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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围炉夜话

访谈地点：北极村气象站

访谈时间：5月15日15：00—17:00

北极村气象站隶属于黑龙江漠河县气象局，

是国家一级气象站也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气象站，

位于漠河县北部，地处高寒地带，冬季漫长寒冷，

条件艰苦，多年来，气象职工扎根基层，为边疆

发展作出了贡献，取得了一系列荣誉。

调 研 组

为了全面了解

基层气象职工

的工作与生活，

取得第一手资

料，集体访谈

了气象站一位

普通的职工郭

北极村调研团访谈北极村气象站职工郭大勇

大勇。下面是访谈的内容摘要（调研组-组，郭

大勇-郭）。

组：请您谈谈您从事气象职业的经历。

郭：我是1973年生，18岁高中毕业后曾从

事过两年林业工作，后应聘到北极村气象站从事

气象观测工作至今，中间曾赴省气象培训中心参

加过专业知识培训，此外我还参加了函授大专学

习。

组：您在气象行业工作近20年，自我感觉

这个职业带给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郭：我最大的感觉是气象工作的规程规范

要求高，数据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我的性格，我本来是一个

很拖沓的人，现在整个人变了，很严谨，做事有

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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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你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郭：我还是很满意的，现在每个月收入近

4000元，这在我们本地算是中上等，而且也有一

定的社会地位，感觉到受人尊敬，我的家人也以

我干气象工作感到自豪，另外，要是说辛苦气象

工作确实辛苦，但是其他艰苦行业相比，比如说

渔业、林业等行业相比，这点苦还算不了什么。

组：从您从事气象工作的亲身经历来看，

气象事业发展变化大吗？

郭：我感觉，国家对于气象事业越来越

重视了，社

会的关注度

也不断提高。

拿我们气象

站来说，近

些年来设备

更新很快，

自动化程度

大幅度提高，

在提高准确率的同时，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强度，

同时，国家的津补贴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对

我们的工作都是极大的鼓舞。

组：你感觉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郭：最开始接触气象工作时，因为实行倒

班制，轮班时一天24小时每小时都需要到监测场

测一次数据，导致黑白颠倒，生物钟紊乱，自己

身心极不适应，这样的工作作息时期我好几年才

慢慢适应过来。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突然在睡梦

中惊醒，自己漏测迟测或找不到观测本、监测仪

器坏了等，吓出一身冷汗。

组：如果你在工作中出现失误，会带来什

么样的后果？

郭：气象数据时效性很强，很多数据过时

后，不可更正也无法弥补，比如说为航空服务的

实时数据如果出现失误，就可能会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另外，气象资料需要长序列的积累，个别

数据不准确或者漏失，会影响到整个气象资料库

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另外，北极村地处中国的最

北端，它的监测资料对于下风向地区的气象资料

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不容疏忽。

组：您在工作中遇上过危险没有？

郭：对我们气象人来说，气象资料比生命

更重要。在1998年5月黑龙江开江期间，由于下

游未解冻，导致大量冰块以及林场的原木冲到了

岸上，直接冲击损坏了气象监测场的仪器。当时，

我不当班，但我发现开江危险时，及时赶到了气

象站，和其他两名同志冒着随时被冰块和原木撞

击的危险，在检测场临江位置设置围栏，同时及

时修复更换了气象设备，确保了气象资料的随时

更新。当年的开江对我们当地人身财产损害很大，

很多村民都撤离到安全地带，只有我们冲到了一

线。事后想想有点后怕，可当时我们三个人没有

任何怨言和退缩，因为我们认为：气象资料对气

象人来讲，好比军人手中的枪，抢救气象设备对

我们来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组：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郭：年轻人要务实，不能好高骛远，要脚

踏实地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我自己的孩

子，他正在高中上学，我对于他也没有过高的期

望，他有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我也不勉强他将来

继承我们这个行业。

组：您对工作和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

方吗？

郭：我整体上很满意，如果说有什么希望

吗，我希望在医疗保障方面进一步加强，我们这

地处偏远，医疗水平和条件跟不上，说句俗话，

同样的病比如说急性脑血栓，在县城里及时抢救

可能没有大碍，在我们这有可能人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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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感动

