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手“剪”出时代芳华
本报记者 张嫱

每年春节前夕，都是孙卫最忙碌的时候。

与家家户户“忙年”不同，孙卫忙着参加民俗活动、商

场市集，还忙着帮亲朋好友剪出一幅幅充满年味儿的艺术

剪纸。

近日，在位于青岛海信广场的年庆市集，孙卫向来往的市

民介绍龙年新创作的剪纸作品。一条条活灵活现的“中国

龙”，或搭配浪花、桃花，或搭配金鱼、白菜，栩栩如生，传统剪

纸因为有了新形式和新寓意“圈粉”了不少年轻人。

说起自己与剪纸的渊源，59岁的孙卫坦言：“离不开姥姥

的启蒙。”她的姥姥从小就学习绣花、剪纸等女红手艺，是方圆

几十公里出了名的手艺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总有人登门

向姥姥求几幅“剪花儿”。孙卫自小在姥姥身边长大，6 岁就

能剪出像模像样的剪纸。

虽然颇有天分，孙卫还是按部就班地上学、工作，直到姥

姥去世 3周年的忌日上，看见姥姥留下的几幅剪纸作品，她萌

发了“将这个手艺传承下去”的念头。

为了从“野路子”变成“正规军”，孙卫花 1 万多元报名参

加了 3个剪纸学习班，每天来回 6个多小时到老年大学上课。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剪纸最重要的是有创作能力。

那段时间，她像着了魔一样，走路、做饭甚至睡觉，都在琢磨剪

纸思路，每天伏案剪纸到下半夜才肯休息。

一张手掌大小的红纸，一把剪刀，在孙卫灵巧的双手下，

只需十几秒，一个立体的“春”字便跃然眼前。孙卫告诉记者，

剪纸分为剪、刻、手撕、火烫等形式，随着民间艺术逐渐走到台

前，剪纸也有了更多展示舞台。

孙卫一直在思索如何将传统剪纸艺术与现代文化融合，

姥姥留下的“花样儿”频繁出现在她的剪纸作品中。

“比如这幅《中国美丽乡村图》，前半部分的莲花、‘福’字

都借鉴了姥姥的作品，后半部分现代农村生活的场景，还有

五月的风和海鸥都是我的原创。”孙卫说，“希望通过剪纸记

录这个美好的时代，也为后人了解青岛、回忆青岛提供一份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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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最大的铁路信号继电器生产基地，21 年来柯晓宾持续成长、收获荣誉——

一名高铁工人的匠心之路

本报记者 高子立

从北京市昌平区黑山寨村的“栗蘑宴”，

到平谷区大华山镇的“御桃文化宴”，再到通

州区大运河村的“大运河文化宴”……每到一

处，他便以一套精湛的烹饪技艺和一口幽默

地道的京味儿语言，演绎着用“烹饪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的故事。他就是北京市科协科技

特派员、北京市烹饪协会副会长王云。

王云常年穿着中式衣衫，胸前绣着“云绘

三农”字样。从事科技特派员工作以来，为服

务乡村美食开发，他的足迹几乎遍访京郊地

区，将“科技富农”的种子播撒在乡间田坎，先

后荣获全国科技特派员优秀个人、北京市优

秀科技特派员等荣誉。

“吃”出来的乡村振兴路

早在 1998 年，王云就开始进行京郊农家

菜品质升级的课题研究，并率先提出“让传统

老菜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指导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结合本地特色，打

造出以素鱼香肉丝、素排骨等仿荤素菜为主

的“素食宴”，将村里的十几户农家宴打造成

专门经营素菜的特色餐馆。

“‘素食宴’不仅能让食客得到味蕾上的

满足，还能现场看到面筋制作等手工技艺。”

