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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二十一局
集团二公司团委有
50 个团支部，各团
支部将紧扣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党建带团建”主
线，在服务青年、服
务企业等方面主动
作为，将青年精神
素养提升工程融入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化长效化中，积极开展主题团课第一
课、齐唱团歌、重温誓词、红色践学、岗
位建功等系列活动，团结引领公司青年
锻造坚定信念、树立优良作风、提升精
湛技能，努力把青年精神素养提升成效
转化为岗位建功实际成果，保质保量建
设精品工程，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走进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智能

制造装备车间，便会被数控铣床切削金属

的噪声包围。铣削、车削、钻孔、攻螺纹……

跟随着显示屏上的一条条指令，一个个原

本“躺”在设计图纸上的零件逐渐成形。

这家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公司承担

着我国履带式装甲车的生产任务，而这些

被加工出来的零件将被组装到多个型号的

装甲车上，支撑装甲车在复杂地貌下驰

骋、冲锋。

再往车间里面走，有一个用玻璃隔出

的独立工房——国家级大师工作室“马小

光技能大师工作室”，一些当天被加工出

来用于装甲车传动系统的行星框架被送到

这里进行最后的精密加工。在 80 后数控

铣工马小光的操作下，这些零件的精度从

过去的 0.05毫米提升至 0.01毫米，约是一

根头发丝直径的八分之一。别小看这个数

字，这对某些装甲车的机动性能意味着升

级换代。

“你需要仔细感受刀具的切削速度、

磨损程度，了解被加工材料的硬度变化，

甚至早上、中午、晚上不同的温度影响等

等，这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最终加工精

度。”眼前一身蓝色工服的马小光已和数

控铣床打了 20 多年交道，是这里公认的

技术“大拿”。他被评为中国兵器工业首

席技师，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中央企业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

