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高考落榜
一次偶然机缘来到中铁电化局

吃一碗臊子面/夸一夸陕西岐山/看一阵长城上的
月/想一会渭河岸的家/做一夜美美的梦/与亲人梦里欢
聚团圆/二00六年中秋佳节/就这么相思相思地过。

这是2006年巨晓林在施工工地上， 因工期紧无法
回家过中秋， 于是做了首思念家乡亲人的诗。 就像诗
里所描述的那样， 巨晓林老家在陕西省岐山县祝家庄
镇杜城村， 就是影视剧 《封神榜》 里的周朝都城所在
地， 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让巨晓林每每提起故乡都自
豪不已。

1962年， 巨晓林出生在杜城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 家里七个兄弟姐妹， 负担重。 高中毕业， 参加高
考 ， 他报考的志愿是农林大学 ， 想当一个农业科学
家。 可是， 高考落榜了， 因为贫穷， 他不得不放弃复
读， 回家务农。 一直以来， 巨晓林有两个梦想， 一个
是读大学， 另一个是当兵。 然而， 家庭贫穷且身高只
有160厘米的他， 让这两个 “梦想” 都相继离他而去。

父亲是对巨晓林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父亲写的
一手好毛笔字 ， 逢年过节 ， 红白喜事 ， 周围村子的
人， 四邻八舍都请他写对联。 父亲还有一个爱好， 那
就是画画儿 ， 摆些笔墨纸砚 ， 一本正经地 “作画 ”，
有点儿像是一位画中国水墨画的 “画家”。 他的画作
大体分两类， 一类是画他心中所想的人物、 动物、 山
水等； 一类是画戏曲里的人物， 比如， 画金沙滩一仗
的杨家将， 画岳母刺字……

父亲的这些爱好让家里总有一种文墨的氛围。 受
此熏陶， 巨晓林在高考落榜后回乡务农， 也开始了自
己画画儿写字业余搞文学创作的笔墨生涯。 和父亲不
同的是， 他的画儿是用钢笔和铅笔来画。

1987年的3月， 得到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一公司
招收农民工的消息， 他辞别亲人来到北同蒲铁路电气
化工地， 成为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一公司的一名接
触网工人， 这一年他25岁。

而他即将进入的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公司， 所
从事的是为电气化铁路提供 “四电集成”， 即包括接
触网、 变电、 信号、 通信———其中， 以接触网作为铁
路电气化工程的主构架。 简单地说， 接触网为电力机
车提供动力， 而火车上的受电弓则从接触网上获取电
能。 接触网对电气化铁路的重要性由此不言而喻。

副工长雨中打伞
让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刚到工地报到的时候， 副工长周永新帮着新来的
工友整理行李， 结果， 他发现巨晓林的行李里除了简
单的日常用品， 最多的就是书和本子， 这让他多少有
些诧异。 他随手翻了翻， 发现巨晓林在写日记， 不好
意思看， 合上了。 接着， 他发现巨晓林还在画画， 画
得很有趣儿， 大体是些漫画， 还配着一些小诗。

周永新继续翻看着这个新工的诗歌和画儿： “哦，
还喜欢写诗画画儿， 跟谁学的？” 周永新问， 他发现巨
晓林不爱说话， 很内向。

这句话打开了巨晓林的心扉， 他的笑容突然变得
有些灿烂：

“我父亲爱画画儿， 我也就跟着随便画画。”
“好， 好。” 然后周永新略带赞美语气地说： “我

见过的合同工不少， 只有你是带着书本来的。”

周永新可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感悟， 但是， 这
句话对巨晓林却至关重要———他今生都再没有忘记过
这句话。 这是他来到这个新集体听到的第一次赞美，
他内心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兴奋劲儿， 他本来就是个爱
琢磨的人， 喜欢钻研一些事情， 除了细心和勤奋外 ，
家里人总说他有一股子 “轴劲”， 想干的事一定会想
办法做到最好。

