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上午，3 个多小时，
姚蕾坐在悬空的狭小驾驶室
里，同时操作着 3 个方向盘。
她向前探着头，身子搭在椅子
边上，不时和地面上的同事用
简单的词语沟通。

终于，她揉着腰，爬下梯
子，准备喝口水。

今年 36岁的姚蕾，是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三
棵树车辆段检修车间转向架班
组的天吊司机，也是车间唯一
的女司机。

运行的列车需要定期送到
她所在的车辆段维修保养，姚
蕾的工作就是用天吊吊起列车
零件，供同事们组装、拆解、
维修保养。

姚蕾工作的地方在空中，
她被同事们称为“空姐”。“其
实，我只是操作 3 个方向盘的
女司机。”姚蕾性格开朗干练。

“留4个？”
“对。”
姚蕾在“空中”和同事简

单沟通，双手灵便地向不同方
向拉动方向盘，脚上还踩着提
示铃，不到1分钟，便精准地将
零件吊运到10米外的同事面前。

列车的转向架，就像是汽
车的悬挂系统，一年里在三棵
树车辆段维修保养的列车约
1800辆，姚蕾工作的地方，又
被称作火车的“4S”店。

春运前夕，为确保列车安
全行驶在铁道线上，姚蕾和同

事们的工作比往常忙得多。
从姚蕾操作的天吊驾驶室

望去，比足球场还大的车间
内，满是正待维修保养的列
车。“我们工作量非常大，没有
时间喝水。”姚蕾说，“维修作
业一刻不能停，你离开 3 分
钟，下面有一群同事就要等
你，而且喝了水还得上厕所，
有时干脆不喝了。”

平均每天，姚蕾要吊运零
件200多次。

从部队退伍，经过铁路院校
的学习后，2008年开始，姚蕾
一直从事天吊司机的工作。她的
工作环境里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姚蕾说“没人把我当女的”。

同事、车辆钳工李明这样
评价姚蕾：“合作很多年了，很
默契，她干得挺好，吊得准。”

由于特殊的室温要求，姚
蕾所在的车间不能充分通风，
工作噪音很大，加上久坐，姚
蕾患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
颈椎也有毛病。

12年的经验，让姚蕾成了
单位里技术最好的天吊司机，
她的徒弟蔡傲说：“师傅不严
厉，只是第一眼看到师傅时发
现是女生，很惊讶。”

由于工作太忙，姚蕾 9 岁
的女儿放学后一般待在同学
家，姚蕾下班后才能接她回
家。“也曾想过换一份工作，但
还是觉得我的舞台就在这里。”
姚蕾说。 (据新华社电)

姚蕾的“空中”舞台
新华社记者 王君宝

家住枣强县红武庄小区的杜旭章是
一位京东大鼓爱好者，今年65岁的他自
退休起就开始潜心研习京东大鼓技艺，目
前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实力“唱将”。
他善于用朴实真挚、刚健稳重的演唱风
格，诠释京东大鼓淳朴健康、豪放爽朗、
顿挫分明的艺术特点，也经常谱写新词，
将教人向善的警句、抗疫故事融入其中，
传播社会正能量。

日前，记者与杜旭章取得联系，听
他讲述与京东大鼓结缘的故事。

一曲动心 退休后和京东大鼓结缘

“我打小就喜欢听收音机，京东大
鼓、西河大鼓和京剧等都爱听，也时常跟
着哼上一段。”杜旭章告诉记者，尽管喜
欢京东大鼓，但真正跟它结缘还是退休之
后。“有一回听京剧，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京剧演员孟广禄就表演了一段京东大鼓，
我当时特着迷，这不就是小时候听过的那
个韵味儿吗？”杜旭章说，那一段表演让

他念念不忘，他也是从那时候起开始深入
研究京东大鼓。

经过仔细了解，杜旭章得知京东大
鼓是发源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香河，北
京市平谷区，天津市宝坻区等京东地区的
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它贴近生活，通俗易
懂，便于传唱，除了演唱者左手挟铜板、
右手击鼓作为主要乐器外，还以三弦和扬
琴伴奏。多年来，京东大鼓在围绕宣传党
的政策、讴歌先进典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2006年，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杜旭章说：“知
道京东大鼓还是非遗艺术之后，我就更加
坚定认真研习它的心思。”

潜心研习 旧韵展新声

因衡水会唱京东大鼓的人寥寥无
几，杜旭章只得自己摸索着学习。他在
网络上搜集京东大鼓的演唱技巧，还找
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东大鼓
代表性传承人董湘昆的视频、音频以及

曲谱，跟着原音学习，保证发音准确，
保持传统艺术的原汁原味。因为一直爱
听爱唱，又懂得乐理知识，杜旭章学得
非常快，很快就把原段子唱熟了。这还
不算完，这两年，他又开始练习编曲谱
新词。

