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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孙亮，中石油长城钻探公司压

裂公司的一名普通海外员工。2009年我

硕士毕业后回到家乡辽宁盘锦，进入辽

河油田工作，2013 年我被公司派到海外

工作至今。在海外工作的近6年里，我不

仅得到了锻炼和成长，而且与同事们一

起落实了中国石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

的发展规划，见证了中石油海外项目发

展的黄金时期，亲历了中国海外石油人

拼搏的艰苦历程。

那是 2013 年，不足 30 岁的我，来到

世界知名石油城——伊朗阿瓦士市，从

事海外石油工程服务工作。阿瓦士号

称世界十大火炉城市之一，夏季气温高

达 50 摄氏度以上，地表温度超过 70 摄

氏度。我们每天凌晨 4 点前往施工现

场，中午 11 点半返回驻地，下午 5 点再

次前往现场，夜间 10 点以后才返回驻

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夜猫子”，只为能稍

微凉快一点。为避免晒伤，大家都全副

武装，穿上全套工作服，但躲开了日光

浴，迎来了洗桑拿，工服被汗水湿透，晒

干，再湿透……结出一层层汗渍。高温

考验还未结束，沙尘暴又来袭，电影特效

场面天天在我们身旁上演，床铺上、寝室

里……连睡觉也要戴上口罩，日夜与黄

沙为伴。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我

们队伍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甲方充分肯

定，以优秀的作业质量撬动了更多的作

业量。

2016 年，钻井/完井/测试一体化

（SAED） 总包项目开工，我参与了该项

目前期启动及项目管理工作，并在项目

中后期担任项目主管领导、作业现场首

席代表。作为大家的“主心骨”，我和

同事们一同加班、下现场。作为项目的

全权代表，我尽最大努力帮助项目部解

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协调相关资源、

和当地相关供应商谈判、做好与客户的

沟 通 ， 确 保 了 每 个 项 目 节 点 的 按 期

完成。

2017 年，我所在的伊朗酸化项目组

施工区块遍布伊朗各个石油主产区。秉

承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打造精

品工程，诠释“中国品牌”的内涵，我们把

“提高酸化施工质量、树立伊朗市场标

杆”作为班组质量目标。项目组扎根伊

朗市场多年，高质量的作业和高效率的

施工在众多当地客户中美誉远扬，年产

值屡创新高，为公司、为伊朗客户作出贡

献。2017年我们获得全国质量信得过班

组荣誉。

经过专业技术、市场营销、项目管理

等多个岗位的学习与历练，我很快熟悉

了工程技术行业的特点与规律，掌握了

海外项目商务管理技能。2013 年至今，

我作为长城钻探压裂公司伊朗酸化项目

主要负责人，参与了北阿项目、雅达瓦兰

项目和诸多当地业主的石油增产项目。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效扩大了长城

压裂酸化品牌在伊朗工程技术板块的影

响力，彰显了中国石油工程服务技术的

全球领先实力，树立了增产稳产的诸多

样板工程。

如今，我已参加工作10年，从一个走

出校门的懵懂学生成长为一名项目经

理。随着中国石油“走出去”战略不断推

进，中石油海外的发展还在继续，我希望

能够为长城钻探海外项目下一个腾飞的

10年继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周

爽整理）

奋斗中挥洒青春和热血
孙 亮

建于唐代天宝年间的毗卢寺位于石
家庄新华区杜北乡上京村，历经沧桑只
余释迦殿 （前殿） 和毗卢殿 （后殿）。
可是这里的壁画却是赫赫有名，与甘肃
敦煌、北京法海寺、山西永乐宫壁画并
称为四大壁画，誉为“明代水陆壁画教
科书”。也因为这些壁画，毗卢寺有石
家庄“小敦煌”之称。1948 年，美学
家王朝闻和洪波发现了毗卢寺壁画，赞
叹不已，多次现场临摹，并同华北大学
美术系师生一起联名呼吁给予保护，毗
卢寺壁画从此揭开面纱为世人知晓。建
筑学家罗哲文、画家华君武、作家冯骥
才等都曾慕名前来，对其文物和艺术价
值给予极高的评价。几十年来，不少人
为毗卢寺壁画的保护、修复、传播多方
奔走。1996 年 12 月份，在国家第四批
文物保护普查中，毗卢寺升格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于 2008年 10月成立
博物院，沉睡几百年的古老壁画焕发
光彩。

