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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晨光刚刚漫过交城县义望铁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的厂房，该公司信息部部长吕转转已经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

“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设备做‘体检’，

确保他们健健康康地运行。这可是个技术活，不

仅要眼观六路，还要耳听八方，任何异常都逃不过

我的火眼金睛。”作为公司智能化、自动化项目带

头人，这样雷打不动的“设备体检”，她已坚持了整

整二十年。

上午，吕转转一边在工厂收集模型数据，一边

介绍她正在做的工作。“我们正在做 3D建模数字孪

生项目，目的是为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我们做

的 3D建模数字孪生项目和电影特效有点像，只不

过我们的建模对象不是虚拟人物，而是真实的工程

和设备。有了这个数字孪生，我们就可以在虚拟世

界里模拟生产流程，预测设备故障，让生产更高效、

更智能。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电影特效那么炫酷，

但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着属于工业世界的

特效。”中午吕转转回到办公室，马上将模型数据导

入电脑，很快做出新的模型。

然而，技术“大咖”的背后却是一条艰辛的逆

袭之路。回忆起 2002 年中专毕业初入公司时的

场景，吕转转不禁笑了笑：“那时候我就是个‘职场

小白’，连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什么都不

知道。但是多年的一线工作经历让我有了一个扎

实的基础，我也开始感受到了知识和技术的力量，

内心那颗好学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当时住在狭窄的集体宿舍里，我一有空就在

‘啃’西门子、三菱 PLC 编程和计算机编程语言的

书。”吕转转指着办公室里的笔记本，“你看，这里

面记满了各种疑问和解答，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我

反复实操摸索出来的。”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那

些被代码和图纸填满的时光，最终化作她成长路

上坚实的阶梯。凭借着这份执着，她从一名普通

电工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更成为公

司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力量之一。

“独行快，众行远。”这是吕转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团

队带头人，她深知培养新人的重要性。为此，她牵头组织了多场经

验分享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心得和工作方法传授给团队成

员。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工程师在实战中崭露头角，曾

经在她宿舍台灯下闪耀的知识光芒，正通过传帮带的形式，照亮更

多人的前行之路。

二十年光阴荏苒，“钢铁玫瑰”吕转转从电线螺丝堆里的电工，

成长为手握 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7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技术专

家，2024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面对众多荣誉，她显得格外淡

然：“这些证书只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最让我骄傲的，是看着老旧

设备装上‘智能大脑’，看着年轻团队在实战中不断进步。”

她用热爱浇灌梦想，以坚持丈量成长，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

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不凡答卷，也为更多人照亮了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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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小宇

提到工位提到工位，，大多数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大多数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写字楼—写字楼、、电脑电脑

桌桌。。但是但是，，各行各业各有不同各行各业各有不同，，有的工位可能抬头只能见到电有的工位可能抬头只能见到电

脑脑，，也有的工位抬头就可以见到漫天星空也有的工位抬头就可以见到漫天星空。。小小的工位小小的工位，，是每是每

个人最特殊的一方天地个人最特殊的一方天地，，它不仅承载着对岗位职责的理解与它不仅承载着对岗位职责的理解与

诠释诠释，，更凝聚着对工作的热爱与不懈追求更凝聚着对工作的热爱与不懈追求。。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一段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一段

段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段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无论是处处是工位的水无论是处处是工位的水

电维修工电维修工，，还是俯身在老式缝纫机前的裁还是俯身在老式缝纫机前的裁

缝缝，，他们的工位都是他们奋斗的见证他们的工位都是他们奋斗的见证。。

走进这些工位走进这些工位，，便能深入了解那些便能深入了解那些

各不相同的奋斗历程各不相同的奋斗历程，，感受每感受每

一个岗位背后的艰辛与一个岗位背后的艰辛与

荣耀荣耀。。

图为塔吊司机刘珍珍正在

认真作业。 康桂芳 摄

图为吕转转在经验分享会上将

自己的工作方法传授给团队成员。

刘小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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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4日早晨 8时，吕梁城区在早高峰的车流与人流