“现在很多传统技艺都经过了加工和
改进，更加贴近现实，顺应时代变化，
京东大鼓也不例外。”杜旭章重新编写唱
词，将一些励志故事及党的好政策等融
入其中，意在传播社会正能量。“重新为
谱子填词并非易事，需要先把原来的段
子唱熟了，再把原词抄录下来，根据原
词的字数和曲调的音律作词重填。”杜旭
章说，每创作一个新段子，他都会想上
半个多月，有时入迷了，做梦都在想。
他坦言虽辛苦但也乐在其中，“每当创作
完成，唱起自己的曲子时，满足的感觉
就会油然而生。”去年年初，他编写的

《同舟共济抗疫情》等曲目受到当地群众
的欢迎。

鼓韵绵长
为当地学生及老人义务演唱

细听杜旭章演唱京东大鼓，唱腔悠
远，唱词简洁，感染力十足，颇为耐听，
他也因此积累了不少听众缘。

“起初，就是唱给我身边的一些亲戚
朋友，后来又到公园给游园的群众们表
演。时间久了，有人就建议我多走几个地
方，唱给更多的人听。”这个提议令杜旭
章怦然心动，“京东大鼓这个‘文化品牌’要
在传承保护中创新发展，也更需要新人加
入到爱好它、传播它的队伍里来。”自
2019年起，杜旭章多次跟随该县文艺活
动队伍前往枣强县、冀州区的敬老院，
为老人们义务演出，也曾多次进校园表
演。未来，杜旭章希望结识更多热爱曲
艺、爱好京东大鼓的人，大家一起切
磋、传唱，让这一文化瑰宝得到弘扬和
传承。

本报记者 朱微

枣强京东大鼓爱好者杜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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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女儿两岁生日过后，王美玲
再次开启早起、熬夜、喂奶的带“娃”生活。

家住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合道镇的王
美玲，2012年毕业于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学习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的她，从未想
过自己的工作会和羊扯上关系。“听说家乡
有很多大学生返乡创业养羊，我就想着回
来尝试一下，挑战自己。”

环县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山大沟深、土地贫瘠，但独特的资源禀赋让
这里的老百姓有着世世代代养羊种草的习
惯。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羊产业，不仅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同时也为
走出去的大学生辟出一条返乡创业的好路
子。2019年，环县成立大学生养羊产业协
会，在填补产业发展人才缺口的同时，为年
轻力量干事创业搭建了施展拳脚的平台。

“去年上半年，我从网上看到招聘信
息，很是心动。”3年内减免圈舍租金、免息
贷款、就业补助……一系列政府扶持政策

令王美玲心驰神往。
怀着忐忑的心情，王美玲来到环县城

东塬养殖场。本想着再详细咨询一下具体
情况的她，当场就签约了。“因为我的担心
没有了，加入大学生养羊产业协会后，政府
会出资培训，好多大学生都是培训过后上
岗的，跟我一样的外行很多。”

穿上工作服、拿起羊饲料，王美玲清
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羊圈时的激动模
样。“经过30天的理论培训，终于可以实操
了，特别兴奋。”然而她的满腔热情被踏进
羊圈时扑面而来的刺鼻气味瞬间浇灭。

“一开始真的不适应，但闻着闻着也
就习惯了。”王美玲坦言，羊的可爱让她很
快就忘记了羊圈的味道，她觉得只有不怕
苦不怕臭，融入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才
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羊倌”。下定决心后，王
美玲每天都“泡”在羊圈里，学习饲喂、防疫
等各种与养羊相关的知识。

如今，实习期结束，王美玲已经成功

转正，成为环县城东塬养殖场的一名工作
人员。“每次看到母羊产下小羊羔，我都特
别高兴，护理它们跟照顾孩子是一样的。”
王美玲认为母亲的角色给了她很大优势，
也激发了她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照顾小
羊。

“我负责将近3000只羊，这段时间里，
看着羊的数量越来越多，我心里特别有成
就感。”现在的王美玲已经从饲养员晋升为
技术员，她不仅给每一只羊都做了耳标来
标识它们的健康状况以及年龄，也跟这些
羊处成了熟悉的“老朋友”。“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它们都长得一样，后来接触久了，其实
都可以辨认出不同的个体了。”

“环县属于甘肃省的养羊大县，以湖
羊、滩羊等为代表的环县羊肉品质优良，很
受欢迎。”环县大学生养羊产业协会会长姬
永锋认为，近年来，随着环县羊产业发展不
断转型升级，人才培养成为制约产业发展
的新难题。“大学生养羊产业协会的建立就

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不仅为人才培养搭建
了平台，也为人才输出打通了渠道。”姬永
锋说。

姬永锋表示，大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
受能力强，视野开阔，可以为产业发展输入
新鲜血液。同时，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
不仅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干事创业积极性，
也可以培养一大批技术人才当好羊产业发
展的“领头羊”。