上了工程， 到了工地， 巨晓林突然发现自己几乎
在所有的方面都没有优势。 甚至， 他还痛苦地发现，
自己成了连累别人以及可能也会连累自己班组、 拖大
家后腿的人！ 原因， 当然不是他主观上不努力， 他的
个子就是他从事接触网施工的一个 “天敌”。

“接触网”， 是沿铁路线上空架设的向电力机车供
电的特殊形式的输电线路。 再形象点儿说， 整个接触
网就像是罩在火车轨道上空的 “蛛网”， 是由矗立在
铁轨两边的支柱提供其所有的电力系统支撑的。 就是
说， 接触网的施工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需要施工人员
在高空进行作业， 个子矮， 手臂不够长， 成了巨晓林
干活儿时的 “短板”。

一次， 开饭的时候天下起了雨， 雨越下越大， 最
后竟然下成了一道雨幕。 巨晓林他们几个人站在房门
口， 肚子饿得咕咕叫， 可就是没有办法去打饭。 从宿
舍到食堂的距离足足有二三十米， 等跑到食堂去， 人
也成了落汤鸡。 正在发愁间， 周永新打着伞远远从食
堂出来了， 他刚打好饭。 走到他们几个跟前， 一听几
个人没伞吃不成饭， 对巨晓林说， “来， 我带你去打
饭。” 周永新又重新到了雨中， 来回为巨晓林撑着伞，
而其它几个人也很快有工友借给了伞。

巨晓林十分感动， 在他眼里， 周永新， 是一个副
工长， 一个班长， 一个正式工， 一个技校毕业生， 一
个当时在巨晓林看来在技术上属于无所不知， 无所不

晓的人， 居然在雨中为他来回撑伞！
许多年以后， 巨晓林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 周永

新为他雨中打伞的事， 刀刻一般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他说，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亲人， 还没有谁给过他太
多的爱， 可是在周永新和他师傅林鸿身上， 在他们的
这个小集体里， 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 他爱这个集
体， 正是这份爱， 让这个先天条件不足的人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奇迹！

创新方法
让工作省时又省力

巨晓林开始如痴如醉地学习技术， 师傅只要说上
一次， 讲上一次， 甚至是随口提上一次， 巨晓林都马
上掏出小本记下来。

巨晓林本来就爱画画儿， 现在， 怕自己过后记不
清楚接触网那些很特别的零部件模样， 他把它们用钢
笔勾勒出来， 就像给书本画插图一样， 画在他的小本
上。 他的小本很快便 “丰富” 起来。 仅此还不够， 他
知道他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 就跑到附近的书店里买
了本 《电力学》， 开始每天晚上学起来。 师傅林鸿看
他如此好学， 很是欣慰， 给他带来了 《接触网》 《接
触网知识问答》 等工具书。

那个时候， 巨晓林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闹钟。
施工再苦再紧张， 他都坚持每天比别人早一个钟头起
床和晚一个钟头睡觉。 每天挤出来的这两个小时， 就
是他思考问题做笔记和读书学习啃书本的时间。

有人夸赞他： “巨晓林学技术那叫玩命， 恨不得
一天当成两天用！”

1989年的夏天， 距离巨晓林成为一个电气化铁路
接触网工人还不到三年时间。 此时， 他已经经历过了
北同蒲线接触网的施工、 石家庄北站接触网的施工，

如今， 又转战到了鹰厦线。 鹰厦线是贯穿我国华东地
区大动脉的一条铁路干线， 电气化铁路的主要施工地
方是江西和福建。 这些地方， 夏天施工的时候天气非
常炎热， 人站着都汗流不止， 其中， 放附加线是一个
又累又苦的活儿。

所谓 “放附加线”， 就是要在铁路沿线电杆的外
侧， 架设一道具有保护等作用的电线。 按照老方法，
每当线拉过电杆下方时 ， 一至两名工人需先爬上电
杆， 挂上滑轮， 套上绳子， 再把绳子放到地面。 下面
的两名工人， 用绳子拴住电线拉到上面去， 上面的工
人再用肩膀扛住电线， 用力地把电线放进挂在肩架上
的滑轮槽里。

