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康劲

50岁是人生的一道坎，当许多人在为是

回乡守住几亩薄田，还是留在城里为“碎银”

奔波而惆怅时，朱彦军却感觉自己“诗意的

人生”才翻开序篇，“最好的自己”刚刚出发。

在周围人的眼中，朱彦军像是一道生

命 的 光 ，不 仅 照 亮 了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3 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的舞台，也在

他 的 家 乡—— 甘肃静宁县点燃了崇尚经

典、诵读诗词的全民热潮。

满腹诗书，随口吟咏

春节过后，静宁县迎来一场瑞雪，巍峨

雪山、重重叠叠，在静宁县红寺镇魏沟村的

果园里，穿着一身旧工装的朱彦军正在修剪

果树，聊起不久前的《2023 中国诗词大会》，

他仍然记忆犹新。

“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谁能不紧张？”朱

彦军说，但只要讲起诗词，就立刻思如泉涌，

对答如流。

2 月 3 日晚，《2023 中国诗词大会》总决

赛现场，民间出题人亮出一道“神题”——要

求选手依照航天员太空漫游的动画情景答

诗。朱彦军略加思索，诗句脱口而出——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评委

和观众连连夸赞，掌声响彻全场。

决赛进入飞花令环节，飞的是“叠字”。

朱彦军用“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

鹂”“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梨花院落溶

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从容作答……

凭借满腹诗书和对诗词意境的深度揣

摩，朱彦军从黄土高坡的小山村走上央视大

舞台，荣获《2023中国诗词大会》亚军。

生活中的朱彦军，总是随口吟咏，将琐碎

的生活带入诗句的意境中。新闻里纵观天

下大事，就背毛泽东的词，是“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生活中不顺

心了，就背李白的诗，是“五花马，千金裘，呼

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洒脱……

儿子朱保行记得，“有一次过年回家的

路上，也是个雪天，我爸说了一句‘天仙狂

醉，乱把白云揉碎’，意境瞬间就出来了。”

30 多年间，朱彦军背诵了 1000 多首诗

词，摘抄诗词的笔记本有厚厚一摞，七八个

本子分门别类地记录着诗词原文、字词翻译

和典故，随身还带着一本陪伴他 20 多年的

《新华字典》，书页已经翻烂，撕裂的地方用

胶带粘着。

作为水暖工，朱彦军曾辗转全国十多个

大城市，每到一处工地，当地最大的图书馆或

书店他必定要光顾。许多书买不起，遇到好

诗好文，他会用手机拍下，等回到工地再爬到

床铺上抄下来。

朱彦军说：“待在书店一整天，也不觉得

饿，晚上回到工地啃馒头都是香的……”

风雨无阻，人生坦荡

早在 2020 年底，朱彦军就通过了《中国

诗词大会》第 5 季的海选，但最终“出镜”却

晚了两年。

当时，还在内蒙古打工的朱彦军接到央

视导演的电话，告诉他可以来北京参赛了。

但是，朱彦军和妻子一合计，“诗与远方”不

能代替子女上学，“那年赶上疫情，只出门干

了不到两个月活儿，女儿念本科，儿子要高

考，打工挣钱要紧呀”。

“耽搁务工损失的工钱，由节目组承担，捐

钱给你算工资。”导演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

但是，自尊心强的朱彦军更急了，“我们

家需要钱，但必须自己挣！”

导演对这位倔强的农民工大哥打心底

里佩服，俩人加了微信。2022 年 10 月，《中

国诗词大会》第 8 季启动，第 5 季导演向第 8
季导演推荐了朱彦军。

这一次，朱彦军没有拒绝，随着节目播

出，他一“战”出彩。

屏幕上的朱彦军，诗词知识储备海量，

思维敏捷，表达流畅，处处透露出质朴、豁

达、自信和阳光。许多人惊叹：经历了怎样

的付出才能达到如此让人折服的境界？

其实，生活中的朱彦军早已被诗歌滋润

得从容而坦荡。

16岁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朱彦

军主要做锅炉管道、漏水维修之类的工作。

“别人一天工钱 180 元，朱彦军必须给

200 元。”袁根义作为曾经的“工头”，对朱彦

军在工地上干活的实诚、精致赞不绝口。

“作为一个平凡的农民工，也许不能成

为别人的偶像，但一定要成为孩子们的榜

样。”朱彦军说。

常年在工地打工，朱彦军并没有把孩子

放到老家不管，而是走哪带到哪。他陪孩子

玩魔方、九连环、数字华容道这些益智类玩

具，给孩子教唐诗宋词。“孩子就是一张白

纸，家长怎么‘涂’他，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10 年前，夫妻俩将孩子们的学籍转回

