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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斌

20多岁的时候，张文斌从没想过自己的
职业生涯会攀上这样的高峰。

2023年，56岁的张文斌被授予内蒙古第
七届“北疆工匠”称号、“内蒙古自治区突出贡
献专家”称号；由他带头完成的“万吨级轻稀
土碳酸盐连续化生产工艺研究及产业化”项
目，成为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开
展7届以来内蒙古首个荣获“一等”的职工创
新成果。前不久，张文斌又获得首届“内蒙古
自治区技能大奖”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为稀土
湿法冶炼工艺作出的突出贡献。

1987年，张文斌入厂，和许多职场新人一
样，年轻时的张文斌没有目标，没有规划，只一
心埋头苦干做好本职工作。2002年，凭借孜孜
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
张文斌被调入厂技术部，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

从产线职工“转行”到技术岗位，张文斌
对传统碳酸氢铵沉淀工艺的痛点和产线的堵
点了如指掌。2003年，张文斌萌生了将耗费
大量人力、物力、资金的传统沉淀工艺升级为
连续串级沉淀工艺的想法。为了把这一想法
变为现实，张文斌用了20年的时间。

由于没有成功经验借鉴，张文斌带领团
队一切从零开始。他经常在实验台旁一站就
是一天，实验紧张的时候，张文斌和团队成员
连续几个月吃住在实验室与时间赛跑。从小
试、扩试、再到试生产，渐渐地，张文斌摸索出
了一条适合包钢稀土产线溶液净化、在线浓
缩、连续过滤的连续化沉淀工艺，其显著的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填补了碳酸稀
土工业化生产过程中连续沉淀的空白，每年
可创造超1.1亿元的经济效益。

张文斌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和勇于探索
的工匠精神，在大幅提高产线产能和设备利用
率的同时，助力冶炼分公司迈进“零排放”时代。

“稀土碳酸盐连续化生产节能降碳技术”
成功应用后，这柄稀土领域节能减排的“利
剑”展现了其优异的“绿色属性”，先后应用于
包钢灵芝稀土、甘肃稀土等稀土企业。2023
年工业绿色发展大会上，该项目成为内蒙古
唯一入围“原材料工业20大低碳技术”项目，
被认定为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荣誉不是终点，奉献没有止境。捧回奖状
的张文斌说：“我们还在尝试优化工艺，不断提
高设备利用率，所以实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徒弟徐占宇的眼里，张文斌是榜样更是
偶像。“这是师傅从业二十多年积攒下来的实
验数据，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徐占宇指着办
公室一角说，“师傅对工作和实验执着专注，即
便是过去了十几年，重要的实验数据，师傅可
以随时准确地复述出小数点后的数字。”

常年泡在实验室忘我地工作，让张文斌的
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却为企业培养了一批接班
人。除了签约的10余名徒弟外，张文斌的“野
生徒弟”众多。他从不藏私总是倾囊相授，甘于
做徒弟成才路上的垫脚石。他始终坚信，一代
更比一代强，更希望稀土化工行业蓬勃发展、越
来越好，可以让更多的青年报国有门。

如今，从“张文斌创新工作室”走出来的10
多名成员，已成长为各岗位的技术骨干、分管领
导，留在工作室的13名成员也接过接力棒，越
来越多地担起稀土产业技术创新的重任。

近40年的坚守，日以继夜追踪分析实验
数据，以及对工作的极致追求和精益求精，让
张文斌从默默无闻的一线职工成长为稀土湿
法冶炼工艺领域的专家。滴水之功收获穿石
之效，他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稀土产业技术革
新、企业发展深深绑定，为我国稀土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而这样的坚守还将继续。（蔡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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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日乐图宝秀兰

三月的库伦旗，乍暖还寒，格日乐图握着
一把手铲，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刮着土层，
窸窸窣窣的声响在周围回荡。三年来，格日
乐图每天徒步考古调查保底 20公里，鞋子不
知道磨坏了多少双，脚上的水泡起了一个又
一个……库伦旗的南部地区成了他的“根据
地”。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山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探究西辽河文明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院的一名考古工作者，格日乐图于 2022
年承担起“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
究”的库伦南部地区先秦遗址调查工作。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
通过研究和了解更多关于西辽河文明的历史
真相，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
成果。”格日乐图说，自己能有机会参与“传承
优秀中华文明”的事情非常幸运，没有任何理
由不好好干。然而，做好这项工作并非易事。

