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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年华44

向光而行

夕阳西下，

时针指向 19 时

30 分 ，每 当 此

时，太原尖草坪

钢虹桥畔便会有

歌声响起。在手

风琴、笛子等乐

器伴奏下，悠扬

动听的歌声回荡

在空中。人们渐渐聚拢过来，

唱歌的人群队伍逐步壮大。

这一抹时光，温暖且动人。

人群中间，贺巧兰正指挥

大家演唱。在她充满激情、铿

锵有力的指挥动作中，人们根

本想不到她是一个已经 70岁

的古稀老人。贺巧兰多年来

一直担任太钢老年大学尖北

合唱团的指挥，一天，她的好

朋友——尖北合唱团队员、太

钢退休职工刘萍乡告诉她，

“钢虹桥那儿有几个老同志在

演奏乐器，咱们去看看吧。”当

贺巧兰和刘萍乡一出现在钢

虹桥畔的人群中，正在演奏的

退休职工高天祥立即认出了

她们，盛情邀请贺巧兰为大家

指挥演唱。有了两个骨干力

量的加入，现场的气氛更加活

跃起来，人们歌唱的劲头更足

了。

高天祥爱好手风琴演奏

很多年，退休后，他和几个老伙

伴经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但

是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固定的场

所。那天，高天祥遛弯时发现，

钢虹桥北侧的凉亭是个好地

方，四周远离居民区，过往车

辆不多，还有一些座位可供坐

下演奏。从那以后，几个老伙

伴就把这里当成了根据地。

渐渐地，他们一演奏，就有人

们围上来跟唱。一段时间下

来，尖草坪附近的人们，尤其是

退休的老人们都知道了这里，

来唱歌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他们成立了自己的

合唱团——虹桥合唱团，成员

有 160余人。前段时间，合唱

团又组织大家大展歌喉，歌唱

祖国、歌唱党、歌唱时代、歌唱

钢铁工人幸福的晚年生活。

听，又有歌声从钢虹桥畔传

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

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

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

富强……” 摄影：李俊杰

钢虹桥畔歌飞扬
□孙 敬

□林 寒

作为宝武资源马钢矿业

张庄矿的员工，我们一直努

力奋斗，誓把矿山建设成为

美丽和谐的家园。无论在井

下还是选矿厂，都可以看见

我们身着工装忙碌的身影。

或许有人说，矿山人的工

装“土”，那是他不懂简单朴素

的工装，最能衬托出劳动的绚

丽色彩；有人说，工装太刻板，

那是他没见过身着工装的劳

动者，站在那里就自成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虽然没有华美

的独特设计，也没有修身的精

工剪裁，更体现不出曼妙的身

姿，但是每当穿上工装，我们

就精神抖擞。现如今，工装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全性、舒

适性大大提高，面貌焕然一

新。新工装不仅增加了口袋

数量，满足大家随身携带物品

的需求；还加宽了反光条，确

保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中更易

辨识，安全系数进一步提高。

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因为穿工

装而颜值下降，反而把工装穿

出了别样的美丽帅气。

工 装 代 表 的 是 一 种 文

化，传播的是劳动者的形象，

让我们更加职业、专业。每

一个身穿工装的身影、每一

次精益求精的努力，背后都

是责任、勇敢、奋斗。在我们

心里，最美的衣服永远是一

身“宝武蓝”工装。

一些来矿办事的人，常常

会说，看到你们企业员工的统

一着装，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

化矿山的勃勃生机，看到了新

时代矿工的精气神，感受到了

企业的规范管理和企业发展

的向阳之光。我想说，工装不

单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责任

和使命。穿上它，就要牢记自

己的职责，履行对企业的承

诺。每个人都有脱下工装的

一天，但当那一天来临的时

候，如果我们能够坦然说出

