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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有个乐器达人工地上有个乐器达人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本报通讯员 李彦斌

对于“北大保安”这个标签化词语，张俊

成颇有些不以为然，“保安的励志故事多了，

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成长模式。”

但每隔数年，“北大保安”总会被炒热一

番。这时，被冠以“北大保安读书第一人”头

衔的张俊成，又会成为媒体焦点。

最近，他的旧闻又登上了热搜。直播平

台发来邀请，他一概不应。媒体提出采访，他

一一婉拒。

20 多年来，张俊成对现身媒体的高光时

刻，感受、态度早已不同。

20 岁时，他还在北京大学西门执勤，他

与老外说英语的故事登了报，惊喜之余，他心

生渴求；30 多岁时，作为民办中职学校的常

务副校长，他想过借力媒体，壮大学校声誉；

到 40岁创办中职学校时，校长张俊成已不愿

多谈自己的“老皇历”了。

4 月 12 日，张俊成在山西长治市潞城中

学演讲时，更多地讲述了自己学生的故事。

“在场两百名师生，一多半抹了眼泪。”演

讲结束，潞城中学校长张金红感慨地说。

“不意外。我的学生都是在中考失利

后，走出迷茫，迈向社会的。他们的成长经

历，更能打动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娃娃们。”张

俊成答道。

求学北大圆梦，因清华校训“改名”

在年少时的记忆里，张俊成只觉得生活

“很苦”。

他在家中排行老七，初中毕业时，哥哥们

正待娶亲。经常拖欠学费的张俊成，“自觉

地”放弃了学业。14岁的少年，开始了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劳作，一度还在“黑口子”挖铁矿。

几年后，张俊成终于央得母亲同意，第一

次来到长治市，在汽修厂做临时工。不久后，

他在招聘公司报了名，到北京后才知道是去

当保安。

18 岁的青年充满憧憬，他把全部精力投

入到岗前训练中，最终以综合考核第一名成

绩，被分到了北大保卫岗。

穿上笔挺的制服，这个瘦高的青年挥洒

着青春热情。两个月试用期满，张俊成获得

提拔，担任北大西门保安班班长。

他鼓动队员，比照天安门升旗仪式，踢正

步、齐敬礼、喊口号，做岗位交接。一时间，保

安班成了西门这个北大地标性建筑的一道新

风景。

当保安并不讨好，难免与进出人员发生

龃龉。再看看校园内意气风发的北大骄子，

张俊成心生沮丧。他开始记日记，“当作一种

情感宣泄。”

值班站岗中引发的不快，并没有侵蚀张

俊成的心气。当他了解清华大学校训后，便

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勉，还将自己

的名字“张俊成”写成“张君成”，并以新名字

拿到过表彰证书。

张俊成决心学英语，不断丰富自己。

白班站岗不能看书，他就值夜班，无人时

大声朗读英文。时间一长，不少北大师生都

知道，西门有个爱学习的保安。英语系的曹

燕教授，还为他办了免费的英语听课证。

张俊成在保安、学生之间切换，用比别人

快一倍的速度，啃下了 13 门专业课程，成功

拿到北大法律专业自考专科毕业证。在他带

动下，十余名北大保安相继加入读书考学的

队伍。

学业有成，朋友扩圈，遇见爱情……20
多年来，每每翻阅从北大带回的 4本日记，都

会让张俊成充满力量。

“找准人生赛道，让生活充满可能”

