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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到如今青春不

再、皱纹爬上脸庞的中年人，邵贤德把生

命中的光和热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挚爱的

会计事业。任凭岁月变迁，他心中对于

会计岗位的热爱与坚守从未更改。

1982年，17岁的邵贤德进入市水务

局上黄水库管理所从事会计工作。他

说，刚开始接触这个职业，常常遇到困

难。他意识到要做好会计工作就必须不

断学习。1986 年，他进入浙江省水利职

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经济管理，2009 年

通过经济学管理专升本考试。

会计工作，琐碎但又责任重大，容不

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对于会计工作，邵

贤德非常认真，做财务账目时，每个数字

都要核对三遍以上，根据不同项目还要

用不同的记录方式。41 年来，他每天坚

持 7 时起床，7 时 30 分准时出门，8 时到

办公室，开始财务发票的收支检查工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计算机记账方式

逐渐替代了传统算盘记账的方式。为了

赶这个时髦，邵贤德下了一番苦功夫。

为了学习不断更新的财务知识，他付出

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为了调取数据，他

上网搜索电子表格使用技巧。软件功能

多，年纪大了反应慢，他就一个界面一个

界面搜索并强迫自己弄懂直到熟练使用

为止。他说：“既然干这一行，我就要努

力把它做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为了更好地完成财务工作，邵贤德

不断完善基础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因

为工作量大，他就牺牲自己的休息时

间。同事们觉得，只要一工作起来，邵贤

德就会进入一种浑然忘我的状态。他凭

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得到了领导和同事

们的一致肯定。作为费用结算业务版块

的中坚力量，他参与了专项检查、制度汇

编、项目回访等重点工作，以一颗赤诚之

心书写职业情怀。

邵贤德认为，一名真正的专业人员，

就应该坚持原则、恪守职业底线，工作就

是职责、职责就是担当、担当就是价值。

这不仅彰显了一名专业人员对专业应有

的尊重和坚守，也是自己人格品质的最

好体现。他表示，近几年，除了做好基本

的财务工作外，还会尽自己最大努力积

极培养和教导年轻人，做好传帮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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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赶职业时髦 经常不厌其烦浑然忘我