“无愧于企业，不负于工装”，

这就足矣。

最美“宝武蓝”
□ 柏超翔

家离长江边不远，我最喜欢骑车到宝山的江边散

步，沐浴凉凉江风。

江堤上有几十个精心制作的铭牌，记载了宝山的历

史大事和著名人物。既有大中华纱厂、大中华造纸厂、上

海第一钢铁厂、上海第五钢铁厂、宝钢等近现代企业的创

建，又有吴淞铁路、吴淞大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交通

设施的创建，还有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上海第一医

学院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等各类学校在吴淞的

创办。既有林则徐、张謇、陶行知等曾在宝山活动的名

人，也有袁希涛、潘光旦、陈伯吹等出生在宝山的名人。

忽然听到一曲激越昂扬的萨克斯管乐声，原来有

人在江边吹奏，乐曲正是优美动听、耳熟能详的《长江

之歌》。远处的快艇急驰而过，溅起的江涛打着拍子，

我和着乐曲高歌，真是痛快极了。

说起来，我跟长江真的很有缘：在长江中游的武

汉，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长江上游的攀枝花和重

庆，度过了青年时代；青年以后，就在长江下游的上海

度过了。我小时候家在武汉，喝着长江的水长大。夏

天的傍晚看着远处的斜阳，听着过往船只的汽笛声，吹

着凉爽的江风，关注着一天天涨高的江水，成了我生活

的一部分。

1968年，我来到攀枝花，参加三线建设。攀枝花横卧

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从雪山走来，奔腾汹涌，一泻

千里。1978年，我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重庆也位于

长江的上游，江水没有攀枝花的湍急，没有武汉的平坦

宽阔，它展现的是长江另一面的野性美、力量美。1982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上海。上海位于长江下

游，是长江的入海口，江面很宽，江水浩浩荡荡，经常可

以看到百舸争流的场面，这也是我长江缘的最后一站。

我的长江边生活经历，一位朋友点评道：生于斯、

长于斯，饮长江水、啖长江鱼，既逆流而上，又顺流而

下，走走停停，向海而行。这番点评，真的是说出了我

的心里话。

长江边
□吴洪生

近日，新钢青花瓷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基本来自新钢退休职工，

是活跃在新钢社区的一支老年毽球队。他们丰富

多彩的退休生活，曾引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关

注。

经过多年的发展，新钢老年毽球队从最初的四

五十人扩充到现在的上百人。比赛成绩也逐年攀

升，从市级比赛到省级比赛，成绩渐渐崭露头角。

今年 5 月，毽球队参加江西省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获得毽球男子三人赛第一名、女子三人

赛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次来到青花瓷公园，毽球队队员各个笑逐颜

开。他们纷纷拿起手机，在湖边的“网红”打卡地取

景拍摄。前有湖水、后有远山，在夕阳的映衬下，青

花瓷公园绿草茵茵、水雾升腾。不一会儿，小小毽球

上下翻飞，在网前划出一道道漂亮的弧线，时而后场

扣杀、时而前场轻吊，对阵双方你踢我接，令人目不

暇接。

罗阿姨表示，“自从退休后就没有机会再回到

新钢，听说要来新钢踢毽球后我兴奋了好几天。回

去后我一定要和队员介绍一下我们新钢的厂区变

化。”张阿姨也同样欣喜不已，拉着姐妹为她拍了好

几张照片，“印象中厂区两边的花草树叶都是灰褐

色的，这次回到新钢真的让我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

化，厂区像我们居住的小区花园般敞亮。”

正在打卡拍照的江阿姨不时眺望远方，看着经

过美化亮化的青花瓷冷却塔、七羽指月、烟囱温度

计，想起了曾经在高炉上班的日子，“我在小视频上

看到这些‘网红’点很多次了，今天第一次实地观赏

真的完全不一样。现在在厂区上班的年轻人真有

福气，每天都能看到这些赏心悦目的景色。”

“我们原来就在老渣山上班，现在这里都成公

园了。”退休前在原渣业公司上班的几位阿姨凑上

前来，言语中透露着藏不住的骄傲与自豪，“看得出

公司花费了很多心血，美化环境搞环保，还是我们

新钢有办法！”

