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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以文学之笔绘就“千里江山图”

□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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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专工的“安全小课堂”
□赵闻迪 文/图

“王工， 电源盘上面的空气
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仪表屏
幕都黑着呢， 为什么还要验电 ，
不是多此一举吗？” “为什么不
戴绝缘手套去拆线？ 这样就不用
担心触电了呀。”

……
下班时间早已过了， 检修部

的值班室仍然灯火通明， 房间中
央竖着一块白板 ， 一位身形瘦
削、 举止斯文、 小平头、 戴着一
副黑边眼镜的中年人手握记号笔
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六七个青工
围着他， 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
题。 他们都穿着工作服， 工作服
上沾着粉尘和油污， 可见从作业
现场回来连衣服都没换就来到这
里交流讨论了。 冬季天黑得早 ，
窗外的暮色更衬托出室内的明
亮。

“以多功能表为例， 光是通
过观察屏幕黑屏是不能确认已经
停电的， 需要确认开关柜内PT二
次电压空气开关、 直流电源空气
开关均已拉开， 然后用万用表测
量电源为零， 这才是验电的正确
方法。”

“千万不要以为戴了绝缘手
套就不怕电了， 这是个很可怕的
认识 。 生产现场没有绝对的安
全， 一个疏漏就可能导致事故发
生， 让你追悔莫及！ 在生产现场
作业 ， 一定要时刻绷紧 ‘安全
弦’， 认真学习风险提示， 严格
执行操作程序， 及时辨识风险 、
隔离风险， 查漏补缺。”

面对青工们提出的问题， 戴
眼镜的中年人一一解答、 侃侃而
谈， 直到他们完全弄懂。

这位中年人名叫王飞， 是检
修部仪控班的技术员兼安全员 ，
平日里同事们都喊他 “王工 ”。
他业务水平高、 安全意识强， 带

徒弟很有一套。 这不， 眼下正是
今冬能源保供的关键时期， 工作
任务繁重， 领导认为， 任务越重
就越是要注意安全， 便嘱咐他给
新招聘来的几位实习生多 “提提
醒”。 王工是个做事认真、 严谨
负责的人， 接到任务后马上给班
组新进的实习生建了一个群， 征
求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后， 开设了
这个 “安全小课堂”， 利用工余
和下班时间给实习生们讲解安全
和业务知识。

他担心文件包规程太多太复
杂， 实习生看不明白， 便逐条讲
解， 每一条都配上一个例子， 每
个单元讲完就带他们到作业现场
看设备 、 看标识 、 看数据并操
作， 让他们学会辨识工作环境的
风险， 看懂各个设备上的标识牌
和表盘数据的意思， 养成 “安全
第一， 人人有责” 和自保互保联
保的意识。 他利用休息时间制作
了一些事故案例的PPT和小视频
给实习生观看， 通过那些触目惊

心的画面加深他们对安全的认
识。

他还把 “安全小课堂” 开进
了实习生微信工作群里。 无论谁
在现场作业时遇到问题都可以发
到群里 ， 他会第一时间给予解
答， 有时还带着大家一起交流讨
论。 每个班结束他就把大家提出
的问题梳理、 汇总， 以 “视频＋
文字” 或者 “图片＋文字” 的形
式反馈到群里， 加深印象。

讲的都是 “干货 ”， 给出的
都是实打实的方法和建议， “安
全小课堂” 开设以来， 受到实习
生们的欢迎， 也吸引了其他青工
参考学习，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
为今冬能源保供打下良好基础 ，
也为 “导师带徒” 探索出一种新
模式。

“安全小课堂 ” 虽小 ， 却让
王工付出很多。 也正因为有了千
千万万像他这样的基层职工， 我
们的企业、 我们的社会才能安全
发展， 平稳前行。

行走在北纬四十度的地
理带上， 迎着在历史深处奔
腾不息的朔风呼啸， 耳畔回
响着见证各朝兴亡盛衰的铁
骑铮铮， 《北纬四十度》 的
作者陈福民以漫长的华夏历
史为经、 北纬四十度地理带
为纬， 用文学之笔拨开历史
迷雾， 借当代文学眼光重新
回溯历史， 绘就了一幅气势
雄浑的 “千里江山图”。

《北纬四十度》 是一本以
史实为底、 饱含人文关怀和
文学深情的非虚构散文集 。
历史是由一段段用时间微妙
串连起来的片段， 游弋于历
史海洋中的陈福民， 书写停
留在历史天空里的关键时刻
和重要身影， 农耕与游牧文
明间的冲突和融合、 汉族和
北方民族因争夺生存空间而
起的征伐， 重要人物在时代
风云中的人生境遇和命运抉
择……书中所收录的11篇文
章独立成篇、 各自精彩， 镌
刻着中华文明辗转向前的历
史记忆， 时间洪流的奔腾中，
那些看似破碎的事件和人物，
串联和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作为久远的历史风景 ，
有关 “北纬四十度” 的历史
真相早已化作无数的残余片
段 ， 散落在时间的河床上 。
陈福民从史料中挖掘闪光的
历史碎片， 用事实为体、 文
学为翼的文学表达方式将特
殊的维度和历史片段串联在
一起， 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进程。