老家静宁，在县城租了间房，妻子陪读，朱彦

军继续外出打工。简陋的出租屋，夏天雨水

淹，冬天结成冰。后来，朱彦军拿出所有积

蓄，还借遍了亲友，终于凑齐 30 万元，买了

二手楼房，让孩子安心学习。

“爸爸舍不得花钱，舍不得为自己买书，

却特别舍得给我们姐弟俩买书。”女儿朱灵

现在已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正在读硕士，

儿子朱保行正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诗词如同庄稼，朱彦军在这里，用 30余

年时间，收获了屏幕上的荣光，也收获了儿

女一生的成长。

心中有光，做最好的自己

曾经，在颠簸的绿皮火车上、在冰冷的

工厂流水线边、在简陋的异乡出租屋里，朱

彦军一遍遍咀嚼着李白、杜甫、陆游、白居

易、苏东坡的璀璨诗文，在生活遭遇挫折的

时候，找寻治愈的力量。

如今，从农民工到《2023中国诗词大会》亚

军，朱彦军在很多人眼中实现了人生“逆袭”。

其实，每年《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都

会出现很多像朱彦军一样在烟火里谋生、在

诗意里追梦的人。他们可能是外卖员、是农

民、是卖菜大姐、是“窗帘夫妇”、是警察……

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既能“为五斗

米折腰”，也能为梦中月、镜中花停留。

起初，在《2023 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

上，朱彦军并不出众，“年龄大、方言重”，许

多人对这位西北选手“印象分”并不高。但

是站在镜头前，从容咏诗的朱彦军就像一盏

灯，寥寥几句就点亮了观众的心灵。

在家乡，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一直被朱

彦军霸屏，他在《2023 中国诗词大会》上的

惊鸿一现和励志故事，让静宁人收获了开年

最美的礼物。静宁县向来重视传统文化教

育，全县学生于 2月 2日和 2月 3日集体收看

了《2023 中国诗词大会》第 9、10 场播出，为

朱彦军“打 CALL”，全县也由此形成了一股

崇尚经典、诵读诗词的“热浪”。

面对这些，朱彦军也很欣喜，他希望，“让

更多人能爱上诗词，绘就诗意人生”，也希望，

“能够重新出发，在余生做最好的自己。”

日前，朱彦军还收到了甘肃省总工会职

工书屋的邀请，他将在“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

代工匠”主题阅读交流会上，通过线上线下的

联动与更多工友一起分享自己的诗意人生。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从退役士兵到石油尖兵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张琳 王玉鹏

近日，第十六届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名单公布，中国

石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石油钻井工特级技师王建军的名字

赫然在列。从事钻井行业 22 年来，王建军先后实施技术攻

关项目 100 余项，2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48 项获实用新型专

利，68 项成果在现场推广应用，他用一颗匠心守护钻井生产

的安全高效。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咋干了这行？”曾在武警北

京总队当了 3年义务兵的王建军，在刚刚被分配到钻井队时，

很不适应，一次入厂教育让他彻底转变观念。

王建军了解到，胜利油田开发初期就是由中国人民解放

军转成的“石油师”投身石油建设，才建成了“油城”东营。他

深受触动：“我也曾经是个兵，既然干了钻井，那就干出个样

子来。”

