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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年7月6日，对于郝铎来说，又是
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第 20 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标兵名单公布，郝铎的名字赫然在列。这
是今年以来，继“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之
后的又一个大奖，也是今年获得的第四个
省部级以上的荣誉了。

据悉，“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活动自
1994年启动实施，是共青团、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的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服务大局的重要品牌工作。二十
多年来，活动选树了一大批“政治坚定、品
行过硬、能力突出、实绩优异”的青年典
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人才
支撑、作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标兵”共评选 50 名，“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评选760名。

郝铎光荣当选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标兵”，是中国中铁唯一当选的青年。

2020年7月15日，由陕西省人社厅、
省国资委等六部门联合主办的陕西省
2020年“世界青年技能日”暨“职业技能提
升，改变你的生活”系列宣传活动启动。
郝铎受邀参加，仪式现场向陕十一位受到
团中央、人社部表彰的第20届“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颁发证书。

郝铎每每在谈到荣誉时，表达最多的
是感谢父母从小的严格教育、感谢军营的
锤炼，感谢单位的栽培……

（二）
1986年，郝铎出生在陕西兴平市的一

个双职工家庭。
祖上家风淳朴，家教严格，几代中医，

秉持救死扶伤，在家乡很有声望。
军人出身的父亲一直对郝铎的教育

很严格，坚持言传身教。
在郝铎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学写“人”

字，写的歪歪扭扭。父亲看见后，就郑重
其事地给他讲道：“中国汉字越简单越难
写。‘人’字虽然是一撇一拉，但要把它写
好可不容易，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

再大一点，耿直的父亲就经常教导他，
“做人要站直了做人，即就是爬倒，也要钢巴硬
正（陕西方言，可理解为理直气壮）地爬倒。”

“虽然那时还不太懂，但‘要把人字写
好可不容易’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直到现在一直还在影响着我。”
2020 年 5 月，在兴平老家，郝铎满怀感触
地告诉记者。

父亲的影响让郝铎逐渐形成了坚韧
不屈的性格，“干什么都不服输，只要坚
持，总会有结果的”。

（三）
小学时代，是郝铎最难忘的一段时

光。品学兼优，深受周围人的喜爱。
受父母的影响，郝铎养成了看书的习

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会书。少儿百
科大全、世界名著、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等
都在涉猎之中。父亲经常带郝铎逛书店，
他还到书摊上淘书回来看。书多的放不
下，父亲就亲手为郝铎做了一个书柜存
书。现在，这个书柜早已放满。

2001年，郝铎上初中一年级时，家里
出现变故，他也受到影响。由于企业改
制，父母双双下岗。为了生计，父母开始
做水产生意，无暇照顾郝铎，放松了对郝
铎的要求，从此他疏于学习，最终高考名
落孙山。

父亲看到复读的郝铎依旧无心学习，
就决定送他去当兵。

“那天，我正在教室上课，班主任进来
说：‘郝铎，你爸来了。’我当时很纳闷，我
爸从不来学校的。见到我爸，他跟我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书包收拾了，跟我走。’我
一路上都不知道他要干啥。回到家，我爸
给我说，送我去当兵，我满心欢喜地接受
了。”郝铎回忆道。

之后，郝铎就参加了征兵体检等一系
列环节，顺利成为一名准新兵。

走之前，郝铎给父母说，走的那天不
要去送他。

2004 年 11 月 12 日，是接新兵的日
子。郝铎一个人去了接兵点。接兵车周
围围满了送兵的家长。郝铎登上车，那些
准新兵们有的脸色阴沉，有的在哭，车外

的父母也在抹眼泪。他心里想：“这有啥
呀？又不是生离死别，不回来了？心里面
还笑话那些哭鼻子的准新兵。”可就在开
车的一瞬间，他在人群的后面看见了母
亲，她站的远远的，也在抹眼泪。“当时一
瞬间，我的心情就不对了，眼泪在眼睛里
打转。从兴平到咸阳火车站的一路上，脑
海里一直是刚才看见妈妈的情形。”说着，
郝铎感叹道，“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眼睛已经泛红了。

