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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傅说，他的人生理想很简单，
就是炼出好钢让国家用。”2020 年 12
月31日上午，“榜样的力量——洛阳市
科技报国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走进古
城中学，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冯晓燕，深情讲述了该公司铸锻公司
冶炼车间电炉班班长杨金安的故事，引
来阵阵掌声。

1983 年，杨金安高中毕业后来到
中信重工的前身——洛阳矿山机器厂，
在铸锻公司冶炼车间当了一名平炉炼
钢工人。

学徒期间，杨金安先后跟过多名技
术高超的师傅，练得一身好本领。如
今，取一勺钢水泼在地上，他就能判断
出钢水的碳含量；看一眼炉渣，他就能
判断出钢水的温度。大家都说，他有一
双“火眼金睛”。

有一次，一名记者采访杨金安，在
炼钢炉前指着炉内火红的钢水说：“杨
师傅，我看这钢水差不多有1000摄氏
度吧？”杨金安笑着说：“应该在1665摄
氏度上下。”

杨金安的回答让对方惊讶不已，他
说：“不可能，你不可能判断这么准确。”
工作人员用仪器测试——1668摄氏度，
与杨金安目测的数据只相差3摄氏度。

在炼钢过程中，测试钢水温度非常
重要，每测试一分钟大约耗电40千瓦
时。杨金安的这双眼睛，每年可为公司
节省电费超过100万元。

面对别人惊讶的目光，杨金安总喜
欢说一句话：“这没啥，如果你在我的岗
位上干30年，你也能做到。”

杨金安说得很简单，但大家都知
道，做起来没那么容易。

每天上班，杨金安都会带上笔记
本，把需要记的东西记下来。这些年，
他一共记满了60多个笔记本。原来，

所谓的“火眼金睛”，是他一点一滴记录
并潜心钻研的结果。

石化加氢钢有很高的附加值，国内
虽有少数企业能够生产，但质量不稳定。
杨金安决定从零起步进行攻关，力争在
最短时间内见到效果。为啃下这块

“硬骨头”，他跟踪炼钢60余炉，冶炼钢
水3000多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研究这些资料，他从炼钢炉上
下来就在工作室里琢磨。有一天，回到
家时，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他坐在沙
发上，对爱人说：“给我煮碗面条吧，我
还没吃饭。”爱人把煮好的面条递给他，
他没吃几口就睡着了，嘴角还耷拉着没
有吃进去的面条。

就这样，杨金安没日没夜地研究，

优化操作流程，形成了稳定的操作规
范，成功生产出国内最大直径加氢筒体
锻件、国内最大直径加氢管板锻件，质
量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这些年，杨金安经历了数不清的困
难，也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这让他深
刻认识到，有了知识、有了技能，才能有
磅礴力量。

近年，杨金安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
上发表多篇论文，也申请了不少发明专
利。他通过大工匠工作室和公司举办的

“工匠大讲堂”、创客群活动等，开展技能
培训200多次，培训3000多人次，为中
信重工的技术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2020年11月，2019年“大国工匠年
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杨金安榜上有名，
成为河南省首位获此殊荣的工匠代表。

有人说：“杨师傅，你在炼出一块又
一块好钢的同时，也把自己练成了一块
好钢。”

面对这样的评价，杨金安总是笑着
说：“把两块好钢都献给国家。”

本报记者 李三旺

——记中信重工铸锻公司冶炼车间电炉班班长杨金安

“把两块好钢都献给国家”

春天种什么品种的谷子，对伊川县白沙镇小王村的种植大
户武红霞来说，是一件大事。

几天前，武红霞匆匆赶到邻近的高岭村。这里的金粟农业
公司是洛阳谷子种植加工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当日，来自全国
的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会聚到这里，参加一场别开生面
的小米品鉴会。武红霞清楚，她要寻找的最佳答案就在这个品
鉴会上。

作为特色农业的重点发展方向，谷子在洛阳的种植面积超
过40万亩，占全省的60%。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
当下，产出的小米品相好、口感佳、质量高，才更有市场潜力，是
未来推广的重点。

“豫谷18、天粟4号、冀谷168……今天，新老品种聚齐了，
就是要当面锣，对面鼓，说道说道、比试比试。”市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主任刘军学开门见山。

头道关是“选美”。10 个品种优质小米分别装盘，一字排
开，金灿灿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依次上前品鉴。武红霞也跟
着凑上去，学着专家的模样观察、揣摩，抓一把捻在手中，细软细
软的，凑上去嗅一嗅，香气扑鼻。“看似大差不差，其实暗含门
道。”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执行专家刘金荣笑着说，“静心
感受，好小米色泽金黄、手感沉实、颗粒均匀……”武红霞会心地
点了点头。

此时，在另一个房间里，“试吃”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一推门，腾腾热气夹着浓浓香味扑面而来。眼前，10台电

磁炉支起10口锅，正在现场熬粥。熬粥的过程十分讲究：每口
锅盛3.5升水、下500克小米；水开下小米，先大火煮10分钟，再
小火熬20分钟；为了避免串味，每口锅都用专门的勺子搅拌。

“真细发！”武红霞惊叹道。
粥熬成后，专家轮番上前，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慎重打

