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综合本版责编：王文婷 万海玉

2025年7月18日 星期五

煤海深处，乌金翻涌。
作为山西灵石昕益旺岭煤业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矿长，王茂华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山西灵
石昕益旺岭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各工作面的作业
现场、智能化集控中心、主题党日活动现场……
他将理想信念熔铸于矿山发展，用创新智慧点
亮安全之路，以科技赋能引领智慧变革，用实际
行动谱写出了一曲奋进赞歌。

创新管理 守护生命红线

“只有生产环境安全，企业的生产经营才能
正常运转，才有可能持续创造价值和利润。”这
是王茂华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王茂华看来，班组职工是事故隐患的制
造者，更是事故隐患的排查者，只有不断提高
班组职工的危险源辨识能力，才能有效消灭
制造事故隐患的无意识行为，提高安全自保
的能力。

因此，王茂华亲自带队，组织部室、队组管
理人员以及技术骨干，对井下所有工作岗位工
种开展了包括1次年度辨识、4类专项辨识、1次
岗位辨识在内的“141”风险辨识评估，及时管控
安全风险，营造安全可靠的作业环境。

与此同时，王茂华创造性地提出了在讲工
作任务前，讲事故警示教育、讲风险、讲隐患、落
实管控措施和隐患整改“三讲一落实”的班组安
全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下，班前会既是工作安
排会，又是职工辨识风险的学习会，职工对岗位
风险的辨识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安全生
产总体状况变得更加稳定可控。

王茂华在煤矿安全管理方面的创新不只有
这些，他还组织编制了各岗位工种“应知应会”
手册，通过手指口述不断提高各岗位职工识别
危险的能力，增强了职工防范事故的应变能力，
杜绝了事故隐患的产生。在他的带领下，职工
的安全自保意识不断提高，旺岭煤业安全生产
水平得到切实提高。

“我们以后还要建立更加坚实的技术保障体
系、更加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把‘安全阀’拧得更
紧更牢。”王茂华目光望向入井通道，语气坚定。

锐意进取 引领智慧变革

走进旺岭煤业的智能化集控中心，大屏上
数据跳动，显示器上智能化设备让人为之惊叹，
这样的场景离不开王茂华主导的智能化改革。

多年来，王茂华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顺利通
过了智能化矿井验收。从此，矿井实现了“采掘设备智能化、系统运行自动
化、固定岗位无人化、设备监控可视化、信息传输集成化”的目标。

“智能化不是要用冷冰冰的机器替代人工，而是要把职工的作业内容从
重体力劳动转变为轻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要让大家的劳动强度降下来。现
在，我们实现了智能化，矿工们都从‘黑脸汉子’变成了‘蓝领工匠’，告别了
以往的苦累脏险。”王茂华高兴地讲述着矿上的变化。

如今，旺岭煤业每月可节约电费 20万元，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实现了集
中控制一键启动；采煤队人员人均工效提高了 1.5倍，人均吨数提高了 48
吨；掘进队操作人员人均工效提高了1.7倍，人均掘进提高了0.5米。这些数
字的背后，正是王茂华对“少人则安、无人则安”理念的生动诠释。

忠诚担当 彰显初心本色

翻开王茂华的笔记本，文字密密麻麻，既有理论学习的心得体会，更有
破解工作难题的灵感，笔记本几乎成了他解决问题的“工具箱”。

“我是党员、是党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不断学习、创新、提高工
作水平，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就看看笔记，希望自己能够学以致用。”王茂
华这样说，也照此做。工作中，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从来不怕啃“硬
骨头”，面对难题总是全身心投入，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矿上存在设备不灵敏的问题？那就让它灵敏起来！
生产成本高，材料消耗大？那就让它降下来！
面对问题，王茂华很“较真”。他成立了科技创新工作室，带头研发了电

机车语音信号报警触发装置，改变了原有触发装置不灵敏、不可靠、频繁损
坏的状况，保证了列车语音报警信号的可靠性。此外，他还研发并使用W
钢带成型冲孔流水一体机，极大地节约了生产成本，并使回收钢带得以重复
利用，降低了材料消耗，全年为矿井节约资金约500万元。

满腔热血洒矿山，几度春秋写辉煌。王茂华以坚定的理想信仰筑牢对
党忠诚的基石，用初心不渝、矢志拼搏擦亮能吃苦、肯奉献的担当底色，用实
际行动在煤海深处写下了最动人的奋进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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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佳烨）近日，晋
中市文化馆免费开放培训班学员学
习成果汇报演出落幕。来自舞蹈、声
乐、器乐、戏曲、朗诵等培训班的 500
余名学员登台亮相，用精湛的技艺和
饱满的热情，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
精彩的文化盛宴。