在此期间，格日乐图带领的调查队遭遇
了多种挑战，库伦南部地区沟壑纵横的地理条
件和沙尘暴等恶劣气候，也给调查工作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和阻碍。尽管如此，格日乐图仍然
率领考古队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不懈地推进
调查工作。他们在库伦南部地区开展细致的
区域性考古调查，仅在40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
就新发现 254 处先秦时期遗址，这一重大发
现，推翻了以往的认知，为更好地了解和深入
研究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和证据。

格日乐图长期工作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资
条件严重不足的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他克服
了身体的病痛及种种困难，默默无闻地奋斗
着，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除了作为考古人的
责任感，能够坚持在考古一线的原因，还有一
部分是兴趣所致。通过考古发掘，可以近距离
感受中华文明和体会先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以及独特的信仰，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他
说，自幼年起，自己便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2012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
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考古行业，立志于揭示中华
文明的奥秘。

参加工作以来，格日乐图始终从事着田野
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等工作。他主持或参与
的考古发掘项目包括通辽市库伦旗孤家子遗
址、小奈林稿遗址、白家湾子遗址、扎鲁特旗南
宝力皋吐、三合屯辽墓、扎嘎斯太辽墓、鲁杰东
墓葬、科尔沁左翼中旗哈民忙哈遗址、腰伯吐
遗址、小呼和格勒遗址、敖本罕查干遗址、开鲁
县七家子辽代墓葬；赤峰市敖汉旗热水汤遗
址、西刘家屯遗址、宁城县小塘山遗址、王家营
子遗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岔河口遗址；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等，这些考古发
掘项目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他始终秉持
严谨的学术态度，不断发掘、探索、研究。他的
执着与毅力，不仅赢得了同行的尊重，更为无
数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除了考古发掘和研究，格日乐图还十分注
重宣传工作。他深知，考古学不仅是学者的专
利，更应是全民的财富。因此，他积极参与各
种科普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递文
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用自己的坚守和追
求，为传承中华文明默默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常年不能回家，每天在外风吹雨淋，在别
人眼里非常辛苦，但我始终觉得能干自己喜欢
的事，并且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幸
运。面对艰苦的环境，我将继续坚守心中的信
仰，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勇往直前。”格日乐图
说。 （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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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锁沙龙，拓富路。通辽市奈曼旗
白音他拉苏木包头嘎查党支部副书记宝秀兰
坚守荒漠植树治沙二十余载，谱写了一曲让沙
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凯歌。

1993年，宝秀兰嫁到包头嘎查。当时嘎查
只有20多户人家，大部分人家的房屋后墙都被
流沙掩埋着。村子里只有几十棵老榆树和柳树，
到处都是白沙子，种不了地，牛羊也养不活。嘎
查之北，横卧着一条巨蟒般的大沙漠，一年四季
风吹沙“舞”。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宝秀兰
萌生了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的念头。她用卖牛的
钱买了1200株杨树苗，栽在房前屋后，由于当年
雨水条件好，树苗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这让
宝秀兰坚定了治沙的决心和信心。

1995年，宝秀兰承包了 2500亩沙地，性
格坚毅的她独自一人骑着骆驼到娘家张罗了
第一批树苗，在娘家只待了一天，就牵着驮有
1200多株树苗的骆驼返程。头顶烈日、脚踩
黄沙，宝秀兰牵着骆驼一趟一趟地运输树苗，
回来后和丈夫一起把树苗栽到承包的沙地
里。每天早上5点前宝秀兰就做好全家人的3
顿饭，将孩子托付给老人，与丈夫进沙坨子植
树，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没有水浇树，他
们就赶着马车从数里外的家往沙坨子里运；栽
下的树苗被风埋了，他们就挖出来重新栽；怕
没扎下根的树苗被牛羊吃了，他们就日日坐在
沙坨子上看着……日复一日的坚持，使她的
2500亩荒沙地全都披上了“绿装”。

2003年，宝秀兰当上了村里的计生主任，
组织上的信任更加坚定了她带领群众改善生
态、治沙致富的决心。为了带动村民加入治沙
队伍，她免费为村民提供树苗。从此，每年从春
到秋，扦插黄柳、播种柠条、抚育平茬，在嘎查的
茫茫沙海中，总能见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宝
秀兰也从被动接受村民咨询，变成了主动带领
村民植树、改善生态环境的领头人。2012年，
她当选为白音他拉苏木第一名女村长。

宝秀兰说：“我治沙种树，最初就是为了填
饱肚子，如今党和政府信任我，防沙治沙，建设
家园，是我的责任，我要当好群众致富、沙漠绿
化的带头人。”