郝铎那批兵被分在了新疆奎屯。坐
着绿皮车，从咸阳火车站一路颠簸和中
转，两天两夜才到了奎屯。这是他第一次
自己一个人离开家出远门，一走就是2800
多公里。“那时，也渴望自己一个人出去。
就像久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一下放开
了，可以自由翱翔了，心里美滋滋的。”郝
铎兴奋地告诉记者。

到了奎屯，一下车，就分班。郝铎被

分在新兵一营一连 11 班。“三个月的
新训，让我受益终生”郝铎回忆。

新兵连训练有队列、内务、体能、战
术基础等九个科目。他训练非常刻苦，
三公里长跑始终保持全排前两名，战术
训练、新兵考核，他的成绩也都在前
面。由于臂力一般，一开始做俯卧撑、
引体向上等成绩并不理想。他就主动

“加餐”，别人做“三个100”（俯卧撑、引
体向上、深蹲），他就做三个“三个
100”。“俯卧撑做完了，还要胳膊撑着，
保持俯卧撑姿势，那个过程难熬得很。”

“新兵连虽然只有三个月，但明显
地感觉身体素质有了很大提升，自己
的意志得到了锻炼。最大的感悟就是
做任何事情必须要有规矩，无规矩不
成方圆，即使没有要求，自己心中也必
须得有规矩。”

新兵下连队，郝铎又被分到连队
通信班，担任通信员。营区为一栋四
层的楼，每天别的班十几个人一起打
扫一层的卫生，而郝铎一个人要打扫
一层近 10 间房间的卫生。刚下连队
的第一个周，郝铎打扫完卫生，副连长
就带着白手套来检查工作。他在门框
上摸了摸，就连写字桌侧面木头结合
处的小台都摸了，看有没有灰。结果
没有挑出毛病，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入伍第二年，郝铎主动申请调入
战斗班。班里有个体重 180 斤的新
兵，训练时腿受了伤，肿胀不能走路，
到卫生队看病需要人背过去。时任副
班长的郝铎就主动担起背他看病的任
务。卫生队离营区 1.5 公里，每天上
午、下午各背一个来回，背着他要走6
公里。“刚开始，在走到最后剩四五百
米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到了，但实在背
不动了，真的想把他放下。但一想到
我背后背的是我一起摸爬滚打的战
友，不管走到啥地方，有多难受，都不
能放弃他。就硬坚持着，坚持走到卫
生队。后来，背的次数多了，体能得到
了锻炼，也不那么累了。不管任何事，
中途不能放弃，你只要坚持住，始终坚
持，他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7 月份，郝铎参加了一次高规格
的军事演习，在戈壁滩上驻训三个多
月。那段时间是新疆最热的时候，每
天下午的地表温度达 60 多度，“就是
不动，坐着都受不了，人始终处于缺水
状态。”训练时需要趴在地上，不到两
分钟就会汗流浃背，地上就是一个人
样。一天训练下来，整个衣服都被汗
水浸成硬的了，汗渍就像绘在衣服上
的“云彩”。大家的用水限量，没有水
洗，只能晾一晾，第二天继续穿。“驻训
三个多月，吃了不少苦。被太阳晒脱
皮，就着风沙吃面条、晚上睡地窝子、
迷彩服上飘‘云彩’、山洪里头抢饭盆、
穿着大头鞋冲山头、全装徒步几十公
里、枪声震得耳失聪、一天配给两壶水
……当然，我很感激部队让我吃了这
些苦，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财富。”回忆起那
段经历，郝铎侃侃而谈。

（四）
2006年12月1日，郝铎光荣退伍，回

到兴平老家等待安置。
父母翻新了家里的老宅，也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依然靠水产店维持生计。
回到家的郝铎明显感觉到自己已与

社会脱节了，和原来很要好的同学、朋友，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默契地天南海北的“嗨
侃”了。他就把心思全用在家里的水产店
上，一边帮父母打理生意，一边等待安置。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有一
天，因为琐事，郝铎和母亲吵了，就直接回
到水产店，晚上也没回家。第二天，父亲
来到店里找郝铎，把母亲得胃癌晚期的事
告诉了他。

