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第一代路灯人宋志龄：
爷爷走街串巷修路灯，成为同事口中

的“活地图”

宋晓龙的爷爷宋志龄十几岁就开始负责路灯工作，
最早皇城周边街巷点煤油灯， 天快黑时派人去点亮，
天快亮时再去熄灭。 后来煤油灯变成了电灯， 爷爷也
就成了修灯的。 “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 常对我说，
亮堂的路灯， 就是爷爷的事儿……” 宋晓龙能记事儿
的时候， 爷爷已经50多岁了， 是路灯队修理班的内勤。
他说， 当时的修理班相当于现在的客户服务中心， 内
勤的工作是负责接听电话， 记录下来哪儿的路灯坏了，
交由修理班的外勤去抢修。 “在转内勤之前， 爷爷一
直都在干外勤， 那时候修路灯， 就靠人骑着自行车，
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串， 非常辛苦。” 宋晓龙说， 干修
路灯的活儿， 注定要常年上夜班， 他的爷爷就是这样，
每天下午四点多别人下班， 他上班。 宋晓龙听奶奶说
起过， 爷爷当外勤的时候， 二八车大梁和后座上总是
会挂着大大的帆布袋， 前面的口袋装着灯口、 保险盖
等小的辅料， 后面的帆布袋则装着一大一小两副脚扣
和安全带， 后座上还绑着至少三盒灯泡， 一盒24个。
“那时候路灯用的还是白炽灯泡， 说坏就坏， 每天带着
这么多灯泡出去， 基本上一宿就用光了。”

“听老一辈的师傅们说， 我爷爷是单位里出了名
的 ‘活地图’， 大家都特别爱跟爷爷搭班干活儿， 因为
我爷爷脑子好使， 又干了多年外勤， 所以对北京的大
街小巷特别熟悉， 市民反映哪儿的路灯坏了， 爷爷马
上就能说出确切位置， 谁要是跟我爷爷搭班， 干活找
不着地儿了， 打个电话问我爷爷准能告诉他怎么走。”
宋晓龙颇为自豪地说， 爷爷记路有两个窍门， 一是记
厕所， 因为大街小巷哪儿都有厕所， 且常年不挪， 二
是记门牌号， 尤其是转弯处的门牌号， 有了这两类关

键 “坐标”， 不仅他自己能认路， 在给别人指路的时
候， 也能说明白。

第二代路灯人宋春生：
父亲为保证暴露电线不被破坏，长年

骑车到远郊查线

到了父亲宋春生， 又是在路灯队干一辈子。 宋晓
龙的父亲是通过招聘进到照明中心的， “爷爷知道我
父亲也要到照明中心上班时， 就跟我父亲说了一句话，
既然你来这儿了， 就得好好干。” 当时， 和宋晓龙父亲
同期应聘的共有100多人， 入职前， 单位对他们进行了
培训考试， 包括理论和实操两部分， 宋晓龙的父亲以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招进单位。

宋晓龙回忆道， 他父亲的工作是查线， 当时， 很
多路灯线路都暴露在外面， 难免会遭到破坏， 为了保
证路灯正常使用， 只能靠人力逐一排查， “我父亲每
天一早就出去查， 下午再回单位汇报， 汇报自己当天
所查的区域内， 路灯线路有没有问题， 并把这段线路
图画出来交给单位， 单位根据大家交上来的线路图，
进行资产整合。”

小时候， 宋晓龙特别希望父亲出去查电， 尤其是
到远郊区县查，因为每次父亲出去都会给他带回来一些
小玩意儿， 有时候是用树叶包着的蝉，有时候是几个酸
枣……在那个年代， 这些小玩意儿足够让一个孩子兴
奋好几天， “那时候不理解大人骑车往返有多辛苦，
就是觉得好玩， 总盼着父亲多去几次远郊。” 宋晓龙
说， 直到自己念了技校， 才渐渐理解父亲工作的辛苦。

“我爷爷和我爸都在 ‘路灯’ 干了一辈子， 小时
候光看着他们忙活， 等我自己念了技校， 上了班以后
才真正理解他们的不容易。” 宋小龙说， 有一件事儿让
他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宋晓龙还在中心负责接保修电
话， 有一次， 居民反映北京某胡同里的路灯不亮了，

