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梦想就是持续不
断地写下去，把更多的祝
福送给更多的人。人们心
生喜悦，生活将更加和谐。

我出生在甘肃通渭，一个虽然干旱
贫困但却人杰地灵的“书法之乡”。那
里的人们至今仍保持着“书画传家”的
传统文化，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就
像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你可以一个
大 字 不 识 ， 但 中 堂 上 不 能 不 挂 字 画
的。”9 岁开始，我在父亲的指导下背
诵子曰诗云，练习书法。那时，每逢节
日节庆，我都会遵照父亲的话，将写好
的春联、“福”字送给亲戚邻里，大家
都很喜欢。

从学校毕业后，我曾做过一段时间
老师，2000 年又调到宁夏工作。后来由
于所在单位破产，我便开始四处打工讨
生活。那段日子比较艰辛，我每天四处
打零工，搬砖、背水泥，其中一度还给
人掏过厕所，每月只赚到 100 多元钱养
家糊口。

2002 年，一纸招工广告吸引我到西
部影视城参加应聘，我的人生也从此发
生了转变。记得当时应聘，影视城董事
长张贤亮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搬砖
和泥，干什么都行，我能吃苦。”他说，

“这里不缺劳动力啊！”可最后，影视城
还是收下了我。

起 初 ， 我 被 分 配 到 工 艺 组 做 杂
役。端茶、送水、扫院子，我见活儿
就干，一天到晚闲不住。后来，影视
城酝酿增加些文化业务，我便主动请
缨，搭起一席凉棚，开始为游客写藏
头诗、题字为生，一干就是 10 余年。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开张头一
天，我的凉棚里就来了 20 多位参观的游
客。他们对用姓名写藏头诗的形式很好
奇。我一一问过他们的姓名、工作信
息，然后在脑中思索，将这些信息灵活
呈现在祝福的“七言诗”当中。拿到自
己“专属”的祝福，客人们很惊讶，也
很开心，最后全都满意而归。于是，题
字的生意一炮打响，越来越多的人慕名
而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作 60多首。

还有一次很出彩。当时，即将赴任
的 28 位中国大使，经自治区政府推荐前
来索字。我在 67 分钟内，作出 28 首诗
文。当最后一首诗作成的时候，现场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其中还有一位称赞
说，“别人现场用名字写藏头诗，都是动
用一班人马，有的查典故、有的作诗、
有的写字，你们影视城出一个牛尔惠就
行了。写得这么好，真是有灵气。”我听
着心里可美了。

经常有人问我，如何做到下笔成
诗。其实道理也简单，喜爱加坚持。中
国有句古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
个人”。我也曾有幸拜著名书法家、宁夏
书协主席吴喜璋为师，一路走来还得到
影视城张贤亮老师的悉心关怀和提点。
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一点——做文化
需要走心。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汉字仅新
华词典列出的字就多达 12000 多个，每

一个都寓意深刻。“百家姓”更是不止
百个，加上名字的组合，就像一片文字
的海洋。其中刁钻古怪字，也会让人防
不胜防。短短时间诗句立现，需要下功
夫积累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对自己提出
要求，对每个字都不能一知半解，而是
要随看随想，慢慢积累下丰富的文化
储备。

写字同样需要功底。这么多年来，
我养成了每天习字的习惯：清晨 5 点起
床，稍作收拾便开始研墨挥毫，直到客
人前来才收笔迎宾。晚上 9 点便早早入
睡，养精蓄锐。工作时，我也会认真对
待每一位参观者的求字，精心凝气，心
态入常。写诗后晾干的间歇，我还喜欢
与人畅聊一些故事和人生哲理。可能是
因为彼此投缘，这些年我交到了不少天
南海北的好朋友。

其实细想一下，用名字写藏头诗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每个人在出生时
被赋予的名字，体现了父母亲朋的爱和
祝福。在工作和生活中，一个人的名字
又经常被提及、使用。挖掘每个名字背
后蕴含的文化、祝愿，再亲手写下这些
美好的寓意，能给大家带来愉悦和自
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愉快地面对生
活、善待他人时，我们的社会、国家就
会更加和谐。

如今，我已经有了一间自己的艺术
工作室，是张贤亮老师腾出书房给我用
的，布置得也很讲究。能够每天为人们
送上祝福，我实现了自己小小的梦想，
感到非常快乐。看看现在儿子、女儿的
生活、创业条件，可比我们强得多了。
但我还是会常常告诉他们，要惜福感
恩，要心怀梦想。当然，想要实现自己
的梦想，就一定要肯吃苦、会积累，一
门心思干事业！

