上我们都服她，不管多苦多累的
工作，她永远都会冲在前面，而且从
来不打折扣。我从她的身上学到更
多的是责任、不怕吃苦和她不计较个
人得失的品质。”

2014 年参加工作的卢香玉，刚
开始听不懂藏语，经常遇到不讲理的
客户无端的指责，内心十分沮丧，有
几次她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抹眼泪。
苏玉英就用自己艰苦奋斗的故事鼓
励她，主动教她一些常用的藏语，并
耐心细致地帮助她改变工作的方式
方法。

“苏班长能干，人也好。那段时
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让我很
快度过了适应期。”卢香玉心怀感激
地说。

苏玉英在工作上把所有的艰难
困苦都当做家常便饭，对大家的要求
也是极为严格，甚至有些苛刻，但生

活中的她十分有趣也非常贴心。
班员马宏博有一次开玩笑地说：

“班长啊，草原上的姑娘都是瓜子脸、
大眼睛，长得真漂亮，你认识的人多，
帮我挑一个呗！”“不用挑，我家丫头
心疼着呢，等她长大了就嫁给你呗！”
苏玉英笑的乐开了花儿。“那你不就
成了我的阿妈了吗……”两个人你一
言、他一语，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近几年入职的员工，大都是从内
地不远千里而来的大学生，高寒缺氧
的环境、单调重复的工作以及对家乡
的无限眷恋，让他们偶尔会心生浮
躁。苏玉英就邀请大家到自己家里
做客，用拿手的饭菜招待他们；七八
月份，草原上山花烂漫的时候，她就
约上大家去踏青，载歌载舞；贴心的
她还忙里抽闲，亲手编织拖鞋送给班
员……

和所有女性一样，苏玉英说她也
特别喜欢时尚的衣服、品牌的鞋子和
化妆品，但工作的性质注定她与这些
心爱之物有缘无分，同事们也很少能
见到她化妆打扮后的样子。

有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女儿
打电话说：“妈妈，你来的时候一定要
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呀！”苏玉英说：

“那你说妈妈穿啥衣服好看呢？”女儿
说：“你身材那么好，穿裙子肯定漂
亮。”苏玉英翻箱倒柜硬是找不出一
件裙子。

再过几年，苏玉英就要退休了，
在这片她守望了快三十年的草原上，
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让她难以割舍
……

不过令她欣慰的是，近几年来，
一批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生不约
而同地来到这个地方，在短暂的适应
后，大都能用得体的礼仪和简单的藏
语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交
流，他们的服务理念更加先进，他们
的服务方式更加多样……

苏玉英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她
的丈夫经常心疼地说：“换个环境好
的地方休息休息吧，你的心里总是放
不下这里，你也该想想自己了……”

苏玉英用多年的积蓄在省城买
了房子，她把老人和孩子都送到了那
里，而她自己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牧
区的。她说她只要一离开牧区心里
就觉得空落落的。

她的美丽盛开在离天最近的地方
——记国网河南县供电公司配网抢修班班长苏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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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玉英在工作中

（（图为苏玉英在牧场上和当地牧民群众交流图为苏玉英在牧场上和当地牧民群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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