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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子过得好快啊，当初采访上海市
劳模张勤，是在今年的初春时节，我们采
写的文章题目是《人勤春来早》。不久
前，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张勤劳模创新工
作室”又正式揭牌了。

当年，他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工地参
加施工。

北京国家大剧院造型新颖、前卫，其
庞大的椭圆形外形矗立在长安街上宛如

“天外来客”。又云：国家大剧院要表达
的是内在的活力，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
的内部生机。一个简单的“蛋壳”，里面
孕育着生命。构成建筑生命的细胞绝对
离不开水、电、风等系统设备安装，恰似
人的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

作为国家最高艺术表演中心，通风
和降噪是一对矛盾，要做到两全其美，这
在施工方面是有很高难度的。风速快、
风量大，噪声随之产生；风速、风量小了，
会影响观众的舒适度。这是一把“双刃
剑”，舞台上不能用扬声器，台上撕一张
纸的声音，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听
得见，施工技术要求十分严苛……

十年后，张勤曾带着上海中心的业
主前去回访国家大剧院，其时院长给出
了“十年未大修，十年精气神”的高度评
价。这也佐证了“通风精神”和劳模匠心
走出了上海。国家大剧院先后被评为国
家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2020年金秋十月，张勤出席中国国际
邮轮船舶修造论坛暨展览会，在来自英德
法意美日等20多个国家与会的情况下，作
为唯一的安装专业施工单位，上海建工安
装集团在邮轮建造领域首次亮相登场。

劳模创新工作室，体现了技术尖兵
的优秀品质，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
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了更多的人……
经过一年多的迎难攻坚，在最短时间内，
已经实现了大型邮轮管道系统 100%管
系预制化生产和装配化安装。这期间，
大大减少了传统模式施工工期，降低了
资源消耗。同时，在大型邮轮建造材料、
设备种类、配套供应等方面也逐渐形成
了企业自身的科技施工资料库，为后期
实现国产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中写出了他穿越时代的不朽句子：

“安得广厦千万间”。于今看来，大城市
楼群之高耸俯视，加上晚上灯光毗连环
绕，宛如人间仙境。这是当代建设者赠
予社会的福祉，他们用智慧和劳动的双
手，在地连千顷高接摩天的三维世界里，
构建了人类理想美好的居住环境。建设
者，是新时代最值得我们尊崇的勤于创
造的人们。

也许，这些比喻比较抽象、简单，可
是，豪华美丽的外墙之内，楼顶之上，敷
设的水、电、风，其密如蛛网的线路和管
道繁复芜杂的程度，则是越来越庞大、越
来越精细。

当代的建设者，早已不是简单的体
力劳动，他们所付出的殚精竭虑更是以
往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

9月3日上午，当我们和张勤劳模创
新工作室团队的工程师邓国华畅聊时，
才发现，劳模所面对的工作性质已经有
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单一，与时俱进还包
含了许多科研创新的内容。

在“张勤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揭牌
的那一天，作为团队的一员、调试检测中
心工程师邓国华，在隆重的仪式上，郑重
庄严表示，要接好这一棒，创新路上继续
奋力前行。

是的，这一棒的分量不轻，它蕴藏了
1979年起第一任劳模班长殷福道开创的

“优质、守纪、开拓、创新”的“通风精神”；
1997 年第二代劳模班长施国椿凝练的

“技术为魂、服务为本”的宗旨；2004年第
三代劳模班长姚旭东提出的“给我一个
舞台，还你一个满意”的口号；2019年第
四代市劳模张勤，弘扬上海建工独特具
有的“工程师气质”，倡导企业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

是的，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的
生活，都源于劳动和创造。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正如一位建设者所言，“每个岗
位有每个岗位的责任，每个职业有每个职
业的担当，靠的都是一个‘勤’字。”

