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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子附近，一水儿的柏油路。没过多久，记者驾车驶

入一片宽阔的芦苇地。枯黄的芦苇有半人高，不远处是一

座30多米高的井架。一旁，是一间供工人休息的活动板

房。房间不到10平方米，摆着一条长椅、几个圆凳，有些

油污痕迹。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冯小飞。

这个壮实的“90后”小伙儿穿着棕色厚靴，皮肤黝黑，

手背有些开裂。

冯小飞的班组隶属于井下作业公司作业一大队，打捞

井下落物、更换井下管柱等检修工作是日常。没有固定驻

地，荒凉的戈壁上都是他们的作业范围，这次便是临时驻

扎在小镇西南十公里的红柳泉采油作业区。

油田一线工作艰辛，前年寒冬，油井溢流，黑色原油瞬

间喷出，巨大的声响使两个人面对面说话都难以听清。

冯小飞和班长迅速交换了个眼神，便跑下井架，两人

合力搬起约200斤的旋塞阀，堵在井口上，喷射终于停止，

两人身上却已沾满油污。

惊险之外，更多的是平凡的坚守。早上迎着晨光出

发，晚上8点回家；深入戈壁滩修井，有时需要住在野外；

返程路上因为满身油污，不得不把衣服反穿或垫在椅子上

……但年轻的冯小飞从不喊苦。

“我们的班长是党员，常跟我们讲要跟着党走。”提起

班长，冯小飞肃然起敬，“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便是守护柴

达木的石油，日复一日地严谨细致工作、解决技术难题、处

理突发情况，让我感到使命在肩。”

今年，冯小飞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想向党

组织靠拢，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多

价值。”

以沟壑峻岭为邻，与沙砾冷寒相伴，柴达木盆地深处有这样一批石油人——

花土沟，因为他们被记住
■ 人民日报记者姜 峰 刘雨瑞

从飞机舷窗往下望，绵延数百公里的戈壁滩，突然出现一

座小镇。

镇子不大，横三竖四，七条公路，远处是巍峨的昆仑山，近处

是澄澈的尕斯库勒湖。

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挺进柴达木盆地勘探石油的地质学

家们见这里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从高处俯瞰，大地如花朵般绽放，

于是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花土沟。花土沟镇位于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青海省西北角。如今，这里是青海油田原

油生产基地，一批石油人常年驻守在这里。

核心阅读

青海油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缘，这里矿藏丰富，是

全国陆上油气勘探的重要地区。

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无惧艰险，与油井沙砾相

伴，把荒凉戈壁当作自己的逐梦热土，在这里挥洒着青

春与汗水。

一大早，天边方才吐白，月亮仍斜钉在乌青色的天空上。

见到桑金凤时，她站在马路牙子上，裹着厚实的棉衣仍冻得

直跺脚。个子不高，脸白白圆圆的，笑起来很可爱。2011年大学

毕业的桑金凤，原本学的是传媒技术，为了照顾在油田退休的父

母，她放下相机、拿起管钳，选择回家乡做一名采油工。

青海油田共有五个采油厂，隶属于四厂的南翼山采油作业区在

黄土梁交错的沟壑之中，扬起的漫天尘土常呛得人呼吸不畅——这

里是青海油田环境最恶劣的工作区之一，而桑金凤一干就是十年。

从小镇去作业区，要向东北穿过约50公里的戈壁滩，滩上寸

草不生，干旱的土地能析出盐，衬得大地亮晶晶一片。戈壁滩上

的路，被称为“搓板路”，“汽车开上去，就像坐上了弹簧床，一路上

胃里被颠得翻江倒海。”桑金凤对初进戈壁的经历印象深刻。

到岗后，专业不对口的她从零起步：抽油机调平衡、更换悬

绳器、机械制图、井组动态分析……只要有活她就抢着干，同事

们都喊她“女铁人”。在南翼山采油作业区，党支部设立了“党

员示范岗”，“比、学、赶、帮、超”工作氛围十分浓厚。桑金凤初

到，前辈们积极进取、勤奋学习、爱岗敬业、互帮互助的工作作

风便深深感染了她。

“作为党员，我应该多学多干，做大家工作的榜样。”桑金凤

暗下决心。

“前几年单位没有车，巡井就靠步行，每人每天走上十多公

里是常事，”桑金凤回忆，“深夜，几个女生搭个伴，提着十多斤

的管钳，拿着手电筒，戈壁漆黑一片，但就算害怕也要巡。”

