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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峰度夏期间， 公司各部门
的任务都很繁重， 忙完一天的工
作后， 大家都想早点回家。 然而
连续三天， 下班后， 我路过检修
部门大院时， 发现培训楼会议室
灯火通明、 人影晃动， 不免感到
奇怪。 于是第四天傍晚， 我走进
那间会议室一探究竟。

推开门， 我看到六七个年轻
人正在拍摄视频， 一面幕布、 几
张桌椅、 一块白板、 一些零件，
搭建成一个简易舞台。 三个身穿
工作服、 头戴安全帽的年轻人正
在 “舞台” 上表演剧情。 我认出
他们是去年分配到公司检修部门
的职校生。

“这么晚了， 还不回宿舍？”
“赵工好， 我们把这段拍完就回
去。” 负责拍摄的小李是检修部
电机班的一名班员。 他告诉我，
他们几个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了一
个短视频账号， 专门发布跟安全

生产有关的小视频。 为了拍好视
频， 一有空他们就去视频网站学
习剪辑和写文案。 他们觉得这件
事既有意思又有意义， 既能督促
自己时刻不忘 “生命至上， 安全
第一”， 也能帮助别人认识到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并学到一些预
防、 应急、 防身、 逃生的常识。

一番话说得我频频点头：“这
可真是一种非常好的安全生产宣
教方式。”

“赵工， 你刚上班的时候有
哪些安全生产宣教方式？ 给我们
说说呗。”

一句话勾起我的回忆———
20多年前， 我刚进公司时 ，

第一件事就是 “岗前安全培训”，
新学员集中在安全教育中心上了
半个多月的安全课， 内容有劳动
保护、 消防常识、 事故案例分析
等。 那时的培训形式单一， 常常
老师在上面讲， 我们在下面打瞌

睡。 到现在我还记得背诵那些枯
燥的条文规章有多头疼。

后来分到班组，我松了口气，
心想总算不用学习那些枯燥的规
章制度了。哪知道，一上来就是班
组安全考试，然后是班前会、班后
会、周例会、月小结、现场会、季度
考试、现场考问……周而复始。

那时， 虽然我每天都跟 “安
全” 打交道， 但仅仅把它当成一
项任务， 并未往心里去， 直到有
一件事教育了我。 检修部门有位
老师傅， 当时已经退休了， 但他
“退而不休”， 经常写一些安全生
产感想发表在厂报上， 还编写安
全生产快板， 在特定时间比如迎
峰度夏、 年底等生产任务紧张的
时候 ， 到职工食堂门口义务演
出。有人问他：“老师傅，您都退休
了，还不歇歇？ ”他说： “我在一线
干了多年 ， 深知生产任务繁重
时， 大家伙儿就想着抢工期， 多
挣点奖金， 往往就忽视了安全。
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敲敲 ‘警钟’，
能预防很多风险。 我们的生活就
像垒高楼 ， 日子越好 ， 垒得越
高， 但如果没有坚实的地基， 怎
能稳稳托住这幸福生活呢？ 安全
生产， 就是 ‘地基’。” 一番话说
得我豁然开朗， 也让 “安全” 两
个字进到我心里。

七八年前 ， 我借调到安监
部， 部门领导送我们去学习拍摄
和制作视频、经营公众号，打那时

起， 我便感觉到我们的安全生产
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前
的安全生产宣教多以课堂讲解、
手册阅读、纸面考试为主，形式单
一、内容枯燥、互动性不足；现在
可以以视频的方式 “演” 给大家
看， 无论视频动画还是身边工友
的真人出演，都生动有趣、易于接
受。而且通过公众号或抖音发布，
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方式更便捷，
受众还可以通过点赞、 留言等方
式与我们互动 ， 提出意见和建
议， 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以前的安全生产培训和考试
要把学员集中到教室进行； 现在
的安全生产培训可以在线上进

行，只需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
随时随地开展，非常便利。以前的
安全生产宣教基本上是照本宣
科、单向输出，效果怎样，难说；现
在的安全生产宣教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分析学员的
学习行为，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
案。利用VR技术模拟真实事故场
景，增强学员的沉浸感、记忆力和
实操能力、应变能力……

类似的变化还有很多， 但是
不管怎样， 我们都要明白， 我们
这一生都离不开 “安全 ” 的保
护， 只有 “安全” 才能托稳企业
的发展， 只有 “安全” 才能托起
我们稳稳的幸福生活。

□郑俊 文/图

是是妈妈妈妈，，是是老老师师

□赵闻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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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位集温柔与
智慧于一身的灵魂工程师， 在
我心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
是慈爱的妈妈， 又是引领我探
索知识海洋的导师。 我很庆幸
生长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与爱
意的教师之家。