选择的时刻到了。1999 年，23 岁的张俊

成决定离开北京，回乡陪伴待产的妻子。

受燕园熏陶，张俊成意识到自己已离不

开教育行业。北大的经历，帮助他顺利入职

长治一家中职学校。不久，他通过试讲评审，

成为一名任课教师。

因为知识面宽、思想前卫，行立坐卧有

威仪，张俊成受到学生喜欢。他时常让学生

写心得体会，他在下方回复批语，以书信方

式交流。

不久，张俊成被安排当班主任，接手“刺头

班”，班里调皮捣蛋的学生多，迟到、抽烟是常

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张俊成坚持与学生平等相处，真谈心、谈真心。

张俊成和学生们同吃同住。他把被子叠

得像豆腐块；提前十分钟到操场，集合学生跑

操；跟学生一起排队打饭、一个桌上吃饭；和

学生打球，他还故意输几个球……

张俊成曾经的学生刘剑波说，对“问题学

生”，张俊成逮着空，就找他们聊天。

“让学生愿意说出心里话，才能引导他

们找准人生赛道，让生活充满可能。”这是张

俊成一路走来的总结，也是他对教师团队的

要求。

为了学生，张俊成放弃了进入公立高职

院校工作的机会。

因中职办学艰难，学校关闭转设时有发

生，张俊成辗转于多个学校，但始终未离开中

职教育。

从 87人到 1471人，张俊成曾在一家中职

学校担任常务副校长 8 年，这是他任职期间

的学生人数变化。随着对中职教育的认识和

理解更深入，张俊成动了自己办校的念头。

“即便中职学校，也是做学问的地方”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越

来越多的初中生在毕业后进入中职学校，用

一技之长敲开成才大门。

2015 年，张俊成与朋友一起创办了长治

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担任校长。目前，学校

设有航空服务、机器人、动漫设计等十几个专

业，学生人数已达 1350余名。

中职教育阶段的孩子大多在 15 岁～18
岁，处在人生的分岔口，正是素养、技能形

成的关键期。张俊成看着这些孩子，就像

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如果没有北大的经

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谈

及教育实践时，他总是不断提及从燕园汲

取的养分。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

让不善学习、底子差的孩子，把失去的自信

心、兴趣点找回来，能习得一技之长。为此，

张俊成常勉励教师团队，“即便中职学校，也

是做学问的地方。”

为达成办学目的，张俊成严格日常管理，

帮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校园里，学生们身穿迷彩服，列队跑步

前进；宿舍床铺上严禁摆放物品，被子要叠得

像豆腐块；早上要出操，饭前集合唱歌，晚上

准时熄灯；学生校内消费，每天限额 40元，督

促学生力行勤俭节约。

张俊成期望，能办一所国学氛围浓厚的

职校，通过“以礼服人、以德化人、以技立身”

感染更多少年，让他们不仅有技能傍身，而且

有规矩、知敬畏，走出自己的成长轨迹，成为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像当年燕园大师

对他的熏陶一样。

因为以北大保安的身份考入北大

法律专业自考专科，张俊成被冠以“北

大保安读书第一人”的头衔，迎来人生

的高光时刻。高光之后，他回到家乡

山西长治，在中职学校任教、办学。从

燕园汲取的养分不断滋养着他，如今，

张俊成期望办一所国学氛围浓厚的职

校，通过“以礼服人、以德化人、以技立

身”感染更多少年，让他们不仅有技能

傍身，而且有规矩、知敬畏。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董卫强

伴随着轴流风机嗡嗡的响声，在焊培车

间里，炽热的焊花照亮了周海涛、黄文荣、马

凯的脸庞。

这是记者日前在中电建核电公司车间里

看到的一幕，这也是周海涛师徒三人再平常

不过的工作场景。

从优秀焊工到出色教练，一把焊枪串起

了三代焊匠的“闪亮”人生。

“金牌教练”带出“金牌焊工”

2003 年，黄文荣从中职学校毕业后来到

中电建核电公司工作。当他拿起焊枪点亮第

一朵焊花时，就被那奇异的弧光、流动的熔铁

深深吸引。他暗下决心，学好本领，做一名优

秀的电焊工人。

然而，学技之路远没有黄文荣想象的那

样顺利。

电焊时四溅的火花会烧伤皮肤，强烈的

弧光更是会灼伤眼睛。刚开始接触焊接的黄

文荣心里紧张害怕，加上动作生疏，整日“以

泪洗面”。由于文化底子薄，焊接理论学习也

成了他成长路上的“拦路虎”。工作初期的挫

折与压力使原本性格开朗的黄文荣感到迷惘

和苦闷，甚至为此整日吃不下、睡不好。

黄文荣的情绪变化都被他的师傅、当时

的焊接班长周海涛看在了眼里。

周海涛16岁就参加工作，先后参与多个火

电、核电站工程建设，练就了过硬的焊接技能。

2000 年，他在第四届全国焊工比赛中夺

得季军，被授予“全国焊接技术能手”称号；

2001 年，他参加全国工程建设系统第五届焊

工比赛，荣获团体第一名和个人第一名，被授

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在周海涛看来，把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承

下去，带出更多高徒，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每天训练一开始，周海涛就蹲在黄文荣跟

前，全神贯注地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黄文荣被师傅训哭是常有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金牌教练”周海涛