接到这个任务后， 宋晓龙立刻和兄弟们赶赴现场， 虽
然很快就到达了现场， 但居民还是有些着急。 “怎么
才来？ 快点， 我们这棋刚下到一半。” 另一边的大妈也
说： “是啊， 我这把牌可好了， 快点。” 宋晓龙没有过
多解释， 敏捷地爬上了电线杆对灯泡进行检查维修。
盛夏的北京， 酷暑难耐， 蚊虫的叮咬让人难以忍受。
可看着焦急的居民们， 宋晓龙没有顾及这些， 他专心
工作， 就想着灯能够快点亮起来。 “小伙子， 你哪的
人啊 ？ 姓什么啊 ？” “我姓宋 ， 您叫我小宋就行 。”
“啊， 小宋啊。” 旁边一位大妈说： “以前我们这块管
理维修的师傅也有个姓宋的， 那人好得不得了啊， 专
业技术就不说了， 就帮我们这些人搬个这个修个那个
就没少做啊。 我们都记得呐。 后来他退休了， 儿子就
来了， 人和他爸爸一样好， 岁月不饶人， 他儿子也退
休了， 我是从我小时候就在这儿住着， 多亏了他们爷
俩的帮忙呢……” “是啊， 提起那俩父子， 我们这些
老人都记得， 好人啊……” 一旁的邻居附和着。 “大
妈， 您说要是他家第三代人要是还在这儿修灯， 你们
愿不愿意啊？” 宋晓龙故意问道。 “那还用说， 肯定是
一代更比一代强！” 话音未落， 灯泡就重新亮了。 大伙
儿执意要请宋晓龙到家里喝杯水， 他婉言谢绝。 也许
在宋晓龙心里， 他是谁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让百姓
们过得舒适， 让北京的照明更加稳定可靠。

第三代路灯人宋晓龙：
父亲的教诲，激励他十年如一日奋进

从技校毕业后 ， 宋晓龙也来到电力公司上班 ，

2003年， 公司资源整合， 他所在的那家二级单位进行

岗位调整， 宋晓龙不得不面临选择， 这时父亲给他指

了一条路， “不行你到路灯来练练吧。” 起初宋晓龙并

不太乐意， “路灯不就是两根电线一个灯泡的事儿么，

那有什么好学的。” 父亲对他说， “就是这两根线一个

灯泡， 你干五年都未必能给我说明白。”
也是赌一口气， 也是从小受家庭熏陶， 看着长辈

为了首都照明系统无私奉献， 在心底对 “路灯” 有着

别样情感， 宋晓龙决定听从父亲的建议， 到路灯照明

中心工作。 后来， 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算上

你， 咱家三代人都干这个， 你小子可千万别给我丢人

啊！” 宋晓龙也对父亲拍了胸脯： “您放心， 咱不说争

第一， 但肯定也差不了。” 就像路灯为夜行人照亮前

路， 父亲的教导也照亮了宋晓龙的前程。
宋晓龙到照明中心后被安排负责夜巡工作。 “全

市有30万盏路灯， 照明中心作为路灯的管理方， 在工
作中细分为若干个专业， 夜巡工作的职责之一是， 把
灭的灯修亮了， 因为路灯只有晚上才亮， 如果坏了，
白天是看不出来的。” 宋晓龙说道。

发现灭灯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一是电力公司95598
热线平台， 二是照明中心67601234热线平台， 供市民
打电话反映，再有一个就是靠照明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巡
视。 “我们把北京市的路灯分成了若干个小块，由若干个
小组来进行日常巡视， 这种机制能保证在一定周期内，
对照明中心所管辖的路灯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巡视。”

不过宋晓龙刚来照明中心的时候， 班长并没有给
他安排到小组中， 而是让他负责处理热线， “这活儿
不好干， 市民反映哪儿的路灯坏了， 我们就得奔哪儿
去， 满北京市的跑。” 宋晓龙说， 这活儿他从2003年一
直干到了2015年， 上了12年的夜班。

