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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喧嚣中， 我忽然想
起了他———赵师傅， 那位坚守在
大山深处广播电视转播站的值守
人。 电话那头， 他的声音洋溢着
简单的快乐： “我很快乐， 一切
平安， 这里空气新鲜， 有时间你
也来体验体验。”

赵师傅今年57岁， 是一位退
伍军人 。 当年从部队转业回来
后， 他被分配到市广播电视局工
作， 一干就是36年。 在这期间，
他肩负着守护深山转播站的责
任， 保障广播电视节目的落地任
务和广播电视节目转播的顺利进
行。

我与赵师傅的相识， 源于多
年前的全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 作为镇里的文化站长， 我和
赵师傅一同翻山越岭， 进行调查
研究 ， 栽杆架线 ， 进村入户安
装。 他的工作热情和高效的工作
节奏让我印象深刻， 那句 “我的
心态是个老十八 ， 当兵那年18
岁， 现在依然不觉得自己老” 的
口头语， 更是让我对他的坚韧有
了更深的认识。

转播站位于深山沟， 距离市
区20余公里。 单位人手紧张的时
候， 赵师傅主动请缨上山， 一个
人守护转播站 。 他把那 里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家 ， 无 论 吃 住 都 在
大山深处。 他说： “新闻传媒是
党的喉舌， 转播站地处偏僻， 条
件恶劣， 转播工作也不能缺位。
我辛苦点没啥， 只要 全 市 人 民
能按时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我就

高兴了。”
在山上， 赵师傅每天的工作

就是按时查看机房运转， 做好发
射机、 备用机电流电压记录， 排
查安全隐患。 他对每台设备的功
能线路都摸透了 “脾气”。 尽管
生活条件艰苦， 但他却拥有一个
平静的心态。 他说： “无论在哪
里干啥工作都一样 ， 只要能干
好， 就很有成就感。”

两年前 ， 转播站进行了改
造 ， 单位又为他派来了 3位新
“战友”。 他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
的经验， 使得转播站的工作得以
有序进行 。 新来的同事向他学
习， 他耐心指导， 帮助他们尽快
适应山上的生活。 他说： “当一
天兵， 就要站好一天的岗。”

今年8月， 赵师傅身体感到
不适， 经检查， 诊断为脑血管疾
病， 需要放置支架治疗。 手术后
医生建议他休息3个月， 他放心
不下转播站的工作， 苦口说服家
人 ， 出院不久就又重返工作岗
位。 赵师傅说： “在山沟里， 养
病工作两不误， 和大家在一起，
有说有笑感到身体都更轻松了。”
他的乐观、 坚韧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让我敬佩不已。

在深山中的赵师傅， 就像一
位守护者， 用他的行动守护着广
播电视的转播工作。 他的故事虽
然简单， 但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意
义却非常深刻。 他的生活虽然枯
燥乏味， 但却充满了对工作的热
爱和对人民的奉献。

在鉴赏故宫文物的书籍里，
祝勇的 《故宫的古物之美》 可谓
佳作。

《故宫的古物之美》 是故宫
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所
作 。 故宫系列的作品中还包括
《故宫的风华雪月》 《故宫的隐
秘角落》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等， 深受读者喜欢。 书中对古物
的简介犹如穿越时空的阻隔， 在
历史长河中做客， 让中华文明史
的审美姿态跃然纸上。 每一件散
发着古韵悠长的文物， 在作者的
解读中， 追赶时间的脚步， 打开
被时间封锁的华夏历史， 让古人
生活场景的一幕幕回溯重重。

古物之美， 在于由外及内所
秉承的时间之长 ， 这长度的跨
越， 天地可鉴。 如书中对于青铜
器的描述 ， “青铜器原本不是
‘青 ’ 色 ， 而是熟铜般的颜色 ，
在黄河与黄土之上， 发出一种灿
烂的金黄。 这种颜色不是镀上去
的， 而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
因此 ， 古人将青铜称作 ‘金 ’，
青铜器上的铭文 ， 也通称 ‘金

文’。 只是在岁月中沉积得太久
了 ， 它才变成我们熟悉的青绿
色。” 由此可见， 青铜器的色彩，
是颜色历久而成， 作者挖掘出它
的真相， 以写实的笔法呈现史料
的真容， 鉴赏之道溢于笔端。

作者对于画作的审度也给予
知识的补全， 如介绍宋徽宗赵佶
的 《瑞鹤图》 时， 借用画家韦羲
之说 “我们有一种误解， 以为中
国绘画里的天空就是水墨画的留
白， 其实古人画天空， 也曾满满
地涂上明丽的蓝色， 很写实的，
就像西方的油画和水彩画。” 古
画是故宫文物里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对古画的旁征博引， 充分显
示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注重程
度， 对画作的语言详解， 一字一
句中美学风范风生水起， 概念化
的真知灼见让人信服。

古物是一个民族的魂脉， 对
古物的鉴赏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
审美取向。 每一件代表着时间荣
耀的故宫古物， 都是一种美学的
源远流长， 在古老文明的知行结
合中， 越发得到审美形态的深情
表达 。 祝勇以 《故宫的古物之
美》 一书开启中华民族的渊源起
点和星光追旅的文化指引， 加之
多幅古物的照片穿插， 配上优美
的文字解说 ， 《故宫的古物之
美》 不仅仅是对实物之美的开阔
宣扬， 更是对待一个民族文明之
美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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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能作用， 如今， 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

形式载体更加丰富， 除了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 以及厂务

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许多企事业单位工会还建起民主恳谈会、 职工议事会、 总经理信

箱、 企业高管接待日等企业与职工多样的对话协商方式， 让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大

家的事情大家管”， 充分调动职工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真正实现

发展为了职工、 发展依靠职工、 发展成果与职工共享。

近年来， 快递物流、 外卖送餐、 网约车等新业态经济发展迅猛， 催生了包括货车

司机、 快递员、 护工护理员、 家政服务员、 商场信息员、 网约送餐员、 房产中介员、

保安员在内的 “八大群体”。 着眼 “八大群体”， 工会与企业 “大展神通”， 创新多种

方式， 出台多重措施， 逐步推进完善 “八大群体” 技能提升平台， 使其不断适应新产

业、 新技能的要求， 增强就业稳定性， 从而获得职业归属感、 认同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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