北极村，一个曾经令我非常向往的地方。

从气象情结方面讲，这里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低温

度极值-52.3℃；从地理角度来讲，这是祖国的

最北端，更何况我还没有踏进过东北大地半步。

这次，我有幸成为“根在基层走进一线”北极村

气象站调研团一员来到这片向往的土地亲眼目睹

她的风采。

北极村气象站，位于漠河县北部，是中国

最北的气象站，地处高寒地带，地理坐标为：东

经122°22′，北纬53°28′，冬季漫长寒冷，

条件艰苦，有“中国极寒”之称，属于一类艰苦

台站。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近几年气象站通了

电，供了暖，也盖了新房子，工作环境得到很大

的改善。

在北极村气象站里，一共只有三位工作人

员（地面气象观测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定时观

测并上传气象数据到上一级主管气象部门。从外

人看来，重复的劳动，枯燥无味。但是认真、细

致和周密是观测员这个岗位的共性，长期的注意

力集中导致他们常常会在梦中醒来：是不是又该

到点观测气象数据了？气象数据是不是缺测了？

气象仪器设备是不是又出故障了？在确定这只是

一个梦境，虚惊一场而已，他们才敢继续入睡。

但是对于工作在中国最北端的北极村气象

站里的观测员来说，带给他们工作最大的痛苦还

是在于需要忍耐长达八个月之久的酷寒冬天在室

内室外来回作业，其中零下三、四十度的时间长

达一个多月。暖（室内）寒（室外）交替，受着

强烈的刺激，像站长冯显华同志年仅40岁出头，

牙齿已近乎掉光，仅剩10颗，全镶上了假牙，现

实就是这么骨感。但是他们任劳任怨，有的时候

一句无意间的话就能让我们动容，“俺们就是吃

的这碗饭啊，都必须的啊”。

在跟班观测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现任漠河

县气象局局长周学军曾经在北极村气象站工作期

间两次因公负伤，右脚伤残、拄着双拐依然坚持

24时次的测报工作。左臂钢针、浑身是毛病，却

依旧坚持在工作的最前线。如今我们看到的他，

依然走路不便，右腿一瘸一拐的。老测报员韩凤

岐右手食指被发电机打断两节，却硬是坚持到发

完电报后才去医院医治，导致手指被油浸泡坏

死无法再植。一次春季开江，由于气象站地势低

洼，整个气象站院子全部灌进冰水。气象仪器面

临着严峻的威胁，而观测员郭大勇等人就是冒着

生命危险，也要保护气象资料的完整，哪怕趟着

冰雪水也记录着气象数据。对于他们来说，气象

资料就如同军人手中的枪，这些工作都是他们的

天职，通俗点来描述，都是份内必须完成的事。

观测员的工作，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工

作，就像萤火虫的光芒，微小而平淡，但却在岁

那些战斗在寒冷一线的气象观测员 

北极村气象站调研团  张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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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星空下成就着永远。正如他们自己说的：

“我们记录的每一笔，对于气象事业的发展来

说，都是宝贵的财富。是在造福社会，造福子

孙后代。为了这些，一切都值得了。如果有重

新选择的机会，我依旧会选择这个职业，我不

后悔！”