我们提问，试图从邓国华口中听到
他精彩而有趣的回答。他只是说，我是
一个普通人，“通风精神”没有辜负我，我
不能辜负“通风精神”。也许，在平凡岗
位上，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善于勤奋、善
于钻研。也许，靠的是一个“勤”字，练就
了一身真本领，成为张勤劳模创新工作
室的中坚力量。

邓国华是幸运的，入职时，他分配在
当时建工系统赫赫有名的安装第六分公

司的通风队，在这个“上海劳模集体”里
耳濡目染，“通风精神”深深地刻印在每
一个职工的心田。20多年后，那个踏实
肯干的技校生成为了安装集团调试检测
中心副经理、工程师，技术骨干。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正逢大年夜，邓
国华接到通知，初三就与20多名管理人员
奔赴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当时，指挥部
要求，要在两幢大楼中间的一块临时用地
上，紧急建造108间负压病房。时间紧、任
务重，此时，面对重重困境，团队展开了与
时间的争夺赛。2月23日必须要通过消
防验收，当时留给安装施工只有14天的工
期，至于调试的日子则更为紧迫。调试
难，反常规，施工中绝不能有一丝的疏漏。

关键时刻，手里拿得出活，这是硬道
理。那年，非常规的调试作业在港珠澳
大桥澳门口岸的旅检大楼工地又碰到
了。同样是时间卡得紧，加之六月澳门
的天气已是骄阳似火，空调需要大量投
入使用。冷冻机房、冷冻水泵、冷却塔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调试成功，以
确保不耽误投入使用。邓国华和团队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经过精确的计算，将整
个复杂的机电系统分门别类，采用一个
板块、一个系统的分段方式进行调试作
业，最终提前通过澳门消防局现场验收，
为后续工程竣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风精神”哺育和滋养了邓国华，
而他在传承中又注入和赋予了“通风精
神”新的时代特征。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鸟瞰建筑
外形似一片四叶草，建成后参观者不绝
如缕，其宏伟壮观灵动轻盈，令人赞叹。
就以此说事，局外人又有谁想到，邓国华
带领的调试团队，在机电安装的最后一
道启动调试中，“边拉线、边接线、边调
试”，仅用两天时间对主会场、迎宾厅等
38台大小不一的空调设备，和2000个风
口、1000多个末端阀门及导流片的同步
调试与测试作业，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
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成功之后的回忆是难免的。邓国华
的同事感慨万千，回想起在施工最紧张
的时刻他们说：“他可以见缝插针地工
作，却经常忘记见缝插针地吃饭”。

三

上海建工安装通风队一直被誉为上
海建设系统的排头兵，在半个世纪里涌
现出四代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
范，他们倡导的“通风精神”，传帮带出一
代又一代的上安人。

在新时代里，我们有理由说，“通风精
神”就是当今人们所大力弘扬的工匠精神，
上安人的建设脚步走遍祖国的各大城市，
许许多多无法一一列举的标志性建筑中都
有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只是从墙体的外表
看不出，他们做的是内部的隐蔽工程，在清
凉新鲜的空气里，无声静谧的环境中，所有
的艰辛和付出，一俟竣工，再无踪影。然
而，正如国家大剧院院长对张勤和上海中
心大厦的业主所说的“十年未大修，十年精
气神”，这就是最高的评价。

没有差错，没有纰漏，只有机器默默
地正常运转，各个零部件恪守职责，一如
做出这些精细活儿的匠人，奉献、敬业、质
朴，竣工落成，转身又奔向了新的工地。

张勤劳模创新工作室还有许多年轻
的技术骨干，他们埋头苦干，钻研技术，都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一台机器的运转，需要每一颗螺丝
钉发挥作用。王晓波坦言：自己就是要
做最好的那一颗螺丝钉。