范和第十六届中华技能大奖等多项国家级

荣誉。

他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可以从车间嘈

杂的噪声中，判断出刀具的切削状态和磨

损程度，“正常切削的声音听着就非常顺

畅”。触摸机床，他能从不同程度的震动

中感受高速运转的机床各部位受力状态，

用他同事的话来说，“他可以和机床‘聊

天对话’”。仅凭这项绝活，他就能从上

千种刀具中找到最适合加工零件的刀具、

并判断出刀具寿命，日常工作中已累计为

企业节省数百万元刀具成本。

“如果技术经验不够，人就只能听机

床的，机床加工精度多少，就干什么精度

的活儿；如果技术足够好，你就能操作机

床干超出精度范围的活儿，真正做到‘人

机合一’。”马小光说，自己始终朝着后者

努力。在他看来，能自如地操控一台性能

优越的机床“比开一辆好的汽车更让人兴

奋”，有时一个复杂精密的零件被加工出

来，他能坐在零件前欣赏许久。

马小光第一次接触数控铣床是在

2002 年。当年，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了第一台数控机床。由于没有操作经

验，也没人会编制加工程序，新机床买来

后“半年也没动起来”。出于对这一新事

物的好奇，当时 22 岁的马小光提出想试

一试。

拿着仅有的一本机床操作与编程说明

书，马小光开始揣摩各种代码指令。没有

学习资料，他跑到图书大厦寻找参考书

籍，“当时数控加工技术还没这么普及，

整个图书大厦也找不出几本相关的技术书

籍”。之后，他又攒钱买了一台“奔腾

四”计算机自学三维造型。

“一点点去学，一个个指令去试，完

全是从零开始。”马小光说，他所在车间

负责加工的是模具类产品，“必须进行三

维建模，所用到的编程技术当时很复

杂”。模具被誉为“工业之母”，是生产时

用来成型零件的工具。模具质量决定装备

质量，“模具精度越高，装甲车的性能越

优；如果模具有细微的差错，可能会导致

零部件批量报废，影响装甲车的产能以及

部队列装”。

最初操作机床时，马小光总是担惊受

怕，“怕程序不对，撞坏机床”。不过在

不断尝试中，他最终成为车间里第一个

完全掌握数控机床操作与编程的员工。

不仅如此，他通过不断学习，还在 2009
年第三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控铣

工比赛中一举获得全国冠军。“在人民大

会堂，国家领导人亲自为我颁奖，当时

特别激动、非常自豪。”马小光说，自己

精炼技艺、破解加工技术难题的信心更

足了。

在一次科研产品试制中，需要加工

新型平衡器锻造模具。平衡器，是装甲

车地面机动的核心零件，没有它，装甲

车就无法平稳行走。而平衡器锻造模具

由于尺寸大、曲面构造复杂，加工难度

非常大，曾经生产一套合格的模具至少

要 3个月。

不少人对这项任务望而却步，马小光

却站了出来。他从学习 CAM 软件编程技

术入手，尝试让机床与各种先进刀具配

比，针对加工难点优化数控程序，经过几

十次的反复试验让模具整体加工工艺实现

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铣削一套模具的加工

时间缩短至 1 周，提升生产效率 10 倍以

上，彻底解决了这一类模具加工难题，让

周围不少人感到惊讶、佩服。至今，他的

这套加工工艺方案还在被沿用。

马小光带来的惊喜还有更多——他攻

克了核心部件加工难点 300余项，完成工

艺创新成果 20 项，获得国家专利 10 项，

在工装模具、液压传动、行动装置等多个

生产环节首创先进加工方法，为全面提升

装备质量作出了贡献。

从一名技校毕业的学徒工到中国兵器

工业首席技师，谈起自己成长的心得，马

小光说：“要想提升技能，就要勇于去干

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挑战别人干不好的

活儿，并且要坚持下去，即便眼前吃亏，

但当真正练就绝活儿、创造价值时，一切

付出或许都会变得更加值得。”

“他时常教导我，年轻人要多学、多

做、多问，要有一颗吃苦耐劳的心。”

马小光的徒弟徐红飞告诉记者，有这样

一位师傅是自己的幸运。在马小光的帮

助下，徐红飞曾获得北京市挑战“大工

匠”比赛第一名，而今已成为公司的一名

青年骨干。

用心，是马小光提到的另一个成长

“关键词”，“用同样的机床加工同样的零

件，有的人只知应付差事，有的人却在工

作中不断精益求精，几年以后差距自然就

会显现出来”。

马小光常说，数控加工工艺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随着行业技术进步发展，

产品加工工艺永远可以优化改进，要争

取每一次学习成长的机会，最大限度发

挥机床效率。他曾写下一句话，“勤技

强国守正创新，以匠人赤诚之心铸国防

利器之魂”，而这也是他将继续奋斗的

方向。

为战车铸“魂”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

二公司团委副书记

姜呈霖

团南海区委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一以贯之强化青
少年思想引领，推动
各级团组织、少先
队、青联开展组织化
学习，组织青年讲师
团、红领巾巡讲团、
青联大讲堂等走进
基层宣讲，激发青少

年建功新时代的信心和决心；持之以恒
深化共青团改革，出台推优入党、积分入
团等工作办法，完善“入队、入团、入党”
政治育人链条，把团建、队建工作纳入党
建工作考核；不折不扣做优青年服务，开
展南海青年“回南季”系列活动，组织“展
翅计划”万人实习见习行动，打造南海

“实习券”项目，实施各镇街道“青年驿
站”全覆盖，全年常态化开展婚恋交友、
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等多种活动；坚持不
懈彰显青年作为，牵头实施“百队千社万
人行”志愿服务行动，团结带领青年在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乡村振兴、
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高质量发展工作
中挺膺担当、建功立业，有效推动南海共
青团事业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团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委书记 麦凌宇

□ 蒋肖斌

4月19日，北京正乙
祠戏楼重启一周年，于当
天发布了“重张一周年演
出月”演出单。戏楼门
口，红纸黑字，手书 10
场演出名字，包括驻场大
戏 —— 昆 曲 《怜 香 伴》

《墙头马上》，还有经典昆
曲剧目 《狮吼记》、京剧

《惜娇》《河东狮吼》等。
前门西河沿街，走过

路过，婉转唱腔从门内流
出。或许你会遇见《墙头
马上》，大家闺秀李千金
正在游园玩赏，身居墙头
看园外的新鲜世界，翩翩
少年裴少俊正巧路过，鲜
衣怒马，墙头马上，一见
倾心，眉目传情，书信为
约……观众坐于台下的木
椅，看着台上演员的一颦
一笑，宛若当年，这座
300 多年历史古戏楼里的
一切，仿佛从未变过。

正乙祠戏楼是中国最
古老、保存基本完好的纯
木结构戏楼，也是为数不
多的室内戏楼。史料记
载 ， 19 世 纪 末 ， 梅 兰
芳、谭鑫培、王瑶卿等京
剧名角儿都曾在此献艺，
见证了它曾经的繁华与辉
煌。而另据一些史料记
载，正乙祠最早就是上演
昆曲的戏楼。舞台两侧至
今挂着一副对联：“八千
觞秋月春风尽消磨蝴蝶梦
中琵琶弦上，百五副金樽
檀板都付与桃花扇底燕子
灯前。”联中即提到了四
出昆曲名剧——《蝴蝶
梦》《琵琶记》《桃花扇》