2016年，桑金凤成为采油四厂第一位女班长。在这里，女

班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角色，为此，桑金凤掉过好几次眼泪。

父亲是“老石油”，也是老党员，悄悄告诉女儿：“班长就应该冲

在前面，何况你是党员，力气比不过，但可以多干点。”如今，她

的班组负责170多口井的巡检工作，是四厂年产油量和人均产

油量最高的班组。

“每次上工总能看到父辈的身影，这种精神让我敬佩，也激

励着我脚踏实地。”桑金凤说。

花土沟镇向西北，大约20公里，阿尔金山猛地闯进

视野。

一座白色的“回”字形建筑安静地伫立在山脚下，穿着

橙红色棉衣的工人们正进进出出……这里是三厂七个泉

采油作业区。

记者到时，黄繁和王海燕刚下工，他们趿拉着厚实的

靴子，身上还沾着原油。一双儿女早已候在门口，“爸爸妈

妈”喊个不停——夫妻俩结婚已有十多年了。

2003年，王海燕大学毕业后来到七个泉采油作业区，

两年后，黄繁也来到这里。

那时，留着一头干练短发的王海燕是黄繁的师傅，朝

夕相处的工作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油井不能离人，每年春节，柴达木盆地都有近万名石

油工人轮班值守。黄繁夫妇结婚多年，一家人只在一起度

过四个春节。近年来，油田党组织着力解决员工“急、难、

愁”实际问题，争取做到“知员工情、答员工疑、解员工难、

聚员工心”。今年春节，黄繁在油田值班，在党支部的帮助

下，王海燕带着两个孩子，从敦煌来到花土沟小镇陪黄繁

过年。

男孩只有4岁，一直缠在妈妈身旁。女孩12岁，穿着

淡紫色上衣，梳着干干净净的小辫子，下巴颏顶在杯子上，

眼睛忽闪忽闪地盯着爸爸妈妈。每早7点半，他们就会被

爸妈叫醒，一起从花土沟镇坐班车，赶往作业区。下班后，

原路返回。来回40多公里“搓板路”，儿女们并不在乎，能

在爸妈身边，他们已然感到幸福。

可孩子越开心，夫妻俩心里越愧疚。“为了照顾孩子，

我俩尽量把时间错开，我在家时他就在一线”，王海燕说，

“有时候，孩子要不只有爸爸陪着，要不只有妈妈陪着。”

班车停了，小女孩一个劲地拉着爸妈回镇子，“我要吃

好吃的！”

食堂里，坐着不少穿橙红色棉衣的工人。记者转了一

圈，饭菜虽说种类齐全，但条件比不上“外面”。“戈壁嘛，一

切从简”，对黄繁来说，团圆饭三字中的“团圆”更为重要。

吃完晚饭，太阳还未落山。黄繁看着先行归家母子的

身影，动情地说：“每次想到家人，就有了动力，花土沟的风

沙就不算什么了。”

图①：井下作业队员更换管柱。 图②：桑金凤打开输油管线阀门。 图③：巡检队巡逻时更换压力表。 图④：青海油田的抽油机。 资料照片

踏上戈壁，才懂父辈艰辛

家人相伴，可抵漫漫风沙

平凡坚守，从不喊苦喊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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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其中，格尔木市106项，总投资270.5亿元，年内计划

投资81.5亿元；德令哈市76项，总投资144.6亿元，年内计划投资

45.2亿元；茫崖市64项，总投资149.5亿元，年内计划投资27.1亿

元；乌兰县30项，总投资16.3亿元，年内计划投资6.6亿元；都兰

县32项，总投资22.7亿元，年内计划投资11.1亿元；天峻县33项，

总投资46.7亿元，年内计划投资21.8亿元；大柴旦行委15项，总

投资22.7亿元，年内计划投资11.9亿元。

今年以来，我州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两手硬、两不误、两发力”，充分发挥项目在稳增

长、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方面的引擎作用。以“四地”建设为

依托的集中开复工活动，必将推动我州塑造出具有资源控制

优、产品多元化、技术先进性、价格主导权、市场占有率、发展国

际化等特色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成清洁生产高比例、

能源消费高共享、多能互补高效能、技术创新高标准、产业发展

高协同、开放合作高水平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构建起“一圈、

三核、三廊道、七板块”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好全球最

大的有机枸杞生产出口基地、全国优质牛羊肉供给基地和省级

藜麦青稞产业园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州领导多杰、王剑锋、李顺福、孙立明、冯志刚、蒋伟峰、赵永