工人在高空作业用肩膀扛住的电线有多重？ 一般
说来也得200多斤。

当时， 他们正在放线的时候突然刮过一阵风， 然
后就是一片乌云， 乌云过后天下起了大雨。 这时， 爬
上电杆的巨晓林， 一看雨大风急， 下边拉线的人一个
劲地催快点 ， 而且大风把刚刚拉上来的电线刮得乱
晃， 他急中生智， 赶忙把滑轮拿下来扣住电线， 然后
把滑轮用铁线套子固定在肩架上。 做好这一切， 他才
从电杆上爬了下来， 此时， 他人已经被雨浇成了落汤
鸡。

大雨还在下， 巨晓林这时头顶着雨布， 蜷缩在杆
下看着半空中的那个他临时挂、 绑住在肩架上滑轮槽
里的电线发愣。 他在想， 如果这一套动作都能在地面
上完成该多好哇。

巨晓林思索了一会儿， 他就动手在几圈4.0铁线上
截了一段60公分的铁线， 做了一个单环铁线套子， 然
后把它套在滑轮勾上， 脑子里一直在想像着悬挂的过
程……跟工长说了想法， 只见他很熟练地把线放到滑
轮槽里， 把做好的60公分长的单环铁线套子套进滑轮
钩里， 再把绳绑在滑轮钩上， 然后， 人上到杆上， 下
边的人把滑轮、 线拉上杆去， 他手抓住滑轮钩上的铁
线套子， 从肩架上绕过来绑住， 从滑轮钩上撸下绳，
摘下滑轮、 绳下到杆下。 整个动作的完成只用了几分
钟， 附加线很快就挂好了。

工友们顿时发出一片啧啧叹息声： “太轻巧了！”
有工友说： “这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扛线了， 轻松

多了！”
工长为此还奖励了他一根冰棍。 这是从他干接触

网这一行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被
工长和大家运用到了施工实践中， 还减轻了大家的工
作强度， 怎不让人兴奋？

刻苦钻研
编写出接触网施工教材

技术革新搞多了， 工友们有什么难题都爱找巨晓
林帮助解决， 他们送了巨晓林一个外号： “小巨人”。

随着我国铁路建设跨越式发展， 巨晓林所在企业
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 看到一些新来的工友学习接
触网技术有点吃力， 巨晓林萌生了编写一本 《接触网
施工经验和方法 》 的想法 ， 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
们， 让他们早一点成为铁路电气化施工的骨干。 写书
对于巨晓林这个高中生来说谈何容易？ 有人说他是自
找苦吃。 巨晓林听了并没有气馁， 因为他心里始终揣
着一个梦想： “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单位领导、 工友们和亲人的支持下， 经过三年
多的艰苦努力， 巨晓林终于完成了 《接触网施工经验
和方法》 书稿的写作。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组织有
关专家对书稿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精心修改 ， 编印成
书， 填补了国内铁路接触网工技能培训教材的空白。

2012年11月8日 ， 巨晓林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 ；
2014年12月， 他补选成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5
年4月28日， 他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身份不同， 我要履行好不同的职责。” 成为全国
人大代表后， 巨晓林提交的第一份建议就是 《适应依
法治国 ， 加强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 。 他说 ：
“当了20多年农民工， 我知道农民工需要什么。”

然而， 走下领奖台、 远离聚光灯， 收起奖状、 穿
上工装， 他还是那个憨厚、 朴素的铁路接触网工人。

如今， 巨晓林编写的 《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
第三册 “高铁篇” 已经成书， 书中涵盖了共计39项工
艺改进 ， 所有工艺都在合福客专施工现场采用过 。
2012年2月 “巨晓林技能大师工作室” 在电气化局一公
司机关挂牌成立。 3年来， 工作室共完成合理化建议15
个， 工艺工法改进21项， QC成果2项， 国家专利1项，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500余万元。