《燕子笺》。
现在，正乙祠戏楼由北方昆曲剧院管

理运营维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碰撞——毕竟昆曲已经很久没有在
戏楼里演了，也是回归——毕竟戏楼最初
演的就是昆曲。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整
体性，艺术与空间，从来相辅相成，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戏楼空间为戏曲展演赋予
暂时抽离现实的梦幻感，而戏曲为戏楼建
筑注入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

同样的关系，还有昆曲与园林。京昆
大家俞振飞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时，曾邀
请著名园林艺术家陈从周给学生讲中国园
林。他认为，演员如果理解了园林之
美，心中有了中国园林或隐逸闲适或方
寸天地的境界，那他的身段念白便有了
文化支撑。陈从周也说过，昆曲的曲境
与园林互相依存，“曲境就是园境，而园
境又同曲境”。

而关于戏楼与戏曲，今年即将迎来创
建40周年的恭王府博物馆也宣布，将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举办“良辰美景·
非遗演出季”，尝试把曾在恭王府历史上
真实上演的经典剧目重新搬上舞台。恭王
府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王府，府
中纯木结构的大戏楼，“音响效果”一
流，即便坐在最远的角落，台上的唱词也
听得清清楚楚。

戏楼是中国传统的舞台呈现方式，但
并不意味着只能呈现中国传统艺术。西方
的艺术形式走进戏楼，又会产生怎样的化
学反应？于是，在这张“重张一周年演出
月”演出单上，我们还能看见《正乙祠·
柴亮中西浪漫的对话》——小提琴家柴亮
音乐会、舞剧《幻茶谜经》等。在古老的
戏楼里，演出在变，演员在变，观众在
变，不变的，只是艺术的观与演永远都是

“正经事”。
在特定的空间内看戏是一种超越看戏

本身的“沉浸式体验”。如果说江南太
远，园林难寻，那么在戏楼看戏，或许是
当下年轻人在日常下班后能寻着的最好方
式。对戏曲来说，戏楼就是最好的道具：
你所听到的唱腔，在戏楼的雕梁画栋间百
转千回，再进入你的耳朵；你所看到的身
段，在舞台的灯火阑珊中轻步曼舞，再定
格在你的眼中；那些听了几百年的才子佳
人的故事，那么老套，却还是那么迷人。

现在，正乙祠戏楼俨然已是北京的一
个“网红打卡地”，不少年轻人专程来拍
照留念，但看戏这种更“高级”的打卡方
式，暂时不能人人如愿——多场演出开票
即售罄。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
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难寻少年时，
总有少年来，所谓经典，无外乎是。

在
戏
楼
看
戏
是
一
件
正
经
事

正乙祠戏楼 正乙祠戏楼供图

4月 18日，马小光在测量工件。 张劲雄/摄

□ 陆 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江河有约 ‘福’聚苏州”“碧海逐

波 ‘厦’一站苏州”2023苏州春季文旅

推介会近日分别在福建的福州和厦门举

行。活动中，“山塘早点来”“平江午后

约”“沧浪晚上聚”“繁华姑苏”“全域旅

游”等一连串的苏式品牌为大家解锁了众

多文旅合作新玩法。

1994 年出生的江苏苏州平江历史街

区保护整治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陆园

园就是推介嘉宾中的一员。这已经数不

清是陆园园第多少次站在聚光灯下推介

古城苏州。从苏州国际设计周到苏州旅

游促进大会，从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到江南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从“姑苏八

点半”到“团团带你逛姑苏”，她忙碌的

身影从未间断。

老苏州 新苏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小生活在

古城苏州，陆园园每天都穿梭在粉墙黛

瓦、小桥流水的街头巷尾之间。

“那时候我还小，活泼好动，没有多

少娱乐方式，最喜欢的就是走街串巷。”

小时候在街巷当中经常听到的贩栀子

花、茉莉花的叫卖声，还有小孩子们最

喜欢的苏州豆腐干，成了她独特的童年

印记。

20 年前的姑苏可谓是名副其实的

“鱼米之乡”，陆园园回忆，到处充满着浓

浓的市井生活气息。

彼时，像山塘、平江这样水陆并行

的街区随处可见。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河

岸两边整齐的平房，时光在阵阵涟漪间

缓缓流走。

她常常看到，人们划着小船，船上会

放上一些瓜果蔬菜，每每经过岸边的人

家，总少不了一遍又一遍吆喝。

说起苏州，必会提到园林。“以前的

园林就是苏州人休闲纳凉的地方，好比

现在的公园。”运气好时，她还能和民间

老艺术家在凉亭下围成一圈，看着他们

操起各自的乐器，你一段、我一段地吹拉

弹唱。

有一次，陆园园跟着父母走进园林欣

赏楼阁轩榭的美景时，年幼的她无意中看

到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认真聆听导

游用流利的英语介绍景点。

“从那时起，我梦想着长大成为一名

导游，自豪地向国内外游客介绍自己的家

乡和祖国。”

