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团·BaoBao本版编辑 / 张蕾 美术编辑 / 李晗

Tel：010-640982034 2023年 5月 16日 星期二

社址：北京海运仓2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报价：每月33元 零售：每份1.8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74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实习生 赵梦依

在北京同仁堂，有一位工作了 20 多年，至今依

旧坚守在制药一线的女药师李宁。她是北京同仁堂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亦庄分厂的员工，也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同仁堂西黄丸传统制作技艺”的传

承人。

从业 24 年，她用较真儿和韧性，完成了一次次

的挑战，用坚持和热爱守护着中医药文化。近日，在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你好，朋友”栏目采访时，李宁

回忆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小时候家住大栅栏附近，李宁经常被家人派

到同仁堂买药。中药味道对她而言，很香。所以

1999 年，李宁一毕业就来到北京同仁堂成为一名

制药工人。

当时李宁被分配到中药泛丸制作班组，接触西

黄丸的制作。

李宁幽默地说，别看每粒西黄丸个儿头跟绿豆

差不多，但浓缩的都是天然牛黄、麝香这样的“精

华”。要想让每粒药丸上药物成分均匀分布，全靠技

师的手上功夫，首先要在药匾底部刷上粘合剂，然后

将混合好的药粉抖落在竹匾上，接着以推、拉、摇、移

的方式，有节奏地晃动药匾，让药粉裹在一起成为小

颗粒。接着再洒粘合剂、铺撒药粉、晃动竹匾……操

作原理类似摇元宵。

李宁说，那时她每天都在摇药匾，摇得胳膊酸

疼。但她下了班也在练习，瘦小的胳膊没多久就练出

了肌肉，手上的水泡练成了血泡再变成了厚厚的老

茧。用了两年多，她才完全掌握这一技艺。

李宁说，从体力的角度来看，女性力量小，在制

药中需要体力劳动时有些劣势，但女性有更强的韧

性，也更加细致认真，弥补了体力上的不足，在工作

中能够把药丸做得更精细。

西黄丸属于黏丸，其原料黏性极大，按照以前的

传统方式，成品率只有 87%左右。李宁根据经验，制

定出“少粉多用、勤翻勤动”的实验方案，精确计算每

个工序所需要的药粉数量后再进行粉碎，粉好的药

粉要尽量用完，降低药粉板结率，另外每天增加对阴干

中丸药翻动的次数，减少粘连，这套方法使得西黄丸的

成品率提高到了 99%。

2004 年前后，她师傅退休了，班组的重担就压在

了她的身上。正逢班组接到了六神丸的生产任务，原料

全部都是细料，没有粗粉，对工艺要求极高。生产任务

下来后，很多人都对班组能否顺利完成产生怀疑。当时

20多岁的李宁心里那股不服气的劲儿上来了，她默默

告诉自己“你们觉得我不行，那我必须得行！”一段时间

的加班奋战，李宁和班组顺利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检测

部门以及同仁堂集团领导的认可，一位领导说：“李宁，

这才是我们同仁堂该做出来的药！”

