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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太原火车站喧嚣
不再，站台南侧，道岔线路上闪
着一道道橘色光影，6名头戴探
照灯、身着橙色反光‘黄马甲’
的钢轨医生，正在一寸一寸‘听
诊把脉’……”2024 年春运，

“太工融媒”微信公众号推送了
一篇关于一线探伤工的人物报
道，生动记录下铁路探伤工通过
在铁轨上画“三角”符号诊断判
定伤损隐患的故事。作者将该篇
报道起名为《画个“三角”守护
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篇
写作手法娴熟的报道，竟出自同
是太原工务段太原探伤车间的一
名探伤工——孙佳禾。

阅读让我当上兼职
融媒小编

探伤工俗称钢轨“B超”医
生，推着30公斤的仪器、日行4
万余步、一寸一寸为铁轨“听诊
把脉”，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95后”的孙佳禾是班组内
唯一一位女生，同时也是班组内
最年轻的探伤工。但这并没有让
她与班组成员产生距离感，相
反的她总是最能活跃氛围的那
一个。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有着浓厚的阅读氛围，常态化
开展相关活动，热爱阅读的孙佳
禾便是这些活动的常客。每当太
原局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举办阅
读征文活动时，她都积极踊跃参
加，久而久之，给太原工务段党
委宣传负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太原工务段党委组织通
讯员培训，孙佳禾报名参加。对
彼时那个刚入职不久的女孩来
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说实话，在上学的时候，
我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
表达的人。可工作中看到了身边
同事许多感人事迹，但他们本质
又特别淳朴，甚至不太会表达自
己 ， 就 萌 发 了 宣 传 他 们 的 念
头。”或许是真挚的情谊激发了
孙佳禾的写作热情，她提起笔开
始从身边人物故事写起。

第一篇稿件发表后，孙佳禾
激动地举着报道对同事们说：

“你们的事迹都会被别人看到
的！”小小车间内，瞬间充斥欢
乐。后来，孙佳禾邀请大家更
踊跃提供线索，渐渐地，越来
越多的一线故事通过她的宣传
被更多人知晓，她想继续做好
这件事。

3 年前的春运前夕，孙佳禾
接到了太原工务段融媒体工作室
的招贤令，通知她参加“春运宣传
小分队”，这让孙佳禾喜出望外。

一年中春运前后的两三个
月，是新闻宣传工作最繁忙的时
期。孙佳禾会作为值班编辑，主
要负责“太工融媒”微信公众号
的推送维护，同时也会采写投递
一些新闻报道给《太原铁道报》
等媒体平台。

从一线探伤工到兼职融媒体
编辑，孙佳禾在通向远方的钢轨
上写出了诗篇。

从读书中汲取力量

担任了兼职编辑的孙佳禾
越发钟情阅读，特别是在编辑

“我喜爱的好书”专栏过程中，
她深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更
多的交往，谈话中，看得出来她
特别享受现在的工作状态，将
读书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这
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让她感
到很幸福。而更让她有成就感的
是，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呼吁大家
一起读书。

孙佳禾特别想为铁路职工推
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和

《新时代铁路发展面对面》两本
书，她说，对铁路青年来说，学
习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可以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领会到
对党的忠诚热爱、抱负担当。阅
读《新时代铁路发展面对面》可
以在朴实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中
焕发铁路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激发出新时代铁路人迎难而
上的斗志。

据孙佳禾介绍，中国铁路太
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尤为注重培养
职工文化素养，包括“阅读新时
代”主题征文活动、“书香铁路·
太享悦读”读书活动在内的多项
阅读活动多年不曾间断。其中不
乏在“蔡家崖号”红色文化列车
设立读书车厢，打造“车轮上的
图书馆”；《太铁月讲·悦读》每
月发布“太铁好书榜”；基层各
单位每季度利用新媒体平台交流
展示“我喜爱的好书”读书优秀
作品等特色活动。

除上述活动外，孙佳禾入职
后，每年都会参加集团公司“书
香铁路·巾帼芳华”女职工读书
活动。该活动已连续举办 8 届，
开展读书沙龙、作品分享会、亲
子共读、线上诵读等各类读书活
动 300 余场次，覆盖 1.4 万余名
女职工，向女职工赠阅各类书籍
8000余册。

