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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7日，西安市新城区易俗社内，梁少华静坐
于工作台前，左手扶纸，右手执剪，翻折、穿行、游刃，
随着纸屑片片掉落，一幅栩栩如生的花旦剪纸跃然
眼前。

“剪纸是指尖上的非遗，一种镂空的艺术，从画
稿、定型到剪图样，需要多种技法并用。”梁少华介
绍。打开他的工具箱，几把使用痕迹明显的剪刀和
缠了布条的刻刀格外引人注目。自学剪纸十余年
来，就是在这些“老伙计”的陪伴下，他创作出了千余
幅剪纸作品。

用剪纸“定格”秦腔中的经典人物，是梁少华的
“拿手好戏”。在他看来，剪纸不是简单地拿起剪刀

“咔嚓咔嚓”剪几下，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剪纸可以把秦腔中的人物形象永久保存下来，秦腔
本身的故事性又赋予剪纸一定文化意义。”他说。

为了让剪出的人物“立得住”，梁少华拜师学秦
腔，穿上戏服登台演出，认真琢磨人物的动作、神态，
细细品味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他告诉记者，只有真
正入戏了，才能理解人物，剪纸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
这里。西安易俗社文化研究员的身份，也给了他更
多近距离观察戏曲演员的机会。从衣服上的花纹到
头冠首饰，再到舞台上唱念做打，在这里，他可以看
到甚至摸到每个细节，对创作帮助很大。

梁少华有个“宝箱”，里面存放了百余幅秦腔人

物剪纸作品。细细瞧来，包拯的髯口根根分明，穆桂
英战袍上的锁子甲竟用芝麻大小的镂孔呈现，夫子
盔的绒球以螺旋纹路营造立体感……每个细节都非
常考验功力。《黑叮本》里威风堂堂的徐延昭，《周仁
回府》里忠义良善的周仁……在梁少华的剪刀下，每
个人物兼具神态与形态。

作为 00后非遗传承人，梁少华深知创新的重要
性。他在传统剪纸中加入了当代审美，比如在处理
人物嘴唇时，运用美术中的高光技巧，剪出来的嘴唇
更加真实。他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单色表现形式，而
是通过染色、填色技法，让剪纸作品变得色彩斑斓。

2018年，梁少华加入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在这里听了很多老手艺人坚守的故事，他下
定决心，要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将传统文化传承
好、发扬好。“我想让非遗剪纸‘更年轻’，被更多人看
见。”他坚定地说。

梁少华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剪纸作品，受到了许
多年轻人的喜爱。“巴掌大的一张剪纸，居然要花费
60 个小时。”“最难的是剪出人物的神韵，你做到
了。”……在穆桂英剪纸视频的评论区，网友纷纷竖
起了大拇指。卡通版白素贞、剪纸相机以及最近火
出圈的“魔童”哪吒……流行文化元素与卡通形象，
他也能信手拈来，剪得惟妙惟肖。

如今，梁少华还受聘为西北工业大学艺术教育
中心美育特聘辅导教师，给学生教授艺术相关课
程。非遗手艺不能囿于课堂和工作室——抱着这样
的信念，他积极投身公益传播活动，带着工具走进商
场、乡村、直播间，将剪纸背后的故事讲述得绘声绘
色，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吸引更多人走近剪纸、爱上传
统文化。

00后“守艺人”梁少华——

在指间与纸间奏响传承曲
文/图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代棣

↑剪纸作品。

→梁 少 华
进行剪纸创作。

2023年寒冬深夜，西安某
快捷酒店院内的树枝被北风
吹得发出响声。13楼某房间
暖黄的台灯下，一个身影正伏
案疾书，指尖因低温泛着青
白，却执着地在专业题库上勾
画标注。

这是郑旭阳自费考取第
四项无损检测证书的又一个
不眠夜。从劳务派遣工到“中
铁工业技术能手”，近日，笔者
走近这位90后青年，听他讲述
了如何用4年时光，实现“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逆天改命”。

“十万个为什么”叩开探伤之门

“第一次见到焊缝超声仪
屏幕，就像在看‘外星密码’。”
2020年，初入中铁宝桥所属础
石金属检测公司的郑旭阳，面
对探伤仪屏幕上跳动的波形，
露出迷茫神色。彼时作为劳
务派遣工的他，兜里总揣着一
本磨破封皮的笔记本，每页都
爬满问号，被同事戏称作“行
走的十万个为什么”。

晨光熹微，操作间里，他
追着师傅王旭辉请教调试设
备；午休时，和电焊、维修人
员验证缺陷的性质；深夜宿
舍里，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
他研读《无损检测物理基础》
的侧脸。

“这小伙子脑袋里怕是装
了个永动机。”王旭辉既心疼
又欣慰。

面对同学南下闯荡的邀约，他摩挲
着手中的探头笑着说：“焊缝里藏着 0.1
毫米的气孔都可能让万吨桥梁折腰，你
说这‘芝麻粒’重不重要？”