的指导下，黄文荣渐渐摸到了门道。2004 年

5 月，他取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证书——

《小口径高压合格焊工证》。

炽热的焊花点燃了黄文荣的自信与激

情。他先后获得山东省第六届电力行业十大

杰出青年、山东省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

手等荣誉，成为公司里的“金牌焊工”。

老师傅有了新徒弟

如今，黄文荣也已是公司里的“老师傅”，

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将总结的焊接技术写

成一本教科书。在干好工作的同时，他积极

发挥传帮带作用，把从师傅周海涛那里习得

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在培训过程中，黄文荣不断加强对焊接

理论知识及操作标准、规程的学习，认真编写

教学计划和教案，为公司培养和输送了一批

又一批合格焊工。

2014年，刚踏出校门的 90后马凯加入中

电建核电公司大家庭。他接过师傅黄文荣手

中的焊枪，成为新徒弟。

“这是一份期望，更是一种传承。”黄文荣

意味深长地说，在马凯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

己当年的影子。

技术革新对焊接工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适应时代需要，黄文荣因材施教，主动将药

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铝管交流钨极氩弧

焊等焊接“秘籍”与徒弟分享，帮助他们迅速

提高焊接技艺。

手持这把传承了三代的焊枪，马凯在公

司第十七届焊工技术比赛中崭露头角，荣获

第二名；2018 年荣获公司十佳工匠、四星级

工艺师；2019 年荣获山东省特种设备“鲁西

集团杯”焊工职业技能竞赛第九名，同年顺利

取得核焊工资质。

从一名优秀焊工，到一名出色教练，回想

起自己与周海涛、马凯的师徒情谊，黄文荣感

慨地说，“当一名好工人，除了要传承知识和

技术，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对职业的专注和追

求卓越的匠心。”

刘建林 李彦斌

在人生的旅途上，看不尽的花开花落。

机会机遇匿迹显踪，唏嘘之事不知凡几。

在束发之年就中断求学的张俊成，哪曾

敢想，在而立之年能为人师，年过不惑能创

办学校、一展抱负。

他的经历，再一次证明，不论起点，只要

怀揣渴望，愿意努力，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

晚。正如张俊成相信，“北大保安”们之所以

能求学有成，是因为他们有内在的求知渴望。

多年来，媒体每次采访，都竞相对张俊

成的北大经历“掘地三尺”，而张俊成总是把

话题往“厚德树人”这方面拽——谈他从事

职业教育的体会，谈他践行“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的心得，谈他对“以礼服

人、以德化人、以技立身”的理解。

近年来，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技能改变

人生、技能成就梦想的故事不断上演，不过，

仍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心存疑问——上职校

学技能，能学到真本事吗？有前途吗？张俊

成的职业教育实践，正是对这种焦虑、困惑

的一种回应。

中职教育面对的这群孩子正处于成长

的特殊时期，他们中有的贪玩不自律，有的

缺乏自信，有的蹉跎懈怠，有的青春叛逆。

张俊成实现人生逆袭的经历，对于这些处于

人生迷茫期的中职学校学生正是充满说服

力的励志故事。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是北

大燕园对张俊成的熏陶和滋养，投身职业教

育后，他将这颗努力向上的种子埋在了更多

青年人的心里。他的教育目标里，学生不仅

有技能傍身，还要有规矩、知敬畏，成为对社

会有贡献的人。

张俊成的成长之路和育人理念，对我们每

个人都有启发——人生路上不辜负每一场花

开，积极把握每一次机遇，让看上去有些缥缈

的可能性变成可能；对青少年，对我们的孩子，

要呵护之、鼓励之，赋予其更多的可能性。

一个人唤醒一群人，一束光照亮一群

人，社会需要更多张俊成这样的师长。

不 辜 负 每 一 场 花 开不 辜 负 每 一 场 花 开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邹伟峰

一阵悠扬的器乐声在工地生活区响起，一群吃完晚饭正

往寝室走的工友被音乐声吸引，走进王祝林的房间。一曲奏

罢，工友们还没有尽兴，高喊道：“再来一段！”于是，又一曲新

乐章从房间中传出，在工地上飘扬。

1963 年出生的王祝林，来自江苏盐城，是中建三局第一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阿里健康项目部的机电管理员。出于