能用自己的一双手帮助
他们改变贫苦山乡里的生产
生活，这种成就感不是其他
东西能够轻易取代的。

南溪镇马多依下寨是一个哀牢山下的偏远
山村。这里地形复杂，山高路陡，交通落后，
信息闭塞。上世纪 90 年代，有一首打油诗这
样描述马多依村的面貌，“山高石头多，出门
就爬坡，地无三分平，人穷灾害多。”

2010年5月，红河边防支队决定选拔有种
植特长和基础的官兵到马多依村示范基地工
作。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向支队请
缨，终于来到南溪边防派出所，成为了南溪镇
南溪村委会民警村官，负责管理经营支队在南
溪镇马多依村建的蔬菜大棚示范种植基地，帮
助群众探索大棚蔬菜种植技术。

我出生在农家，在田地间长大。入伍后，
一直希望能用一技之长帮乡亲们打个翻身仗。
于是我认真研究了马多依村的地理位置、自然
环境、气候特点、水土人情，运用自己在家学
习的种植大棚蔬菜的经验，开始在马多依进行
大棚蔬菜种植实验。

然而，起初村民们觉得，热带地区种植蔬
菜不切合实际，更别说还要花钱修个棚子把菜
关起来，那不是让蔬菜死得更快吗？村民们反
对的有，猜疑的也有，徘徊观望的更是比比皆
是。眼瞅着致富路铺到面前，可村民们不理
解，还笑话，我心里疼得慌，咬牙也得坚
持住。

我及时向红河边防支队党委汇报了自己的
想法后，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又率先在
村里修建大棚种菜，给村民们做个榜样，看看
种大棚到底挣不挣钱！就这样，南溪马多依科

技种植示范园成立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第
一茬种西红柿、茄子开始到第二茬种豆角、西瓜
结束，我一直盯在大棚里。年底一算账，一个棚
净赚6万元！这下大伙信服了，都争着去种大棚蔬
菜。村民们纷纷向我讨教种植蔬菜的办法，我
就创办了“树下课堂”，为群众传授蔬菜种植
技术方法。

2011 年 11 月，经支队与南溪镇人民政府
协调，划拨土地 10 亩，投入经费 18 万元，建
盖大棚 10 个。2012 年又投入资金，使大棚数
量增加到 32 座。马多依村建蔬菜大棚的群众
也由最初的 2 户增加到了 37 户，建盖蔬菜大
棚的面积由原来的 8 亩扩大到了现在的 160
亩。蔬菜大棚多了，种植蔬菜的品种也由单一
品种向番茄、番瓜、西瓜、辣椒、黄瓜等果蔬
方面拓展。

2012 年，我又开始在马多依示范种植基
地实行统一化栽种销售管理方法，成片、成规
模栽种番茄。因实行科学管理，全年产番茄
120 吨，经济收益达 20 万元；群众的人均年
收入由 2009 年的 890 元增加到了 2012 年的
4340元。

今年年初，我被中共红河州委、州人民政
府授予“爱民固边模范”荣誉称号，其实这一
荣誉离不开战友和乡亲们的支持。每当大家热
情地与我打招呼，叫我一声“马场长”，我就
非常开心。能用自己的一双手帮助他们改变贫
苦山乡里的生产生活，这种成就感不是其他东
西能够轻易取代的。

我们一定要为百年大桥做出最
强健的“钢筋铁骨”，这就是我现在
最大的梦想！

1987年，我从鞍山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到太原钢铁集
团工作，开始做起了我的“钢铁工人梦”。那个年代，人很
单纯，想法简单，就想上“一线”，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
中，做一个光荣的“钢铁工人”。当时的女大学生还不多，
尤其是在“傻大黑粗”的钢铁企业。算是对女大学生的优
待吧，我被分配到技术部门“坐办公室”，可这不是我梦想
的岗位。

我带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劲儿，找领导说“要去
车间”。领导很为难，因为车间的师傅们都不愿意要女工，
谁都想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徒弟。领导半劝半吓地对我
说，“小曹啊，咱们热轧钢车间里可是苦的很呦，鞋里都能倒
出汗水来，一般人受不了的。”我回答，“我不怕，别人能受得
了，我也能！我相信，只要认真干，没有干不了的工作！”

就这样，没过几日，我就到太钢四轧厂报到，正式成
为了一名钢铁工人。当时的钢铁厂设备落后，炼钢炉温
高近千摄氏度。在这么高的温度下，为了给钢管润滑，一
般的润滑油根本不行，只能用沥青。叠轧薄板，经常会出
现钢板粘连、剥不开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大量的
废品，高高的一堆废钢板堆在车间里，看着就让人闹心。