郝铎自责地说：“听到我妈生病的事，
我心里特别难受，很自责，不该惹妈妈生
气，那天晚上我就早早回家，给妈妈道歉，
和妈妈拉家常。”从此以后，他几乎天天晚
上早早回家，陪妈妈聊天，哄妈妈开心。

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把水产店盘出
去了，还借了很多外债。

“妈妈走了之后，当时全家的积蓄只
有2000元。如何生活下去？成为摆在我
们父子俩面前的严峻问题。”郝铎的眼圈
湿润了。

好在父亲手上还留有一个制卤肉的
方子，乐观的父子俩就在家开始卖烧鸡。

“每天要大清早早早起床开始准备，
一个人处理20只鸡、40斤猪蹄、40斤鸡爪
子、40 斤鸡腿。我爸就负责烧水、卤肉。
下午四五点出摊，直到卖到没有顾客了才
回家。”

半年后，2008年4月1日，郝铎招工到
中铁一局，在新运公司签了合同，“当天下
午，我就被安排到华县郑西高铁五经部架
梁一队的施工现场。我正式上班了！”郝
铎很兴奋。

（五）
在上班前，父亲叮嘱郝铎，“单位上

班，人生地不熟，全靠你自己。不管到什

么地方，首先是适应环境。环境是最关键
的，只有适应了环境，你才能舒心地生
存。要先学做人，再学做事。造化在于个
人奋斗，我只关心你的安全和身体。”

“爸，您放心！我在外面，保证能做好
自己。”郝铎对父亲承诺。

这个工作机会来之不易，郝铎很是珍
惜。

当时去的时候，架桥机已经开始调头
了。晚上，郝铎在宿舍睡觉时，就听见机
器轰鸣声。第二天去工地，大老远就看见
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是运梁车驮着架桥
机，那么大，郝铎还是第一次见，从小喜欢
摆弄机械的他，第一眼就被这个大家伙吸
引了。

刚开始，郝铎被分到机械班。机械班
的班长胥景森给了郝铎一些棉纱，让他去
看设备哪里脏了擦一擦。他就一个人围着
运梁车转圈圈，转啊转，转了一圈又一圈。

一周之后，新丰镇架梁二队要开双
班，需要从一队调人，郝铎就过去了。一
过去，就跟着当时的运梁车司机冯汉上
夜班。在跟运梁车的过程中，郝铎就不
断请教师傅冯汉。凭借着较强的理解能
力，师傅讲一遍他就能理解，并能记住操
作要领。仅 10 天后，郝铎就获准进到了
司机室。

那时候，为了尽快熟悉铺架设备，郝
铎看到什么，就会想这个是什么东西、干
什么用的？结构是怎样的？原理是什
么？他自己先猜，想完之后，碰着师傅了
就问。冯汉就给了他一本运梁车的说明
书，让他先看看。

郝铎就找来笔和本子，从目录开始
抄，每天抄几页。下班之后，宿舍的其他
室友都出去玩了，宿舍也没凳子，他就蹲
在地上，趴在床板上抄说明书。运梁车说
明书抄完了，就抄架桥机的。架桥机的抄
完了，再抄提梁机的。一边抄，一边想。
第二天到工地了，就去找他前一天晚上抄
的东西或部位，看着实物再细想，想不通
就去问师傅。“那段时间，啥都不去想，一
门心思就是要搞清楚这套设备。”也就是
那时候，郝铎对运梁车、架桥机和提梁机
有了大概的了解。

转眼间，到了发工资的时间了，郝铎
领到了现金 3400 元，这是他从小到大第
一次挣到这么多的钱，很是兴奋。“我给自
己留了 1500 元，剩下的都寄给了我爸。
老头把我养这么大，现在该我养老头了。”
郝铎不无骄傲地告诉记者。