王云笑着说，“素食宴”不仅好吃好看，更好玩。

2022 年，王云受邀为平谷区打造“御桃

文化宴”。恰逢此时，一场冰雹让平谷区的大

桃遍体鳞伤，桃农们愁容满面。为此，王云创

新提出以“雹伤桃”为主料开发系列菜品。其

中，以桃丝代替马蹄、笋丝制作而成的狮子头

和鱼香肉丝等菜品受到食客欢迎。菜品一经

推出，拓展了“雹伤桃”的销路，解决了农民的

燃眉之急。

近年来，王云结合京郊各区特色农产品，

精心研制农家菜，打造出獭兔宴、饹饾宴等美

食品牌。此外，他还发挥自身优势，帮助河北

省张家口市、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等北

京周边地区解决各地农产品销路问题，帮助

乡亲们“吃”出了一条致富路。

从师范生到科技特派员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位大厨。”王

云对记者说。学生时代，他听从家人的建议

报考了师范专业。然而毕业后，他却始终放

不下对烹饪的热爱，思来想去决定系统学习

烹饪技艺。

“最初接触烹饪是从最基础的采购开始

的，跟着老师傅去采购食品原材料，跑了不少

地方。”王云对记者说。通州的农村、浙江舟山

的渔场、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林场……从那时

起，王云的足迹就和基层的土壤连在了一起。

再后来，借着国家大力扶持“三农”政策

的东风，王云成为北京市科委的一名科技特

派员，从事美食助农、惠农工作。同时，他也

是目前北京市 5万多名科技特派员中唯一一

位餐饮界别的特派员。

在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农学会指导下，王

云来到昌平区黑山寨栗蘑合作社，完成了他

的第一个作品——“栗蘑宴”。那段日子，王

云几乎每周都往山里扎，风雨无阻。他反复

利用干、鲜栗蘑进行研发，推出栗蘑辣酱、栗

蘑肉饼等菜品近百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乡村振兴需要

群策群力，希望我能带动一批人投入乡村振

兴大潮中。”在王云看来，乡村振兴，村民应当

是主力。

为了方便村民学习，充分发挥田间课堂

为农服务的特点，王云将教室直接搬到了各

村村委会。考虑到村民们白天忙于劳作，就

把培训安排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进行。

“要能吃苦，热爱餐饮行业，更要热爱农

村、农民。”王云有着一套严格的选徒标准。

“有一次，去昌平区授课的路上遇上瓢

泼大雨，雨刷器几乎失灵，但师傅丝毫没有

回去的打算。到现场后，他拿着授课的家伙

什儿就走向讲课场地，一边与大家寒暄，一

边准备原料。”王云的徒弟、昌平区经管站四

级调研员张国栋回忆说，“他是真把农民放

在了心里。”

近年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王云边

干边讲边写，相继出版了《经典名菜》《食苑健

康系列丛书》《水果养生健康》等书籍。

从田间地头到校园大讲堂，从社区到军

营，从烹饪培训讲座到电视台、新媒体的直播

教学，他一边科普各种农副产品知识，一边推

广文明餐饮理念。他的“餐饮助推乡村振兴”

理念惠及数万人。

从“ 栗 蘑 宴 ”到“ 御 桃 宴 ”，科 技 特 派 员 王 云 帮 助 乡 亲 们“ 吃 ”出 致 富 路 ——

“王大厨”和他的“乡村味道”

柯晓宾正在
调试铁路信号继
电器。

受访者供图

2010年，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博士毕业的张正涛跟随导师参与“神光”大
科学装置的科研攻关。张正涛第一次把人
工智能（AI）算法和精密光学成像系统运用
于大装置光学元件的检测，在自动化光学
检测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2016年，他
带领团队成立中科慧远，把光学智能检测
系统应用于包括手机盖板玻璃在内的标准
化工业品的无损自动检测。

张正涛现在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带着十几位研究生。他
要求学生做有用的科研：“课题要来自于真
实痛点。”