3年间，这个爱和钢铁“对话”的青
年，把《无损检测技术》翻出了毛边，在
超声波回波中听懂了材料的“心跳声”。

把知识脉络刻进DNA

2023年冬夜，陕西远卓培训基地的
暖气片嗡嗡作响。当来自郑州的室友
缩在被窝里刷手机时，郑旭阳正裹着羽
绒服作题，笔尖的沙沙声划破寂静，与
窗外呼啸的北风较着劲。“射线检测的
几何不清晰度公式……”他哈着白气默
念，冻僵的手指在草稿纸上画出蜿蜒的
曝光曲线。他用别人眼中的“笨办法”，
做成了别人做不成的事。

“手机刷题快，但知识像沙子一样
漏得也快。”面对室友的不解，他展示着
写满批注的错题集——磁粉检测的磁
场分布图旁标注着早餐时突发的灵感，
超声衍射时差法公式下画着地铁线路
图类比。这个自费考生走出考场时，培

训班老师感叹：“见过考证
的，没见过把知识脉络刻进
DNA的。”

这份执着在 2024 年盛夏
绽放。7月，中铁工业技能竞
赛无损检测项目在宝鸡举
办。郑旭阳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报名参赛，最终脱颖而
出，获得大赛第五名，被授予

“中铁工业技术能手”称号。

平凡岗位上绽放青春光芒

寒来暑往，郑旭阳始终保
持着刻苦钻研技术业务的初
心，逐渐成为公司探伤业务的
技术骨干。

“旭阳不仅早早实现了独
立操作，现在指导年轻人检测
也没问题。”王旭辉说。

2024年11月，香港地铁项
目进入关键阶段，工期紧张，
无损检测压力大。

经过反复思考，与师傅、
同事交流，郑旭阳提出了“分
工检测”的工作模式。他建议
将检测任务分解，根据每个同
事的特长和经验分配任务。

“旭阳这个想法非常好。”
王旭辉说，他不仅考虑到工作
效率，还兼顾质量把控。

“那几天，我们几乎没怎
么休息。”郑旭阳说，值得欣慰
的是，按期完成了检测任务，
得到了集团公司的认可。

郑旭阳在无损检测岗位
上的表现，也赢得了公司领导

和同事的高度赞誉。
“小郑是个勤奋好学、有上进心的

好青年，希望大家学习他身上这股精
神。”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杜铭说。

“旭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事
说，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让大家都
深受启发，要像他一样，严谨负责，追
求卓越。

勤奋好学和严谨负责，让他在平
凡的岗位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2024
年底，在经过多项考评后，郑旭阳成功
实现了从“劳务派遣”到正式员工的

“逆天改命”。

工作中的郑旭阳。（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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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浏 何明）近日，在陕煤集团
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赵鹏劳模工作室”的重点
任务清单里，生产环节中标注出的 12个关键降本点
和增效点逐一摆台亮相，“一题一案一策”成为该工
作室决胜高质量生产经营的“破题之钥”，劳模工作
室多举措跑出发展“加速度”。

“让机器人熟练掌握安全生产技能……”细听该
劳模工作室的“机器人减人提效”年度课题总结，会
发现有一个高频关键词——“包保创新”。

从细微处挖潜增效。该劳模工作室实施“业务+
区域+工区”三级责任包保网格管理，13个包保小组
责任“上肩”、履责“上线”，围绕“单产单进水平提升”
等49个课题开展揭榜挂帅，实施“日统计、周汇总、月
兑现”动态化考核。

跑出科技降本“加速度”。该劳模工作室完成北

翼3-1煤胶带机智能化减员，减少人工成本约108万
元。在S1214工作面，引进“大采高柔模包桩基加固”
工艺，节约路面返修费用 300万元。在 S1212工作
面，根据岩层厚度不断优化预裂参数和防护措施，截
齿消耗每天节约150个，节约经济价值180万元。同
时，在 S1234工作面烧变岩灾害治理工程中，采用分
段间歇式注浆工艺，减少注浆2570立方米，累计节省
成本128.5万元。

突出“传帮带”作用。该劳模工作室全方位提升
专业化、特色化服务水平，积极牵线搭桥，每月组织
开展“面对面管理帮扶”和“点对点技术指导”，帮助
11个工区在生产现场解决难题。

细化菜单固化周报分析制度。该劳模工作室健
全机电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台账，推广“一人一工
区”包保模式，掘进二工区、掘进三工区、机电工区首

次实现了机电事故从“周零影响”到“月度零影响”的
新跨越，全矿井机电事故影响率同比下降26.85%。

当工作面末采时，自移列车在转弯过程中常常
面临电缆拖拽、设备碰撞等问题，该工作室组建工作
专班，每个环节指定“一对一”服务管家，创新采用

“五个超前”管理法，将拐弯效率提高了 80%，为
S1233工作面每日增加 5小时生产时间，每日可提高
原煤产量0.69万吨。

该劳模工作室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成本全过程管
理，制定各工区材料消耗考核管理办法，强化源头分
析和本质整改，让 12个降本增效点可控在控，用“点
式绣花”严把工程质量。

作为该劳模工作室牵头人，陕西省劳动模范赵
鹏将加快 2025年创新课题推进，创新构建多维互动
互通模式，为生产环节的降本增效满格赋能。

赵鹏劳模工作室多举措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