截至目前，环县羊饲养量已突破 210
万只，已有近500名大学生服务于当地大
型养殖场、合作社并负责200多个村的村
级产业指导工作。

“先把技术学好吃透，等到能独当一
面了，我就要尝试实现自己的梦想，承包合
作社，带动更多群众发‘羊财’。”虽然当一
名“羊倌”总被别人开玩笑说“很有味道”，
但王美玲觉得，只有“泡”在羊圈，自己才能
看清梦想盛开的模样。

（据新华社电）

爱“泡”羊圈的女大学生

眼下，广西河池市众多
果品企业的扶贫车间内一派
繁忙景象，果农们加班加点
采摘外运成熟的沃柑、砂糖
橘等柑橘类水果。2020年，河
池市柑橘种植面积 41.3 万
亩，挂果面积32.6万亩，产品
远销多地，成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黄金果”。

图为 1 月 19 日，在广西
河池市宜州区一家果业公司
的扶贫车间，果农在分装砂
糖橘。
新华社发 高东风 摄

扶贫车间
选果忙

我在上学时就爱写作文，特别羡慕
记者、作家，总想有一天自己写的字能
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刚参加工作
时，公社印制的大都是横格纸，供销社
也很难买到方格纸，有的话也是一角钱
一张，当时对月工资只挣18元钱的我来
说，更是望而生畏。只能用公社印制的
横格纸，垫上几张复写纸，用小尺子标
着，用圆珠笔画出方格，尽管这样，写
稿时也舍不得用，先在横格纸上打出草
稿，稿子修改完后再抄写在方格纸上，
寄往报社。

方格纸圆了我的写作梦。后来我应
聘到本公社——景县后留名府公社 （已
改为乡） 任半脱产协助员，负责通讯报
道工作，找到了发展的平台，便全身心
投入到写作中去，以实际行动，圆了自

己的写作梦。白天下乡采访，晚上“爬
格子”，第二天把稿子寄出去。

记得 1978年 12月 23日下午，大雪纷
飞，我突然接到县委报道组董书尧同志的
电话，他告诉我，因雪下得太大，他们不方
便来采访，让我抓紧去毛主席批示的全国
养猪先进村魁星庄大队写一篇纪念毛主
席诞辰 85周年的通讯，《衡水日报》急着
用。我顶风冒雪，徒步来到魁星庄大队，
旁听了座谈会。当晚写好初稿，再修改，
最后认真地抄写在方格纸上，这时候天已
蒙蒙亮了。稍作休息，上午赶紧乘车去

《衡水日报》社送稿。长篇通讯《魁星庄的
怀念》于12月28日刊发。

1993年 6月 14日下午，一场罕见的
风雹疯狂地袭击了景县后留名府乡，农
作物遭受严重损失。风雹过后，乡政府

立即召开了乡村干部紧急动员大会，号
召各村开展生产自救。当晚我撰写了

《灾害压不倒坚强的人民》一稿，我在横
格纸上写完修改以后，让办公室曹印伦
同志帮我抄写在方格纸上，第二天我送
往报社，6月17日，《衡水日报》头版头
条刊发此稿，还获得了“头条新闻大
赛”三等奖。

2012 年，《衡水日报》 为庆祝创刊
50周年，开展了“我与《衡水日报》征
文”活动，我即兴在方格子上顺畅地写
下“我与《衡水日报》35年情缘”，于8
月17日在《衡水日报》刊发。

方格纸帮我传播了正能量，也坚定了
我抨击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信心。我在
下乡过程中发现，有个别机关干部深入农
家，不是真心实意，而是走过场，摆花架子

等现象。我撰写了《切莫坐在炕头拿起派
头》《切莫真的挂起来》等小评论，先后被

《衡水日报》《河北日报》采用，《切莫坐在
炕头拿起派头》小评论，《党建》杂志于
1990年第七期刊发。

多年来，我从一个半脱产协助员转
为正式国家干部，尽管我的职位一变再
变，但我写稿的初心没有变。“方格纸”
成了我形影相伴的朋友。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实
现了无纸化办公，人们在电脑上打字，
发电子邮件。但我每当写稿子时，还是
习惯先在方格上打草稿，再打到手机或
电脑上。总感觉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
思路才不容易被打断。我时常问自己，
是不是自己笨、方格纸“依赖症”，还是
对方格纸心存留恋的那份情感呢……

方格纸上书写人生
徐朝

“蔗海”中忙碌收割的身影、
道路上满载甘蔗的货车、24小时
不停机的糖厂……南国冬日里，
新榨季蔗糖生产正在火热进行
中。

安马村目前共有约 3600亩
甘蔗，其中3000亩属于“双高”基
地，新榨季收成喜人。“以前可是
另外一番景象。”种了20多年甘
蔗的村委会主任麻樟说，零星分
散的种植、高额的收割成本等让
甘蔗种植收益曾一度很低。“想
着种密点收成多，但适得其反，
产量很低，亩产才三四吨。”