从小与毗卢寺结缘

“毗卢殿壁画有 122 平方米，绘有
122 组，508 位人物都是工笔重彩。壁
画内容涉及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和古圣
先贤神仙眷属……沥粉贴金的技法，让
壁画呈现一派逼真、立体、金碧辉煌的
意境。”受过播音主持专业训练的武育
红声音非常好听，通过她的讲解，参观
者能够穿越历史尘埃，领略千百年前壁

画的美。
武育红跟毗卢寺壁画有着不解之

缘。小时候就跟随家人来毗卢寺看过壁
画，大学实习时，又来到毗卢寺，里面的
壁画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武育红觉
得，自己和毗卢寺壁画的缘分是命中注
定的。武育红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也
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
时，在大家眼里本应当电台主播的她，却
来到在外人看来有些寂寞的毗卢寺，做
起守望者，一干就是20年。

坚守并不容易。“那时候的古寺还十
分荒凉，像《聊斋》里的寺庙。刚上班时
这里还不通公交车，我住得远，上班骑自
行车要 1 个小时。中午没有地方休息，
只能在院子里转悠，院子里能看到刺猬，
有时候还能碰上蛇，耳朵里钻进过蜘
蛛。我那时候胆小，真是很害怕……”更
让武育红难受的还不是这些。由于之前
并没有专业讲解员，也没有可借鉴的资
料，壁画的内容又涉及儒释道和美术等
诸多专业知识，需要一定积淀，她刚开始
做讲解时讲一分钟就没词儿了。

武育红也想过打退堂鼓，并不是没
有别的发展机会，可她还是舍不得离
开。“我不讲谁来讲？这么美一定要讲出
去，要让世人知道。”

武育红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她
向专家请教，到图书馆查资料。一有空

就站在壁画前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琢磨，
时间久了，从神仙到帝王，再到市井商
贩，壁画上的每一位人物、每一个细节都
了然于心，栩栩如生地活在她心里。为
了提升专业素养，她到河北师范大学进
修美术史专业，学习工笔画，体会壁画中
的精妙。期间，已为人母的她为了不耽
误课程，还抱着孩子去听课。

出版壁画学术著作

毗卢寺壁画名声在外，国内一些知
名艺术家、文化名人慕名来访，每一次来
访也是武育红学习的机会。她印象最深
的是，一次画家黄胄先生的女儿从北京
来参观毗卢寺壁画，开门进殿的时候，她
突然说：“我没有戴口罩，也没有鞋套，我
就是看一眼，赶紧走。”这件事深深触动
了武育红，从那以后，她讲解的时候都会
压低声音，怕震掉壁画上的一丝一毫！

由于年久失修，潮湿的水汽加速了
大殿西壁的腐坏。一次，武育红在讲解
时突然发现日日相伴的壁画上，摩利支
天踏在莲花上的脚不见了，消失了。武
育红心疼极了，她说：“文物保护不能等，
是一场接力赛。”武育红的讲解从此也融
入了文物保护的内容。

功夫不负有心人。武育红的讲解名
气也越来越大，她被称为“教授级、专家
型、金牌讲解员”“毗卢寺壁画的女儿”。
很多慕名前来参观者点名要她讲解，她
的讲解已经成为毗卢寺壁画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你看那开脸、勾线、设色，润
润的……”每次讲解，武育红都融进自
己的感情，声情并茂，富有强烈的感染
力，她的讲解让幽暗的殿堂焕发出迷人
的光彩。

孜孜以求，潜心钻研。2012 年，武
育红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印象毗卢寺》，这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
专题研究、系统讲述毗卢寺壁画的学术
著作，受到业内专家普遍赞誉。没有人
知道她为了研究出版付出的艰辛。只有

她自己知道付出了多少。

让人们爱上毗卢寺

从事壁画研究和讲解工作 20年，武
育红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她先后荣获

“河北省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美丽河北·
最美文化能人”称号。

近年来，毗卢寺完成了壁画数字化
工作，并请来敦煌画工精心修复，使历尽
沧桑的壁画重现昔日风采。毗卢寺未来
规划中，院长郑建飞和副院长表金震谈
得最多的是“毗卢寺公园”——以毗卢寺
为中轴线，汉唐园林为基调，利用毗卢寺
的壁画和儒释道三位一体两大特色，做
成一个集保护、研究、观光、体验于一体
的主题公园。

传统文化保护创新迎来了盛世。如
何让壁画“走出殿堂，走下云端”，充分发
掘和利用它的价值，尤其是让更多的年轻
人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物的认知、保
护中，是武育红思考更多的问题。为此，
她到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给大学生做
讲座，去北京参加艺术界沙龙……