感悟心得

地下600米的五种颜色：红色、白色、黑

色、蓝色、金色。其实地下600米岂止只有5种颜

色，当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依然不能平

静，深深的为此次的井下工作经历触动并感动

着……我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地下工作者”，能

有一次亲身下井工作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为重

要的记忆之一。我努力的捕捉下井工作过程中的

感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红色——红色的腰带，第一次下井的心跳

虽然知道下井安全不成问题，但是真正迈

入工作区后，还是能够感到心跳加速，腿脚似

乎也不是那么听话。进入第一道矿区大门，将

身上电子设备存放于衣帽箱中，立即感觉到将

地下600米的5种颜色 

河北开滦范各庄煤矿调研团  宋  扬

要与世隔绝的压力。接下来换上棉质的防静电

矿工服。虽然已是初夏天气闷热，师傅介绍井

下还很凉，风能把衣服吹透还是需要穿上厚厚

的马甲，此时我的脑子已经慢了半拍。当看到

矿工服中一条特殊的腰带时候，我感觉换装更

是一种仪式。这是一条鲜红的布条，看到他能

感觉到自己砰砰的心跳。红色是一种矿工习俗

的保佑，是一种安全警示的提醒，更是一种激

励和鼓舞。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神圣的使命

感——将自己的火热的心奉献到工作中去！

白色——白色的手巾，白色的巷道，逐渐

进入状态

我们和矿工师傅们进入了下井的灌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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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灌笼，其实就是四周都是铁管的升降梯。随

着下降我感觉到轻微的失重，空气越来越凉，

感觉到了呼吸的吃力，这才理解了为什么升降

梯被称为灌笼。不过下井过程中播放的歌曲

《团结就是力量》鼓舞了我们，让紧张的下井

过程变成了一段振奋的征途。6分钟之后，我到

达矿下三百米，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竟然进

入一个洁白光明的大巷道，师傅介绍这是我们

中继站，我们的挖煤工作面都是通过这里向周

围挖掘出小的巷道逐渐推进的。这个永久性的

大巷道，像是北京的地铁站，开阔、明亮、整

洁。墙上贴有安全标语，如“假如没有安全这

根弦就弹不好生产这首曲”、“想安全会安全

能安全才是本质安全”，通俗易懂而且深入人

心。最为惊奇的是，墙壁内嵌了金鱼缸，能在

地下300米看到金鱼的游动。师傅介绍，这是为

了舒缓矿工的压力，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最深的

淡水鱼了吧。百年老矿，的确是处处精致，处

处体现了对矿工师傅们的关心和尊重。在黑暗

的地下世界，有这一方光白的空间，让我们矿

工师傅有一个过度和适应的过程，感受到生命

的生机和活力。

黑色——黑色的煤炭，黑暗中的劳作，传

送光明和温暖

经过20分钟的行进，我们正式进入工作

巷道。扑面而来一股湿热的空气，第一感觉就

是闷，有点喘不上气来的感觉——真正的考验

来临了！在不到两米的巷道中，密布了各种管

线，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防电、防火、防水的

材质；头顶上是440伏特的高压线路，脚下的

路也是高低起伏，不时有积水；前方右侧是输

送煤炭的传送带，真是危机四伏。走了不到50

米，我的秋衣秋裤已经湿透了，汗水也一滴滴

的滑过了脸颊。还没有开始正式劳动呢，都已

然如此，而我们的矿工师傅常年如此工作，让

我由然而生敬佩之情！

感慨之中，我习惯性的按了按安全帽。

这时矿工师傅迅速的按住了我的手，“头上有

高压线！”抬头一看，果然在距离我头顶不到

20厘米的地方，密布着输电线路。我深切感受

到井下安全真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生死

攸关！矿工师傅的话“我们的工作是和人的本

能斗争，和大自然的规律斗争。”让我体会到

只有经历过矿下工作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长期的机关工作让我总觉得自己哪里有欠缺，

就在今天——2012年5月15日的9时20分XX秒

（自己的感觉时间，在井下是不能佩带电子产

品的）让我补上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课！这

种感觉和认识需要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好好的总

结，不断的体会！

沿着漆黑又狭小的工作巷道前行了大约20

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了此次的工作面。师傅介

绍，这里最深的地方在海平面600米以下。手握

铁锹那一刻，所有的疲劳，所有的恐惧都被抛

之脑后，呼吸也变得不是那么困难，只感觉浑

身充满了力量，只想多铲几锹多为我们的矿山

做一些贡献，多为我们的祖国做一些贡献！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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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是最光荣的人！我们肩负着送温暖送光明的