此后，每个月发工资，都固定给父亲
打钱，替父还债，补贴家用。

（六）
不久，架桥机往渭南方向架梁。郝铎

由于进步快，又被调往架桥机上工作。时
任班长兼遥控司机的陈井明带着他架梁，
一边架，一边给他讲解怎么操作。

架到第三孔的时候，郝铎就掌握了遥
控操作要领，可以自主完成操作。架到30
孔梁时，他已经对遥控非常熟练了，移梁
落梁能控制的分毫不差。

2008年11月14日，郝铎和队友完成

设备拆除，一起送往京沪高铁项目。当时
去的人很少，项目就从学校招了 40 多个
学生。郝铎就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他们
拼设备。不知疲倦的郝铎先在京沪三队
拼了一台提梁机，又到四队完成了提、运、
架设备拼装和调试，之后又上一队拼装设
备。在此期间，用时不到40天，完成了提
梁机拼装和调试，以及运、架设备主体拼
装，创造了行业全国纪录。

之后，郝铎在一队进行了大半年时间
的架梁。2009年底，高铁架梁一队顺利完
成管段内架梁任务，郝铎带领的班组以

“零事故”顺利完成任务。郝铎也因为他
对工作的执着和对设备的热爱，个人荣获
原铁道部“火车头”奖章。“那时候，热情高
涨，求知欲很强，就想知道高铁建设的一
切。这大半年时间学到了不少高铁架梁
的知识技能。”郝铎坦言。

2010年，在西宝客专施工中，为了提
高施工工效，郝铎将架梁每一个环节都精
确到秒。他带领架梁班的十几名队员，经
过反复的思考和推敲演练，将原先架设一
孔箱梁需要六小时以上的时间缩短至四
小时以内，将900吨箱梁架设效率提高了
三分之一。在项目部掀起施工生产高潮
期间，他带领全班人员默契配合，创造了
单机、单班十一小时五十分钟架设四孔箱
梁的高产纪录。

据曾经同在西宝项目的、现为鲁南高
铁项目安质部安全员赵坤回忆，郝铎工作很
拼，任劳任怨。2012年时，铺架工期很紧。
有一次，作为现场负责人的郝铎白天从早上
六点到晚上六点，上了一个对时的班，晚上
还继续加班。上夜班的同事都劝郝铎回去
休息，他却说：“没事，我再盯一会。”最后直
到第二天中午才回到驻地休息。

还有一次在兰新二线施工，冬天极寒
天气，运梁车的主油泵油封出现漏油现象，
致使运梁车不能正常运行。郝铎主动申请
临时调入机组，对运梁车进行维修。冒着
零下20多度的严寒，他带领工友连夜徒手
完成运梁车主油泵更换。之后，又带领全
班坚守工作岗位，仅用17天，便安全顺利
完成最后14孔900吨箱梁架设任务。

和郝铎在一起共事已有七八年了的
梁海伟，现在担任鲁南高铁项目运输部
长。他告诉记者，2013年，他和郝铎在西
宝客专项目时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担
任行车调度，郝铎是工程调度。当时已是
铺轨阶段，点多面杂，工程调度需要协调
的事情非常多，郝铎每个月的电话费都在
500元以上。

郝铎经常深更半夜还在加班。有一
次，在宝鸡站场施工，由于其他单位施工，
铺轨列车返回基地运梁时被挡道了，当时
已是凌晨。问题报给郝铎后，他立即与局
指、业主、兄弟单位等沟通，连夜解决了挡
道问题，保证了铺轨的顺利进行。

2016年，在银吴高铁项目部，面对工
期短、任务重、人员紧的不利局面，郝铎
临危受命，用创新与技术再一次刷新了
900吨箱梁架设史上的纪录，带领团队克
服了两次架桥机拆解，长距离运梁及反

复通过系杆拱狭小空间等重点、难
点施工，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安
全架设箱梁750孔 。

在施工过程中先后创造了两项
全国纪录，银西铁路银吴段全线六
个“第一”的成绩。即：创造了双机
日架箱梁 13 孔的全国纪录和单机
月架梁 148 孔的全国第一纪录；全
线第一家开工架梁；全线第一家开
始实现双机双向同时开工架梁；在
全线第一家开始首组有砟高速道岔
施工；连续两月取得了月架 180 孔
以上的好成绩，进度位列全线第一。

