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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恒盛分公司织造车间技术员杨普近日
成了石家庄的名人，这是因为她获得了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记者日前走进杨
普工作室，探寻她不断创新、拼出精彩
的人生故事。

青出于蓝 年轻有为成状元

杨普今年 32岁，2000年进入常山公
司，成为一名挡车女工。当她走上岗位
那一刻，厂里一位工作多年的师傅就对
她说：“技能是工人的本钱，好好干，行
行都能出状元。”从那时开始，杨普就暗
暗下定决心，要通过不懈努力使自己成
为行业状元。她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
间，苦苦钻研操作技术。纺织业中，接
线 头 是 最 见 技 术 的 硬 活 ， 别 人 接 500
个，她就接 1000 个，别人练 1 小时，她
就练 3 小时，手指硬是被软软的棉纱勒
出了道道口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普的技术日渐
提高。一般女工 1 分钟接 20 个接头，她
1 分钟能达到 38 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
技术，在 9 年多的挡车工岗位上，她累
计超产棉布近 20 多万米，成为单位的生
产标兵。

杨普没有因为自己能成为行业技术
能手而骄傲，反而向更高的高峰进行攀
登。她认为，作为一位纺织工人，知识
单一是限制自身发展的大忌，比如以往
的纺织业，纺织的仅仅是棉麻纤维，而
现在的纺织业，不仅有棉麻纤维，而且
还有牛奶纤维、汉麻纤维、天丝、莫代
尔、羊绒、甲壳素等，如果不能掌握现
代化的科学知识，如何能当好现代化的
纺织工？她在每天上班之余，开始了紧
张的文化学习。通过自学，她顺利通过
了成人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科技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纺织服装专业录取。

凭 着 她 丰 富 的 知 识 积 累 和 技 能 集
成，她成了企业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
被企业选聘为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在技
师这个岗位上，她再接再厉，再次发
力，总结出“机上打结不超过 5 毫米”、

“双手交叉”、“主动引纬”等操作技巧，
自创了“双套结”手法，大大提高了处
理断经、断纬速度，班产提高了 2200
米，年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 500万元。

润物无声 一花引来百花香

一 花 开 放 不 是 春 ， 万 花 开 放 春 满
园。杨普认为，一个大企业相当于一个
大家庭，只有所有人都能干，这个家庭
才能永久兴旺。她的目标是把自己的技
能传递给更多的员工，以达到企业增
产、员工增收的目的。

这样的机遇很快到来了。2009 年 7

月，常山股份新组建的企业恒盛分公司
开业了，股份公司从各个厂挑选优秀人
才前往工作，而作为最年轻的技术能
手，杨普也被挑选到恒盛分公司担任值
班长和培训师。

“面对车间里 600 台崭新的国际一流
的喷气布机，说不心动那是假的。”说起
刚到恒盛时的情景，杨普动情地说，“但
大多数操作工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
能否在一流的环境中，用一流的设备，
生产一流的产品，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免不了心里又忐忑。”

面对没有任何生产经验的新学员，
杨普制定出培训计划和目标，并毫无保
留地把自己多年总结的技术传授给新学
员，杨普耐心讲解，言传身教，大到巡
回路线怎么走，布面经纱线怎么查，小
到一个处理停台的动作和接头手法，她
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学员。

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杨普带的首
批学员就上车顶岗，操作技术有的已达
能手、优级手水平，试生产的 21 个高
难、复杂订单产品全部按时按量交单。
半年之后，他们全部成了熟练操作工。

细雨润物细无声，就在这 4 年管理
培训岗位实践中，杨普用自己的模范行
动引导和感染全班组职工，用自己的精
湛技术指导和帮助班组职工，使得班组
不仅生产技术领先，同时还在班组形成
了巨大的向心力，因此不仅显著提高了
生产效率，同时也使织物优良率提升了
10 多个百分点。在采访中，织造车间主
任王立波是这样评价杨普班组的：“在
恒盛分公司，杨普任班长的丙班最为了

不 起 ， 2009 年 成 立 ， 2010 年 走 上 正
轨，在车间三个轮班的历次产量和质量
考核，杨普班组年年都是先进，大家不
服都不行。”

“没有师傅，就没有我的今天。”如
今已是二组大组长的王丽茜谈起杨普滔
滔不绝。她介绍说，当时没有教室、没
有黑板粉笔，杨老师就把要点内容用碳
素笔写在一张大白纸上贴在墙上；遇到
不好领悟的操作动作，她就上车示范，
到生产现场、到织机上言传身教，使得
我们车间成了王牌车间。