因为当年父亲的一句话， 在工作中， 宋晓龙时时
处处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用他自己的话说， “对自己
挺狠的”。 就拿之前他干的夜巡工作来说， 一盏路灯坏
了， 把它修好就算完成任务了， 但是宋晓龙不满足于
此， 每一次他都会琢磨： 这盏灯是为什么坏的？ 怎么
才能更快地把它修好？ 宋晓龙说， 那几年， 他就光琢
磨这两件事儿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的业务水平飞
速提高， 后来， 他曾连续三年在中心举办的技能竞赛

中名列前茅， 并练就了 “火眼金睛” 的绝技。
宋晓龙说，一般人看路灯，也就是看眼前的三四盏，

可是他能一下看出七八百米远， 看什么呢，看哪儿的灯
灭了。 没经验的人看出去， 会觉得路灯都亮着， 但是
他能准确说出几百米远处有哪盏灯灭了。 宋晓龙还有
另外一个本事， 他能看出哪盏灯快要坏了。 “我们都
知道路灯在坏之前先是闪， 会忽亮忽灭， 其实在这之
前， 还有一个阶段， 就是变色。 现在我们主流采用的
是钠灯， 在正常情况下它发出的是黄光， 而问题灯泡
则会发出偏红的光， 不过在外人看来它和正常灯光差
不太多， 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宋晓龙说， 有一次
夜巡， 他看出了一盏 “问题灯”， 当时灯还正常亮着，
他跟同事说， 咱们停车等会儿， 这灯马上要坏， 同事
不信， 结果没一会儿的功夫， 那盏路灯真的开始闪，
从此宋晓龙 “火眼金睛” 的本领就在同事之间传开了。

2015年，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宋晓龙被领导委以
重任， 成为 “华灯班” 的副班长。 为了向国庆献礼，
每年 ， 北京城市照明管理中心都会抽调骨干力量到
“华灯班”， 于5月至9月集中对长安街253基华灯进行清
理维护。 虽然自信业务能力过硬， 但刚接手 “华灯班”
的时候， 宋晓龙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毕竟这项工作容
不得半点失误。 那阵子， 他的压力特别大： “之前华
灯清扫工作一直运行得挺平稳， 人家干那么多年都没
事儿， 不能在我这儿出问题啊。”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向

华灯班老班长孟庆水请教， 从制定工作方案、 工作计
划到具体的操作步骤， 每个小细节两人都聊到了。

接手华灯班这些年来， 让宋晓龙印象最深的不是
流了多少汗、 吃了多少苦， 而是一位老师傅在不经意
间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那名老师傅名叫韩连贵， 与华
灯相伴几十年， 去年10月正式退休的他， 坚持站好最
后一班岗。 去年年初， 宋晓龙看他岁数大了， 不忍心
让他再受这份累， 便提出不让他参加华灯清扫， 由年
轻人来顶替的建议， 谁知韩连贵师傅一听就不干了，
最后甚至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跟宋晓龙说， “您就让我
上吧， 以后我再想清扫华灯都没机会啦！” 他的话让宋
晓龙心头一酸， 老师傅的神情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和爸爸， “韩师傅跟路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在他看
来， 这不仅是一项工作， 更是一个光荣的使命， 这种
心情我太理解了。” 宋晓龙说， 他没有办法拒绝老师傅
的要求。 在最后一次执行清扫华灯的任务时， 韩连贵
坚持早出晚归， 没有一天缺勤。 老师傅的作风让宋晓
龙再一次深深感知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作为首都电
力工人， 能够负责维护和检修国家地标上的华灯， 对
于他和华灯班每一名成员来说， 无疑都是一件无比荣
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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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亮亮每每一一盏盏灯灯，， 照照亮亮每每一一个个人人。。”” 在在北北京京市市城城市市照照明明管管理理中中心心，， 有有一一个个传传奇奇的的 ““路路
灯灯世世家家””，， 这这一一家家子子祖祖孙孙三三代代都都是是路路灯灯工工人人。。 爷爷爷爷宋宋志志龄龄，， 上上个个世世纪纪初初还还曾曾经经负负
责责在在皇皇城城周周边边点点过过煤煤油油灯灯，， 成成为为京京城城第第一一代代路路灯灯工工人人，， 被被称称为为 ““路路灯灯活活地地
图图””；； 父父亲亲宋宋春春生生，， 干干了了一一辈辈子子路路灯灯查查线线工工，， 长长年年骑骑车车在在远远郊郊查查线线修修
灯灯，， 从从未未耽耽误误过过事事儿儿；； 第第三三代代接接班班
的的是是宋宋晓晓龙龙，， 如如今今担担任任华华灯灯班班副副班班
长长，， 负负责责长长安安街街华华灯灯清清理理维维护护，， 工工
作作兢兢兢兢业业业业，， 深深受受同同事事好好评评。。 这这个个
平平凡凡的的路路灯灯工工人人家家庭庭，， 串串起起了了一一部部
京京城城百百年年的的路路灯灯史史—————— ▲2017年十九大