小时候我随母亲长期住在
学校的宿舍里， 以校为家。 每
当放学时， 母亲总要把一些学
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叫到家里
“开小灶” 补习。 看着他们用
橡皮把错误答案擦掉， 认真写
上正确的答案， 母亲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

母亲从未亲自教我知识，
她深知 “教子不严师之惰 ”，
认为亲子间的教学或许难以保
持那份纯粹的客观与严谨。 因
此， 她选择让我在学业的道路
上自主探索， 只在我主动求知
时， 才以导师的身份给予精准
的点拨。 这种看似 “放手” 的
态度， 实则蕴含了她对我独立
思考与学习能力的信任和培
养。 尽管她未曾像对待学生那
样对我极尽耐心， 但这份 “严
厉” 背后， 是她希望我学会面
对困难不退缩， 培养自我解决
问题的能力。

我从小体质很弱， 经常生
病。 母亲专门买来医书， 研读
上面的方法为我调理身体。 在
她的调理下， 我的体质慢慢变
好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她同
时积累了一些医用小妙招， 也

用在了学生身上。
记得有一次我的同学流鼻

血止不住。 母亲看见后， 赶紧
把他扶到家里， 让他坐好， 仰
头， 用细绳线系住他反向的中
指。 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 那
时， 大多数同学的父母务农，
对健康知识一无所知。 母亲不
仅教课， 还成为了我和她的学
生们的保健医生。 听到家长们
对她的感谢声， 幼小的我为有
个老师妈妈感到自豪。

长大后， 我也考取了师范
学校， 毕业后， 我怀揣着 “成
为母亲一样的好老师” 的心态
走上工作岗位。 没想到， 教书
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 那
几年生源不好， 学生成绩差，
纪律还难管。 我开始动摇， 后
悔自己的选择。 母亲写信鼓励
我， 既然选择了， 就要热爱并
坚守。 教育就像浇花， 要耐得
下性子， 还就如何转化学生品
行给出很多具体建议。 她一封
封来信劝导 ， 为我解开了心
结， 我终于走出苦闷， 又有了
前进的力量。

如今母亲已离我而去了 ，
留给我的是那一帧帧难忘的画
面和一封封家书。 我没有一天
不思念她。她不仅是我的母亲，
给我无尽的爱，更是我的老师，
教给我人生的道理。如今，我正
身体力行做一名好老师， 像母
亲一样帮助每一位孩子， 让他
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工友情怀

———读龚盛辉《中国北斗》 □吴昆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报告文学总是会令人欢欣鼓
舞 ， 感受到祖国发展的蓬勃力
量， 《中国北斗》 便是这样一本
书， 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被深深
地震撼着、 感动着， 也从中汲取
了无尽的力量和启示。

龚盛辉是科技报告文学代表
作家之一， 他以扎实的文字功底
和深入的调研， 为我们呈现了一
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北斗传奇。 他
用细腻的笔触和宏大的叙事， 将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历
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北斗的故事， 是一部充
满挑战与奋斗、 创新与突破的史
诗。 从最初的构想， 到艰难的起
步，再到如今的辉煌成就，每一步
都凝聚着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和
智慧。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
科学家们的坚韧不拔和无私奉
献。他们在面对技术封锁、资金短
缺等重重困难时，没有丝毫退缩，
而是凭借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科
学的执着，迎难而上，勇攀高峰。

书中详细描述了北斗工程从
卫星的设计、 制造到发射、 组网
的各个阶段，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
了艰辛与挑战。 科研人员日夜奋
战 ，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 为北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明白，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
神，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同时， 《中国北斗》 也让我
们看到了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成功， 不仅
是中国科技实力的体现， 更是对
全球科技发展的重要贡献。 它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为交通运
输、 农业、 气象等各个领域带来
了便利和效益。 这本书让我们深
刻认识到， 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
的核心动力， 只有不断加大科技
投入， 培养创新人才， 才能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阅读过程中， 我还被书中
所展现的家国情怀所打动。 北斗

工程是一项国家重大战略工程，
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科
研人员们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
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了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这
种家国情怀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
中国人的自豪和责任， 也激励着
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繁
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将在更多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
利用这一科技成果， 推动经济社
会的发展？ 我们又应该如何加强
科技创新， 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
大的贡献？ 《中国北斗》 也给我
们带来了对未来的思考。

《中国北斗》 让我们了解了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历
程， 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力量和
家国情怀的伟大。 这本书不仅是
对中国北斗工程的赞歌， 更是对
所有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
人们的致敬。

科技征程中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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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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