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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小满，阳光正好。西安机车检修
段主干道上，步调一致的一老一少有说有
笑走向厂房。他们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西安机车检修段设备综合车间综
合组的白继锋和白超师徒。

一份钻研，两位匠人

时针回拨到1985年12月，19岁的白继
锋从老家富平坐车来到梅家坪机务段参加
工作，成为一名机床工。入职培训时，他理
论和实操都格外用心，教材上写满笔记，实
操时挤在最前观察。新工多、机器少，实
操课上手时间有限，他就用休息时间加
练，手指磨疼、腿蹲酸麻是常事。凭着这
股“钻”劲，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优秀机
床工，在此耕耘二十年。

2005年，白继锋原单位调整合并搬到
宝鸡。之后，他收到调令，被调至新成立的
西安机车检修段，任设备综合车间综合组
工长。他把当年师傅的教导和自身的钻研
态度都带到了新岗位。

又一批新工到来，白继锋负责对他们
进行理论和实操培训。其中，一个叫白超
的小伙子格外突出。一次晚饭后，白继锋
路过厂房，听到机床声，看到白超正对照书
本和视频在车床旁练习操作。这身影让白
继锋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工歇时，白超拿着一个复杂的机床教
学视频，请教白继锋能否做出视频里的小
物件。难度着实不低，白继锋不忍打击年
轻人的积极性，点拨了制作思路。没想到
两天后，白超真的做出了那个大正方块套
小旋转方块的精巧物件。白继锋把成品
拿在手里，既惊喜又意外。

2018年，白超前往宝鸡机车检修厂参
加培训，考取了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的资
质，成为当年全段唯一一个通过考试的职
工。十年深耕，他已成为车间拔尖的青年
技术骨干。

师徒所处时代不同，学习方法不一，但

这份“钻”的精神和劲头一脉相承。一个
“钻”字，是成功的秘诀，也是情谊的纽带。

一对师徒，两代传承

初当师傅，白继锋也有忐忑。为了解
年轻人想法，他常与 90后的儿子谈心，工
作中对新工多加爱护理解。“不懂尽管问，
只要我知道一定教。”他带徒弟从不藏私，

“毫不保留”是班组职工对他的普遍印象。
“师傅点拨一下就能豁然开朗，少走很

多弯路。”白超满怀感激，“他教的是看家本
领，没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想法。”白
继锋深知，技术共享能提升班组整体水平
和工作效率，让大家干得更舒心。

如果说无私品格是白继锋身上的宝
藏，那他40年深厚的机床功底就是一座富
矿。同样的技术，他车出的螺栓和螺丝表
面更平整光滑。机床是熟练活，更是细心
活，毫米级的精细度容不得丝毫失误。转
速、进给量、刀具状态……无数次的摸索才
成就这身炉火纯青的手艺。

2020年，白继锋主动退下工长职务，推
荐白超接任，自己任副职帮助过渡。师徒
领导关系调换，情谊却更深。

退居副职的白继锋，对徒弟的支持
更甚。他常私下倾听白超的管理烦恼，
指出不足，传授经验。“师傅从不干预我
怎么干工长，但怎么和老职工、青工交
流，怎么合理派活，他都分享经验让我思
考。没有师傅，这个工长我很难干好。”
白超动情地说。

白继锋的技术经验更是白超前行的
向导。去年，班组承接工务段宿营车空调
架安装任务。白超实地调查后设计出存
放方案。白继锋认可徒弟的严谨，同时指
出必须考虑车辆运行中的震动、户外作业
强度及日后维修便捷性。白超茅塞顿开，
优化方案后漂亮完成任务。

在两代“白工”的带领下，班组氛围融
洽、技术过硬，用毫米不差的高质量部件，

保障着机车“小伤小病进，健康痊愈出”。

一场缘分，两颗真心

师徒站在一起，让人感叹缘分奇妙：同
样内向和善的性格，同样对机床的热爱，同
样对技术的痴迷，同样姓白。

2015年，白继锋和白超一前一后来到
新成立的西安机车检修段，进入同一班
组。彼时，白继锋已在机床岗位奋战 30
年，准备散发老匠人的余晖；白超大学毕
业，如初升朝阳，正待开启人生。命运的齿
轮转动，两代“白工”的人生自此紧密咬合。