曾经，老一辈气象观测员靠笔、记录

本、算盘、电话这“老四样”开启了气象事

业。如今，地面气象观测迈入全面自动

化时代。对气象观测员王灵章和同事们

来说，24 小时守候，是他们日复一日必

须坚持的流程。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

确保气象数据的准确性和连续性。

用王灵章的话来说，气象人的职业

病就是睡梦中都在观测数据。

1998年，17岁的王灵章考入南昌气

象学校气象专业，自此开启他的“探晴

雨、测风云”之路。他告诉记者，自己的

工作虽然普通，却感到弥足珍贵。那时，

能见度、温度、湿度、雨量等都需要观测

员在户外测量，靠肉眼看，用本子记，然

后将气象数据转化成气象专用的报文发

送到上级部门。不管是雷雨大风，还是

雨雪冰冻天气，气象工作人员都在岗。

越是复杂的天气，他们的工作越繁忙。

遇上风雨天气，外出观测全身都会被雨

淋湿，遇雷击也是正常事情。有一次，在

空旷的观测场上，王灵章遇到雷暴天气，

雷暴就落在距离他不远的观测场上，撑

伞的手都能感应到雷电流。

2004 年，气象部门陆续引进自动气

象设备代替人工观测。如今，全部观测

项目已实现自动化。自动化时代的来

临，观测员从“老四样”中解放出来，动动

鼠标就能查到几十公里外的观测数据。

但是，新的气象装备保障工作对观测员

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王灵章通过业务培训、刻苦钻研，逐

渐掌握先进气象设备工作原理和维护保

养技能。他每天定时巡视，检查气象观测

数据和仪器设备，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

和数据采集传输情况，确保观测数据及时

准确通过网络传输到省气象局。每天晚

上，他都要检查完全部仪器设备运行情况

后才休息。如果夜里设备出现故障，他还

要立即处置。王灵章说：“虽然现在大部

分观测数据都依靠自动化监测，但是还需

要人工质控、按时上传，实行每天24小时

连续观测。”作为气象观测员的他，在这

21个春秋里，像钟表一样工作着，固定时

间、固定地点做相同的事。

气象观测员的工作，看似每天只是

看天气、记数字，但只有工作过的人才能

体会到其中的压力。及时、准确、严谨，

对气象观测员而言，比什么都重要。“气

象数据是很严谨的，就拿降雨量来说，

0.0 毫米代表两种含义：一是无降水，二

是微量降水。微量是有降水天气现象，

只是降雨量很小，小于 0.1 毫米，就记为

0.0 毫米。测量时哪怕只有一丁点误差，

都可能影响预报结果。”王灵章说。

除了日常工作外，王灵章还不断

“充电”充实自己。他觉得不仅要做一名

优秀的气象观测员，还要成为科学的传

播者。他表示：“气象服务是通过预报工

作做到防灾、减灾，单纯传播气象预报、

预警信息是不够的，还要让公众在得到

信息的同时，理解其内容，懂得如何使

用。这就是我们气象服务的宗旨。”

正是怀揣这份对气象事业的理想，

王灵章一直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着。今年 2 月，他收到中国极地研究中

心通知，自己已入选第 40 次南极科考队

预选队员，将到哈尔滨参加南极科考前

期集训，为南极科考作准备。

睡梦中都在观测气象数据 有望到南极科考

“现在感觉怎么样？调整好呼吸！

有什么问题随时喊我。”在市妇保院的产

房里，身着专业手术服、头戴手术帽的应

绍红正耐心地和产妇交流。

“其实，我们助产士就是新时代的

‘接生婆’。”应绍红和记者打趣道。从

1993年金华卫校毕业，今年47岁的应绍

红已在助产士岗位上走过了 30 年，由她

接生的宝宝已有近6000名。

应绍红介绍，助产士的工作，比想象

中复杂得多，得时刻准备着从接生婆、急

救能手到心理医生等角色的转变。助产

士要利用专业技能，帮助孕妈们在人生

中最重要的时刻，有最好的体验。在待

产室，助产士要对已有阵痛的产妇做产

前处置，还要指导帮助产妇分娩，注意产

程进展和变化情况，或承担一部分难产

急救工作。同时，助产士要照顾产妇的

各种生活需求，甚至是擦汗喂水。

此外，助产士的工作细微而繁琐，每

天不停穿梭在待产室和分娩室之间，忙

得像陀螺一样不停歇。应绍红说：“产房

就是一个 24 小时的急诊室，我们助产士

要随时待命、时刻准备，有时忙起来连饭

都顾不上吃。尽管这是高风险、高强度

工作，但我从没想过要离开岗位。”

“助产士是孕妇分娩过程中接触最

密切的人，不少二孩家庭，第一胎是我接

生的，第二胎也找我接生。这是一种信

任。妈妈们还常常把宝宝的照片发到我

手机上，与我分享喜悦。”应绍红告诉记

者，平时走在路上，经常有接生过的产妇

过来打招呼，一种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30 年来，分娩的理念不断发生变

化，应绍红也不断更新着工作方式。“以

前，我是抬也要把产妇抬到产床上躺

正。现在，孕妇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生，

跪、坐、蹲、站都可以，医学上叫自由式分

娩。还有一种导乐分娩，通过辅助方法，

如导乐球、中医按摩、调整呼吸等，舒缓

产妇焦虑心情，也可以达到非药物镇痛

的效果。”应绍红说。

虽然接生过这么多孩子，但每每迎

接新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应绍红依旧觉

得很幸福、很有成就感。对于她而言，这

种时刻，对新生命就有了更深的感受。

她说：“重复的劳动，不重复的精彩，这份

工作给了我无穷无尽坚持下去的动力。”

30年接生近6000名宝宝 工作带来无尽动力

生活中，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身处平凡岗位，却用自己的坚守和勤勉，诠释
了何为不平凡的精神力量。岁月如歌，他们在岗位上默默奉献，用青春和汗水见证时代的变

迁。在这个火红的五月天，姐妹花记者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传递给读者一份特殊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