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眼金睛”揪隐患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李洪兴

日前，记者走进雄安中铁城建中央绿谷临淀湾一期项目

的建筑工地，规范的施工秩序、醒目的安全标识、严谨的操作

流程，无不体现着零风险、零违章、零隐患的工作标准。在一

个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正准备去工地排查隐患

的安全员王贵红。

在建筑工地上，有一群像王贵红这样的人，扎根平凡的工

作岗位，全力保障每一名工人的生命安全，在细微之处彰显着

作为安全员的责任与担当。

跟随王贵红的脚步，记者来到施工一线。“昨晚刚下过雨，

我现在要去附近水域测量水位数据，确保后续施工安全推

进。”王贵红说。

出于职业本能，王贵红指着河边的警示牌，让我们一行人

先在岸边等候，然后独自一人拿着测量仪器在河边进行数据

采集。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王贵红不断更换测量位置，泥

泞的河坝上留下一串串清晰可见的脚印。

王贵红从事建筑安全工作已有 6 个年头。在日常工作

中，王贵红每天都会早早来到工地，进行全面的安全巡查，从

安全帽的佩戴到围挡的搭建，工程建设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逃

不过他的“火眼金睛”。为了提高工人们的安全意识，他还定

期组织安全培训和演练，用生动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工人们讲解安全知识和操作规程。

“安全无小事，任何一个细微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

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王贵

红说。

在谈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王贵红坦言：“有时候工人

们会觉得我们太严格，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天气炎热

时，部分工人会在施工期间摘掉安全帽，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耐心和他们沟通、解释，督促他们戴好安全帽。”在王贵红

的努力下，他负责的项目从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

与问题较劲的维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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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程哲 本报实习生 汪颀伟

2024 年 4 月 8 日，对于 52 岁的吴翠蓉来

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天，她领到了湖北省

武汉市 2023年度“最美阅读人”的荣誉证书，

这是对她 40多年来坚持阅读的肯定。

身穿橘色工作服，戴着一顶鸭舌帽，吴翠

蓉双手拿着印有“最美阅读人”的红色荣誉证

书，笑得格外自信。

人们常说的“诗与远方”，对吴翠蓉这位异

乡人而言，寻常日子就是一首诗，而书就像一

片坚实的故土，安放着她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

心，也将她带去了在现实中去不到的“远方”。

教材被翻到卷边

今年是吴翠蓉从事环卫工作的第 8年，此

前，她当过保姆、干过家政，但读书的习惯，却

从未变过。不管多忙，她总会抽空读点书。

午休时，她会去武汉市江汉区总工会打造的

区域性职工之家“安静书屋”里看会儿书。

常年劳作，粗糙的手与光滑的书页形成

鲜明的对比，捏着书页的手上，指甲里有些长

年清扫尘土累积下的黑印。

“看书是我的爱好，有时间有条件就想看

看书。”吴翠蓉早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爱上读

书的，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读书成了生活中

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由于家境贫困，吴翠蓉初一就被迫辍

学。尽管现在她已经可以笑着讲述那段经

历，但在言谈间，仍然流露出对没在学校读过

几年书的遗憾。

“小时候买不起书，就向同学借。读的第

一本书还是上小学时向同学借的武侠小说。”

也许是武侠小说里快意恩仇的江湖太迷人，

吴翠蓉对书开始有莫名的好感，书读得越来

越多，涉猎的类型也越来越广泛，从连环画、

小说到诗歌、散文……辍学后，7 本初一的教

材被她反复翻阅，有些书角已经卷了边。

参加工作后，尽管薪资并不丰厚，但买书

对于吴翠蓉来说却是一项必要开支。“就像有

些人喜欢买衣服一样，我喜欢买书，每次舍不

得多买，但都会买上一两本。”

有了梦想中的“书房”