为了更快适应岗位，他把每一次施工、每一次操作都当作

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要把钻井这一行搞通弄懂，扎实的理

论基础不可或缺，但这对只有高中学历的王建军来说无疑是

巨大挑战。

他的床头放着《钻井工程技术手册》《钻井复杂情况判

断与处理》等十几本教材，这些书后来都被他翻得毛了边、

卷了页。2006 年，凭着过硬的理论和娴熟的操作，王建军在

全国中央企业职工技能大赛上摘得银牌，并因此破格晋升

为技师。

多年的一线工作经历，让王建军深刻认识到以技术创

新推动钻井提质增效的紧迫性。一次，一支钻井队的液气

大钳的移送气开关在搬迁吊装时被撞断，影响了新井的正

常开钻。经过深入了解，王建军发现这一状况时有发生。

于是，他利用所学的机械制图知识进行方案设计。一次次

推倒重来、一次次演算设计，王建军 20 多天没有回过家，最

终研制成功了液气大钳移送气开关防护装置，成功解决了

问题。

闲暇时，王建军喜欢闭上眼睛琢磨设备维修改造：哪些设

备容易出故障，怎么干才能省劲儿又安全，零件之间如何匹配

连接……

“把每个环节想深想透，然后再一个个排除、确认，再排

除、再确认，这就是创新。”王建军说。

这些年来，王建军的 116 名徒弟中，有 6 人在中石化业务

竞赛中获奖，6人被评为山东省技术能手。

总有新想法的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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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美丽的康巴高

原上，一座高达 295米的大坝耸立在群山峻岭

间，仿佛镶嵌在雪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成为

雅砻江上的一道美丽风景。它就是两河口水

电站，也是世界第二、国内第一高土石坝。

从 2005 年规划建设开始，国投集团雅砻

江两河口工程项目管理团队就与雪域高原的

大山为伴，扎根建设一线的 17 年间，他们攻

克了世界级水电工程的关键核心技术，获得 9
项世界之最，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雪域高原极限挑战

两河口水电站所在的康巴雪域高原平均

海拔超3000米，空气含氧量低，施工条件艰苦，

建设难度极大，项目管理团队面临艰巨挑战。

技术带头人张东明、张贵科等和团队成

员一起住在坝区临时搭建的板房里日夜奋

战，他们经常要在几天内查阅上千份资料、

进行数十次试验，每天只能睡 4 小时。经过

坚持不懈的探索与研究，他们掌握了冻融规

律，制定出“分阶段精细化和保温被覆盖”的

防控方案。

日复一日的缺氧、干燥、大风环境，让许多

人年纪轻轻就两鬓斑白、皮肤黢黑，但项目管

理团队没人叫苦，始终与大坝朝夕相伴，每年

在现场工作超过300天，精心呵护大坝成长。

两河口大坝心墙填筑作业中，灌浆工程

质量对于大坝运行安全至关重要。“防渗工

程均在地下看不见的位置，只有守在现场、

盯着现场，才能牢牢掌握质量状况。”四川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项目团队成员杨培洲

说。他每天爬边坡钻探洞，风雨无阻，每年

穿坏的雨靴在 10双以上。投产以来，两河口

灌浆工程底层廊道渗漏量创造了国内水电

建设的纪录，大坝做到了“滴水不漏”。

“在工地上待得住，才能干出业绩。”四川

省劳模、两河口建设管理局局长王金国说。

攻坚“无人区”

在高海拔高寒地区，面对恶劣自然环境

和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的极限挑战，工程管

理团队积极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科技创新，

在世界水电的“无人区”攻坚克难。

土石坝填筑需要满足严格的控制标准，

但人员和机械在高海拔地区都有明显的降

效，长时间的振动碾压让司机很难集中注意

力，补碾返工的情况较多，于是，科技攻关小

组决心把无人碾压技术“拿下”。

他们每天“三点一线”——奔波在大坝坝

面、前方指挥中心和调试场之间，经过无数次

的建模、分析、调试、优化，终于一步步追赶并

且超越了人工操作水平，而且一次就能成功。

通过攻关，两河口水电站系统解决了我

国高土石坝季节性冻土施工难题。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获得

者马洪琪评价说：两河口大坝智能填筑技

术，实现了 300 米级超高心墙堆石坝从数字

化建设到智能化建设的跨越，推动施工进入

“无人驾驶”时代，引领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智能化新方向。

精益求精筑高坝

2021 年 9 月 29 日，两河口水电站正式投

产发电，实现了“电站提前一年建成”的目标；

2022 年 3 月 18 日，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完成

72 小时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

全部 6台机组提前 442天投产发电，年发电量

约 110亿千瓦时。

投产发电的当天，建设者们相拥而泣，难

掩激动。他们用17年时间完成大国工程，很多

人从青年步入中年，为工程建设奉献了青春。

杨培洲想起无数个与大坝朝夕相处的日

夜。从两河口前期工程，到大坝开始填筑，再

到电站全面投产，他在两河口坚守了 17 年，

每年扎根工地超过 300 天。他感慨道：“能参

与建设这样的世界级工程感觉很自豪。”

