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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党委：“四字诀”扎实推动第二批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蒸汽机车情怀
陈雅丽

办公室墙面上挂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工
装布满油脂的工人们或站或蹲，手里握着擦车
布，正在擦拭一辆蒸汽机车。

蒸汽机车，是建设 6023 号蒸汽机车，退役
后，就停放在合肥市中铁四局八分公司院内的
简易轨道上，成为企业文化的象征，也成为人们
打卡拍照的风景。每次回到公司本部培训或者
办理业务时，都会去看看它，抚摸着它黑色高大
的车身，想象着它当年威武雄壮，冒着冲天白
烟，在铁道线路上呼啸奔驰的模样。

火车为什么叫火车呢？其实，“火车”这个
名字就是源自蒸汽火车，这是真正意义上“烧

火”的“火车”。在童年，我有幸见到过行驶在铁
轨上，作为牵引动力的“活着的”蒸汽火车，那年
母亲带着我，到父亲工作的工地上探亲，印象很
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登上蒸汽火车的火车
头。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的工服被汗水汗
湿，他一把将我抱起走进火车头内部。一个大
大的“炉子”，深深吸引住我的目光，父亲说那是
机车锅炉，烧煤的地方。机车运行时，司炉工要
一铲一铲地将煤送入“大炉子”，煤在炉内燃烧，
将水变为具有相当高温度和压力的蒸汽，蒸汽
推动活塞，连杆带动车轮，火车才能跑起来。

永远记得那天，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
滚烫，就连空气也是热的，而炉膛里燃烧的熊熊
烈焰，更是让整个驾驶室如同烤箱一般，奇热无
比。站在狭小、没有空调的驾驶室内，汗如雨
下，堪称蒸桑拿，我一刻也不想多呆了，想尽快
出去。

毕业后，进入中铁四局工作，亲眼见证并感
受着铁路机车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型机车取代
了老旧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早已更
新换代，举世瞩目的追风速度也从“和谐号”提
速到了“复兴号”，那种在湛蓝的天空下冒着白
色的烟雾，气势磅礴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已消
失不见，只能从博物馆、书籍里找寻蒸汽机车当

年的风采。
好在单位的职工书屋里收集了不少铁路、

机车方面的书籍，让我可以通过阅读，再次走进
童年时光里出现过的蒸汽机车：原来，中国人建
造铁路非常早，但铁路和火车进入中国却比较
晚。因为统治者愚昧无知，让发源自西方的蒸
汽火车第一次来到中国，就陷入了“水土不服”
的困境，甚至出现用马匹和人力取代火车头的
历史倒退，经过几次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终于认
识到铁路和火车的价值，变排斥为接纳。民国
时期，中国大地上使用美、英、法、日、德、比利
时、捷克等许多国家制造的蒸汽机车，型号近百
余种，类别庞杂，所以，那时的中国铁路一度被
嘲讽为蒸汽机车的“万国博览会”。新中国成立
之后，中国沿着仿制、改造旧蒸汽机车起步，继
而自行设计制造新型蒸汽机车，直到最后出现
像“前进型”“上游型”“建设型”等在世界蒸汽机
车史上留下不俗声誉的机车。虽然蒸汽机车引
入中国较晚，但却是在中国达到了它发展史上
的鼎盛。随着时代发展，蒸汽机车已退出历史
舞台，2005年，集（宁）通（辽）铁路上最后一台
前进型7081号蒸汽机车退役，标志着中国铁路
蒸汽机车时代的结束。

如今，中国已进入高铁时代，高铁网从“四

纵四横”拓展到“八纵八横”，动车组从引进国外
技术、联合设计生产的“和谐号”到中国自主研
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复兴号”，中国高铁以
其世界最为发达的高铁网、世界一流的“中国速
度”，成为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当我坐上

“复兴号”飞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深刻感
受到时代的变化，感受到中国铁路从“跟跑”到