他作为高速磁悬浮试验线车辆维护及
保障运行项目经理，接受了不同于传统安
装领域的挑战。磁浮上海线建成后，安装
集团参与了高速磁浮试验线的建设及科研

项目的配合施工、参与了“十一五”计划的
双分区双端供电改造及磁浮上海线国产化
设备的配合上线试验段工作。

王晓波能根据业主及科研单位提供
的技术资料，在没有设计单位参与的情
况下，参照原施工图，与业主及科研单位
沟通，自行编制了一套能指导施工的施
工图，为双分区双端供电提供了技术支
撑。为此，王晓波经常放弃双休日和节假
日，一头扎进测试中，有不少创造性的建
议被业主采纳，有一项技术改进既方便了
运行时的操作，又提高了运行时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还节约了大量的馈线电缆。

与此同时，王晓波还兼任虹桥商务
核心区（一期）能源中心的工作。工地
上，时常见他白天跑现场，夜晚做方案，
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到项目建设中，
工地上的人们说，他是干事业的人。

80后的陆丹丹，作为上海建工安装
集团智能事业部的电气施工员，先后参
与了浦东机场二期、虹桥机场二期、上海
中心大厦、迪士尼梦幻世界项目和福建
炼油乙烯项目、天津渤化60万吨丙烯项
目，是一位校园里走出来不久就锻炼成
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在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六工程公司
里，“通风精神”代代相传，涌现出一大批忘
我奉献的“通风人”。其中在北京干了7年
回到上海的严国华，曾克服家庭重重困难，
一头扎进了世博工地。期间，被查出眼病，
但他仍坚守工地，直到世博会开幕，设备运
转正常，这时他才去医院做了手术。

也是80后的朱赟，是劳模创新工作
室的高级调试工程师，他师从张勤，又先
后带教了12名新进员工，如今这群年轻
人已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能手。其中5
人在石洞口污泥处理二期项目中，获得
了上海建工集团“共青团号”青年科技团
体的称号。

劳模精神，薪火相传，成果迭出。
在虹桥商务核心区能源站项目初期

使用后，朱赟发现一次能源利用率与预期
目标相距甚远。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点项目，生态、节能、环保等综合要求构成
了“智慧大脑”，与常规发电系统的40%左
右的利用率相比，“三联供”在有效降低建
筑能耗及推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
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还直接
关系到国家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

朱赟带领调试团队，通过现场检测发
现了问题所在：设备的构造及兼容性。团
队用了整整大半年时间，顺利解决了改造
调试中的疑难杂症，创造了一次能源利用
率达82%的新高度。如今，上海虹桥商务
核心区能源站已成为“三联供”技术应用
的标高。

劳模集体，新人辈出，这是历久弥新
永葆青春活力的源泉。“通风精神”，在新
时代既有优良作风的传承，又有智慧创
新的内涵。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人们，他们用智
慧、汗水、劳动创造幸福，也创造了自己
的辉煌人生。在沸腾工地，在火热生活
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

是的，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
献的劳模精神，在张勤劳模创新工作室
已蔚然成风。

他们是一群勤于创造的人们。

勤于创造的人们 余盛珂 秦豪

还好，我没有误了这辆绿皮火车。
这辆由兰州发往北京的44次绿皮火车。
这一天，1975年7月12日。朝霞在渡口所的上空荡漾，

编织出耀眼的瑰丽与灿烂。
我一路晨跑，到达宽阔的黄河边。在黄河沿岸的晨光中，

我就如进入仙境，阳光、空气和黄河水，都是那么新鲜。
所里的老船工刘三九迎面走来，肩上扛着渔网，手里拿着

鱼桶。桶里有一条三斤多重的黄河鱼，是刚打上来的。看那
鱼金红闪亮，别说吃了，就是见也难得见到。

我看着鱼说：“刘师傅，能把鱼送给我吗？”
刘三九是那种认真做事、真诚待人的人，我在渡口所经常受

到他友善的帮助。但他却说：“这么贵重的鱼，送你下酒？不
行！”