中苏醒。当晨练的大妈们在中心城项目旁的广场翩跹起

舞时，距地面 40米的高空中，一台黄色塔吊正划破薄雾

缓缓转动。驾驶舱内，36岁的塔吊司机刘珍珍，已经完成

了当天的设备检查，黑框眼镜后的目光透过钢化玻璃看

着地面作业区——昨日新浇筑的楼体又长高了一截。

““滴……师傅滴……师傅，，转运沙子转运沙子！”！”在对讲机传来指令的瞬在对讲机传来指令的瞬

间间，，刘珍珍左手握住操作杆刘珍珍左手握住操作杆，，右手轻抚变幅旋钮右手轻抚变幅旋钮。。在这在这

个不足个不足 22 平方米的驾驶舱里平方米的驾驶舱里，，身高身高 174174 厘米体重厘米体重 140140 斤斤

的他在里面刚好能转身的他在里面刚好能转身，，座椅两侧的操作手柄按钮泛着座椅两侧的操作手柄按钮泛着

磨损的光泽磨损的光泽。“。“滴滴””只见他手腕轻抖只见他手腕轻抖，，塔吊大臂立即以近塔吊大臂立即以近

乎完美的弧线缓慢地转向物料堆放区乎完美的弧线缓慢地转向物料堆放区，，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他用他用

右右手精准调节变幅旋钮，控制吊钩匀速下降，当吊钩距

离地面还有 1.2米时，他立刻轻点制动键，满载砂石的料

斗稳稳悬停，吊钩竟然没有一丝晃动。

“很多人觉得塔吊就是一堆冷冰冰的钢铁”，刘珍珍

一边操作一边说，指尖在控制面板上轻盈跳跃，“但在我

眼里，它是有生命的。这活儿讲究‘三稳’——起钩要

稳、运行要稳、落钩要稳。”刘珍珍眼睛紧盯着玻璃窗外

移动的大臂，一边指着操作面板解释：“每个按钮的反馈

速度都不一样，塔吊也有他的‘脾气’。”他轻轻按下按

钮，“你看，让大臂旋转得有耐心，急性子可干不了这

行。有时候遇到大风天气，吊钩在风中轻微摇晃，，更需更需

要小心微调变幅旋钮要小心微调变幅旋钮。”。”

记者跟随他体验高空作业时记者跟随他体验高空作业时，，这个看似普通的建筑这个看似普通的建筑

工人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专业素养工人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专业素养。。4040米的垂直梯米的垂直梯，，他上他上

下如履平地下如履平地；；单日吊运单日吊运 200200吨物料吨物料，，误差不超过误差不超过 55厘米厘米。。

刘珍珍回忆说刘珍珍回忆说，，他的最高作业高度是他的最高作业高度是 128128 米米，，最多的一最多的一

次吊运过次吊运过 44吨的钢管吨的钢管。。1818年前年前，，刚初中毕业走出校门的刚初中毕业走出校门的

刘珍珍刘珍珍，，跟着师傅张尊红爬上塔吊时跟着师傅张尊红爬上塔吊时，，还因恐高双腿打还因恐高双腿打

颤颤。。如今如今，，他已经练就特殊本领他已经练就特殊本领，，比如通过听吊钩滑轮比如通过听吊钩滑轮

的转动声的转动声，，就能判断钢索是否存在磨损就能判断钢索是否存在磨损；；透过驾驶舱的透过驾驶舱的

震动频率震动频率，，便能察觉机械细微的异常便能察觉机械细微的异常。。

在这个离太阳最近的岗位上在这个离太阳最近的岗位上，，安全是永恒的主题安全是永恒的主题。。

刘珍珍的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刘珍珍的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塔吊安全操作手册塔吊安全操作手册》，》，

泛黄的纸页上写满批注泛黄的纸页上写满批注。。刘珍珍对记者说刘珍珍对记者说：“：“在建筑工在建筑工

地上地上，，每个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危险每个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分心就是玩命分心就是玩命。”。”

为了保持专注为了保持专注，，他在工作时从不看手机他在工作时从不看手机。。正是这份如履正是这份如履

薄冰的谨慎薄冰的谨慎，，让他保持着连续让他保持着连续 1818年零失误的行业纪录年零失误的行业纪录。。

夕阳西下夕阳西下，，塔吊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镀上一层金塔吊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镀上一层金

边边。。刘珍珍完成最后一项检查刘珍珍完成最后一项检查，，轻轻关上了操作舱门轻轻关上了操作舱门。。

回到地面回到地面，，他站在工地边缘他站在工地边缘，，仰望着自己操作了一整天仰望着自己操作了一整天

的塔吊的塔吊，，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柔情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柔情。“。“很多人问很多人问

我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我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他轻声说他轻声说，“，“因为每当看到一因为每当看到一