演出在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舞

蹈《达坂城的姑娘》中拉开序幕，灵动
的舞姿诠释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合
唱《贝加尔湖畔》《莫尼山》，深情传递
艺术之美，和谐歌声抚慰心灵；晋剧
选段《朝阳沟》《空城计》须生韵腔铿
锵、青衣小调婉转，展现了传统戏曲
的魅力；古典舞《声声慢》、旗袍表演

《花妖》，身韵优雅，传递着传统文化

的魅力，诠释了东方美学；朗诵《英
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铿锵之声
抒发时代豪情。器乐类节目更是亮
点纷呈，电子琴、小提琴、葫芦丝、琵
琶、二胡等轮番登场，奏响爱国情怀，
让现场观众沉醉其中。

本次演出是对2025年春季免费开
放培训工作的一次集中检验。近年

来，晋中市文化馆始终坚持“艺术惠
民”的服务宗旨，开设了涵盖声乐、舞
蹈、戏剧、美术、器乐、非遗等多个艺
术门类的培训课程。许多学员从零
基础起步，通过系统学习实现了艺术
梦想。学员们纷纷感慨：“免费培训
让我们圆了艺术梦，更找到了生活的
乐趣。”

据了解，演出期间，晋中市文化馆
还同步线上展出了书法、绘画、剪纸班
学员的113幅作品，让市民在欣赏表演
的同时，也感受书画艺术的魅力。下
一步，晋中市文化馆将继续优化课程
设置，让更多群众走进文化馆、爱上文
化馆，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艺术为
民”，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活力。

晋中市文化馆

免费开放培训班学员学习成果汇报演出落幕

本报讯 （记者宋向红）近日，由
省教育厅组织举办的第五届全国高校
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山西赛区比赛结果
揭晓。经组委会组织评审、公示等环
节，最终评出个人奖81项。驻市高校
大面积获奖，其中获6项一等奖。

第五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
赛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指导的全国性教学赛
事。大赛设置校赛、省赛、全国赛三级

赛制，分新工科、新医科等 7个赛道，
覆盖全国所有本科高校。今年8月将
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全国赛。

驻市各高校积极参与本届赛事。
在省赛评出的81个奖项中，来自晋中
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山西能源学院、
晋中信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医
科大学、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农业大
学、山西传媒学院的参赛教师，共夺得
一、二、三等奖33个。其中，山西医科

大学郭佳团队、山西中医药大学贾璐
团队、山西农业大学牛瑞燕团队、太原
理工大学程岩团队、太原理工大学赵
国贞团队、晋中信息学院沈启敏团队
获一等奖，并被大赛组委会推荐参加
全国赛。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认真总
结大赛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加大对
获奖教师的宣传力度，建立推进教学
创新的长效体制机制，用好用活大赛
成果，推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创新。

第五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山西赛区
比赛结果揭晓

驻市高校获6项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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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的祁县峪口乡北团柏
村，总能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院门
口，右手大臂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
贴在身侧，浑浊的眼睛望着远方。

他，就是 98 岁的杨兴福，一
位藏着峥嵘岁月的老兵。那些在
太谷战场留下的弹痕、在铁轨下
躲过的炮火、在炮楼前迸发的勇
气，都随着时光沉淀在他不能抬
起的右臂里。

烽火少年：
从田野走向战场

1927年的夏天，杨兴福出生
在北团柏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少
年时的记忆里，除了田埂上的麦
香，更多的是日本侵略者铁蹄下
的恐慌。“鬼子的马队从村头过，
夜里常能听见枪响。”老人常对小
儿子杨顺信念叨，那些被战火撕
裂的日子，像扎在心头的刺。

1945年，18岁的杨兴
福参加了太谷县独立营。

“不把鬼子赶出去，

咱庄稼人哪有活路？”他说这话
时，眼神里还有着当年的执拗。
彼时的独立营装备简陋，战士们
多是像他这样的农民，却凭着一
股“豁出去”的劲儿，在敌占区开
展游击战。

割电线、挖铁轨是家常便
饭。“挖铁轨得趁着月色，趴在冰
冷的铁轨下，听着远处火车的汽
笛声越来越近，心也提到了嗓子
眼。”杨顺信听父亲无数次提起当
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夜晚：“那铁
轨，像冻僵的毒蛇盘在地上。一
镐下去，地都在颤。稍微慢一步，
塌下来的钢梁土石，就是活棺
材！多少好兄弟……”老人声音
哽住，布满皱纹的手微微发抖，

“眼睁睁看着人没了，连个囫囵尸
首都刨不出来，就埋在那路基底
下，成了垫道的石头……”