我说：“我不是下酒吃，是想拿给我爹吃！”
他乐呵呵地说道：“给你爹吃？可你爹现在在卓资山，一

千多里地呢，你怎么给他拿过去？”
我说：“44次火车8:40进乌海站。我现在就找弓所长请

假，说回去送鱼，今晚我爹就能吃到。”
我边说边和刘三九跑回宿舍，把鱼和黄河水直接倒进脸

盆里，用网兜提上脸盆，去找弓所长请假。弓所长正在看早间
新闻，听我说完，当时就准了假，还专门派所里的车送我到火
车站。到了火车站，已经来不及买票了，我直奔乘车站台。

停在一站台的44次绿皮火车就要启动了，阳光在挂着沙
尘的车厢上闪烁。我一路小跑踏进车厢。

一阵微微的汗酸味扑面而来，没有空调的车厢里流淌着闷
热。很多无座的旅客拥挤在走廊。这是43/44次火车的常态了。

我挤进了车厢的中部，很多旅客都欣喜地看着我带的
鱼。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第一次见。

听说是黄河鲤鱼，个这么大，大家都爱得不得了，非要从
我手里买走。我实在推不掉，只好说是特意带回老家给我爹
吃的，不能卖。没有人再张口买了。

一对特别想买的夫妇，就坐在两张座的靠窗口。他们买
了也是想给父母吃。夫妻俩是磴口人，懂得这鱼的价值，但一
直打不上这么好、这么大的鱼。知道我的目的后，赞我一番，
说：“我们一会在磴口下车，靠窗口这个座位，送你坐啦！”

靠我远在千里外的父亲，刚上车就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座
位。

我坐到座位上时，把网兜挂在车窗前的餐桌上，脸盆挂出
了车窗外。风把脸盆里的水吹起波浪，鱼感到了凉爽，不停地摆动着鱼尾。

细算参加工作这几年，年年忙于工作、忙于生活，乘坐长途奔袭的43/44次绿皮火车，最
少也不下30多次了。从我的工作城市乌海到家乡父母的所在地卓资山，仅有这一组直达
车。而能上车就有座位的次数寥寥无几。更多的时候，是从上车一直站到下车。

最严重的是回家过春节。有一次，上车后就只有一只脚的空隙，左右脚来回交替，
交替了近8个小时，直到下车。这些无奈的煎熬，与所遭受的艰辛疲惫，大抵其他绿皮
火车也是如此。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所有的绿皮火车都散落着看不见的
机遇，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人们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

昔日的烦恼，已被将要到达的希望所带走。我乘43/44次火车，总爱想一些高兴的
事。回忆是一种慰藉，更准确地说，是产生慰藉心灵的幸福，它像玫瑰一样充满我的心
房，让整个车厢都落满记忆的馨香。爹因为想我，也经常乘43/44次火车来乌海。每每
让我愧疚的，是他也像我一样要遭受旅途的煎熬，以致每次他乘车我都想给他买软卧
坐。可绿皮火车的软卧紧俏的不着边际，让我连触碰的能力都没有。

爹却不当回事，想着能陪儿子就是莫大的喜事，开心又神采，还经常乐呵呵地帮助
他人。有一次爹非要陪我去乌海看看我的单位。

车厢里依旧让人下不了脚。我向三个坐在一起的年轻人求援，他们友善地把座位挤
了挤，空出些位置让我爹坐了。到了饭点，我说：“爹，咱们去吃饭吧。”爹说：“爹午饭吃多
了，还饱着，晚上不吃了。”我知道爹是怕我多花钱，故意不去餐车吃。我没有多说什么，自
己到了餐车，随便点了一个菜，草草吃完后，对餐车管理员说：“请帮我打包一份红烧肉！”

管理员正顾着其他人的生意，一时没理我，停了一会儿，才略感意外的对我说：“刚吃
一份儿，又吃红烧肉，你能吃了吗？”我轻声说：“给我爹打包一份儿，他在车厢等着呢。”

