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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佟其实并不老 ， 今年 27
岁。 但工班不管是新来的小伙儿
还是早来的老师傅、 同事以及领
导， 都乐意喊他老佟。

老佟有项绝技 ， 那就是整
线。 但凡是老佟整过的线你一眼
准能认出来， 就好似在上面刻了
他的名字。 老佟的徒弟小邢没事
的时候总在机房研究老佟整的
线， 还和自己整的对比， 虽然都
是整整齐齐的， 但就是觉得自己
的和老佟的比差点意思。

小邢苦恼地望着师傅整的配
线架出神。 那几百根五颜六色的
线在配线架的间隙里上下穿梭，
左弯右绕， 竟能走得横平竖直、
清清爽爽。 小邢的线主干虽然也
像交通干线交错有致， 但是到了
缝隙处必是像晚高峰的路口———
大堵车。

小邢要强， 虽然不好意思，
还是忍不住去请教老佟 。 老佟
说： “你是不是线没捋好？ 我习
惯从根儿上把每条线分出来， 再
一根根把线拧直， 这样上了架子
每根线才是笔直硬挺的。” 小邢
一听就明白了， 怪不得老邢的线
如何拐弯都根根分明， 原来自己
从 “起跑线” 就输了。 小邢一头
又扎进了机房里， 按老佟的办法
重新整线， 之前一小时整完， 这
次花了小半天时间。 小邢心里感
叹， 想学到老佟的本事还真是不
容易， 这都是反复练习的结果。

有一次出车前， 段里的设备
出了故障， 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是
光路不通， 眼看就要出车了， 故
障的位置就是找不到。 这时， 大
家看老佟来了， 所有的目光都望

向他： “你终于来了。”
老佟问了一下情况， 盯着闪

烁的红灯想了想， 便拿起吸盘径
直走向墙边。 眼见他揭起一块地
板， 下面正是走线的地槽， 老佟
在线堆里左右拨了几下， 捻起一
根来夹在指间。 一旁的人对小邢
说： “你师傅挑出的就是有问题
的那根线， 可是不知道断在哪了
也没用啊。” 小邢不语， 仍是目
不转睛看着。 只见老佟又起身走
向旁边三格地板 ， 吸盘一按一
揭， 下面原来是地槽拐弯处， 揭
开地槽一看———果然， 那根线正
是断在此处。 机房里原本焦头烂
额的众人一起兴奋起来 ， 有救

了。
剩下的就是熔纤了。 离出车

时间不远， 但大家完全没了之前
的慌张， 因为老佟可是技能比武
里熔纤比赛的第一名， 速度绝对
有保障。 老佟比赛那天， 最远的
线路都有同事来观赛， 为的就是
亲眼看看老佟熔纤。 看过的同事
说， 老佟熔纤已经不是快和好那
么简单了， 那动作像是排练好的
舞蹈， 看着就舒服。

故障排除， 坐上第一辆出段
的车， 看着蒙蒙亮的天， 小邢问
老佟是怎么那么快找到断点的。
老佟说： “昨天夜里突然降温，
线缆和地槽都会收缩 ， 我 猜 想
纤应该是断在转角处了 ”。 小
邢不响， 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佟
又开口 ： “马上又到技能比武
了， 你好好练练， 争取拿个第一
名”。 小邢说： “有你在， 我怕
是永远拿不到第一名了”。 老佟
说： “这个行业比我厉害的人还
有很多， 我不是你的终点， 咱们
一起加油。”

小邢原以为这些交错线缆里
网住的是快和慢、 强和弱、 高和
低、 面子和里子， 没想到在老佟
眼里这些线缆缠成的是一个世
界。 小邢想， 我以为我老了就会
成为老邢， 看来不下一番功夫，
我只能成为 “老了的小邢” 了。