而杨普本人则通过在教学中的总结
提升，操作技能更为精进，在 2012 年全
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华技能大奖角逐中获
得了“中华技能大奖”。

诲人不倦 让桃实李果满枝头

善 用 人 者 能 成 事 ， 能 成 事 者 善 用
人。在 10 多年的观察和了解中，常山股
份公司负责人认为，杨普通过自我完
善，已成为一个纺织既有实践经验、又
有理论水平的一线不可多得的教学人
才。于是，杨普被公司破格提拔为车间
操作技术员，并专门建立了以其命名的
技能工作室，开展“传技带徒、创新创
效”为核心的企业员工成才传、帮、带
活动。

工作室首先搭建的是学习平台。纺
织企业中，织物的形成需经过多工序、
多工种的生产、操作，所以员工操作技
能的高低直接影响产品质量，为此，工
作室把提高全员的操作技术水平当成工

作中的重中之重。技术培训不仅有在工
作室内讲课、授课，还努力把课堂搬到
一线的机台旁，设到车间的台位上，工
作室要求成员每月至少有一次上车操作
表演，使培训内容达到理论、实践相结
合。杨普还结合企业新工人、青年工人
多的特点，将部分枯燥乏味的操作内
容，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操作顺口溜，增
加青工的学习兴趣和记忆能力。仅 2014
年，杨普自己就培训青工达到 160 多课
时，培训人次达 798 人次，这些人如今
均已成为熟练的纺织工人。

工作室同时搭建的还有创新平台。
在教学中创新、在创新中教学是工作室
另一个宗旨。杨普和她的工作室成员们
通过上网、看书、请教，广泛学习新知
识，结合着传统织机的操作法和各自的
生产经验，大胆尝试、勇于探索、先后
总结创新了大提花织机操作法、大提花
增减经密操作法、机下打结要领口诀、
七字断经处理法等近 30 项操作法，其中
仅新品种操作法就有 13 项，这些操作法
经推广，使公司的生产效率提高 2%，为
公司年创效益达 300多万元。

河北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杨普：

巧手织出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邵光毅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有一
个普通的家庭，风雨无阻 15
载，足迹踏遍了 12 个省份 36
个市、县，投入了 70 余万元，只
为一件事：放映禁毒影片，义务
宣传禁毒知识。

15 年来，先是丈夫李彦默
默做着这件事，慢慢地，他的妻
子、儿女也加入到这项公益事
业中。他们义务放映禁毒电影
4000 余场，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80 余万份，受教育群众 230 多
万人。

“人们问我最多的是：您
一家子常年东奔西跑，到底图
什么？我想，人生的价值不能
仅以物质多寡来衡量，始终坚
持做一件对人民对社会有意义
的事情，就是人生最大的幸
福！”李彦说得豪迈，15 年的
默默践行，又让这豪迈变得温
暖感人。

“决定做这件事，还是 15
年前。”曾经是电影放映员的
李彦告诉记者，那时，他的发
小和表侄彻底改变了他的生
活。发小是当地最先富裕起来
的农民，自从沾染了毒品，家
产被挥霍一空，妻子含着泪带
着年幼的女儿远走他乡，原本
快乐幸福的一家，被毒品祸害
得家破业败。表侄初中未毕业
就在社会上游荡，不慎沾染上
毒品，最终在一次聚众吸毒
中，因注射海洛因过量当场死
亡，抛下一对无助的父母。

“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我就想何不利用放电影这个平
台，宣传禁毒知识，让人们真正认清毒品危害，让悲
剧不再重演。”于是，李彦瞒着家人，利用手中的积蓄
开始购买设备和禁毒影片，从此开启了他 15 年的禁
毒宣传征程。

放一场电影的成本需要近百元，而加油、过路过
桥、吃饭、设备维修保养等也都需要钱。为节省资
金，在外面放电影时，李彦经常啃烧饼、喝冷水，天气
暖和时就在车里蹭一夜。