张正涛希望，从理论方法到关键技术，
再到产业应用，最终从产业发展技术瓶颈
再反馈形成科研问题，构成一个闭环。

图为在河南洛阳中科慧远总部，张正
涛从外观缺陷智能检测设备中取出检测完
毕的手机玻璃背板。

新华社记者 周荻潇 摄

本报记者 陈俊宇

48号，已经工作了 21年的柯晓宾，还是

不会忘记这个数字。

2003年 8月，柯晓宾正式成为中国通号

西安工业集团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沈信）电器车间的继电器调整工

人，此后，她调整的每一台继电器都会贴上

这一数字作为标识。这不仅表明她独立上

岗了，更意味着她要对经手的产品负责。

如今，48 号早就换成了实名制，柯晓

宾也从一名普通车间工人成长为调整班

班长。全国技术能手、火车头奖章、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

高级技师、集团首席技师、高级工程师等头

衔……见证着她这一路的追求与所获。

磨练技艺

2012年，柯晓宾 29岁，这一年对她颇具

意义。

两年前，她第一次参加全国职工技能大

赛，就在信号钳工项目夺得第四名，并因此

获得“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称号。两年后，她

再次参加大赛，并通过推荐评选，获得“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

这一年，她担任了调整三班班长，面临

全新挑战。

这一年，她的师傅崔宝华——这个柯晓

宾职业生涯中的“引路人”当选为党的十八

大代表。“榜样就在身边。”多年后，柯晓宾才

意识到有一颗种子在心中萌发。

时间回到 9年前。2003年，柯晓宾从沈

阳铁路机械学校机电工程一体化专业毕业，

成为一名继电器调整工人。

沈信是我国最大的铁路信号继电器生

产基地，在电器车间，每生产出一台继电器

都得经过调整这道工序，且手工调整比机器

调整精度更高，这是世界通用做法。

尽管柯晓宾是同期第一个上线、独立生

产的调整工人，但最初那段时间，调试的产

品被检测退回返工的情况常常发生。“很沮

丧。”柯晓宾打过退堂鼓。

好在她留下来了，也坚持下来了。磨练

技艺，没有捷径。柯晓宾一有时间就揣摩手

法，一个动作练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经过长

时间训练和工作，手指间的水泡成了老茧，

食指比另外几个手指要粗很多。

9 年时间里，她每天一手拿着继电器，

一手握着扁嘴钳，工作起来十分忘我，“有事

儿不多叫几次根本听不见”。

那些年，在车间领导和同事眼中，这个

小姑娘业务过硬、技艺娴熟，产品任务完成量

总是排在前列，一点不逊色于班里的老师傅。

时代节点

铁路信号继电器，是中国高铁列车控制

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器材。作为列车运行控

制系统的“神经元”，大到车站的控制中心，

小到一个信号灯，每一个电路的切换都离不

开它。如此一来，调整继电器这项精细又枯

燥的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继电器如何调整？又到底有多难？柯

晓宾告诉记者，毫米级、毫牛级的技术指标最

有说服力：继电器上一共 8 组接点，24 个触

片，接点间距的误差需要控制在 0.05至 0.1毫

米之间；调整触片力度在 200毫牛左右，而扯

断一根头发丝力度大约是 1800毫牛。

不过，这套“十分重要”的说法看不见摸

不着，小小的继电器与中国高铁究竟有什么

关系呢？

2008 年 8 月 1 日，我国首条时速 350 公

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运营。京

津城际所使用的继电器，就来自柯晓宾所在

的沈信电器车间。

“每一台产品都贴上了‘京津专用’标

识。”柯晓宾说，从这一次开始就对这份工作

的价值有了具象认识，“我调试的继电器，用

到了中国高铁的控制系统上”。

贴上专用标识，自此成了惯例。这时，

每一件调整的产品，也已经采用全生命周期

实名制管理，“48号变成了柯晓宾”。

沈信生产的继电器产品覆盖了我国

70%的铁路线路。“在京张、京沪等高铁项

目和中老、雅万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

路建设中，都有我们的产品。”采访中，柯晓

宾说到这时，眼里闪着光，透着发自内心的

自豪。

其实，2004 年 4 月 18 日开始的中国铁

路第五次大提速与 2003 年参加工作的柯晓

宾也有着关联。有了更多市场需求，继电器

生产任务增加了，质量要求也更严格了，所

以需要招聘更多调整工人，新工人也就有了

更多锻炼机会……她笑言：“好像我的每一

步都踩在了时代节点上。”

“能够为中国铁路从时速 80公里到 350
公里的惊世巨变贡献一点点力量，我为之振

奋，并自豪自己是一名高铁产业工人……”