“领跑”的跨越，我欣喜于祖国发展的成就，也看
到一代代铁路人接续奋斗的传承。

岁月悠悠，恍如梦境。尽管在铁道线上，头
顶上喷吐浓烟的蒸汽机车淡出我们的视野已有
多年，但当我用情感的丝线将渐行渐远的蒸汽
机车的记忆碎片轻轻地缝接起来时，我才明白，
蒸汽机车从未远去，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中，
奔腾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是通过阅读了解到蒸
汽机车在中国历经磨难而不屈前行的发展历
史，了解到蒸汽机车为国家建设立下的汗马功
劳之后，这个会吞云吐雾，汽笛高亢，强劲有力
的蒸汽机车，在我心中就不再只是钢铁制造的
庞然大物，而是推着时代前进的功臣，是峥嵘岁
月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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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中铁四局六
公司党委着力在统筹谋划、理论学习、调查研
究、检视整改、推动发展上下功夫，以“精、深、
效、实”四字诀，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统筹规划突出“精”。自中国中铁主题教育
动员部署会召开后，公司党委迅速行动、统筹谋
划，将主题教育与下半年各项中心任务一体化
推进，围绕10项重点工作，同步制定主题教育
实施方案；结合企业实际，制定重点工作安排表
和工作推进计划表，将主题教育任务细化为23
项具体工作任务，逐一进行责任落实，确保主题
教育全覆盖开展，高质量推进。

学习研讨突出“深”。印发理论学习专项工

作方案，明确各项学习内容。公司各党组织通
过“三会一课”、理论集中学习、专题读书班、网
络培训班、局“出发吧”平台等形式，通读研读四
个必读书目及选学资料，将集中学习研讨与个
人自学相结合，确保学习实效，推动学习内容入
脑入心，见行见效。截至11月底，共开展党委
中心组理论学习6次，其中开展实地践学1次、
专家辅导讲座1次、专题读书研学2次，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深入党建联系点讲授专题党课11
次。各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105次、交流研讨
51 次、主题党日 116 次，参与学习人数达 262
名，全公司21名专（兼）职支部书记讲授了专题
党课，做到全覆盖。同时公司官微开设“主题教
育”专栏，发布信息6期，积极宣传主题教育进

展动态和各基层单位工作成效。
调查研究突出“效”。制定调查研究专项工

作方案，围绕事关企业改革发展的全局性、战略
性和前瞻性问题，有针对性地确定调研课题16
个；领导班子、高管成员先后深入宜宾分公司、
西延铁路、渝湘复线高速等重难点区域和项目
开展调研20余次，确保调研工作能够实质性推
动解决公司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员
工所向的问题。

推动落实突出“实”。公司党委坚持边学
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把问题整改整治贯
穿主题教育始终，紧紧锚定主题教育目标任务，
制定70条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通过深入检视
剖析，已完成问题整改21项，将主题教育成效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推进公司年度各
项任务目标实现为导向，先后中标西安市沣业
佳苑、宜宾三江新区高铁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靖边县西新区供水工程等项目，开展

“大干 120”专项劳动竞赛，承建的宜宾高新互
通收费站按期开通，西咸新区南北绿廊项目全
面验收通过，金湾沣河十里小区全面进入地上
施工阶段，“大双清”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形成主
题教育同企业中心工作共同推进的生动局面。

李培润

12月16日，中铁四局安装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工会组织女职工开展“妙手生花 朵朵花

开”主题手工毛根花DIY活动,进一步丰富女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女职工的幸福感和归

属感，增强凝聚力。 姜媛媛曹燕摄

妙手生花朵朵花开
●图片新闻

本报北京讯 12月13日，中国企业改革与
发展研究会公布了2023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
秀成果，并下发《关于发布和推广2023中国企
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的通知》，中铁四局七分
公司申报的《“培、学、练、竞、留”五位一体探索
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党群系统人才管理新模式》
成果课题，获评一等奖。

近年来，七分公司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行
动为契机，全面分析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按照“政治上保
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
总体思路，以培养、选拔、留住一支拥有良好作
风、业务精炼、精通思想政治及党务工作且对
国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熟悉的高素质复合型

党群人才队伍为目标，依托企业发展规划，围
绕企业发展焦点，搭建党群人才成长平台，因
需制宜培养党群人才，勠力塑造企业党建品
牌，切实提高党建工作质量，不断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通过紫檀计划培训、工地课堂. 五
个一、党群系统大练兵、党群系统公开竞聘、暖
心留人全面提升公司党群系统人才综合素质

和获得感，让“培、学、练、竞、留”五位一体成为
企业党群人才管理新方案、新常态。

此次获评 2023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
果一等奖，是七分公司党建品牌在获评2022中
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二等奖基础上的又
一次跨越提升，也标志着公司党群人才管理体
系进一步受到业内肯定。 胡润杰

七分公司一项管理成果获奖

姜茶送现场冬季保生产
●图片新闻

12月19日，中铁四局二公司西藏隆子项目部组织开展“姜茶送现场 冬季保生产”活动，

为坚守在高原的建设者送上热气腾腾的姜汤，驱寒暖身。

杨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