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推行
的 “胡服骑射” 政策、 汉高
祖刘邦御驾亲征反陷于白登
的困局、 卫青和霍去病以骑
兵战术击败匈奴主力的征战、
王昭君以娇弱身躯扛起野心
和欲望的出塞之路、 魏孝文
帝全力推行 “全盘汉化” 政
策却遭到失败的无奈、 康熙
统领的最后一场北纬四十度
战争……在这条与万里长城
生死相依的地理带上， 从公
元前300年到17世纪末， 场域
内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不断变
换 ， 而不同族群间 “博弈 ”
的地点场域从未变过。 冷兵
器主导战争的历史中， 战争
与和平不断交替前进。 北纬
四十度线的两侧， “那些不
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 ，
想象着对方 ， 也加 入 着 对
方”， 曾经为赢得生存空间而
开展的竞争， 最后实现多民
族深度融合与中华文化一体
化。

历史本身是客观的 ， 但
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跳脱
自身去写作历史， 描摹历史
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
一定的主观性。 为了还原真
实的历史， 陈福民大量阅读
“从 ‘二十四史’ 到各种断代
史、 专业史、 历史理论及古
人的笔记， 还有民族学 、 边
疆历史学、 宗教学等领域的
专业书籍”， 文中大量从史料
中摘取的原文， 更有不同史
料的比对。 他深耕于现实和
历史的脉络， 抽丝剥茧 、 仔
细论证史学家们对同一历史
事件和人物的不同看法 ， 以
文学的表达重述一个个在文
学虚构与民间故事中形成的
历史人物， 一一打开被遮蔽
的历史相貌。

他重提被历史忽视的英
雄人物赵武灵王， 他细说这
位极富想象力和行动力的君
王， 描摹 “胡服骑射”、 修筑
赵北长城等真实历史 ， 也以
文学的想象， 假设赵武灵王
壮志得酬， 历史图景的无限
可能。 他从史海中打捞真实
的历史， 辩证分析李广难封
的缘由， 犀利指出李广带兵
的不足、 太史公对李广的偏
爱， 以及对卫青、 霍去病评
价的不公。 他为历史上的无
名女性们 “发声”， 以昭君出
塞为引， 讲述在战争的另一
边， 她们 “以娇弱身躯扛起
了历史和民众的诉求， 承担
着厮杀角逐胜负背后男人们
的野心和欲望”， 一些男子与
她们相比 “要逊色太多”。

摊开 “北纬四十度 ” 历
史画卷， 远去的鼓角争鸣日
益变得清晰， 搅动历史风云
的人物纷至沓来， 冲突和融
合中向前推进的文明进程中，
塑造而成的不屈不挠 、 自强
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正在
历史的天空里余音袅袅 、 回
响不绝。

案情简介 ： 受援人郑某自
2017年12月7日入职北京某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 担任置业顾问
一职， 自2020年5月16日从该公
司离职。 在提出离职申请时， 受
援人与该公司明确约定未发放的
工资提成将于一年后进行清算，
在此期间， 受援人一直积极主张
自己的权利， 但一直未得到妥善
解决。 2021年7月1日， 受援人郑
某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
委员会以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
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受援人郑某
对该裁决不服， 向房山区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因经济困难，
向房山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
援助。

办案经过： 法律援助律师在
接到指派后第一时间约见了受援

人了解案情， 告知受援人权利义
务及诉讼风险， 与受援人一起详
细梳理案件材料。 考虑到案件的
时效性， 在当天即与受援人一起
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现场完
成立案， 此后再次梳理证据， 又
向承办法官邮寄了补充证据材
料。 2022年3月7日， 本案在房山
法院燕山法庭现场开庭， 房山法
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
理了受援人与北京某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后在律
师的帮助下， 最终受援人与公司
达成一致， 并由法院出具了民事
调解书： 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郑某提成留存及工资
差额共计16000元。

案件点评： 本案的难点之一
在于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
已过仲裁时效， 仲裁机构已裁定

不予受理， 劳动者虽有权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但一审法院是否
会进行实质审理还是仅就程序问
题进行审理后驳回起诉。 另一个
难点在于劳动者一直认为公司未
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手
中没有双方签字盖章的书面劳动
合同， 工作期间的工资绝大部分
都是其上级领导或公司指定的人
员对其进行发放， 律师在接手该
案件后所有重心都围绕在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进行大量的证据准备。 此外，
发现在郑某工作期间有部分时间
工资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
准， 因此在一审中增加了请求用
人单位支付工资差额的诉讼请
求。

广东德法理 （北京） 律师事
务所 李明明

———读陈福民 《北纬四十度》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
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追回拖欠劳动者工资 依法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