兴趣爱好，他在工作之余自学了钢琴、小提琴、二胡等 10多种

乐器，还自学视频剪辑，入驻多家短视频平台展示工地上的

“音乐之声”。

白天，王祝林和工友们一起工作。到了晚上，他在宿舍里

为工友们献上音乐盛宴。熟悉他的工友们都亲切称他“工地

上的乐器达人”。

王祝林的房间“别有洞天”：前半间用来办公，放着电脑和

各种图纸；后半间则风格突变，乐器和演奏设备齐全。“这是双

排键，这是电吹管，还有复音口琴……光买这些乐器就花了 5
万多元，还好家里人很支持，这些都是我的宝贝，不管去哪个

项目一定都带着它们。”王祝林说。

“刚认识他时，他拉了满满一车装备到项目部，我吓了一

跳，后来了解了他的情况，公司也很支持，每次项目转移时，都

会为他准备‘专车’运送宝贝。”阿里健康项目党支部副书记石

华表示，工地上好多工友都想跟王祝林学乐器。

“工地比较枯燥，白天工作强度大，工余时间缺少文体活

动，所以就想通过乐器给工友们带去欢乐。我让他们点歌跟着

唱，看着他们快乐的神情，我也十分满足。”王祝林说，自己通过

演奏提高肺活量的同时，让工友们跟着旋律一起放松身心。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肖佩 李荣霞

日前，在深圳南山区地下 40 米处，高温近 50 摄氏度的深

圳地铁 13号线“留仙洞站—白芒站”区间盾构施工现场，工区

技术总工刘浩和机电总工杨彦飞带领项目盾构操作组成员正

在开仓换刀。洞内潮湿闷热，刘浩的眼镜上水汽密布，白茫茫

一片，几秒钟就要擦拭一次，两分钟，全身衣物就已湿透。

该项目由中建五局华南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承建，散发

高温的是正在嚼石啃土、发力掘进的盾构机。井下全体人员

围绕这台巨型设备作业，12 个小时内的工作、休息都在“桑

拿”环境中进行。

晚上 7 时，回到地面，刘浩和同事们的身上洗下了几斤

汗水、黄油、泥土和粉尘混合的黑水。

留白区间是中建五局修建 200 多公里地铁以来最难啃

的“硬骨头”，囊括广深地区所有典型高难度地质。以往地

铁盾构施工，盾构机刀盘一般无须更换，但面对留白区间超

高硬度花岗岩等复杂地质，施工人员每天都要进仓检查或

更换刀具。

盾构机土仓相比井内环境更为恶劣，气温高达 60 摄氏

度，夹杂水汽、粉尘和异味，且空间极其狭小，作业者只能蹲坐

其中。每次进仓检查需要 3～4个小时，这项工作由一群高学

历“地下工作者”完成。

留白区间现有 7名大学毕业生，多为盾构施工技术、机电、

土木工程等专业出身。他们在 40米地下掘进，身处 6平方米的

土仓内，在枯燥艰苦里收获成就，也在攻坚克难中热泪盈眶。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孙畅

“高密度聚乙烯装置挤压机厂房的模拟动作实验，咱们必

须在‘五一’前完成。”4月 26日，在国家级示范项目——独山子

石化塔里木乙烷制乙烯项目施工现场，赶回生活区吃午饭的空

档，曾瑞骑着自行车和身旁的工友们交流着工作计划。

今年是曾瑞在寰球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电仪公司工作

的第 30 年。从普通学徒工成长为全国化工建设行业的高级

技能专家，曾瑞在技能进阶中实现着人生蜕变。

1995 年，全面了解、掌握进口设备仪表调试；2008 年，小

发明和小创造在工程调试中得到应用，收效良好；2020 年，

QC 成果再次获奖……30 年里，曾瑞先后参与国内外五十余

项石油化工建设工程，亲手调试的仪表有十几万台件，在试车

过程中发现、处理问题上万次。

在包头焦化厂改造工程施工中，因设计失误导致现场电

磁阀带电却不动作。重新设计耽误工期、增加费用，不更改又

无法使用，难坏了业主。曾瑞主动请缨，在仔细研究图纸后，

结合现场实际，巧妙变动部分线路，问题迎刃而解。

技能专家不仅要有想法，更要善于“无中生有”，将想法

变成办法。在天津大港石化汽柴油质量升级项目改造中，

所有新增 DCS 和 SIS 系统的信号都取自正常生产运行的系

统，不停产无法正常施工，但停产一天的损失高达几百万

元。曾瑞经过反复试验，制作出多回路信号模拟器，在用模

拟信号保持正常生产的同时，加进了新增回路，顺利完成

“新老切换”。

以往，调节阀校验设备重达 500公斤、调迁成本高，很多项

目都会将试验工作委外。2019年，一个项目的施工赶工期，千余

台调节阀的试验交由曾瑞负责。经过反复试验，他的革新试制

产品——便携式压力校验台问世，易携带、操作简便且数据准确，

5名仪表调试人员，3个工作日就可完成80台调节阀门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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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成在北大当保安时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一说到他的学生，张俊成就会滔滔不绝。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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