她一直记得师傅告诉她：“做药的永远想着吃药

的。”同仁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条让她甘

愿做默默无闻的制药人，守护千万个家庭。

在这样的信念和执着下，李宁尊古不泥古，和团队

一起实现了西黄丸机械化生产的突破。

李宁说，刚入行的时候，同仁堂的西黄丸多是手工

环节生产，生产周期较长，机械化程度较低，难以满足

消费者的用药需求。2015 年，团队开始研究西黄丸的

机械化生产。当时的机器中有一个桨叶用于分离药丸，

但对于西黄丸来说，药丸黏度高，生产过程中总会粘在

桨叶上，于是李宁大胆改造设备，将桨叶去除，使得机

器更适合西黄丸的生产。

此外，西黄丸的成分中有很多易挥发的物质，在烘

干过程中要避免高温，但阴干又需要较长的时间，于是

李宁又提出低温流动的干燥方式，达到了在缩短干燥

时间的同时而有效成分不衰减的目的。一整套流程下

来，机械化生产西黄丸仅需 5天左右，比原来纯手工制

作少了三四天，大幅度提升了西黄丸产能。

“我们虽然用机器提高了产量，但药丸的质量一点

没打折扣。”李宁介绍，为了保证药丸的质量，团队从各

个维度对药丸的有效成分进行检测，最终监测结果表

明，完全符合要求。

李宁说，20 多年来，从她手上摇出的西黄丸能有

几十万斤。她连续多年被聘为同仁堂首席职工，获得全

国技术能手、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北京市

劳动模范等称号。2015 年，以李宁名字命名的首席技

师工作室挂牌成立。李宁有了更多的徒弟，也肩负起传

承中医药文化的这个重担。

从学徒小李到李师傅，再到带头人，李宁在角色的

变化中，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学徒的时候比

较单纯，做好手里的事就好了。现在我要考虑如何把这

项技艺传承好、发扬好。”

带着这份责任，李宁对徒弟们严格要求，她根据

每一个徒弟的特点为他们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要

求他们谨记“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

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告诉他们要眼勤、嘴勤、手勤。

李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能教给他们，“现在没

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一说，我只想让他们都比我

干得好。”

李宁说，即使现在药丸进入了机械化生产，但中

医药制作技艺的传承仍旧非常重要，“人是非常重

要的，这一角色一定不可缺少，人有经验、对药有了

解、能够完成对每味药的把控。更为重要的是，人是

传承中医药文化重要的载体，也是发扬中国文化的

重要载体。”

李宁说，自己是幸福的，生在这个提倡工匠精神、

劳动精神的时代 ,“对我而言，匠人

不是一个称呼，它是一个实在的事

情，要有坚持、执着，要抵得住诱惑、

守得住心，可能过程中会枯燥，但你

掌握了它之后，便能享受到成就感

带来的幸福。”

同仁堂技艺传承人李宁：存心有天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报告，我是代班班长！”

同一句话，两种年轻的声音，在两处不同的场

景下响起。

梳着蓬松的发型，穿上黑色运动装，1998 年

出生的汪泽伟“抛下”中铁四局合肥磨店家园三期

项目技术班长的身份，来到大学教室；安徽建筑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 00后班长王桧耀则走出校园，穿

上工地反光背心马甲，戴上安全帽和手套，顶着大

太阳走进钢筋密布的建筑工地。

他们开启了为期一天的“身份互换”活动，录

制趣味短视频。交换过程中，也触动了内心对于专

业、行业认知的新思考。

00后进工地，和书本有哪些不一样

王桧耀和工地“有缘”。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来

就是“土”人。父亲曾在工地开大车。爷爷当过包工

头，带着工程队东奔西跑。即使如此，初来乍到“身

份互换”现场，看几位年轻技术员晒得黝黑，他都

被“吓到了”，打趣说：“和前辈们站在一起，我还挺

显白的。”

走进工地大门，王桧耀在各个施工地块来回

走，热得满头大汗，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项目部办

公室。他在心里嘀咕：每个板块得有一个居民小区

那么大吧。

事实上，占地 525亩的磨店家园三期项目是安

徽省最大的房产项目，相当于 55个足球场的大小。

工地上，急于体验的王桧耀接过工人师傅的

振捣棒“调和”混凝土，才操作十几分钟，就觉得腰

部酸疼。

这一幕，全程陪同体验的磨店家园项目工程

部长高道勇看在眼里：“小王同学刚拿到振捣棒的

时候，全身都颤抖了一下，我还以为他触电了。”