栋栋大楼从吊钩下拔地而起栋栋大楼从吊钩下拔地而起，，就知道我们这些就知道我们这些‘‘云端舞云端舞

者者’’始终是城市建设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音符始终是城市建设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音符。”。”

不足 2 平方米的驾驶舱，布满机械按钮的操作台，卷边的安全日志……刘珍珍的工位是云端

指挥舱——

塔吊上的“钢铁芭蕾”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现在已

经很少有人说起了，但却留在许多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裁缝”这个行当，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但总有人坚守初心、专注一处、不偏不倚不

动摇，刘青梅便是这样。

穿过市区八一街永宁市场一楼，第一个楼梯拐角上

行，一块起皱的广告布上写着“刘青梅专业裁边”，红底

白字已经褪成粉白，边角处还写着“服装修改、裁边、换

修拉锁”等字迹。不足十平方米的狭长空间里，几台缝

纫机占据了一半的店面，彩线轴在机器上摆得满满当

当，玻璃罐塞着贝壳纽扣，还有一些拉链和绣花布贴等

挂满了墙面。早上 9 点，倚墙而设的长条木板上，候场

的七八位顾客，挨挨挤挤地坐着。57岁的刘青梅站在店

里，摊开衣物，做好标记，裁剪、折边，动作干净利索。随

后，走到回廊处俯身在老式缝纫机前，细密的针脚声里，

一条补丁摞补丁的牛仔裤在机针下逐渐焕发新生。等

待的小伙子倚在缝纫机前笑着说：“刘姨，这裤子跟着我

五年，倒跟您更亲。”这已是本月第二次修补。这个小伙

子三天前打篮球时扯破了膝盖处的旧补丁，却执意要等

刘青梅处理完前面二十多件衣物。“您补的洞不硌腿。”