“白超刚来，我就觉得这小伙子和我
性格相似，喜欢‘钻’，交给他的工作都完
成得很出色。时间长了，觉得和自己子女
没两样，能为他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白
继锋说。

“刚来就感觉白师傅亲切，不爱说话但
干活认真踏实，和我父亲一样。很庆幸上
班头十年能遇见这样的引路人。”白超说。

有一次安全生产维护时，班组的折弯
机作为试点设备要进行清洗维护。设备高
两米多，作业环境差有风险，白超暂未指派
人。白继锋得知后，默默和另一位老师傅
爬上设备清洗油污，寒冬里干得满头大汗。

白超赶到车间，看到此景，鼻子一酸，
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见泪水。

白继锋说：“我干了四十年机床工，没
做惊天动地的大贡献，现在看到白超在车
间，心里比什么都踏实，过两年就能安心
退休了。”

半生躬耕，问心无愧。十年栽树，匠心
有人。

结束一天工作，白继锋回头看到车间
内整理设备的白超，欣慰一笑，迈步走出
大门。

通讯员 李春浩

两代“白工”的匠心传承

6 月 17 日清晨七点半，引汉济
渭饮水工程项目部的同事还没吃完
早饭，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测
量员穆阿龙已背起测量仪器向工地
出发。“测量工作容不得半点拖延，
早出发就能为施工多争取时间。”这
句朴实的工作信条，是他 15年筑路
生涯的生动注脚。

高空中的一丝不苟

2010 年盛夏，初入职场的穆阿
龙在沪昆杭长客专的高空桥墩上，
首次体会到基建人的艰辛。他所在
的中铁二十局集团沪昆杭长湖南段
第一项目分部第三桥梁工程队，负
责线路全长 2.7公里多，测量工作基
本都在高空进行。

沪昆铁路客运专线对测量放线
和立模精度要求极高。为不影响施
工进度，穆阿龙和测量班同事每天
数十次攀上墩身模板进行全程跟
踪。湖南的“桑拿天”闷热难当，清
晨八九点的阳光已灼人肌肤。他常
冲在最前，爬高下低，将看似简单的
工作反复做到极致，一丝不苟地对
待每一次测量。

轨道 铺 设 前 的 垫 石 标 高 控
制 ，是 保 障 高 铁 运 行 平 稳 的 关
键。穆阿龙创新采用“双吊车协
同作业法”，带领两名测量员在晃
动的吊篮中，逐墩传递控制点标
高，确保每个垫石误差控制在±1
毫米内。“我们的测量误差越小，高铁运行就越平
稳。”他解释道。

700多个日夜，他们累计完成高程测量 2000 余
次，放样点位逾万个，最终实现全程“零超差”，精度

较行业标准提升 20%。业主单位
验收时赞叹：“这是高铁测量的教
科书！”

逆境中的执着坚守

2012 年，山西吕临支线铁路工
地成为穆阿龙职业生涯的首块“试
金石”。冬季最低气温零下二十多
摄氏度，冰雪消融后的泥泞与漫天
风沙，不仅挑战着精密仪器的稳定，
更考验着测量人员的意志。

每天收工，他的工装能抖出半
斤沙土，洗脸水浑浊如黄河泥浆，他
却总是笑言：“咱这是在和大自然亲
密接触。”

监理要求每半年一次复测，在
缺乏便道的条件下，这成了“徒步长
征”。为抵达偏远导线点，他和工友
每天绕行两三公里山路，背负 20多
斤仪器翻越沟渠。饿了就蹲在避风
处啃冷馒头，吃完立刻投入工作。

面对海量坐标计算，他自创“三
查三对”工作法：现场测量查一次、
夜间计算核一次、次日再赴现场实
地复核。

“记得一次承台放线，刚施工完
的地面满是稀泥。我借来雨鞋踏进
泥坑，将一米多长的竹竿插下去，最
终完成放线，为后续施工抢出了时
间。”回忆往事，穆阿龙脸上洋溢着
成就感。通过反复比对竹竿刻度与
设计标高，他精准完成关键点位放
线，为工程抢回 3天工期。