期间 ， 宋晓龙在天安
门广场研讨巡检方案

王东 摄

宋晓龙在天安门广场

2006年6月宋晓龙 （左一） 在修灯

荨2006年2月为东
华门街道南池子社区
义务安装路灯

三三代代路路灯灯人人 点点亮亮夜夜归归路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

——————宋宋晓晓龙龙一一家家三三代代的的百百年年路路灯灯情情缘缘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用这句话形容宋家祖孙三
代再贴切不过， 在北京城市照明中心， 宋家祖孙三代
的名气很响， 从自行车到大板车再到敞篷大解放， 直
到现在的工程车， 从人工挖掘杆子坑到机器化10分钟
搞定， 从自带干粮到蹿壶热饭再到盒饭、 从盐汽水到
冰镇饮料， 宋家三代人见证了路灯工作的变迁和发展。
对他们来说， 照亮城市夜空的路灯不仅仅代表着城市
欣欣向荣的发展， 更是承载着家庭的光荣与梦想。

在采访中， 宋晓龙几次说到在工作中他心里一直
憋着一股劲儿， “不能给家里丢人”。 宋晓龙是土生土
长的北京人， 在和他交谈时能感受到， 在他的性格中，
并不愿意与人争抢， 甚至还有点顺其自然， 但是在说
道连续几年参加中心的技能大赛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名的时候， 他的脸上又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用他自己
的话来解释， 就是 “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家里三代人都
是干这个的， 咱爷们儿不能说是拔尖儿的， 但至少不
能给家里丢人啊！” 头顶着一家三代路灯人的光环， 看
起来挺鲜亮， 其实宋晓龙在背地里没少承受压力。 在
当路灯巡检员那些年， 他几乎没在家吃过年夜饭， 为
了能让大家和各自的家人团聚， 他每次都会尽量把班
排给自己， 让同事们回家过年。 宋晓龙说， 我们家老
爷子干了一辈子这个， 我过节不回家吃饭， 他能理解，
也支持， 但是别人家里不干这个， 有的不理解不了，
所以他干脆就班都排给了自己。

宋家三代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一线职工， 他们没有
什么丰功伟绩， 干的也都是最基层的工作，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修灯查线， 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 枯燥且
艰辛。 其实在古代， 很多手艺人都是一辈子只做一件
事， 随着岁月渐长， 他们不断打磨自己的手艺， 从生
疏到纯熟， 从青涩到老练， 漫长的一辈子， 将光阴都
奉献在一件事上。 他们被统称为 “匠人”， 他们的精神
被称之为 “工匠精神”。 在和宋晓龙对话时， 我真切地
感受到了这种 “匠心”， 他肯钻研， 在工作中， 哪怕一
件小事， 他不仅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并且乐
在其中。 我相信， 他的这份 “匠心”， 与祖辈和父辈的
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 比如他的爷爷为了修路灯，
会把全市的地图都记在心中， 与己方便更与人方便；
他的爸爸骑着自行车去远郊查线， 差事虽苦， 但他会
苦中作乐给儿子 “捡” 回来小玩意儿。 在做完对宋晓
龙的采访后， 也让我对 “工匠精神” 也有了全新的理
解， 工匠精神所追求的不一定是结果的成功， 在做某
一件事情的过程中， 他们的精神本身就是在享受， 是
乐在其中的， 这种内在的丰盛动力， 支撑着一代又一
代普通匠人， 孜孜以求， 不断前行。

三代路灯人
敬业已成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