2012年，为打造奈曼旗集中连片治沙示
范地，宝秀兰贷款15万元，雇了50多人，包揽
了 5000亩黄柳栽培任务。宝秀兰说，比起其
他嘎查村，在防沙治沙方面，我们有更坚实的
基础和经验，所以我主动揽下了10倍的任务，
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如今，宝秀兰个人承包的防沙治沙荒地已
经达到了 8000亩，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包头嘎
查已累计植树造林30多万株，全嘎查6.3万亩
的沙地面积，植被覆盖度已达到 50%以上。
宝秀兰也先后获得“全国防沙治沙标兵”、内蒙
古自治区“最美家庭标兵户”、内蒙古自治区

“优秀共产党员”、通辽市第三届“道德模范”、
通辽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经济生态两手抓才是硬道理”。宝秀兰
结合包头嘎查实际，带动农户大力发展养殖
业，积极组织养殖户外出参观学习培训，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养殖能手，提高了养殖户的科学
养殖水平，村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真正地做到
了让每一户村民的腰包鼓起来、笑容露出来，
并如期实现小康目标。

近年来，宝秀兰这个和沙子较劲半辈子的
女人正在结合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利时机和地
处 4A级旅游景区——宝古图沙漠旅游区内
的优势，带领村民积极发展沙漠旅游，推动“农
文旅一体化”融合发展，在保护好来之不易的
治沙造林成果的同时，努力帮助村民致富。

（郭洪申 王阳）

久
久
为
功

久
久
为
功

沙
海
博
弈

沙
海
博
弈
﹃﹃
大
漠
绿

大
漠
绿
﹄﹄
见
证
执
着

见
证
执
着

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示范园区，刘俊正在
为园区建设主体做总体规划：“今年这里要推
广玉米精准调控密植高产技术，亩均达到
7300株以上；要建设看禾选种平台，展示玉米
新品种；要展示辣椒和番茄机械化种植技术
……”

刘俊是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
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33年来，扎根
基层，一直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走遍了乌
拉特前旗的每个村落，先后承担实施了国家粮
食高产创建活动、阳光工程、基层农技推广服
务体系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
助等多个项目，为全旗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并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1991 年，刘俊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工
作。然而，理论与现实的差距，让他时时感觉
力不从心。为了精益求精，他攻读了内蒙古农
业大学农业推广技术研究生。2010年，又赴
日本国际自然农法研究开发中心学习，把国际
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技理念带回国内。“就
拿地膜覆盖技术来说，20世纪 70年代，这项
技术才从日本传回国内，我们比日本晚了 20
多年！因此，走出去学习很有必要。”刘俊说。

刘俊有着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
奉献精神，在他的意识里，根本没有什么周末
和节假日。烈日炎炎的夏日，他在田间地头做
调查研究，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天寒地冻
的冬日，他又为农牧民做技术培训，早出晚归；

“五一”时，大家都在享受长假，他却奋战在高
产创建工作第一线；国庆假日，他又忙碌着测
产验收……凭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敬业精
神，书写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为农情怀。

2019年，刘俊带领团队首次把智慧农业
引入乌拉特前旗，以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生产集
约化、规模化、工厂化、全程可追溯化与虚拟可
视化。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中单一农户难以
应对自然风险的现状，还极大降低了农业生产
中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帮助农民有效降
低各项成本，保障农民长期稳定增收。

刘俊精通业务，服务态度好，2011年，被
聘为自治区12316农技热线专家组成员，农民
们经常给他打电话或上门咨询农业技术，他都
详细耐心讲解，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有一年，
我家的西瓜出现了病害，他到地里看完后对症
下药，每个星期都会来地里观察，最终保证了
当年丰收。”新安镇先进村村民赵慧感激不已，

“刘老师义务帮助了我们十几年，没有他，我们
的损失不可估量。”

30多年来，刘俊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各项
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利用中，累计建设100多
个科技示范园和示范基地，引进推广新品种
20多个，开展试验示范500多项次，推广农业
生产适用增产技术200多项次，累计指导实施
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活动11.25万亩，推动乌拉
特前旗粮食种植面积从 100 万亩增加到了
18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达到了30亿斤以上。

从参加工作至今，刘俊每年亲自带队深入
全旗各村社讲授实用增产技术、病虫害防治办
法、介绍典型致富经验，累计召开科技培训会
500多场次，指导《金色田野》农技讲座栏目40
多期，累计培训农民10万人次以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多年的勤奋努
力，刘俊获得多项荣誉与科研成果，但他始终
不骄不躁、兢兢业业。“作为一名党员，我带领乡
亲共同致富的初心不变。我已经54岁了，不能
让农业技术断了传承，我要做好示范推广，让乡
亲们多学技术、多打粮、多收益，我期盼和大家
一起在故乡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收获满满。”刘
俊动情地说。 （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