险途上的精准守护

2025 年 6 月 14 日，随着最后一
段岩层成功爆破，陕西眉县至太白高速公路重点控
制性工程——太白山隧道实现双线贯通。这条穿越
秦岭腹地的特长隧道，左洞 5259米、右洞 5277米，累
计穿越 15条地质断层带，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
风险最高的隧道。

这项重大工程的背后，正是穆阿龙这样的一线
测量员，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以毫米级的精准把控
为项目推进奠定基石。

为确保施工精度，他坚持每年两次徒步翻越海
拔 2000 多米的山顶，复测控制点的平面坐标和高
程。隧道内潮湿阴冷、地质复杂，突水突泥等风险
时刻存在，但他总是第一个深入作业面，仔细校准
每一个数据。

一次关键测量中，仪器数据与预期出现微小偏
差。他顶住压力，连续 12小时反复测量、比对，最终
确认是局部地质变化导致异常，及时避免了一次重
大施工失误。

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让他在太白山隧道
建设中保持零失误记录，为隧道精准贯通立下汗马
功劳。

“不管是在高耸险峻的桥墩，还是在幽深漆黑的
隧道施工，他都特别认真，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工
作交给他，我们很放心。”中铁二十局引汉济渭饮水
工程项目经理何光华说。

穆阿龙是万千基建工人的一个缩影。他们默默
坚守岗位，辛勤付出，身上那股踏实肯干、精益求精
的劲头，正是新时代一线工人最真实的写照。工作中的穆阿龙。

近日，一场由矿工、家
属及矿区孩子们自编自
导，主题为“夏夜纳凉话安
全 凝心聚力齐奋进”的
纳凉晚会在陕煤集团韩
城矿业公司桑树坪矿职
工休闲小公园广场上演，
每一寸舞台都浸透着矿山
人文的温度。

通讯员 姜爱文
陈朋 摄

起重指挥、现场监护、安全巡查……在排列整齐
的废钢斗旁、争分夺秒的交叉作业点、紧张有序的转
炉平台上，处处可见穿梭在检修现场的“红袖标”。
他们，就是陕钢集团龙钢公司炼钢厂的安全守护员。

指尖舞动保供应

炼钢老区废钢跨C口，灼热的空气中，废钢工高
军双眼神坚定而专注，长期户外工作让他的面庞黝
黑发亮。当他熟练地打起“手指舞”，臂上那枚红色
的“起重指挥”袖标在热浪中格外醒目——那是他工
作荣誉的象征。

“天车工请注意，地面已确认完毕，请起吊。”对
讲机里传来他沉稳有力的指令。六月的厂房内外热
浪蒸腾，高军双额头沁出细密汗珠，却毫不在意。

每天开工前，他总会及时了解转炉当班所需的
废钢配比和检修安排，据此合理规划现场调度与
车辆。“今天天车更换钢丝绳，跨外要协调好车
辆，保障废钢供应。”检查吊具、指挥天车、清理超
高废钢……每一项标准化要求，他都一丝不苟地
确认，从设备运行到物料摆放，力求万无一失。他
的动作流畅精准，充满力量，眼神专注坚毅，紧紧锁
定工作流程，流露出对工作的热爱与保障废钢供应
稳定的强烈责任感。

铁面柔情护平安

“安全带挂点必须牢靠，严禁低挂高用！天气
热，注意防暑，及时补水。”天车运行老区安全员郭正
波的一天从“安全提醒”开始。汗水浸湿的工作服
上，左臂“红袖标”在炽热阳光下格外鲜艳，宛如跳动
的警示红光，提醒着每个人：安全不容疏忽。

天车作业现场点多面广，交叉、高空作业频繁，
安全环境复杂。为确保每个作业面安全，在 8小时的
监护中，郭正波始终高度警惕。他眉头紧锁，目光锐
利地扫视检修现场每一个角落，不时提醒：“口罩戴
规范！”“护目镜戴好！”“避开高温时段作业……”一
句句叮嘱穿透机器轰鸣与阵阵蝉鸣，清晰地回荡在
场地，敲打着每个人的心弦，时刻警醒安全第一。