今年 2月 22日，柯晓宾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巾帼劳模工匠

座谈会上如此发言道。

新的开始

2016 年，一款新研发的继电器调整通

过率很不理想，10 台产品就只通过三四

台。一时间，生产线的工友们犯了难，“这会

影响产品如期交付”。

柯晓宾站了出来，组织攻关小组进行

“降低继电器接点压力返修比率”课题攻关，

经过工艺改进等一系列试验和调试，问题成

功解决。这个攻关小组获评“全国优秀质量

管理小组奖”。

2017年 12月，沈信有了第一个劳模创新

工作室，以柯晓宾的名字命名。如今，工作室

已经取得攻关成果 46余项、专利 12项。

追随师傅的脚步，当年的种子开花结

果。2017 年、2022 年，柯晓宾连续两届当选

全国党代表。2020 年，她获评全国劳模后

有了“新任务”——带徒青年班组，调整三班

全是青年职工。这一次，这些青年职工的父

母也会叮嘱孩子：“跟着晓宾姐好好学，榜样

就在身边。”

对于这些年获得的荣誉，柯晓宾有着清

醒认识，“这是对我一个阶段工作的肯定，拿

一次奖就是一次新开始。”

在柯晓宾带出的 50名徒弟中，已经有 5
人获评全国技术能手。他们有时也会困惑：

作为工人，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柯晓宾的儿子正在上高中，同学问：“你

妈妈是做什么的？”尽管孩子知道她有诸多

荣誉，还是会回答：“我妈妈是一名高铁工

人。”回到家中，孩子讲起这事，柯晓宾会说：

“回答得对，你妈妈就是一名高铁工人。”

2023年 9月，这名“高铁工人”已经从三

班班长晋升为调整班班长。2月下旬采访当

天，柯晓宾刚进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

科班学习。几天后，她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标兵”。她说，这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对于徒弟们的困惑，她早就以亲身经历

作答，“我走过的路，都是咱们高铁工人可以走

的路。”

本报记者 李昱霖 本报通讯员 苏小燕

“今天大约有 130件快递，这些生鲜食品要优先配送。”见

到张珑时，他正在绿皮邮车后箱里点数邮件。

张珑是河北张家口市邮政公司城区寄递事业部的一名揽

投员，也是张家口市唯一一名“河北省最美快递员”。

8 时，刚经历一场春雪的张家口，天格外蓝，风也格外

寒。装完车，张珑去街边的营业厅里灌了杯热水，拧紧杯盖，

开始上午的派送。

“在很多人眼中，送快递是个体力活，只要人勤点、腿快点

就能干，其实快递这行也需要技术，得动脑子规划路线，还需

要跟客户耐心沟通，要智商、情商双在线。”张珑说。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如果现在家里没人我等您回来再

送”“您的快递需要冷藏储存，您记得赶紧取”……9 时，到达

奥林第一城网点，张珑马上进入投递状态。

张珑所负责的区域多属于乡邮路，刚入行时，由于不熟

悉路线和配送策略，他一天工作将近 8 个小时才能勉强送出

40单。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在送单时做好路线规

划，下班后还会进行复盘，重新测算每条配送路线的距离和

时间。

现在，他对工作区域内的路线和方位都熟记于心，每天上

午就可以轻松完成近百单。

服务区域内有不少老年人，张珑一直坚持送件上门。“我

们的行话叫‘门到门桌到桌’，不论客户在几楼，都要坚持送到

客户手中。现在，我和不少客户都成了朋友。”张珑说。

2023 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张珑被单位选派参加全市

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取得了第 2名的成绩，并代表张家口

市出征省赛。

12 分钟内，完成寄递物品验视、快递包装、快递单制作；

设计“派送路线”，在模拟的街道上快速确定需要优先派送的

快递，并且要注意快递派送时限，减少空白里程。备赛期间，

他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回家备赛练习。为了掌握每一个知识

点，他自己给自己出试题；为了快速完成实操，他在家一遍遍

模拟收寄动作。

在 2023年河北省邮政行业技能大赛中，张珑所在的张家

口市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名，他个人获得了收派第二名的好

成绩。

“以前老听人叫我们‘送快递的’，参赛后才知道，我们的

职业名称‘快递员’已经被写入《职业分类大典》。现在我越来

越能感受到这份工作的美好。”张珑说，他将继续扎根岗位，把

更多温暖的快递准时送达。

张正涛：“慧远”识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