2018年8月，郑阜高铁项目7个
站场同时展开施工，郝铎自告奋勇
担任鄢陵站现场负责人。为避免返
工活，他在现场一待就是十几个小
时，不厌其烦地给劳务队交底，一遍
遍的进行复核。紧张的施工任务，
让他常常忘了时间，经常错过吃饭
时间。遇上浇筑混凝土，一天一夜
连轴转都是常有的事儿。开工不到
一周，他整个人瘦了一圈，黑了好几
个度，和非洲难民似的。12月份，无
砟轨道正式开铺，郝铎又毛遂自荐
担任铺轨队队长。面对570多公里
的铺轨任务，他迎难而上，首铺后第
5天，便创造了单日7公里的铺轨纪
录。2019 年1月20日，再度刷新纪
录，创下单日11公里的新纪录。

面对成绩，郝铎总是笑着说“这
不都是应该做的嘛！还需努力！”

（七）
参加工作以来，郝铎先后参建

了郑西、京沪、西宝、兰新、西成、银
吴、郑阜等数个高铁和客专项目，带
领团队，先后 5 次刷新高铁铺架领
域全国新纪录，高质量完成了超过
10830孔箱梁架设任务。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郝铎
对安全质量、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

“先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别人和
设备。”是他常给队友说的话。

为了确保高铁铺架质量安全，
他提炼出“6 环节 42 字箱梁架设质
量安全管理办法”，有效把控住了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点；提出“备架
箱梁梁缝预匹配法”，消除了梁缝因
累积误差导致的梁缝超标问题，有
效保证了箱梁架设质量。自行设计
制作的架桥机纵移过跨限位急停和
运梁车对位限位急停等装置，有效
遏止了架桥机过跨和运梁车对位等
工况时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多年
来，他带领全队做到了设备运转“零
缺陷”、安全质量“零隐患”、生产组
织“零违章”的优异成绩，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高铁铺架工匠。

和郝铎共事多年的老领导张书
广，谈起郝铎直说：“只要给他安排
的事情，都能百分之百的完成。工
作中肯动脑筋，小改小革不少。”

郝铎参与了架桥机 1 号柱垂直度的
监测改进工作。“就是在架桥机上加装了
个显示屏，每天的天气情况、架桥机设备
状况等数据在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加强了
对设备的监控。”

在装防撞梁挡块型钢的时候，空间非
常狭小，用传统的工具费时费力。郝铎就
与队员一起研究，用链轮制作了一种特制
的扳手，不用再把手伸进去拧螺丝，而是用
这种扳手配合电动扳手拧螺丝，省时省力。

银吴高铁项目时，郝铎还和工友们改
制了刷边坡液压夯拍机，刷出来的边坡平
整、线性美观，获得业主一致好评……

（八）
同为90后的金银文和廖瑞海都是在

郝铎的带领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们告
诉记者，“郝队”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判若
两人。工作中，对队员要求非常严格，不
允许开小差，作业前所有人的手机都要上
缴，统一保管。下班后，和大家打成一片，

“就像兄弟一样亲。”
金银文是鲁南高铁项目架梁队员，曾

去郑阜项目打过增援。他十分佩服郝铎
的指挥吊装技术，“一般人达不到”。“吊装
选用多大卸扣、吊点在哪，他看的一般很
精确。近期鲁南高铁在拆设备，在曲阜那
边吊钢轨，一节一边夹多长？留多少？他
说的很准，吊起来刚好水平。”

郝铎还喜欢用步丈量距离。尤其在
吊装长钢轨时，一般人都会用尺子量一
下，他缺用步子去丈量。几步设一个吊
点，他心中有数，吊起来钢轨正好平直。

“我和他连上了几个夜班，从他身上
学到了起吊作业钢丝绳选型、人员选配、
挂钩的技巧等等，让我受益匪浅。”金银文
满眼的佩服。

“和郝队一起干活挺开心的！”廖瑞海
说。“他不像其他队长，给人没有那么大的
压力。不端架子，感觉很亲切，啥话都能
说。有啥不懂的，他都会给你最简单、最
快捷的处理意见。”