“苏州园林是我心灵的栖息地。”直到

今天，她仍感叹于园林带给她的苏式

“慢”生活。即便再忙，她还是愿意挤出

半天时间走进深邃的园林中，独享这份古

城赐予的惬意与浪漫。

“学生时代让我与古城之间的缘分延

续下去，也为我日后的工作奠定基石。”

初中毕业后，陆园园如愿以偿地选择了苏

州旅游与财经高职校涉外旅游专业。

导游工作听上去很有趣，但一篇篇原

本生动有趣的导游词在说了成百上千遍以

后，还要把它说得像第一次一样声情并

茂，这份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

古城姑苏文化传播者

2013 年，陆园园迎来了人生的一个

转折点。她以“我的导游梦”为题，凭借

清丽脱俗的气质和直抵人心的演讲，从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我的中国梦”主题演讲

会的 150 多位选手中脱颖而出。那一刻，

她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心中所

憧憬的“中国梦”，“冥冥之中更加坚定了

我扎根古城，做姑苏文化传播者的梦想。”

毕业后，陆园园踏入文旅行业，留在

了古城苏州。

这些年来，从事政务接待的她获奖无

数，将“国家金牌导游”“国家五星级导

游”“江苏省金牌导游”等荣誉收入囊

中。同时她也在琢磨，“何时能打造出一

支标准化的讲解团队，为姑苏旅游窗口树

立亮丽形象”。

兴许是缘分，她遇到了一群同自己一

样，从小被吴风雅韵滋养的“小娘鱼”。

她们愿用自己的步伐丈量姑苏古城，做姑

苏古城文化的传播者。2018 年 11 月，姑

苏区陆园园国家金牌导游工作室正式挂牌

成立。

与一般意义上的景区讲解员不同，

金牌导游工作室团队不会局限于一条线

路、一个点位，而会自主设计旅游轨迹。

前期，陆园园带着工作室的成员前

往景区，用心感受，一遍遍地打磨导游

词。拙政园、留园、虎丘，还有大大小

小叫不上名的古园林，成了她们的“第

二个家”。

在工作中，陆园园发觉，小时候的记

忆活了，当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东

西”，在长大后看起来却是如此珍贵。“原

来古城背后有这么多的文化资源，但在小

时候，它可能就是隔壁家老阿婆哼唱的几

句昆曲，是隔壁家老爷爷收音机里播放的

苏州评弹……”

常年漫步于古城之中，陆园园的心态

也发生了悄然变化。“学生时代的我会因

为一次比赛去记住很多景区的知识点，但

对于古城背后的文化挖掘还比较浅薄。”

而现在的她，真正沉下心来去了解与感受

这座古城的魅力。

“如今，每讲一个故事，都会有我个

人的沉淀和思考。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独

特的古城印象，我希望让更多人在心底与

苏州古城文化产生共鸣。”

除了推介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讲好

苏州名人故事事迹，“我们也重视政务接

待上的技巧和方法。”

仅 2021 年，陆园园金牌导游工作室

团队进行讲解接待 200多次，文旅宣传 30
余场。沿途一路走来，每一步都留下了姑

苏青年推介古城文化的故事剪影。

“苏州的历史文化，藏在城墙的每一

个缝隙里，藏在小巷的每一脉经络里。”

这是陆园园对工作室成员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

在她看来，甚至古城的每一块砖头都

是有故事的，“不少古建老宅的砖头上面

都会有特定的编号，它们是在民国时期

从海外远渡重洋来到苏州，足足见证了

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不免让人感慨其

中的沧桑。”

与古城破圈相拥

作为扎根苏州文旅的古城新青年，陆

园园明显感受到，这些年间，古城正逐步

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我们希望传播这座

古城的新资讯、新发展。”

古城当中，一大批古建老宅正经历着

前所未有的活化利用；街区当中，很多蕴

含美学的艺术空间和青年设计师的“创新

部落”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

“以前，园林可能是‘你来我就讲给

你听’。”最令陆园园惊喜的便是古城园林

的变化，“但如今，每一个园林就是一个

发声体。它们会打造独属自己的 IP 品

牌，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其推广传播出去，

即便你不在这里，我也会吸引着你与古城

‘破圈’相拥。”

苏州，这座有着 2500 年历史底蕴的

古城正在奋力“成长”，奔赴向她素未谋

面的人和远方。“未来，我会跟着古城一

起成长。”陆园园说，“讲好古城故事，记

录古城变化，是我一生的功课。”

金牌导游：讲好古城故事，是我一生的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