“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打一整面墙的书

柜”，成了吴翠蓉一直以来的梦想。1997 年，

吴翠蓉和丈夫来到武汉，全部行李只有一个

大箱子，像所有漂泊的异乡人一样，在城市里

扎根是他们的心愿。

2021 年 10 月，新房装修完成，吴翠蓉终

于拥有了自己梦想中的“书房”。

吴翠蓉的新家并不大，竖着 3列整整 6层

的白色大书柜，从天花板到地面占满整面墙，

在 40平方米的房子里格外醒目。“现在，家里

有五六百本书了。”每当看着这面书墙，吴翠

蓉的目光总会停留好一会儿，尽管书格里的

好多书，她已翻阅过无数次。

在这几百本书里，一些是吴翠蓉多年来

从各地搜罗的书，还有一些是爱心企业捐赠

的。《论语》《道德经》《古文观止》……书柜最

中心的书格里是一整套国学经典。

“刚开始读的时候有点难，后来读着读着

就明朗了，有些内容就像写出了自己的心里

话一样。”说起大多数人看来有些难懂的《古

文观止》，吴翠蓉颇有几分心得，一下打开了

话匣子。

在吴翠蓉的影响下，女儿、儿子都喜欢阅

读。女儿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儿

子是一名中学生，一有时间就在新华书店待

上大半天。

“读书让我获得力量”

“一个环卫工为什么要看这么多书？”“工

作已经很辛苦，为什么还要这么累？”有的同

事不理解，但在吴翠蓉看来，“读书让我获得

力量”。

刚从事环卫工作的时候，吴翠蓉也会觉得

环卫工人就是扫地的，有点“不体面”，书读得多

了，吴翠蓉开始透过书里的故事，重新理解自

己的人生。她意识到“凭劳动吃饭不丢人”。

《平凡的世界》是吴翠蓉最喜欢的一本

书，已经被翻了不知多少遍。家境贫困、中途

辍学、外出打拼……书里的时代和人物经历

让她觉得“像是另一个世界中的自己”，书中

人物积极向上的态度也影响着她。

2016 年，吴翠蓉加入环卫队伍。 2017
年，因为勤劳踏实，她当上了清扫班班长。如

今，她已是“江汉区十佳环卫工”。

“嘴角总带着笑，说话不紧不慢”，这是同

事们对吴翠蓉的印象。读书不仅使吴翠蓉学

会明理、静心，也给了她面对困难的勇气，从

容应对生活的挑战。

今年3月，吴翠蓉被检查出脑部肿瘤，做了

开颅手术。住院时，因身体原因无法阅读，她

就通过背诵诗词来打发时间。“凡事不可能万

全，活得自洽，远比固执拧巴更容易快乐。”这种

乐观的心态，亦是她从阅读中悟出的道理。

来武汉近 30年，吴翠蓉在实现梦想的同

时，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读了这么多

书，还没写过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等我退休了，也想学着写一写，就写身边的

故事和城市的变化。”

透过书里的故事，吴翠蓉不仅学会明理、静心，还收获了面对困难的勇气——

一 位 环 卫 工 人 的“ 诗 与 远 方 ”

从拜师学艺到屡获大奖，金永才为非遗传承奉献半生——

乌铜走银大师的“三品”人生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郭新燕

“设备的维护比维修更重要。定期检查、对各种设备性

能了如指掌，才能最大限度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日前，记者

在中国兵器北重集团见到廖丽娟时，她正向新手徒弟传授工

作心得。

2008 年，廖丽娟从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数控设备应用与维

护专业毕业进入北重集团工作。从此，她就一头扎进了数控

设备维修领域。技术过硬、追求极致、能堪重任，是同事对廖

丽娟的一致印象。

2011 年，廖丽娟在内蒙古自治区维修电工职业技能竞赛

中一举折桂。2012年，25岁的廖丽娟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

五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又一举夺魁，成为北重集团在这个领域

的“女状元”。

和机床较劲，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力和细心。参加工作的

第 2 年，公司有一台某舰炮座圈轨道表面中频淬火处理的专

用机床，由于存储芯片损坏，致使设备无法启动。经过分析，

廖丽娟找到了维修思路，修改完成每一条控制参数及加工数

据，设备恢复了正常。

初出茅庐就敢上手一试，廖丽娟凭借的是对自身技术的

信心和工作的热爱。

一次，一台动梁龙门镗铣床横梁抱闸出现问题，而抱闸装

置离地面有 6米多高，让谁上去安装成了难题。这时，廖丽娟

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你一个小姑娘何必这么拼？”“你不害怕吗？”面对大家的

疑问，廖丽娟回答：“我年轻，胆子大。”