郝铎经常让廖瑞海到他宿舍，聊聊工
作、学习，还把架桥机、运梁车等设备的图
纸打印出来，让廖瑞海学，并推荐廖瑞海
到工程部工作，系统学习铺架知识。

在郑阜项目后期，有一天晚上凌晨1
时 40 分许，廖瑞海负责的扶沟车站管段
有根钢轨坏了，需要更换。廖瑞海没有经
验，不太会操作，就求救于郝铎。郝铎立
即花了半个小时从基地赶到现场，手把手
教廖瑞海完成钢轨更换，换完后已是三点
多了。

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鲁南高铁项目
综合班的提梁机副钩损坏。更换副钩需
要爬上 30 多米高的提梁机顶上，郝铎第
一个爬上去，指挥吊车配合更换。让其他
队员站在身后，看他怎么指挥，并叮咛注
意事项。当晚由于太累了，郝铎在下提梁
机时，踩到石子脚崴了，但他第二天照常
上班，继续爬上提梁机指挥更换。“让我们
很感动。”廖瑞海表示。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措手
不及。春节期间主动留守值班的郝铎勇

担重任，说在前、做在前，在保障防疫安全
的同时，全力助力项目复工复产。鲁南高
铁项目负责人柴兵对郝铎在疫情期间的
表现给予充分肯定。

柴兵回忆，疫情期间，济宁任城区管
控比较严格。有 13 人留守项目部，郝铎
冒着巨大风险出去帮大家采购食材和生
活所需，保证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他还向
大家宣讲疫情防控知识，做好自我防控。
及时向地方防疫部门报送各种报表，得到
了地方政府的表扬。

疫情初期，防疫物资异常紧张。郝铎
一家家药店去跑，一个个电话去打，最终
在距离项目驻地较远的一家药店购买到
了一些口罩和消毒液。并先后与三家药
店达成了提前预定防疫物资的协议，为返
岗复工做好了充分准备。

郝铎还主动通过电子手段了解公司
其他项目和职工家属的防疫物资储备情
况，为购买不到防疫物资的项目和职工家
属购买了防疫物资，并寄送到家。

在接到上级关于在持续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着手复工准备通知后，郝铎迅速
结合工程项目复工指导手册，制订相应的
落实措施。提前与各部门负责人联络沟
通，了解即将返岗的 100 余名员工的动
向，掌握相关情况。

2 月 9 日是人员返岗的日子，郝铎带
领两位留守人员利用现有工具和材料，对
驻地内闲置区域进行改造，设置返场人员
隔离区，张贴防疫宣传知识海报，对项目
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复工验收时，返岗人
员都在集中隔离，只有郝铎可以出去和各
方面对接沟通办理手续，他一个人跑政
府、镇、街道办防疫部门，办理了复工各项
手续。”柴兵介绍。

（九）
郝铎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爱读书、

爱骑行、写微博、摄影、听相声、喜欢小动
物……参加工作以来，由于工作性质，一
些却被迫搁置，但一些爱好还仍在坚持。

在西宝客专项目时，郝铎干过一段时
间的综合办公室工作，写作、摄影就是他
的分内之事，闲暇之时还骑行、写写微博。

现为鲁南高铁项目的综合办公室主任
王蛟回忆，当时，郝铎喜欢骑行、摄影。他
在网上买了山地车，自己拼装，还带动项目
上好多同事买了自行车，组了一个车队。

有一次，郝铎和两个同事，下班后从
咸阳秦都站骑车到西安钟楼，就为了拍钟
楼夜景。拍完已是深夜，再骑车回到项目
驻地。还有一次，郝铎约几位战友，将自
行车托运至青海，完成青海湖环湖骑行，
并在沿途拍摄了许多照片。