分……“好粥汤更浓、米油更厚，小米和汤交融在一起不分层，入
口十分软糯甜香。”刘金荣娓娓道来，武红霞听得全神贯注。

一番比拼后，答案揭晓：豫谷18等品种脱颖而出，其他品种在
色泽、适口性、抗倒伏等方面也各有千秋，各地可因地制宜选择。

武红霞边听边记、一丝不苟，春天20亩地种什么，她心里有
谱了……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新建 会丽

十锅粥“熬出”最佳答案

2020年岁末，伊川县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拉开序幕。
根据上级要求，白沙镇纪委严把“进口”，筑起第一道防火墙，坚决
把群众反映强烈、口碑差、受过党政纪处理的候选人从候选人名
单中拿掉，确保此次换届选举候选人质量和素质。

白沙镇纪委在该县纪委正确指导下、在该镇党委的大力
支持下，勇担当，敢亮剑，共审查了26个行政村122名候选人，
取消套取涉农资金支书候选人1名、截留扶贫项目资金副支书
候选人1名、危房改造中优亲厚友支书候选人1名。

白沙镇纪委通过严把候选人“进口”，纯洁了队伍，聚拢了
民心，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村（社区）“两委”换届提供了坚强的纪
律保障。 （孟庆虎）

正风肃纪 把好“进口”本报讯（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李
雅娟）元旦假期，全市文旅系统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为游客奉上丰富
的线上线下文旅产品，全市共接待市
内外游客 134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0.3亿元。

1月1日清晨，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洒在卢舍那大佛静谧的面庞上，来自
天南地北的网友通过网络共享这一灿
烂恢宏的场景。当天，龙门石窟景区
通过抖音、快手、微信 3 个平台 24 小
时不间断直播，带领大家一睹龙门石
窟的时光变换。

1月1日晚，洛阳博物馆以在线直
播的形式举办“与时空对话”新年音
乐沙龙。元旦假期，该馆还推出了

“开门大吉”——巧夺天工榫卯工艺、
“盛世华彩”——唐三彩绘本填色和
“青铜时代”——青铜器不织布配饰
等社教活动。

元旦当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线上举办“风过洛水——元旦古埙
音乐会”，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专业
演奏，10 万余名观众通过多个平台
观看。

巨龙腾空、大河奔腾、金凤展

翅……元旦假期，隋唐洛阳城应天门
每天晚上推出两场以“寻梦黄河”为主
题的3D投影秀。隋唐洛阳城九洲池
举办国风跨年音乐会和新年火龙腾九
洲活动，让游客邂逅古典之美、领略非
遗之韵。

元旦假期冰雪游升温。在栾川伏
牛山滑雪度假乐园里，滑雪爱好者纵
享冰雪之上的欢乐；在老君山景区里，
银装素裹的雪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万安山旅游度假区举办了“童
话冰挂嘉年华”活动；倒盏民俗村以民
俗表演、特色美食、滑雪游乐等冬季活

动，喜迎客流高峰。
此外，市文化馆举办的首届“古都

乡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孟
津县举办的第三届“王铎杯”全国书法
大赛作品展、洛龙区26座城市书房开
展的“古都新生活∙交流分享季”等文
化活动，让观众尽享河洛文化的魅力。

元旦假期，市文广旅局督导全市
文旅行业按照全市疫情防控要求部署
工作，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旅
游景区严格落实入园游客必须佩戴口
罩、出示健康码、测体温等防控措施，
确保了文旅活动安全有序举办。

线上线下亮点多 文旅“盛宴”引客来

1月2日，市民在从政坊游园、大同坊游园内健身休闲、亲近自然，乐享假日时光。
元旦假期，提升改造后免费开放的从政坊游园、大同坊游园，受到不少市民青睐。两个游园位于洛龙

区聂泰路以东、古城路以北，经过提升改造，新增了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体育健身场所和飞鸟欢歌、
“萌宠”乐园等科普互动休闲项目。 记者 张光辉 摄

健身休闲享乐趣
城市游园度假期 本报讯（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李怀印）市总工会日前对全市

新建和提升改造的 209 家爱心驿站进行检查验收和星级评
定，并拿出专项资金对此次评选出的“星级爱心驿站”实行
补贴。

近年，我市严格按照省总工会要求的“六有”标准建设爱心
驿站，即有统一标识、有固定场所、有完备设施、有管理制度、有
人员管理、有地图可查，切实为户外工作人员提供“冷可取暖、热
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爱心服务，让更多职工感受到工
会组织的关爱。如今，全市专门为环卫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
提供服务的爱心驿站已有305家。

全市此次共评出五星级爱心驿站 62 家、四星级爱心驿站
70 家、三星级爱心驿站 72 家。市总工会将对在此次评选中
获评五星级的驿站给予一次性补贴 2 万元，此后每年给予运
营管理补贴 5000 元；对获评四星级的驿站给予一次性补贴
1.5 万元，此后每年给予运营管理补贴 4000 元；对获评三星
级的驿站给予一次性补贴 1 万元，此后每年给予运营管理补
贴 3000 元。

“星级爱心驿站”获专项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