2008 年初冬的一天，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站在
展板前抽泣，久久不肯离去。“别人告诉我，他儿
子为弄钱购买毒品拦路抢劫，被关进了看守所。望
着老人悲愁交集的面容，我心里一阵酸楚⋯⋯然
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放映结束时，老人用颤巍
巍的双手，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说，‘师傅，
吃碗热面暖暖身子吧！’接过这碗不同寻常的面，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是对一个禁毒志愿者的
最大褒奖，更加坚定了李彦把禁毒宣传路无悔走下
去的信心。

张玲(化名)是李彦夫妇帮扶的第一个吸毒者。
她早年在朋友的引诱下沾染上毒品，她的家人与她
划清界限，不让其进家门。2008 年,李彦夫妇了解
到张玲的情况后,多次找她谈心，鼓励她要做一个
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渐渐地，张玲和李彦夫
妇成为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走上了正常的
生活道路。2008 年至今,李彦夫妇共帮扶吸毒人员
12名。

在李彦和妻子陈红的影响下，儿女也加入到禁
毒宣传队伍中来。儿子李欣在上大学的 4 年里，一
直节衣缩食地在校园内外从事禁毒宣传，成为有名
的校园禁毒志愿者。女儿李丹经常帮父母策划宣
传、从网上搜集相关资料，还建立了微信、微博，拓宽
宣传渠道，成为父母坚强的后盾。

“一花引来百花香”。李彦夫妇禁毒宣传的小小
善举，感染了身边的人，两名吸毒者的家长也自愿加
入进来。现在，这支宣传队伍已扩大到 50 多人，成
为名副其实的“禁毒宣传大家庭”。

为让更多人远离毒品

—
—记安徽宿州农民放映员李彦

本报记者

文

晶

2013 年 4 月 16 日，在与癌症病魔抗争
了 3 年多后，山西汾酒集团高级工程师赵
迎路永远闭上了双眼。这位被汾酒人尊称
为“老赵工”的长者，生命定格于 76岁。

老赵工生前说，自己这一辈子只干了
两件事：一是破解汾酒传统酿造工艺的奥
秘；二是让这一千年佳酿的酿造技法在传
承中创新。而正是这两件看似简单的事
情，老赵工却为之奋斗了整整 49年。

不解之缘

1962年，25岁的赵迎路从河北轻工业
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长治食品厂工
作。当时的山西汾酒厂正处在发展史上的
低谷。为振兴这一民族品牌，1964 年，国
家轻工业部牵头成立“总结提高汾酒生产
经验试点工作组”（以下简称“汾酒试点”），
从省部有关科研机构抽调精兵强将进驻汾
酒厂。

就这样，赵迎路来到了杏花村。“既然
汾酒选择了我，既然我有幸与汾酒结缘，我
就一定要不辱使命，全力以赴，解决好汾酒
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赵迎路暗暗下了这样
的决心。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赵迎
路与杏花村再也没有分开。1965 年 5 月，

“汾酒试点”在完成预期任务后结束，相关
科研人员纷纷撤回原单位。这时赵迎路的
业务技能已相当娴熟，很多单位都向他抛
来了“橄榄枝”。然而赵迎路的选择却让所
有人大吃一惊：留在杏花村。

数十年后，曾与赵迎路一起从事“汾酒
试点”的不少人均成了享誉中国白酒界的

权威专家。而赵迎路仍默默地耕耘在杏花
村，对于当初的抉择，他并没有后悔。

1976 年，命运再次把赵迎路推到了十
字路口，河北的两家酒厂想高薪聘请他前
去工作。妻子乔敬芬也想趁孩子们还小，
全家搬回老家。然而，赵迎路愧疚地劝妻
子：“咱还是安心留下吧，汾酒是我的命根
子⋯⋯”

1997 年，已到退休年龄的赵迎路主动
找到公司领导，恳请批准他把自己正在主
持开展的两项试验完成后再离岗。

“我只想把汾酒试验做到底，有没有报
酬都无所谓！”赵迎路说。就这样，凭着对
汾酒的执着与痴迷，老赵工又一头扎进了
酒厂。而在主持完成那两项试验后，他也
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仍选择继续

“泡”在酿酒班组搞试验，一回到家就伏在
书桌前查资料、算数据、写论文，和以往一
样忙碌。

为之痴狂

在汾酒厂，总有一个衣衫不整、胡子拉
碴的人匆匆走过厂区。“他走路特别快，张
口闭口就是汾酒试验。”说起老赵工，山西
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建书
记忆犹新。