回来后，郝铎把照片发布在自己的微
博上，并附了骑行感悟，因此成就了自己
与妻子的一段姻缘。

郝铎的妻子叫王晨晨，大学毕业后在
咸阳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同样爱好摄影
的王晨晨在刷微博时，无意中被郝铎的美
图给震撼了，加了关注。之后，经常到郝
铎的微博留言互动，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最后发展成恋人。

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恋爱两年
就结了婚。

“郝铎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也是很
实际的人。我们俩很少浪漫，送礼物都是
我选好，他付钱。我们结完婚 4 天，他就
带着我回单位上班了，哪里都没有去。有
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郝铎在工地我在
家，他就发了条朋友圈，表达了对两人不
能在一起过纪念日的惋惜，对我有点愧欠
之意。”王晨晨笑着说。“这是算是最“肉
麻”的话了。”

在谈恋爱时，王晨晨就了解郝铎的工
作性质，所以也很支持郝铎的工作。

结婚前，本来打算去三亚拍婚纱照，
顺便看看海，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突
遇新疆兰新二线后期交工，郝铎被紧急
抽调。

当时的负责人罗军告诉记者，当时在
戈壁滩，条件艰苦，干燥、风沙大，没几天，
所有人的脸都晒脱皮了。由于马上要进
行联调联试，工期特别紧，没有时间回家，
郝铎就动员妻子到新疆拍婚纱照。最后，
满脸蜕皮的郝铎和妻子在哈密魔鬼城完
成了婚纱照拍摄。为了好看，婚纱照都进
行了后期整修。后来，去三亚就成了他俩
的梦，至今还未实现。

经过罗军、郝铎和团队的不懈努力，
最后工程零问题移交，获得了哈密工务段
的表扬。郝铎个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结婚后，王晨晨就把工作辞了，跟着
郝铎在工地。有小孩后，她就在家独自承
担起带孩子、照看老人的重任。

这些年，郝铎也很少有机会能回家，
对家人的牵挂都靠一部手机。特别是结
婚有了小孩后，每天下班之后的视频电
话，已成为郝铎的必修课。

疫情爆发，人们从各地返乡，郝铎却
坚守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妻子心疼他，
想带着孩子去项目看他，他坚决不同意，

“你和孩子不能来，路上风险太高，再说，
疫情防控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要我去做，
你们娘俩来我也没时间照顾，反而会分
心，你就在家照顾好老人和孩子，让我安
心。”郝铎对妻子打电话叮嘱道。

在抗疫一线冲锋的 50 余天，郝铎每
天坚持工作完之后，给妻子视频报个平
安，哪怕夜已深，他也要询问家里的情况，
看一看孩子熟睡的脸庞。他说：“疫情防
控工作听起来挺可怕，我要坚持给家里报
平安，让她们也安心。”当问他担不担心家
里时，他说道“怎能不担心？但我首先是
一名共产党员，而后才是一名父亲、丈夫、
儿子，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不能置身事外，
家里有妻子，我放心。”

参加工作以来，郝铎全身心投入到高
铁铺架事业中去，凭借过硬的技能和团队
凝聚力，带领班组奋战在祖国大地，用自
己的汗水和坚守，谱写着一个又一个不平
凡的奋斗故事，为“交通强国梦”的实现奔
跑着……

（本报记者 第五明辉）

他，荣誉加身，“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
兵”“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火车头奖章”“陕西青年五四奖
章”“陕西好青年”……

他，乐岗敬业，先后参加了郑西、京沪
等七条高铁建设，从学徒工到架梁队队长
换了很多岗位，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
每个岗位上都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精益求精，将架梁每个环节都精
确到秒，将至少六小时才能完成一孔箱梁
架设的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以内，使900吨
箱梁架设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

他，锐意创新，提炼出“6环节42字箱
梁架设质量安全管理办法”和“备架箱梁
梁缝预匹配法”，带领团队安全架设箱梁
超过10830孔，连起来有346.56公里，先后
五次刷新高铁铺架全国新纪录。

他，就是中铁一局新运公司路桥分公
司架梁队队长郝铎。他充分彰显了退伍
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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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郝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