2018 年 7 月 27 日，《粉墙丹青——
毗卢寺壁画艺术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
引来大批观众。开展之后，武育红也来
到了博物馆，看到很多观众在壁画面前
流连忘返但又不甚了解，她不由自主地
站到壁画前为观众现场讲解，人们围拢
过来，在她的讲解中走进一个美轮美奂
的世界。到10月21日展览结束前，武育
红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利用休息时
间到展览现场公益讲解。

“从最初的兴趣到如今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感动我的不仅仅是绚丽精
美的壁画，还有那些古代的画师，他们的
工匠精神感动了我。这么传神的画来自
多么虔诚恭敬的心，那些壁画里的人物
似乎会走下来。”武育红说。

尽管无数次为来客讲解，每每面对
壁画，武育红依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只要你来，我就会让你爱上它”。

“毗卢寺壁画，你一定会爱上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
醇，储茶味不变，插花花长
久。”融实用性、收藏价值于一
体的锡制工艺品曾一度广受
欢迎。如今，锡器早已不是大
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锡匠行
业也日渐没落。但在山东莱
西市水集二村文化市场里，创
始于清朝咸丰年间的莱西打
锡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夏拥政
仍在传承这项技艺。

走进夏拥政的工作室，
桌子上摆满了各类工具，柜
子上陈列着一件件精美的锡
器。只见他熟练地将锡块放
入电炉融化，随后将锡水压
片、冷却，用剪刀、刻刀裁
剪。“莱西打锡的工序比较繁
琐，包括熔锡、压锡片、打样
裁剪、冷锻捶打、焊接、挫修、
打磨、纹饰等工序。”夏拥政
拿着手中正在打造的锡罐介
绍说：“锡罐主要用来储存茶
叶，对密封性能的要求很高，
从测量、焊接到打磨，每一个
步骤都必须非常精准。”伴随
着专注的敲打，夏拥政手中
的锡罐开始慢慢成形。

由于外祖父和舅舅都是
莱西打锡技艺传承人，夏拥政
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这
门技艺。2007年，他在莱西
市 开 设 了 自 己 的 工 作 室 。
2016年，在苏州黎里古镇与表哥共同开设了中国锡器博
物馆，希望在游客密集的苏州将锡文化向更多人推广。

由于现代工业的冲击和生活习俗的改变，手工打
锡失去价格优势，打锡工艺也由于学艺时间长、收入
低，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去年，莱西打锡入选莱
西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夏拥政说：“打
锡对我来说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一种情怀。莱西打
锡能够入选‘非遗’，让我非常高兴，更加坚定我将这一
古老手工技艺传承下去的信心。”为了推广莱西打锡，
夏拥政经常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展会，现场展示打锡技
艺，销售锡器。现在，他还开通了线上销售，传统锡器
乘上互联网的快车销往全国。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和学校合作，让学生在手
工课上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同时，我还想在本地建
设一座‘锡器博物馆’，让莱西人都了解打锡文化，吸引
更多的锡器爱好者前来交流学习，推动打锡文化的传
承。”夏拥政说，如今大家对传统文化、手工技艺越来越
重视，他对打锡技艺的传承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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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回来，看到桌上摆

着毗卢寺讲解员武育红寄

来的新书《初见——毗卢寺

壁画》，打开画册，扉页上清

秀的字迹映入眼帘，那个高

挑、优雅的身影如在眼前，

似乎又能听到她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的倾情讲解。

“90后”研究生的铁路梦

陈庆花，河南濮阳市人，从小梦想当一名铁路人。

2014年，大学毕业的陈庆花，由于所学专业不对口，没

能被铁路部门录用。梦想没有实现的陈庆花，决定考

研继续深造。

2015年，陈庆花考取兰州交通大学电力电子与电

力传动专业研究生，终于迈出了成为铁路人的第一

步。每次寒暑假回家，列车上乘务人员的那一身铁路

蓝，都让他羡慕不已。

2018年硕士毕业的陈庆花，应聘到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公司新乡供电段，终于成为一名铁路人。今年

春运，听说所在单位有临乘任务，他主动请缨，经过层

层筛选和业务培训，终于实现了他上火车直接为旅客

服务的梦想。 高国桥摄影报道（中经视觉）

上图、右图 武育红在河北博物院毗卢寺壁画展期间为孩子们作讲解。

（资料图片）

陈庆花在清扫车厢内的垃圾。

陈庆花（左一）为旅客检票。

陈庆花在帮助乘客整理行李。

武育红（中）在为大学生作毗卢寺壁画相关内容的报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