为汾酒痴狂的赵迎路，忙起来都是饥
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生活状态让赵迎路
患上了萎缩性胃炎，后来又患上了脉管炎，
一发作起来双腿冰凉，脚掌一着地就像针
刺锥扎般疼痛难忍。

1972 年年底，他在两个酿酒班组搞试
验，这一下去就是半年多。白天他跟工人

一起和糁、装甑、保温踩秸子，晚上工人们
都休息了，他却一个人睡在发酵室里，24
小时观察记录发酵室地温、空气温度、发酵
材料品温等。

1986 年，赵迎路到东分厂汾二车间 12
班组蹲点，这时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脉管
炎。时任班组长的赵书泉回忆，老赵工一
旦开始工作，就什么都忘了，有时候胃实在
疼得不行了，才吃几片止疼药。

在酿酒过程中，酒醅原料入缸后必须
在密封的发酵缸上铺一层保温材料，以求
达到良好的发酵效果。当时汾酒厂酒班采
用麦秸作为保温材料，需要通过工人用脚
踩压来控制麦秸厚度，以此调节地下发酵
缸内的温度。

为找出最佳的麦秸厚度，赵迎路执意
自己踩麦秸。“尽管老赵工扎紧了裤腿，细
小的麦秸仍不可避免地钻进裤子里，患有
脉管炎的双腿被扎得又痛又痒，谁看着都
心疼。”赵书泉说。

努力圆梦

如果老赵工的心中有一件事情最重
要，那么，一定是他的汾酒事业。为实现心
中的汾酒梦，他倾注了一生，却把家人抛在
了脑后。

“当时家里生活条件很差，只有过年才
能吃顿饺子。可农历大年初一早上我刚把
饺子包好，老赵就头也不回地去了酒班。”
乔敬芬记得，1972 年春节那天，全家人饿
着肚子眼巴巴地左等右盼，直到上午 10 点
多，老赵才带着一身酒糟味回来。

而当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吃团圆饭

时，赵迎路的胃病却突然发作，霎时脸色苍
白、大汗淋漓。一把止疼药成了他新年的
第一顿饭⋯⋯

1976 年，一场暴雨突袭汾阳，乔敬芬
下班赶回家后，眼前的一幕却让她惊呆了：
洪水冲塌了后墙脚，水都没上了灶台，家里
遍地泥泞，老人和孩子吓得瑟瑟发抖。而
那天，直至深夜，赵迎路才匆匆回家，面对
家人，他连忙道歉：“没把人冲走就好，曲房
试验正在紧要关头，我实在走不开⋯⋯”

为了汾酒，赵迎路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但无情的病魔却悄悄袭来。2010 年春节
前夕，疾病缠身的赵迎路被诊断出患上食
道癌，被迫放下手头的试验。

赵迎路的最后一个心愿是将自己毕生
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全部留给汾酒集
团。为了圆梦，他跟死神竞跑，每次赴京求
医，都要带满满的一皮箱原始手稿和业务
材料。到了癌症晚期，半躺在床上的赵迎
路，仍然用颤抖的手演算一个个数据，强打
着精神删改一字一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汇 编 平 生 所 著
180 余篇论文、100 余万字的《赵迎路文
选》正式出版。106 天后，赵迎路溘然长
逝。弥留之际，赵迎路用微弱的声音对妻
子说道：“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老
伴儿你，还有咱们的 3 个孩子。请你原谅
我⋯⋯”

“忠诚汾酒情无限，茫宇灵魂再立功”，
赵迎路生前所作的这一诗句，恰恰是自己
毕生敢于做梦、不懈追梦、奋力圆梦的真情
告白。为了实现心中的汾酒梦，他不惜耗
尽一生心血，书写了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
精彩的人生华章。

49 年 的 无 悔 耕 耘
——记山西汾酒集团高级工程师赵迎路

本报记者 常 理

“爱心超市”暖人心

近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爱心公益牵

手协会”创新助困方式，在县城开设了“爱心超市”，

让困难群众可以直接在这里免费挑选适合本人使用

的衣物、箱包、被褥等生活用品。据介绍，“大厂爱心

公益牵手协会”致力于打造持续传递爱心、平民化的

公益平台，受到了广泛好评。

图为一名群众（右）向“爱心超市”捐赠物资。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图① 杨普为公司新学员讲授业务知识。 图② 杨普（中）为班组职工现场演示操作。

图③ 杨普 （左三） 带领班组进行业务探讨。（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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