在 28岁的高道勇看来，活动实现了理论和实

践的碰撞。王桧耀和他交流了材料力学和结构力

学知识。他解释道，在工地上，这些知识多用于地

下室满堂支撑架体系，能计算出架体搭设间距，进

一步判断施工材料材质，关系到成本节约。这就是

“知识创造价值”。

到了施工现场，王桧耀发现自己成了“小白”。

绑扎钢筋时需要对照图纸，王桧耀没接触过那么

大且厚重的效果图，高道勇帮助他检查绑扎注意

要点。并拿尺子测量绑扎是否合理。

在学校的工程测量课程上，王桧耀用的是水

准仪和经纬仪，到工地上，他发现高道勇拿着一个

“新家伙”，他一路追问，得知这是覆盖很多功能的

RTJ测量仪器，只需两人配合就能完成测量。

此外，项目 50%的部分使用了装配式施工工

艺。王桧耀对此的理解是“像搭积木一样，施工速

度快”。高道勇给他科普：和传统的现浇结构相比，

装配式施工的构件由工厂直接生产完成，加工更

加绿色环保，减少了现场人力需求和劳动强度，总

体时间并未缩短太多。

“从设计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必须具备丰

富的知识储备。”回来后，王桧耀迫不及待和同学、

老师分享了当天心得。有同学听完告诉王桧耀：

“自己更期待暑假去工地的实习了。”

高道勇对王桧耀说，土木相关专业毕业生的

就业选择有设计院、业主单位、施工单位、考公务

员等，虽然工作辛苦，但是在一线能积累宝贵的经

验，看到高楼拔地而起，那种成就感爆棚。

“小王同学忙得灰头土面，但始终笑容满满，

充满探索精神，让我想起刚毕业的自己。”农村长

大的高道勇见证过父母顶着太阳暴晒种地的样

子，他曾想未来找一份体面轻松的职业，而最终来

到建筑业吃苦。他觉得，类似活动让即将走向工地

的学生接触“钢筋混凝土”，提前熟悉工作环境，也

让他们懂得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从工地返校园，有哪些“没想到”

“身份互换”前，离开校园两年多的班长汪泽

伟感到紧张，“网上有种说法叫‘00后整顿职场’，

我怕他们不好相处，自己无法融入”。

没想到的是，汪泽伟一进校园，“同学们”便热

情地围上来争相跟他合影。

汪泽伟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建筑行业工作。大

三时偶然接触到一位研究建筑机械的副教授，随

这位老师的课题组拿下城市污水管网监测系统和

自动节水系统两个研究专利。2021年毕业后来到

中铁四局工作。工程部是项目的关键部门，负责技

术交底、方案编写、技术安全质量把控等环节，需

要长时间待在工地。汪泽伟开玩笑说：“命该如此，

兜兜转转还是来到了工地。”

在土木工程施工理论课上，汪泽伟发现教材

内容还是传统的砌块知识，和施工实际脱节。他站

上讲台，将当下流行采用的 ALC轻质隔墙与老式

材料进行对比分享，收获了师生的掌声鼓励。

“汪班长和同学们的相处从局促变为了默

契。”程坤同学观察到，刚开始汪班长有点小紧张，

大家交流后，在一起“搭戏”显得愈发轻松。最后班

会演讲时，能清楚感受到汪班长身上的那份从容、

沉稳和自信，自己也很羡慕这种职场状态。

杜彬同学是班上仅有的 3 名女生之一，她回

忆，汪泽伟提出想看看学校用的测量仪器，大家就

带他体验了“学院风”的仪器，沟通操作想法，“他

耐心地教给我们工地上的测量方式”。

一些交流片段让杜彬觉得温暖。汪泽伟提到，

他有段时间工作遇到瓶颈，下班后，民工叔叔们都

跑过来问他怎么了，他既欣慰和辛酸。“汪班长还

告诉我，无论未来从事工程工作的什么岗位，都需

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一点点小的失误都可能会

减少工程寿命，甚至酿成大祸。”

“他还建议我们实习时优先选择建筑工地测

量、建材、土工，以及路基、路面、小桥涵测量等工

作，也叮嘱了土木行业执业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杜彬观察到，一起实验时，汪泽伟生怕漏过细节。

搓土条时，他反复搓了好几次都不满意。

平日里，工地有些实验会交给专业的检测机

构，在工地上参与土质含水量和一些承载力实验

时，汪泽伟有时是“一知半解”。在学校和师生一起

进行土力学实验后，他知晓了更多背后的原理和

仪器操作。

眼下，汪泽伟重燃学习热情。“知识是现场干

活的支撑和根基，建筑工程是一个完整的闭合系

统，不能只熟悉单一部门的知识，要全面了解施工

现场业务。我要跟着同部门土木专业出身的兄弟

们进行完整、系统的知识学习。”