他说道。

缝纫机“哒哒”声突然停止，刘青梅摘下老花镜擦拭：

“当年揣着攒了好久的二百块钱跟姐姐一起，瞒着家里人

偷偷去太原学缝纫，两个月后就回村里开了裁缝铺，专门

裁边。”21岁的她在村里开了几年店后，因为家庭原因搬

到了离石，新店址选在永宁市场的这个位置，一干就是二

十几年。“记不清了，应该就是 2003年左右吧，时间太久

啦！”她一边说一边俯着身子给缝纫机穿线。

二十载春秋流转，这台见证过岁月的老机器，如今

更多时候在修补时光的裂痕。刘青梅的微信账单显示

一位熟客的支付记录，近五年她在这里扫码支付过 120
次。“裤脚磨毛了找她裁边，羽绒服跑绒找她缝线，连呢

子大衣的垫肩歪了都要她调整。”常来改衣服的王阿姨

说道。

清晨八点到日暮八点，十二小时的劳作是常态，时

光渐渐沉淀成她指节的厚茧。儿子刚结婚，大家都劝她

不用干这么辛苦的活儿，帮忙照看孙子，享天伦之乐。

她只是笑着摇头：“顾客信任我，才把衣裳托付给我，我

真不忍心放下这份工作。”说话间，她利落地咬断线头，

一条裁好边的牛仔裤在熨斗下舒展如新。

日复一日，针线穿梭间，刘青梅已经坚守了二十几

年，往后，她也将继续用一脸温和的笑容迎接顾客，用这

双巧手缝出岁月情怀。

4 月 23 日清晨，晨雾还未散尽，吕梁公交三分公司

停车场已传出钥匙碰撞的清脆声响。赵月旺师傅像往

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岗，仔细检查着车况，为即将发车

的王营庄旅游专线做准备。

从货运转向公交，赵月旺的职业生涯充满转折。从

2008年开始跑货运以来，赵月旺辗转于吕梁山区的盘山

公路，练就了过硬的驾驶技术。2020年转型成为公交驾

驶员后，赵月旺在 304路线上一干就是四年。

今年 1 月 6 日，吕梁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通王营庄

临时旅游公交专线，单程 12公里，全程设置 9个停靠点，

赵月旺凭借丰富的驾驶经验成为首批被选调的驾驶员。

不同于以往的 304路线，这条旅游专线不仅承担着

交通运营的功能，更是展示吕梁城市风貌的窗口。赵月

旺深知这一点，于是他自学了简单的导游词，希望能为

乘客们提供丰富的旅行体验。“各位游客朋友，我们现在

经过的这条河就是东川河，王营庄就在东川河的河谷

里，两面环山，满眼绿色，田野广阔……”行驶途中，车载

麦克风里传出他略带方言的讲解，赵月旺化身为一位车

轮上的“导游”。

来自太原的游客李女士惊喜地说：“没想到公交车

司机还能当导游，赵师傅连王营庄活动时间都记得清清

楚楚。”原来，赵月旺平常歇下来的时候都会收集景区活

动信息，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景点特色。

下午五点半的末班车上，常常载着意犹未尽的游

客。赵月旺总会细心提醒：“后排穿红衣服的小姑娘，你

的包落在座位上了，记着拿！”暮色渐浓，赵月旺完成最

后班次运营后，缓缓驶回车站。停下车将车内外打扫得

干净整洁，做好各项检查工作后赵月旺才能安心下班。

“别人旅游看风景，我载着风景跑全程。”这句常挂

在赵月旺嘴边的话，恰是新时代交通人最朴实的注

脚。这个曾经穿越崇山峻岭的货运司机，如今在文旅

专线上找到了新的人生坐标——既是城市发展的见证

者，更是美丽家乡的传播者。在赵月旺看来，这份工作

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与使命。“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吕梁、爱上吕梁，为

这座城市的文旅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赵月旺说

道。

当城乡公交网络成为文旅融合的毛细血管，无数个

“赵师傅”正在十米车厢里，书写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篇

章。

在城市的繁华背后，总有一些人默默守护着生活的

日常运转，高小军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一名水电维修

工，他的身影穿梭于商场、社区与乡村之间，用一双巧手

为大家驱散黑暗、带来便利。

4月 14日，记者见到了高小军，他身着朴素的工装，

肩膀上挎着那只磨旧了的维修小肩包，包身虽已褪色，

却承载着他多年的维修岁月。“这小肩包跟着我很多年

了，包里面放着维修水电的各种便携工具，方便得很。”

高小军笑着打开包，扳手、螺丝刀、测电笔等工具样样俱

全，每一件都被他擦拭得锃亮。

“我 16岁就开始学修摩托车，想着学门手艺傍身。”

那时候的他，青涩稚嫩，整日蹲在摩托车旁，一修就是好

几个小时。“学了两三年，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腰酸背

疼的，身体有点吃不消。”高小军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

易，但生活的压力让他不敢停歇，紧接着，他又转行学电

氧焊，一干又是三年多。

“电氧焊的弧光很刺眼，火花溅到皮肤上更是常有

的事，可再难也得咬牙坚持。”高小军说。

后来，高小军抓住机会进入电业局当学徒，那几年

的学习为他积累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操经

验。如今，他在宏泰商场负责电力维修保养工作，商场

的电路复杂，稍有差池就可能影响商户营业与顾客体

验，责任重大。“干我们这一行，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

高小军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维修前，他都会反复检查

线路、确认断电，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除了商场的本职工作，高小军还心系社区住户与周

边的乡村。下班后，他常常背着工具包，奔波在各个小

区楼道里，为住户换灯泡、修电闸、改线路。

“有时候晚上正吃饭呢，一个电话打来，就得赶紧过

去，大家没电用可不行。”遇到村里老人家里电路出问

题，高小军也从不推脱，哪怕路途偏远。“老百姓过日子

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

生活中的高小军，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女儿上高

三今年准备高考，二女儿上高中，小儿子也即将升入初

中，爱人在酒店打工，生活的担子沉甸甸地压在他肩

上。“累是累了点，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懂事听话，

就觉得值了。”高小军说。

采访接近尾声，记者问他对未来的期望，高小军挠

挠头，质朴地说：“就希望能一直顺顺当当的，把手里的

活干好，孩子们考上好大学，生活平平安安的。”

高小军的话语简单，却饱含力量。在平凡的水电维

修岗位上，高小军用坚守与付出，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

凡人生，照亮了他人，温暖了岁月。

测电笔，活扳手，磨损的工具包……商场、社区、乡村，处处都是高小军的工位——

24小时待命的“追光者”

转动的方向盘，整洁的车厢，写满景区信息的笔记本……赵月旺的工位是流动的观景台——

十米车厢载山河

缝纫机，画粉，使用多年的剪刀，挂满墙面的布贴……刘青梅的工位是时光停驻的针线剧

场——

一针一线缝出岁月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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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洋

□ 本报记者 韩笑

□ 本报记者 高茜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图为水电维修工高小军在社区进

行电路维修。 王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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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青梅为顾客

缝补衣服。 高茜 摄

图为载着风景跑全程的公交

车司机赵月旺。 韩笑 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