管理员笑了笑，随口说一声：“3块8！”就走进餐车。我跟了进去。
她先盛好一份米饭，然后往米饭上盛了一勺红烧肉，对我说：“让老爷子多吃点油水，肥

肉多一点。”说着，又往米饭上多盛了半勺肉，边盛边悄悄看了一眼旁边烧菜的炊事员。
3块8一份的红烧肉是够贵的了。可市面上花钱能买到肉吗？猪羊牛肉都要凭票供

应，当时的普通人家都是用有限的肉票尽量买一些肥肉炼油，把炼下的油烩菜或炒菜用，
哪家敢放开吃一顿红烧肉！看到管理员特意多盛了半勺肉，我欣喜地向她点点头，对她表
示感谢。她不动声色的朝我摆了摆手，说：“快给老爷子拿回去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几经绿皮火车对我的磨练，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火车本身，而是火车上的那些感
情丰富又明智善良的人们。

回到车厢，我爹正和身旁的另一个大叔拉家常。那大叔也是到乌海，儿子在公务素
煤矿工作。他靠着我爹坐在自己带的行李上。

我打开饭盒递给我爹，说：“爹，趁热吃吧，您好久没吃肉了，别剩下。”
爹一看是红烧肉，又看了看我，眼神中略带埋怨，把饭盒端起来靠近鼻子闻了闻，

说：“真香！”然后对着我说：“这很贵吧？瞎浪费钱。”
那大叔也一阵惊奇：“哎呀！是红烧肉啊！这可不多见呀！”他很欣赏地看着我，笑着又

说：“我那小子，多久了都没给我买红烧肉吃。老哥，你比我有福气啊，快趁热吃哇！”
我爹十分高兴，也顾不上抱怨儿子的“奢侈”了，对着大叔说道：“老弟，来一块吃，这

东西可不容易吃到。”
那大叔听我爹一说，就从包里拿出一个喝水缸子，说：“我尝一两块就行。”
我爹接过他递的缸子，毫不犹豫地给他盛了多半缸子。
大叔兴奋地满脸发光，接过缸子的双手微微有些颤抖。
我说：“叔，你和我爹尽管吃，我高兴。”
记得当时肉香飘满了半个车厢。
车窗外的阳光依然那么强烈，挂在车窗外的鱼还在活蹦乱跳，火车继续飞驰，风把

脸盆里的水吹出起伏的浪花。那尾鲤鱼依然很高兴的样子。
坐在对面的旅客问我：“卓资山快到了吧？”
我说：“快了，再钻一个山洞过一片农田，就进县城了。”一千多里地的飞驰，没感到

多费时就到了。
列车驶入卓资山站。下车后，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爹是个闲不住的人，到家时正收拾着小院。看见我回来，满满的高兴漾在脸上，又

看到那条依然活蹦乱跳的鱼，他止不住问这问那。
我说：“爹，我今晚8点多的火车还要返回乌海，所长只准我一天假。这条黄河鲤

鱼，是我专门带回来让您晚饭吃的。咱们边说边做。”
谁知善良的爹说：“这么贵重的鱼，怎么能吃？放生吧！”
爹的反应让我措手不及。一天的辛苦，不都白费了吗？
我说：“爹，这鱼很罕见的，放生了太可惜了。”
爹说：“不放生，是你杀还是我杀？咱们好好的日子，好好过，为啥非要杀生？天下

好吃的多啦，谁还能都吃到！”
我有些懊恼，也不舍得把辛苦带回来的鱼放生，就低着头不说话。
爹又说道：“儿啊，只要你在外面顺心顺意，平平安安，比给爹吃再多这样的鱼都强！”
爹是个有佛念的人，他是怕杀了鱼对我有影响。在爹的心里，我比他的命还重要，

只要影响到我，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事，从他那儿都跨不过去的。
我只好说：“爹，那我听您的，咱们现在就去放生。”
从我家出来过了大街，向南直通一条砂石路，走不到一里地，就到了著名的大黑河