近年来，广西大力推广糖料
蔗“双高”基地建设，安马村也被
纳入其中，不仅优化了种植方式
与种植品种，还平整了土地，完
善了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种
植间隔从 80公分扩大到 120公
分，零散的土地被整合到一起，
车子也都能开到田间地头，砍完
的甘蔗可以直接运走。”罗汉昌
说，有关部门和糖厂还派人进行
技术指导，科学管理的成效逐步
显现，甘蔗亩产实现了翻番，“一
根抵过去的两三根”。

甘蔗种得好，销路也不成问
题。麻樟介绍，糖厂与蔗农签订
了合同，派车辆直接到村里来收
购甘蔗。“近3年甘蔗收购价格是
每吨 490元，良品达到每吨 520

元，价格有保障。”麻樟说。
在广西宁明东亚糖业有限

公司门口，甘蔗运输车来来往
往，厂内机器轰鸣，正开足马力
生产。公司农务办公室主任李籽
陆介绍，目前开榨已有一个多
月，每月可榨糖1.8万吨。

李籽陆介绍，公司对于扩种
的甘蔗地每亩补助两包肥料，还
可免息向蔗农预付肥料，缓解蔗
农资金问题。“吃干榨尽”、发展
糖业循环经济已成为糖企的共
同选择。宁明东亚糖业利用蔗渣
进行生物能发电，并建立了复合
肥厂，取得较好经济收益。

为对冲市场风险、保障蔗农
和糖厂利益，广西还对新种良种
给予补贴，并实行糖料蔗价格指
数保险，给予制糖企业和蔗农订
单合同目标价格保障。“糖价处
于高位时，主要赔付给蔗农，提
高蔗农的种植积极性；糖价处于
低位时，主要赔付给制糖企业，
弥补糖价下跌给制糖带来的压
力。”李籽陆说，去年宁明东亚糖
业就获得赔付100多万元。

数据显示，2020年宁明县甘
蔗种植面积达 68 万亩，2019/
2020年榨季入厂原料蔗共262.6
万吨，混合产糖 34.4万吨，销售
原料蔗收入近13亿元。

（据新华社电）

守住“蔗”里的“甜蜜”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 雷嘉兴 吴思思

18日 22时，黑龙江省绥化
市，零下30摄氏度，寒风刺骨。74
岁的芦秀琴推着刚做完透析的
老伴，从绥化市第一医院出来。
在路边等候的石秋成迎上去，把
老人抱进车，将轮椅放进后备
厢。这是当天石秋成第23趟接送
就医等急需出门的市民。

绥化市望奎县局部疫情发
生后，自1月15日9时，绥化市实
行严格交通管制，出租车停运。
绥化市爱心传递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公益车队在疫情期间为市
民提供应急用车需求，被市民称
为“红马甲天使”、深夜“摆渡
人”。石秋成是这个公益车队的
一名志愿者。

在路边等候病人时，石秋成
将全车进行消杀。他的眉上、睫毛
上挂着冰霜，穿着防护服的他看
上去很单薄。作为一名党员，石秋
成是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老板。
疫情发生后，他把老婆孩子安顿
在家里，把店关了，自己住在店
里，加入公益车队。石秋成每天
早上6点多开始接送紧急用车市
民，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多。

“这么冷的天，我包些饺子

给你们送过来，你们太辛苦了，
多亏了你们。”一位老大娘得到
及时救助，哭着对绥化市爱心传
递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公益车队
队长孙立新说。

“现在出门都是家里有紧急
情况的，像是孕妇生小孩、老人犯
心脏病，还有常年做透析的病人，
每个都耽误不得，作为党员，我能
尽自己绵薄之力，帮上他们是件很
自豪的事情。”17日晚，绥化市华德
秀府小区一个20个月的小孩突发
疾病，石秋成接到公益车队派单
后，第一时间把病人送到医院。

在抗击疫情的寒夜里，一个
个“红马甲天使”汇成了一股“暖
流”，温暖着这座城。

18日 22时 15分许，石秋成
将芦秀琴和老伴送到楼下。打开
车门，石秋成弯下腰，双手抱住做
完透析的老人，轻轻地放在轮椅
上，推到楼道里。在一旁的芦秀琴
眼眶湿润，“这孩子上去，连口水
都不喝”。回到车里，石秋成用对
讲机报告已把老人安全送到。

“还得赶着送下个病人，疫情
不退，我们不退。”石秋成驾驶车
辆消失在夜幕中。（据新华社电）

疫情冬夜里的一股“暖流”
新华社记者 王建 侯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