血色炮楼：
三五颗弹药里的勇气

1947年，那场在太谷打朝阳

炮楼的战役，是刻在杨兴福生命
里的烙印。当时，他奉命配合正
规部队攻打朝阳炮楼。“那炮楼像
个铁疙瘩，架在土坡上，机枪扫得
人抬不起头。”杨顺信记得父亲描
述当时场景时的激动，“他身上就
揣着三五颗弹药，在冲喊声中，跟
着战友往上扑。”炮火在耳边炸
开，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杨兴
福猫着腰冲到炮楼下，正要拉燃
手榴弹弦，突然一阵剧痛从右臂
传来，他踉跄着靠在炮楼墙上，看
着战友们踩着硝烟冲锋。直到正
规部队的支援冲上来，炮楼才算
真正打下来，这时他发现右臂的
袖子已被鲜血浸透，骨头碴子刺
破了皮肉。

“送到后方医院，医生说骨头
碎得拼不起来，只好取了。”杨顺信
拉起父亲的右臂，大臂软塌塌的，
像空了的布囊，“现在摸上去，里面
只有筋肉连着，抬到胸前都费劲。”
可老人却从不叫苦，总说“比起牺
牲的战友，我这条命是捡来的。”

在那烽火连天的日子，杨兴
福还完成过一项特殊任务——护
送交通员去延安。他们伪装成货
郎，推着独轮车在敌占区穿行，遇
到鬼子关卡就用土话周旋。杨顺
信说：“父亲总说那一路走下来比
打炮楼还紧张，他们肩上扛的不
是货，是革命的火种。”

归田老兵：
不添麻烦的人生信条

1949 年秋天，杨兴福戴着

“因战二等甲级伤残军人”的勋章
回到北团柏村。脱下军装的他，
扛起锄头走进了田野。

此后的 70多年里，他成了村
里最普通的农民。春播时拖着
不便的右臂弯腰插秧，秋收时用
左手攥着镰刀割麦，寒来暑往，
田 埂 上 的 脚 印 叠 了 一 层 又 一
层。村里人说，杨兴福的田总是
长得最好，他把对土地的热爱，
都倾注在了那片曾被炮火蹂躏
过的土地。

“爹一辈子不说自己的功劳，
也不让我们提。”杨顺信回忆，“国
家刚安定，多少人家比咱难？咱
有手有脚，能种出粮食就饿不
着。”杨兴福教育子女“不给国家
添麻烦。”

更让人敬佩的是，杨家三代
人续写着军旅情缘。杨兴福的儿
子、孙子先后穿上军装，将这份对
家国的赤诚，深深地镌刻进生命
的年轮。

如今的杨兴福听力渐衰，记
性也差了，但只要说起当年的事，
眼神就会亮起来。他会用左手比
划着挖铁轨的动作，会指着右臂
说“当时受了伤都没注意”。每每
回忆峥嵘岁月，老人语气平和而
坚定，“这辈子能为国家尽一份
力，值了！”

老人永远无法再举起的手
臂，既是战争的见证，也是荣耀的
象征。“我们为父亲自豪，也会把
老一辈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
神传承下去。”杨顺信说。

九旬老兵杨兴福——

臂弯里的峥嵘与风骨
本报记者 郭 娟 通讯员 贾 可

本报讯 （记者郝贞香）7 月 15
日，“怡然见晋中·游在仲夏时”主题赛
事活动 2025 年晋中市男子篮球联赛
（东山赛区）在和顺县体育馆开赛。

此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为分区赛：全市分为南同蒲赛
区和东山赛区，南同蒲赛区的 6 支队
伍分别为灵石、介休、平遥、祁县、太
谷、榆次；东山赛区的5支队伍分别为
寿阳、榆社、和顺、左权、昔阳。两个赛
区各队经赛会制单循环赛后，按照积
分产生赛区前四名。第二阶段为总决

赛，采用赛会制，由两赛区的前四名，
共8支队伍进行交叉排位赛，决出1至
8名，比赛时间为7月下旬。

篮球联赛启动仪式现场，运动员
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饱满地列队入
场。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在
昔阳队和左权队的对战中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不仅为运动员提供了
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为广大篮球
爱好者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感受篮球魅
力的机会。

据了解，开幕式活动中，和顺县牛
郎织女艺术团、动力蓝图健身队等还
为比赛送上了精彩的助兴演出。

2025年晋中市男子篮球联赛（东山赛区）开赛

7月16日，孩子们在晋中市体育场练习足球和篮
球。暑假期间，许多孩子通过参加球类训练，不仅锻炼
了身体，更在运动中学会了坚持与协作，为他们的暑期
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本报记者 耿新洲 摄

暑期练球砺身心暑期练球砺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