除了关键时刻顶得上，廖丽娟在公司还是出了名的攻关

能手，在工作中，她多次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2020 年，车间有台 20 多年前进口的人工后坐力试验台，

存在安全隐患大、故障率高等问题。在经过多次失败后，最终

廖丽娟带领团队用时 3个月完成了对该设备的改造。

在工作之余，廖丽娟还总结提炼典型维修案例，编写特色

操作法，开展现场授课，带动身边人一起学。她带领的多名徒

弟陆续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设备维修大拿。

扎根维修设备领域 16 年，突破技术攻关项目 400 余项，

完成设备大中修项目 30 余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廖丽娟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内蒙古自治区“最美职

工”等近 20项荣誉。

本报记者 黄榆

乌铜走银，始创于清雍正年间的云南

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是云南

特有的中国传统铜制工艺品。它以铜为

胎，在胎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再将熔化

的银水浇入纹中，渗入刻痕，与乌铜底坯

融为一体。银水缓缓填满纹路，如人行

走，所以称其为“走银”。“走”字，是乌铜走

银的灵魂。时间久了底铜自然变为乌黑，

透出银纹图案，呈现出黑白分明的装饰效

果，古香古色，典雅别致。

2011 年，乌铜走银制作技艺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与

景泰蓝齐名，一南一北，并称“天下铜艺

双绝”。近日，记者到昆明官渡古镇乌铜

走银传习馆，拜访了馆长、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云南省云岭工匠金永才，跟随这位

乌铜走银第六代传承人品味他的“三品”

人生。

乌铜走银源远流长

“乌铜走银最鼎盛的时期是在清末民

初。”提起乌铜走银的历史，今年 71岁的金

永才向我们娓娓道来。

传 说 乌 铜 走 银 的 出 现 源 于 一 次 偶

然。云南石屏县匠师岳富在一次炼铜造

器时，手上的一枚金戒指不慎掉入炉锅

中，懊恼之下，他将周围放着的银等金属

也全部扔进炉里。不久，他发现炉中出现

了一种颜色黑亮的合金铜，黑色中呈现若

隐若现的金黄色和银白色线条。他试着

用这种合金铜制作工艺品，又经研究琢

磨，终于成就了“乌铜走银”工艺。

乌铜走银的工艺十分繁杂，首先得用

优质的铜和一定比例的黄金、纯银掺和其

他 10余种贵金属熔炼成乌铜合金，并将合

金以锻打、碾压等方法做成不同厚度的乌

铜片。一件完整的乌铜走银器具，要经过炼

铜、打片、放样、下料、錾刻、走银、成型（组

装）、打磨（抛光）、捂黑等 9道工序。

“细节好坏对乌铜走银来说影响很大，每

套工序都得精益求精，以往科技不发达，全凭

眼睛，晚上的月光、炉子里面的火光、眼睛的

目光，用‘三光’来判断温度。”金永才说，这就

需要匠人在冶炼、书法、绘画、微雕等技艺上

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沉淀。

坚持纯手工“走银”