那时候，我恨不得 24 小时都待在车间里，反复地看啊、算
啊、试啊，琢磨着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从加工工艺中找出了问
题的源头。接下来，我开始耐心地向每一位工人讲解原
因、陈述利害、反复叮嘱。当合理的工艺流程在整个车间
被严格执行后，我们车间产出的废品由原先每个月的几
百吨骤然下降到了几吨。

转眼间，就到了世纪末。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
钢铁行业形势很差，太钢原先的落后产能也到了非淘汰
不可的地步。

今时不同往昔，我又做起了“技术专家”梦。那时，在

工厂里最“吃香”的就是那些技术专家，尤其是老专家。
他们能解决很大的技术问题，对企业影响很大。

更加现实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四轧厂已经接近停
产，整天没活干，我心里发慌，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想
到自己多年来在车间积累的技术经验，我给自己壮了
壮胆，又一次敲开了领导的办公室，第二回毛遂自荐。

那时，太钢的规模已经很大，集团领导根本不知道底
下车间里还有这么一个小曹。我表明来意后，集团技术处
的领导很直接地问道，“你凭什么来技术处，你能干什么？”
我回答，“凭我的技术基础和管理能力。”

太钢的领导十分重视人才，听我介绍过自己的工作

经历后，就给我安排了笔试。没过多久，我接到了面试的
电话。当时面试我的技术领导是王一德，如今他已经成
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我又一次踏上崭新岗位的时候，我迎来的是更加
富于挑战的工作。在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我们技术处
发挥的是总牵头的作用。一边跟用户密切接触，了解用
户的需求、市场的走势，一边还得在车间跟班，反复试验、
调整、攻关技术。

不锈钢线材是我负责牵头开发的一项新产品。当时
太钢是国内惟一成功开发该产品的企业，我们的竞争对
手都是外国的先进钢铁企业。为了提高国产不锈钢线材
的竞争力，我们在个性化服务上下功夫，不厌其烦地和客
户沟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就认了太钢了！”当时有一个业界知名的台资企
业被我们的服务所感动，他们认准了太钢的产品，带动我
们的销售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客户，我们太
钢的口碑一下子就树立了起来。

还没熬成“老”专家，我就被领导指派到了营销处。企
业将整个不锈钢线材的销售交给了我一个人维护，由于
技术出身优势，我能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而如今的
太钢，也已经从简单的卖产品，走上了卖服务的新路子。

2009 年，港珠澳大桥宣布将建，这是我国继“三峡工
程”、“西气东输”等之后又一举世瞩目的重大项目，总投
资达 726 亿元，全长约 50 公里，要求 120 年的设计寿命、
抗八级地震，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性的标志性建筑。

我们嗅到了其中的机会，建大桥可能会用到不锈
钢。说干就干，我第三次毛遂自荐，敲响了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的门。然而，这次毛遂自荐可真是不容易，一次次地
被冷落、被拒绝、吃闭门羹⋯⋯

港珠澳大桥开始的设计中，根本没打算用不锈钢产
品，甚至中国大陆桥梁建设中也没有用过不锈钢钢筋。
我们先后“南下”跑了几十趟，反复陈述不锈钢作为“百年
工程”用材的优势，为大桥提供了各种试验产品和服务，
终于成功说服了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将不锈钢线材做进
了大桥的设计方案中。

然而，对于太钢来说，“这单生意”才刚刚开始谈。
2013 年 1 月 6 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
珠港澳大桥不锈钢产品的招标结果公布，太钢打败了众
多国际知名不锈钢企业，一举中标！

大桥 2016 年才能够完工，可以说我们的“战斗”才刚
刚打响。我们一定要为百年大桥做出最强健的“钢筋铁
骨”，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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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牛尔惠——

送福也需要“走心”
牛尔惠讲述 金 晶整理

武警村官马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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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开福讲述 敖 蓉 闫建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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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工程师曹姣婵——

我 的 三 次 毛 遂 自 荐
曹姣婵讲述 刘存瑞 李 哲整理

曹姣婵，太原钢铁集团营销部业务经

理。从钢铁女工、技术专家，到营销工程

师，她的每一个进步都展示着我国钢铁行

业的嬗变。在她的梦想背后，有着铁一般

的意志、钢一般的倔强。

马开福，云南红河边防支队
南溪边防派出所武警村官。戍守
边疆期间，他带着从家乡学来的
一技之长，帮助当地群众学习掌
握先进的务农技术，用自己的勤
劳双手和无私奉献，赢得了村民
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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