青花瓷公园里毽球翻飞
□康 怡

最近，年过古稀的老伴

在家忙着拆毛线、织毛衣。

我表示不理解，现在家里羊

毛衫、羊绒衫多的是，何苦自

己动手？妻子笑着说，这毛

线常翻常新，我喜欢穿。望

着妻子手中玫瑰红的毛线，

我思绪万千。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与

妻子确定恋爱关系后，按照家

乡传统习俗，需要送点彩礼。

当时我在海军通信学院学习，

在学院的军人服务社挑选玫

瑰红毛线。阿姨热情地对我

说，定亲毛线要买二斤，成双

成对啊！可当时一斤毛线 18
元，我身上只有30元，只能买

得起一斤半毛线。就这样，我

把一斤半毛线邮寄回家，作为

定亲彩礼。

四年后，我们结婚那天，妻

子身上的玫瑰红毛衣绚丽夺

目。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宝贝

女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毛线是贵重物品。看着女儿一

天天长大，妻子便把那件毛衣拆

了，给女儿织了一套毛衣毛裤。

岁月如梭，本世纪初，妻子单位

组织捐衣捐物，她在收拾家里

旧衣物时，发现了女儿小时候

的那套毛衣裤。她如获至宝，

将其他旧衣服全捐了，唯独留

下了这套毛衣裤。几天后，她

将毛衣裤拆了后清洗晒干，又

开始织起了毛衣。她一边织一

边念叨，以前买的毛线质量就

是好，不褪色不掉绒。我听到

后忙问，这次又是给谁织毛

衣？妻子爽朗地回答，物归原

主啊！在后来几年里，单位组

织活动或者出去旅游时，妻子

总爱穿上那件玫瑰红毛衣。

转眼间，我俩已退休十

多年，妻子身体有点发福，以

前的衣服都偏小了，那件毛

衣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她

又将毛衣拆了，改成一件马

甲。我感慨道，当年如果买

得起二斤毛线该多好，现在

就可以织成一件完整的毛

衣。真是：风雨同舟五十载，

毛线情愫伴精彩。

玫瑰红毛衣
□苏忠能

——记宝武重工中钢邢机轧辊加工技师张衍朝
□张犀 谭亮

““精准走刀精准走刀””1313年零失误年零失误

近日，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

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办。河北省共有9
人上榜，其中，宝武重工中钢邢机轧辊加工

技师张衍朝凭借“精准走刀写匠心 13年零

失误”，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油
画

吴
鑫

张衍朝是宝武重工中钢邢机高级技师、加工

二分厂一车间精车五班班长。自参加工作以来，

张衍朝始终扎根生产一线，连续 13 年保持产品一

级品率 100%，解决了轧辊加工中的震颤和跑刀问

题；他发明的“五步工作法”，确保了团队成员出品

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带领团队参与企业数控车床

全程序一键式加工课题攻关工作，贡献创新成果

50 余项。张衍朝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机械

冶金建材行业工匠、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河北省

劳动模范等荣誉。

精益求精 细心“呵护”产品

2006 年 8 月，张衍朝来到中钢邢机定岗实习。

一走进厂区，便被各种轧辊产品吸引，他暗下决

心，一定要干出样子来。一年后，他终于如愿入职

这里。凭借执着与勤奋，张衍朝很快掌握了车工

基本技能，只跟班学习了 7 个月，就开始“单兵作

战”。

轧辊是轧机上最重要的部件，钢材薄厚、成型

都要靠轧辊来实现。一根用来加工轧辊的精钢毛

坯重十来吨，价值达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加工时

只要出一点差错，整根轧辊就会报废，造成非常大

的损失。”为此，张衍朝对自己严格要求，涉及轧辊

加工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数据测量的每一步，他

都精雕细琢，变单次确认为双重核对，通过借助不

同测量工具间的互检，实现“零误差”。2010 年至

2023年间，张衍朝做出的产品连续 13年保持一级品

率 100%。在张衍朝看来，每一根轧辊都是有生命

的，它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需要“疼爱”，需要

用极致的细心来“呵护”。

专业专注 独创工作法

为了使加工者在操作过程中形成程序化操作

动作，确保出品的一致性与稳定性，2016 年 2月，作

为精车班长的张衍朝开始有意识地结合经验，以标

准化和过程管控为目标，制定出清晰的质量控制要

求和管理标准，并采用“鱼骨图”分析法，将精车加

工质量管控过程细分为 23个加工质量控制节点，归

类形成“一准备、二确认、三校核、四一致、五必须”

的“五步工作法”。制定完成后，张衍朝率先在所在

班组进行推广。在他的带动下，连续几年，班组成

员操作实现“零失误”、一次交检合格率达 99.3%、一

级品率达 100%。目前，“五步工作法”已在中钢邢机

全面推广。

2023 年，张衍朝紧盯建设世界一流专业领军

示范企业目标，主动承担了企业多项重点产品的

加工任务，创出多项操作方法，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牵头完成燃机转子产品的精加工任务，工效提

高 2 倍，解决了现场生产瓶颈，实现了全工序全流

程一体化加工；创新采用“量块辅助加工测量法”，

成功攻克宝钢某型号冷轧辊高精度特孔加工难

题，弥补了传统检测器具测量能力的不足，满足了

“特殊需求、特殊工艺技术、特殊标准”高端精品轧

辊加工要求。

倾情倾力 追求革新无止境

2019 年，张衍朝创新工作室成立。4 年来，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员工迅速成

长。在他的带动下，车间涌现出多名公司劳动模

范和优秀岗位能手，成为生产一线的骨干力量。

围绕质量、工效提升，他先后承担了多项重点产品

的加工，探索出多项加工制造方法，自行设计多个

专用工卡刀具。作为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他还

对数控机床的功能进一步开发，并参与企业数控

车床全程序一键式加工课题攻关工作，取得相关

创新成果 50余项。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精雕细琢的创新

之路上，张衍朝永不停歇。“精车加工产品，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我将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钻

研，努力把每一项技术、每一个产品做到极致。”张

衍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