重任，我们虽然在黑暗潮湿的的地下工作，可

是我们有火热燃烧的奉献之心！

蓝色——蓝色的矿工服，最纯净最美丽的

的天空的颜色

经过了一上午的劳动，我们和矿工师傅们

回到了一个中继站，大约1.8米高，3.5米长，

2米宽。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有2排长椅，

这就是我们矿工师傅的工间餐休息区。经过近

4个小时的劳动后，体能消耗非常大，所以我

们的矿工师傅们需要中间休息，补充水分和食

物。当我们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的疲劳

和紧张得到了缓解。师傅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件

电器——矿下专用蒸饭箱，这是矿上为提高矿

工工作条件所做的实事之一。以往我们矿工师

傅们只能吃冷饭喝冷水，对肠胃和身体都有不

利影响。现在有了这个伙计，让我们的师傅们

从心里到外面都暖暖的，工作起来也更带劲儿

了。一顿热饭在我们平常人眼里都不算什么，

也不会往心里去，可是他们却非常珍惜。看着

矿工师傅们质朴的脸，开心的笑容，真觉得他

们是最可爱的人——无私奉献，所求不多！

金色——金色的安全帽，开采太阳的人

我们踏上了升井的归途，真的很想和我

们可亲可敬可爱的矿工师傅们再多相处一刻，

很想在黑暗潮湿却又充满了暖暖情谊的井下

多劳动一会，很想再挥动铁锹为我们的国家多

挖一些煤！如果说我们使用木炭是消耗了几十

年的太阳的能量，那么我们的煤炭，则是积累

了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太阳的能量。所以我

们的煤炭虽然通体黝黑，却有了一个诗意的名

字——太阳石，我们的矿工也被称为开采太阳

的人！当我们走在返程的巷道中，虽然里面的

衣服已经水淋淋的湿透，虽然巷道里的风冷嗖

嗖的吹着，但是我觉得眼前是一片光明的通

途，全身充满了力量。这是一种感悟，这是一

种精神的升华，这次难忘的井下劳动经历将影

响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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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在

小平房村

学 习 膜

下滴灌技

术，辽西

地区气候

干旱，滴

灌技术可

以大量节

水。（辽

宁朝阳市环保局调研团）

宜 昌

土城乡调研

团在农业专

家的带领下

同工同勤，

学习最基本

的“采茶”

技巧，努力

采出碧峰、

毛尖等高端

产品。（湖北宜昌市点军区土城乡调研团）

与 现 场

核安全监督员

一起，整装待

发。（山东烟

台海阳核电站

调研团）

调 研

组全体成

员，亲自动

手，共同改

装纯电动

教练车，完

成该车调

试和试驾。

（河北唐

山市高新

技术区调研团）

在烟气采样现场。防毒面罩很笨重，刚戴

时还觉得新鲜，时间

一长就觉得憋气、燥

热，一线的同志并不

习惯戴着它工作。但

当我们也想裸露着口

鼻时，现场臭不可闻

的气体让我们重新戴

上笨重的面罩。想象

一下监测一线的工作

人员，就在这种环境

下连续工作6小时！

向环保卫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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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西村的田

间地头，向农民大

叔学习如何进行棉

花疏苗。（山东东

营市环境监测站调

研团）

没遮没拦的暴晒、连

绵的车队、滚滚的烟尘、

呛人的尾气，该局工作人

员每天都要站在路边查验

出境车辆司机健康证。

（内蒙古额济纳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调研团）

随着Z12次列车正点进站，武汉动车段调研

实践活动正式结束，实践团进入后续材料梳理撰

写工作。回到北京，心还在武动，甚至觉得有

些错乱，我们有说不完的体会，表不尽的感谢，

和谐铁路，精彩动车，科技强路，武动当先。武

动，你教育了我们，也洗礼了我们，祝福你并期

待与你再相聚！（武汉动车段调研团）

如果我曾经质疑过权威媒体颂扬的劳模事

迹，那只是因为我从未走进真正的基层，从未见

到鲜活如他们的工人，从未真正与他们面对面、

手拉手、心连心。当我穿上那身沉重的矿工服，

看到矿工沾满煤灰的面庞，握住姜师傅被阳光灼

伤的双手，听到他们讲述那一段段“平凡”的故

事，心便再也不能平静。（河北开滦范各庄煤矿

调研团Bababu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