通过李春雷近万字的报告文
学 《塞罕坝， 美丽的高岭》 中对
塞罕坝发展历程的讲述， 不由让
我对当年在荒漠中的那些拓荒者
产生敬仰之心。

该报告文学紧扣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时代脉搏，讲述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王尚
海 、 张启恩以及来自东北林学
院、 承德农业专科学校等大专院
校的146名大学生抛家舍业、放弃
留在繁华都市生活的机会， 毅然
来到条件艰苦的不毛之地塞罕
坝。在荒漠上，他们克服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 创造了沙漠变绿
洲的奇迹，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
人工森林” 的故事， 展现出王尚
海、 张启恩及一代年轻大学生用
青春书写初心使命的壮丽诗篇。

抗战时期曾担任游击队长的
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王尚海， 为
了工作方便， 把承德市里的房子
交出去 ， 带领老婆孩子全部上
山； 张启恩曾担任林业部造林司
工程师， 放弃北京舒适的工作和
温馨安宁的家， 毅然带着妻子和
孩子一起来到冰天雪地的塞罕
坝， 与一群大学生在塞罕坝 “一
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的环境
中， 痴迷植树造林， 以天为房、
以沙为床， 不修边幅、 邋邋遢遢
在沙漠上过起了鲁滨逊式的生
活 ， 甚至被人们认为大脑有问
题 。 面对屡次失败 ， 他永不言
弃、 刻苦钻研、 反复试验， 后来
同祖国各地踊跃报名来塞罕坝工
作的大学生们一道克服重重困
难， 取得最后的成功。 用他们的
话说：“能留在塞罕坝植树造林，

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这群大
学生来到塞罕坝后， 许多人留在
当地， 终其一生， 成长为林场的
技术骨干， 他们坚信： “别看现
在的塞罕坝虽然还是一片高原荒
漠， 只要有我们这群人在， 美丽
的高岭一定会重现于人间， 未来
的塞罕坝， 一定是一片美丽的绿
洲林海！”

正是这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奋
斗， 在岁月里燃烧激情、 在奉献
中绽放青春， 把个人理想奋斗同
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 才使得人们看到了如今的
“河的源头、 云的故乡、 林的世
界 、 花的海洋 、 珍禽异兽的天
堂” 的塞罕坝景象， 成为名副其
实的 “美丽的高岭”。

《塞罕坝，美丽的高岭》所有
人物开拓进取的精神就是现在我
们所说的“塞罕坝”精神： “艰苦
创业， 科学求实， 无私奉献， 开
拓创新， 爱岗敬业”， 对于现在
的青年人来说， 这部报告文学有
着深远的历史教育意义， 在工作
中， 我们不但要向王尚海、 张启
恩、 前赴后继投身塞罕坝的大学
生学习， 学习他们不畏艰难困苦
的气魄， 还要学习他们有责任、
勇于担当的精神， 在追梦圆梦的
道路上矢志拼搏、 不懈奋斗。

致敬， 用青春书写塞罕坝精
神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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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总工会按照 “三步走” 的工作思路， 在行业、 企业、 区、 高职院校等

开展不同类型市级 “首都工匠学院” 建设试点。 “首都工匠学院” 引入劳模工匠

作为 “社会导师”， 开展技术攻关、 技能培训、 科学研究和管理创新等活动， 为职

工创新创造和成果转化提供平台。 如今， 工匠学院已成为具有北京特色的 “工匠

名片” 与 “产改品牌”， 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工会论坛

走进“首都工匠学院”

点滴“小确幸” 温暖“大家庭”

深化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建设， 是工会组织一项重要的暖心民生工程。

当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 “愿意来、 想再来、 能常来” 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

感受 “此心安处是吾乡” 的幸福感时， 可知背后是无数个工作人员为其努力 “加

油” 的点滴： 提升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建设规范化水平， 策划开展更多个性化、

多元化服务项目……

聚焦

———首都工会推进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建设纪实

□郭潇 文/图

老佟和小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