工友们都说这位臂戴“红袖标”的安全员是出了
名的铁面无私。无论谁违反安全规定，他都会当场
纠正。然而，这份严苛背后，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细
致关怀。正因有他的时刻监督，工友们才能心无旁
骛地投入工作，安全也才有了稳稳当当的保障。

坚守阵地暖人心

“他既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更是我们的安全监
护者。只要看见他在，心里就特别踏实。”谈及机电
党支部书记刘卫东，参检人员满是信赖。

刘卫东每天都穿梭在闷热的现场，随身带着两件
“老伙计”：一支掉漆却光亮的小手电筒，一个边角磨
损、可能被汗水微浸的小笔记本。他随时记录安全
隐患、检修进度及各区域协调要点。

检修正如火如荼，刘卫东始终坚守一线，紧盯维
修工操作，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风险的环节。无论
前一天忙到多晚，次日清晨，他总是迎着朝阳第一个
抵达现场，开启新一天的守护。现场监护需要极高
的专注和敏锐，他却乐此不疲。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安全工作的重要。”
刘卫东说，“要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

‘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确保大家安全度夏，让职
工安心工作。”

小小“红袖标”守护“大平安”
通讯员 秦 辉

6月 23日 9时，西安城南旺座曲江一
写字楼内，直播间的聚光灯下，张松饱
满热情的声音穿透屏幕：“今天我们给
到大家超划算价位，千万别错过！”他手
拿产品，带着极具感染力的笑容，语速
快而稳地介绍其材质与功能。

这是张松作为网络主播日常工作的
一个生动切片。今年 3 月末，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职业网
络主播已突破 3800 万人，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更是高达 8.33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75.2%。直播已成为普通人生活里一块
巨大的背景板。

时间拨回 2019年。彼时，张松的身份
还是一名教培老师。一次偶然的契机，改

变了他的职业方向。他的一位高中同学，
当时已成为西安本地生活领域网红主播，
看着同学镜头里活色生香的西安美食与
街巷，加上直播作为新兴行业的蓬勃吸引
力，张松心动了。带着尝试的心态，他毅
然跨行，从零开始。

转型并非易事，张松选择从最基础的
助理做起。在街头巷尾学习拍摄视频，反
复琢磨剪辑技巧，默默观察控场流程……
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以前面对真实的学
生，可直播时，镜头后面是谁？不知道，心
里没底。”他坦言最初的不自信。

得益于大学所学的播音主持专业功
底，张松仅用一周便完成从“控场助理”到
独当一面主播的蝶变，但并非所有人都能
如此迅疾。选品、视频引流、福利机制设
计，乃至直播中瞬息万变的节奏把控——

“逼单”的火候、“塑品”的时机、“拉停留”
的技巧，每一项都是学问，新人快则半月、
慢则数月方能摸索出门道。

如今，张松成为涉猎本地生活和电商
直播两个赛道的主播。在他看来，聚光灯

下的生活，远非外人眼中“轻松又多金”的
幻象。

一场寻常直播需要花费四个半小时，
大场则需鏖战六至八个小时。持续不断
的输出，是对精神集中度与语言表达力的
双重高压考验。他形容这是一个“蛮辛
苦”甚至“高危”的行业，因为作息与常人
颠倒，“大家下班休息时我们工作，常播到
凌晨。”

张松敏锐地感知到行业变化，直播形
态正从早期单调的“速品逼单”，向更注重

“趣味性”转变。“直播本身就是一种消遣
娱乐。”他分析道，“把直播间变得更有趣，
观众才愿意留下。”

镜头前奋力推广的，不止商品。“作为
陕西娃，把陕西文化推广出去是我最大的
初心。”张松眼中闪烁着热忱。

他畅想着未来：游客来到西安，无需
繁复的攻略，刷一条视频就能“吃住行游
全搞定”。“希望吸引更多人来到西安，感受
大唐盛世。”张松渴望通过镜头，让这座“说
不完道不尽”的城市魅力直达人心。

文/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 欣 图/本报全媒体记者 鲜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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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舞台的光影坚守

解码网络主播张松的屏幕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