分别时，大学生们将大家的合影打印出来作

为礼物相赠，并在照片背面写上“汪班长一切顺

利”的祝福语。

“接地气”和“动脑子”相结合

00后的生活条件相对不错，能吃得了工地的苦

吗？面对记者的问题，王桧耀答：“条件再好也是父母

给的，年轻人不能靠父母一辈子。在工地的前几年肯

定会非常难熬，也有人想逃离，但这就是现实，要坦

然面对，规划好方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身份互换”活动给参与者和所在单位都带来新

思考。

在参与策划本次活动的中铁四局人力资源部

负责人看来，如何在工地一线沉下心来磨练，成

长为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是摆在每位毕业生面

前的课题。用人单位应当从青年人才的“选、用、育、

留”等各环节入手，让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成

长成才。

安徽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至今有 65年的办学

历史，拥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学院党委副书

记马智鑫认为，青年学生“接地气”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方面，年轻人对于基层了解程度有限，社会上

有时形容一部分毕业生群体“眼高手低”，就是学生

们在“接地气”上“差一截”。土木学生最终的学习场

所是走到大山河流和田间地头中，将理论知识运用

到祖国建设工作中。“接地气”“扑下身子干实事”“深

入调查研究能力”是必备素养。

“接地气”还体现在职业成长方面。马智鑫介

绍，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往往从打扫办公室、下

工地干活等细微小事开始积累，才有可能成长为

标志性建筑的设计者、参与者。“工科学生有时容

易陷入‘一根筋’思维。专业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

要培养年轻人工科以外的学科能力，打造综合型、

全面性、复合型、专业型人才。比如，女生可以多学

宣传、社保、财务、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文字凝练等

技能，跑市场招标的年轻人可以多学土木工程专业

知识，增强就业竞争力。”

他同时认为，基础知识和拔尖理论对于企业青

年同样重要。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工程、管理、设计

人员，不能仅将自己当作“搬砖”者，要将先进的知

识、思维和实践技能相结合，了解学习教育、住建、科

技、经济、环保等方针政策和发展导

向，用工程师思维去研究问题，甚至

尝试琢磨科研和产学研合作，未来会

有更广阔的发展路径。

（王庆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工地班长与大学生“身份互换”啥感觉

团仪征市委紧扣“育人”“护
航”“建功”“改革”四大主题，围
绕培养担当大任的时代新人、护
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引领青年建
功新时代、建设青年身边的共青
团，履职尽责、务实笃行，团的建
设和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近期，
团仪征市委聚焦青年发展型城
市建设，精心谋划部署“爱心暑
托班”工作，着力解决青年子女

暑期无人看护、学业无人辅导等难题，实现“城市让
青年更友好”的目标；合理部署办班点位，创新设置
深入行业、机关办班点，覆盖更多有需求的群体；优
化设置课程菜单，结合青少年所需和地方文化产业，
努力打造一班一特色的服务内容；充实师资服务力
量，以“专业+志愿”的方式，择优确定具备服务资质
和能力的社会组织，招募优秀教师和大学生担任志
愿者，倾心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李宁正在使用机器完成药丸制作。 卢 超/摄

哈尔滨学院团委聚
焦抓好党的事业后继有
人这一根本大计，履行
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
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
的职责使命，着力提升
团的“三力一度”，构建
以学生会和学生社团为
两翼的团学组织育人体
系，深化青年思想引领，

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赋能青年成长成才，
在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志愿服务、科技
创新等各个方面，培养塑造了一大批品
学兼优德才兼备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
哈尔滨学院团委将继续发挥高校共青
团的政治性组织性先进性，深耕青年成
长成才沃土，为冰城及龙江高质量发展
注入青春动力。

团江苏省仪征市委

书记 程桂梅

哈尔滨学院团委

书记 路今钊

95后汪泽伟（上图中间黑色衣服，左下图右二）和00后王桧耀（右下图右二）“身份互换”后的场景。 中铁四局、安徽建筑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