闲暇时的巨晓林仍然爱写写画画。 在合福高铁工
地， 他写过一首小诗： “我在岐山， 黄山下雨了； 我
在黄山， 岐山下雨了”。 “下雨”， 其实是浓浓的思念。
工地与家乡陕西岐山， 在巨晓林心中是两个无法割舍
的家。

今年年初， 巨晓林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对
于这份莫大的荣誉， 巨晓林平静地说： “这意味着责
任的增加， 此后除了本职工作， 我还要更多的为全国
农民工兄弟的权益奔走。 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 我提出了有关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建议，
希望国家和企业能为农民工也上养老保险， 让他们老
有所依。” 巨晓林脸上闪过朴实憨厚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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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巨晓林：

传奇人生
从农民工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

薪火相传

工作中

衣锦还乡 接受CCTV7主持人肖东坡采访党代表领誓

他是农民工， 先后参加大秦线、 京郑线、 京秦线、 哈大线、 石太线等几十项国家铁路重点工程建设； 他喜欢写诗， 喜欢画画， 更喜欢将工作中
的经验方法记录下来。 20多年的工作中， 他整理了70多本、 23万余字的笔记； 参加工作以来， 他先后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40多项， 创造经济效益600
多万元； 他编撰的 《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 一书， 在被称为我国电气化铁路建设 “国家队”的中铁电气化集团中，作为职工职业技能教育教材广泛
使用，并作为实用型工具书配发给每一位接触网工；他实现了从一名农民工到“专家型工人”的跨越，先后荣获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爱企立功标兵”，中华
技能大奖和全国劳动模范，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就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接触网六段高级技师———巨晓林。

1997年夏天， 巨晓林在山海关火车站接触网工地
施工时， 家里来信说， 72岁的父亲得了脑溢血。

巨晓林非常爱自己的父亲， 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喜欢写字、 画画、 作诗， 他也喜欢写字、 画画、
作诗。 父子俩因为有共同爱好， 相互间也就比一般父
子亲密得多。

这次回家， 巨晓林只在父亲身边呆了十几天， 十
几天后， 他去了哈大线 （哈尔滨到大连） 接触网施工
工地。 此后三年， 从1998年到2000年， 巨晓林把全部
身心献给了哈大线， 哈大铁路施工的三年， 也是巨晓
林父亲病势一年比一年加重的三年。 而在这整整三年
时间里， 他一共只回去了三次， 三次都是一年一度的
春节。

2000年春节临走前， 姐姐和妹妹问他： “眼看着
父亲越来越不好， 看样子已经时日不多了。 万一你走
没几天， 父亲就走了， 怎么办？”

“是啊， 怎么办？”
“就这么和父亲一别永年？”
“就这么放弃自己今生最后一次为父亲尽孝的时

日？”
……
“可是， 还有哈大铁路呢！ 还有那些在极度严寒

中， 与世界最长一条高寒铁路日夜相伴的工友们呢！
巨晓林 ， 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逃离战场 、 离开他们
呢？”

巨晓林这次离家举步维艰。
母亲说： “三儿， 你还是走吧。 你爸的病， 也就

这样了。 你爸要是能说话， 也会让你走。 你是工程上
的人， 工程上活儿紧， 你该回去。 走吧， 三儿！”

巨晓林想起父亲最爱画的杨家将题材的水墨画儿，
最爱画的杨家将大战金沙滩， 在金沙滩一仗， 杨业和
八个儿子死的死、 伤的伤， 或为国捐躯， 或为国尽忠。
而每当父亲画此画儿时， 笔端也格外饱蘸感情。 巨晓
林最后为父亲洗洗手， 洗洗脸， 洗洗脚， 一步一回头
地离开了家……

“这么多年， 我能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成长起来，
多亏了企业的培养， 我虽然长期在外， 但企业经常去
我家里慰问， 给了我及家人最多的温暖， 真的是非常
感恩企业。 如今我成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我更要积
极履职， 为更多像我一样的农民工兄弟的权益奔走。”
巨晓林由衷地说道。

最亏欠家人，最感恩企业
巨晓林情感独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