畔。我骑自行车带着爹，爹拎着鱼，不到10分钟就到了河边。黄河鲤鱼依然在阳光下
红亮红亮的闪烁。

卓资山的人们把这里叫南河畔。少年时，每到夏天，我们就到这里玩。姐姐和表姐
们在河边洗衣服，我和表哥在河里打闹摸鱼。湛蓝的天空飘荡着白云。河畔上十几颗
脸盆粗的柳树，在夏风中婆娑起舞。我们最喜欢玩的一个地方叫小回水湾子，那里有颗
大柳树，一半在河岸一半在河里。其他地方的水深过膝盖，小回水湾子的水有一米多
深。这里是黄河鲤鱼最好的放生地。

爹把盛鱼的脸盆端起，很庄重地说：“黄河鲤鱼，我儿子为了让我见见你，给你搬了
个家。从今天开始，你在这里好好生活哇。”

爹的神态那样专注，那样虔诚。河水清澈，由东向西，欢快地流淌着，蒸腾起阵阵雾
气，景色旖旎。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爹，从他细微的动作中感受着对我的爱……

爹是那么亲切，那么亲切……
我的两眼湿润了。回到家后，已经来不及吃晚饭了。爹给我买了几个从小爱吃的

月饼，又一路把我送到火车站。
风尘仆仆的43次火车停在卓资山的站台上，快要落山的太阳照耀着绿色车皮。
我朝着东街家的方向，朝着爹在的方向，留恋不舍地凝视了一会儿，又凝视了一会

儿。
迎着落日的余晖，我再一次踏进了这辆准备疾驰一夜的绿皮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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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乡
据说我已经是诗人了
一个乡土诗人
土得要命。而我
在离家很近的贵宾楼过夜
家乡依然在我梦中

回想我的父老兄弟
当年饿着肚子闯关东
临走一个个瘫在柴门
把锅卖了，留下老宅
让青山补墙头之缺

有一天他们回来了
有的珠光宝气
有的背着儿孙和破烂行李
有的至今在落叶上行走

而我
在离家很近的贵宾楼过夜
家乡依然在我梦中

落叶飞鸟
在我老家，燕山脚下
老树比村庄更古老
而树上的鸟巢
比新娘还新

半圆的巢儿朝天
孵化日月星辰
半圆的坟墓如鸟巢倒扣
拢住大地之气

土地说：落叶归根
于是，叶子下沉
天空说：鸟儿凌云
于是，翅膀向上

青 蒿
高于先人的是坟头
而扎根于坟头的是一束青蒿

比青蒿还高的是支撑天空的
南北双松，
天快要塌的时候
青蒿也会奋力
杂乱无章的柴草则舍身追随

其实还有连绵不绝的群山
与群星亘久的对话
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呀
此刻正折服于一束青蒿

柔韧，卑小，青涩而无畏
与亡灵一起沉默

居九花开
七九八九，居九花开
花骨朵颤动着顶起落叶
金黄的花蕊吻住春心

谷雨的早晨
居九花变成了白头翁
仰面将伞儿倒提在手
体味什么叫春雨潇潇
一夜百草到门前
两棵香椿树，红芽高挑
十分春的味道

越凌水汩汩细语
啊，春天，春天……
尽管她知道春天早就来了
春联上留下两行脚印

在燕山，在母亲的火炕上
瓦盆里的种子醒了
土地还睡着

空 山
抬头之际，空山，野鸟儿
风在花翅膀的闪动中
突然，黄蜘蛛凭空悠然划过
透明的丝线拉住两山

从头道沟的山咀到小阴坡
的山梁，全长二百零一米
蜘蛛将网撒在空中
在那花翅膀的挣扎中

微小而又透明的鱼群
一巴掌大的椴树叶子
被燕山老岭举过头顶
卷着雨露，其中有微小而又
透明的鱼群
迎着风，微微摆动

你们怎样来到这高处
为啥在败叶上留下种子

晴空下，秋风里
卷曲的叶子上贴满鱼干儿
你们眼睁睁仿佛在等
在我的一滴泪里转身

短促的希望与绝望
摆出有形的命运

当年老岭一回回见
此刻，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
但无法用例外说服自身
微小而又透明的记忆
以鱼的形态不停地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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