近年来，两河口项目管理团队先后获得

“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

织”“全国青年文明号”等荣誉。团队中有20余

人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其中，8人获得“四川

省五一劳动奖章”，1 人获得“四川省劳动模

范”，1人获得“四川省国有企业优秀共产党员”。

看着大坝一天天长高，高峡出平湖的壮

景慢慢显现，张东明说，“我们要让雅砻江的水

点亮川渝等长江经济带区域千家万户的灯。”

国投集团雅砻江两河口工程项目管理创新团队扎根建设一线 17年，攻克世界级技术难题——

雪 域 高 原 筑 大 坝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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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赵泽予 周颖

从一名电力小白成长为工匠大师，30 多年来，国网湖北

超高压公司变电检修中心生产技术室副主管杜军一直沉在电

力一线钻研创新，先后获得创新成果和发明专利数十项，也收

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工匠等荣誉。

2006 年，杜军代表湖北省电力公司获得全国电力行业高

压试验专业技能比赛冠军。备赛期间，他每天除了巩固理论

知识，还加大了实操练习的强度，同时模拟现场可能会出现

的各种意外干扰。他要求自己不仅能在正常情况下高质量

完成操作，还能在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时处变不惊。最终，他

以技高一筹的表现从 47 支代表队、141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一战成名。

入职第 10 年，杜军成长为电气试验班创新团队领头人，

开始致力于通过创新解决现场的实际问题，通过革新传统工

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

在现场，杜师傅总能有新想法。

当时，变电站地网检测误差大成为试验班长期未能解决

的难点问题，这个误差不仅会造成地网改造决策的判断失误、

增加改造成本，还会因为地网缺陷未能及时发现而埋下安全

隐患。

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难题，杜军四处查阅资料，多次咨

询相关技术人员，慢慢摸索出一套全新的测试方法，为了完善

细节，他把自己关在变电站里，不断地试错，一次次地推翻“清

零”后，杜军首创的“移频法”成功将测量误差消除，该成果也

获得了省公司、集团公司的 QC成果奖。

一次，杜军听说武汉地区重要上级电源——玉贤变电站

的母线出现电压异常。他立即赶赴现场，通过检查分析，判断

出问题在于电压互感器的绝缘材料劣化，如不及时更换有可

能导致设备爆炸。他紧急组织抢修，带领团队连夜奋战 6 小

时，终于消除了这一安全隐患。

在杜军看来，工匠精神就是要不怕困难、敢于创新，日积

月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实现从“工”到“匠”的

蜕变。

50岁农民工朱彦军夺得《2023中国诗词大会》亚军，点燃家乡人民诵读诗词热情——

认真生活，吟唱生命

朱彦军在《2023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图片来源：央视频截图

雕刻匠心 技行天下

2月24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中元艺术品
有限公司的木雕车间里，该公司的木雕技师
陈忠带着徒弟手持电刻刀雕刻牙雕作品。

车间里悬挂着一幅“技行天下 能创未
来”的横幅，那是不久前举行的福州市木雕
行业技能竞赛留下的标语，也是陈忠在教
徒弟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54岁那年，陈忠站进了高级工艺美术
师的技能等级考场。近年来，曾经的中国三
大木雕——福州木雕陷入发展“低潮”，福州
八成以上木雕企业不再固定雇佣木根雕技
师。“职业发展没有了稳定劳动关系，技艺就
失去了传承基础。”站在技能考场里的陈忠
想让更多人看到技能的价值。

“市场不好，更要打磨精品。”坐在操作
台上，陈忠试图领着徒弟们从最基本的工
序开始，在最原始的木料上雕刻匠心。

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