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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苗静静
年龄：35岁
身份：纺纱工

苗静静在车间巡视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吕占伟

穿梭于轰鸣的机器间，快
速完成接头、换粗纱、落纱等一
系列工作，同时还要对其他女
工进行技术指导；每上完一个
班次，行走达数万步。这是35
岁纺织女工、舞钢银龙集团龙
山一厂细纱车间教练员苗静静
的工作日常。

“我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却
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我会
以此为动力，更好地干下去。”9
月 19日上午，苗静静说。在纺
纱一线奋斗 19年，她收获了无
数荣誉，日前更是被推选为党
的二十大代表，迎来了人生的
高光时刻。

以下是苗静静的自述——

坚守纺纱一线
练成技术能手

我是舞钢市银龙集团龙山
一厂细纱车间的一名教练员。
2003 年，初中毕业的我进入龙
山一厂，跟着周民理师傅接线、
挡车，一点一滴向她学习纺纱
技术。3个月学徒期满，我成为
一名挡车工。

纺织车间噪声大、温度高，
别人一般能挡3台车，我主动要
求挡 5 台。经过半年的培训和
学习，我的挡车能力又从5台提
高到30台。我不停地穿梭在机

台间，勤走巡回，勤捉疵点，及
时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疑难问
题，保障机台顺利运转。在每
月底的评比总结中，我在产量、
质量方面评分总是最高。

面对成绩，我没有满足，反
而更加刻苦练习操作技术，不
断总结优质高效的工作方法，
经常与姐妹们交流切磋实际操
作技术，迅速成为公司的操作
能手，连续多年被评为集团“岗
位明星”“岗位标兵”。

2016年，我代表集团参加
中国棉纺织行业举办的魏桥
经 纬 杯 细 纱 机 操 作 工 竞 赛 ，
获 得“ 全 国 棉 纺 行 业 技 术 能
手”称号；先后获得 2017 年河
南省细纱挡车工技术大赛第
一 名 、2018 年 河 南 省 银 龙 杯
细 纱 技 能 大 赛 特 等 奖 ，被 授
予 省 、市 级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以
及“河南省技术能手”等称号；
2021 年，我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成为公司教练员
帮带重责肩上担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
艳春满园。纺织企业注重全面
质量管理，我积极主动做好传、
帮、带工作，手把手教新员工技
术。

3年前，我被任命为龙山一
厂细纱操作总教练。在勤于学
习的同时，我大胆创新工作法，

培训出来的选手多次参加省级
和国家级纺织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工作努力进步的同时，我
的家庭也十分美满幸福，我的
大儿子现在上八年级，小儿子
两岁。我们一家住上了三居室
的新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
向往。

在多年的工作中，我能感
受到党中央对产业工人的重视
和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决

心，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内涵：不怕
吃苦，扎扎实实，乐于奉献，把
每件工作做精准、做细致，立足
岗位；坚守初心，持之以恒做好
每一件事，精益求精，争做新时
代的优秀产业工人。

今年，我当选为党的二十
大代表，感到既光荣又责任重
大。我将把这份信任和重托化
为行动，更加勤勉工作、勤奋做
事、勤恳做人。

纺纱十九载 成为领头雁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阿姨，最近身体咋样？腰
好些没？”9月14日上午，新华区
湛河北路街道八北社区党委书
记张桦娟和网格员一起来到建
设中路南42号院张惠芳家。

“好多了，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老是惦记着我。”看到张桦
娟，张惠芳特别开心，“这么多
年，可没少麻烦他们，他们就像
我的亲人，一直关心着我。”

张惠芳是一名失独老人。
如何让失独老人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帮扶政策。而随着社区服务
的细化和延伸，社区工作人员
从小事着手、在细节上下功夫，
想老人所想，急老人所急，切实
增强他们的安全感、幸福感，为
这些失独老人撑起一把伞，让
他们失独不失爱。

下面是张惠芳的自述——

家中遭遇火灾
她与社区结缘

我是叶县人，1972 年来到
平顶山，在市区一家煤矿专用
设备厂上班，1996年退休。

2012 年和 2015 年，老伴儿
和儿子先后因病离世，留下我
一个人。我生性要强，不喜欢

麻烦别人，与社区没有交集，也
不愿意和工作人员接触。

2018 年 1 月 25 日，临近过
年。那晚我睡得比较早。晚上
10 点多，我被一阵刺鼻的气味
醺醒，发现客厅里的电油汀正
在冒火，我急忙到楼道里找电
表总开关，想将它关闭，但是没
有找到。很快，家里的火着了
起来，生活用品瞬间化为乌有，
冰箱等电器全部报废。

当时我是穿着拖鞋跑到楼
下的，有人拨打了119。在等待
消防车的过程中，邻居告诉我，
我们的楼长已将此事反映给社
区，社区已经在安排我当晚的
住处了。吃惊之余，我更多的
是感动。

我弟弟得知情况赶来把我
接走，我这才没有接受社区的
安排，但这件事一直感动着我。

社区细心帮扶
生活有了依靠

大火将家里的一切都烧没
了，我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社区为我申请了临时救助，并
送来了棉衣棉裤、棉被等御寒
物品。街道工商联还组织爱心
商户为我捐款，请装修工为我
家重新粉刷墙面、安装门窗；给
我购买了电饭锅、多用蒸锅、炒
锅及电水壶等生活必需品，还

给我 1000元钱让我置办其他日
用品；爱心人士和企业还为我送
来了床和米面食用油，弟弟妹妹
也经常帮着我。

我被大家的爱心包围着、
感动着。经历了这件事后，我
也知道了自己并不是“孤家寡
人”，我不仅有自己的弟弟妹妹
可以依靠，还有一个有爱的社
区可以依靠。

有了助老政策
如今老有所依

此后，我和社区的联系越

来越多。社区工作人员也特别
挂念我，安排网格员对我进行

“一对一”帮扶，隔三岔五打电
话嘘寒问暖，端午节、中秋节、
冬至还来看我……大家聚在一
起有说有笑，特别开心。

今年5月初，我在家不小心
摔倒，导致胯骨骨折。社区帮
忙联系车辆，志愿者要陪我去
医院被我拒绝。他们三天两头
跑来看我，询问用不用买菜。

不仅如此，国家对老年人
实行的各种助老政策，我也都
享受着。我现在生活无忧，很
是满足。

失独不失爱 社区很温暖
受访人：张惠芳
年龄：73岁
身份：失独老人

张桦娟在和张惠芳（右）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