寿、栾风江、姜军、李家成、鲁旦主、雷海兰、张亚邦等分别在各地

出席开复工仪式。

（上接一版）青海众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德令哈13.5

万千瓦塔式熔盐光热发电项目是我国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

目之一，占地面积约952.2公顷，装机规模为135MW，配置

11.2小时熔盐储热系统，项目计划于2022年9月底建成投

产。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产生的清洁能源发电量约4.35亿

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3.35万吨，同时可减排二氧化碳

气体约40.17万吨，对于节能减排、改善生态环境、缓解就业

矛盾、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总目标和大背景下，我们企业

将迎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在海西州重商、亲商、扶商各项

政策措施的助推下，我们企业也将在提升太阳能热发电技

术、工程开发建设能力、系统集成优化与运行能力等方面，

掀起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助推青海绿色发展，力争海西州在

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方面贡献力量。”浙江中控太

阳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徐能说。

一台台设备整装待发，一幅幅展板述说希望……其他

主会场和分会场也是塔吊高耸、车辆排列，如火如荼的场面

催人奋进，洋溢着全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奋进气息。

“我公司计划在德令哈市尕海陶哈村及蓄集乡，建设年

产三万吨的草料生产基地及储备库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8500万，依托青海省饲草科技创新平台的科研力量，以及

各级农牧部门的支持，项目建成后，将为柴达木地区及周边

地区每年提供三万吨以上的绿色饲草储备，为海西州绿色

有机畜牧业提供保障，并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方式转变。”青

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奎说。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是2018

年4月18日开工建设的，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部分装置已

经建成。今天开复工主要是成立车间和一些辅助设施，

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全部建成，建成以后产值达

15个亿实现利润6个亿，税款能达到1.4个亿，能解决200

人的就业问题，并在原有1万吨的基础上增加2万吨以后

形成 3 万吨的电池级碳酸锂的规模。这也是我们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锂产

业的基础。”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永

平说。

海西索特雷克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付喆彪介绍

说，“我公司是2020年4月份注册成功的，投资预计1.2亿

元，所有的准备工作现在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已经着手开工

建设，这个项目是中国最大的高纯度硼酸项目，我们用的是

萃取工艺，是最先进的工艺，而且规模也是最大的。”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柴达木正以使出牛劲、

开足马力、争分夺秒的决心和奋斗姿态推动项目落地。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生产力。一个项目就是一股

新的发展力量，伴随着响亮的开工令，我州一个个重点项目

迎春破土，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持续迸发出勃勃生机、涌动

着滚滚春潮，成为厚植海西高质量发展优势的新动能!

（参与记者：吴婷婷 林晓明李颖红 付盛 尕藏玖太本）

首批356个项目
集中开复工

铿锵玫瑰铸警魂
（上接二版）

面对疫情不退缩，用爱服务不缺位

2020年的春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中，

王虹只知道作为人民警察关键时刻要冲在前面，却忘记了

自己身怀六甲。她牵着三岁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五个多

月的宝宝，和丈夫一起深入乡镇，负责疫情管控的核查、走

访、入户宣传等工作。

有一次，她在村社开展摸排和入户宣传时，一位阿姨

心疼地对她说：“小王啊，你要照顾好自己，更要照顾好肚

子里的孩子啊，孩子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王虹却

说，“谢谢阿姨关心，我会注意的。可是作为警察，这是我

的职责所在。”

王虹说：“我们把家搬到派出所了。”对办事群众，她用

实际行动践行“疫情期间不打烊，服务群众不打折”的诺

言，发布电子公告、公开预约电话，告知广大办事群众疫情

防控期间户政窗口服务举措，引导群众合理安排时间办理

相关业务，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在担任德令哈市公安局妇委会主任期间，王虹多次组

织民警前往敬老院帮助打扫卫生，为老人做饭、表演节目，

为老人送去温暖。她常常与丈夫利用假期去养老院和福

利院做义工，还发动单位力量，形成关爱社区空巢老人、辖

区孤寡老人的长效机制，争当爱心妈妈帮扶2人，先后为孤

儿院及困难老人、空巢老人购买价值一万余元的生活物

品，用实际行动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换下华丽的衣装，露出坚定的目光，扎起披肩的长发，

露出温暖的微笑，岁月在变，初心不变，这就是王虹，始终

绽放在岗位的铿锵玫瑰，时刻坚守的耀眼警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