1975 年，22 岁的金永才与师傅李加汝偶

然结识于昆明的老茶馆。1982 年，李加汝收

金永才为徒，系统性地传授金永才乌铜走银

制作技艺。直到 1996 年，李加汝把配方传授

给了金永才。从此，金永才认真揣摩秘方，牢

牢掌握了乌铜走银的核心技艺和内涵，成为

乌铜走银第六代唯一传人。

“乌铜走银的技术难点在于炼乌铜、走

银，核心工艺在于錾刻、捂黑，主要用纯银银

屑填充到錾刻图案的凹槽里，以‘走’满为

度。”金永才说，工匠最初用“吹管”以嘴吹火

“走银”，后来用“皮老虎”和喷枪走银。经过

测试，乌铜合金的熔点在 1030℃左右，而银的

熔 点 为 960.8℃ ，二 者 熔 点 之 差 大 约 只 有

70℃，而工匠们正是依靠控制这小小的熔点

差值，来保证走银工序的顺利进行。

走银结束后，最为重要的步骤就是捂黑

了，艺人们用手在乌铜器物的表面揉搓，加快

乌铜表面氧化反应的发生进程，从而生成一

层自然的黑色氧化膜，因不同人的掌心汗液

酸性程度不同等原因，不同器物的黑化程度

也有所不同，这样就有了黑白分明、古色古香

的装饰效果。

如今，除了炼铜和走银以外，乌铜走银的

其他工序已可以使用机器，但金永才坚持纯手

工制作。他说，纯手工做出来的器物每一件都

是独特的，可以表现人的情感或内心的想法。

炼铜需要独到的手艺，更离不开手艺人

的心境。想把一块紫铜变得黑亮，很大程度

上还取决于手艺人的心情。金永才有自己

做乌铜走银的偏好时间，那就是太阳初升和

日暮黄昏前后的那几个小时。

凭借天赋和勤奋，金永才不仅熟练掌握

了乌铜走银的制作技艺，还不断推陈出新，

做出了烟盒、打火机、首饰等系列，使得这项

古老的技艺得以传承和延续下去。

人品、作品、精品，一个都不能少

“我师傅的一生最看重人品、作品、精

品，一个都不能少。”金永才说，“三品”人生

的内容很丰富，这是他和师傅一生摸索经验

的总结。

从 22 岁接触银器到现在，金永才创作

作品共 500 余件套，主要有方鼎、香炉、花

瓶、酒器、茶器、文房四宝等。《五福捧寿方

鼎》《福寿万代赏瓶》等作品在全国各类比

赛中获得金、银、铜奖 40 多个。2010 年，金

永才被授予“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云南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1 年，作

品《五福捧寿走金银方鼎》荣获云南省工

艺美术协会第五届“工美杯”大师精品展

金奖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天工艺苑·百

花杯”金奖。

“三品”不只是金永才的自我要求，也

是他收徒的标准。“撇开悟性和手上功夫，

徒弟的人品和心性才是我最看重的一点。”

金永才说。目前，他共收了 14 名徒弟。金

永才时常告诫徒弟们，如果想在乌铜走银

这个行当做出精品，没有 20 年的底蕴是做

不出来的。

“师傅在工作中非常严谨，差 1 毫米都

不行，但下班之后他又像爷爷一样和蔼可

亲。”徒弟金南说，师傅时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是“要有耐心，慢一点”。

与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乌铜走

银技艺也面临难觅传承人的困境。金永才

感叹：“理想的接班人‘首先得能坐下来，热

爱手工艺，耐得住寂寞’。”金永才觉得自己

的责任还很重大，他希望能把乌铜走银一

直传承下去，只有传承才能让这项古老的

技艺生生不息。

金永才在
制作乌铜走银。

受访者供图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丰庄镇合庙
小学周勇老师在黑板上书写板书，为学生
讲解课文。

1991年，周勇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宿
松县。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因一次意
外被高压电灼伤，左臂截肢，脸部、身上留
下多处疤痕。在班主任老师的关怀下，周
勇重拾对学习、生活的信心，为此他立志
要做一名教师。经过努力，他于 2011 年
考入滁州师范学院。2017年，他通过安徽
省特岗教师招考，来到淮南市寿县丰庄镇
合庙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7 年来，周勇吃住在学校，用爱心呵
护学生健康成长。他也用自己的行动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为孩子们点亮成长
的光。

本报通讯员 陈彬 摄

“9090后”独臂教师

扎根乡村

赵春青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