“新时代铁路人要以文化赋
能生产”是孙佳禾常挂在嘴边的
话，她十分感谢集团公司提供的
学习机会：“阅读让我增强了对
文字的感悟、对人生的思考、对
事业的憧憬。”

寻找心中的“答案”

去年10月，在石太客运专线
上飞奔的G2602次列车将孙佳禾
顺利送达她此行的目的地——
河北唐山。

跨越千里，穿越太行，只为
奔赴与李木马老师和他的《唐胥
铁路往事》之约，去中国铁路开
始的地方，探寻心中的答案。

与李木马老师的结缘在集团
公司举办的文学骨干培训班上。
当天授课结束后，李木马为学员
们赠书，递到孙佳禾手中的，就
是这本《唐胥铁路往事》。

孙佳禾拿到书后爱不释手，
《唐胥铁路往事》将她带到岁月
的长河中，让她看到了百年中国
铁路之树蓬勃茂盛之源，随着阅
读的深入，探寻唐胥铁路的愿望
也愈发强烈。

“龙号”机车是中国第一台
自行组装的蒸汽机车，在唐胥铁
路上运行了 30 多年，直到 1916
年才“光荣退休”。不幸的是这
台机车在战火纷飞的 1937 年不
知所终，只留下数张历史照片供
人追忆。当人们看到老照片中这
台设计规范、制造精良的机车
时，实在不敢相信这是胥各庄修
车厂的中国工匠们用废旧材料改
造的产物。

这台造价 520 银圆的“龙
号”机车是否真的出自中国工匠
之手？面对怀疑和争论，孙佳禾
启程去寻找答案。

一直以来都要求自己要将读
与行相结合的孙佳禾深谙“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此行她
去往了位于唐山的中国铁路源头
博物馆，孙佳禾说：“读了书引
发了强烈的兴趣，我就想去书里
写的地方看看。”

唐山之行，让孙佳禾感慨万
千。从“龙号”机车到“复兴号”动
车组，从只有9.7公里的唐胥铁路
到 15 万公里总里程的铁路网。

“龙号”机车是否真的由中国工匠
打造？这个问题在孙佳禾的心中
已经有了肯定的答案。

在“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
活动中，孙佳禾以《在中国铁路
的起点汲取力量》 一文参赛，
文中，孙佳禾通过讲述探访经
过，最终找到答案：“我相信，
以百年前中国工人的伟大创造
力和面对困难时坚忍不拔的意
志，必定能打造出眼前的这台

‘龙号’机车。”
《唐胥铁路往事》不只是一

条铁路的往事，也是铁路人的往
事。孙佳禾说：“作为新时代的
铁路青年，我要握紧手中的‘接
力棒’，自觉传承和发扬老一辈
铁路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血脉，
为中国铁路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努
力，作出贡献！”

追寻《唐胥铁路往事》的过
程是如此勇敢又浪漫。“永远不
能只读书，一定要将实践和思考
相结合，这是我阅读中特别大的
一个感悟。”采访接近尾声，这
位阅读忠实爱好者的一句特别平
实的话语，却十分打动人心——

“阅读要与行动相结合，这样，
书总会读得更通透一些。”

“全能探路者”孙佳禾：

用得探伤仪 挥得生花笔
□本报记者 陈妙然

徐松子是一名教龄不到两年
的年轻老师，在北京市广渠门中
学教高一语文。她每天到校很
早，有时是为准备7点15分开始
的早读，没有语文早读时也会早
点来，和同学们聊聊，解答他们
的问题。

4月14日上午，记者走进北
京市广渠门中学，一层大厅展示
的世界读书日系列文学讲座易拉
宝，走廊两侧的阅读活动海报，
拥有一面壮观书樯的图书馆……
书香校园的氛围感拉满。坐在图
书馆里，徐松子对记者畅谈将阅
读融入教育的责任，见证学生阅
读成长的满足。

教育不是一项技术，
而是一门生活艺术

“学生们看到易拉宝上的照
片，跑来问我：‘老师，这张照
片怎么跟您不像啊？’”徐松子
对记者笑谈。性格开朗率真的
她，颇受学生喜爱。徐松子从小
就想当老师，这缘于她特别喜欢
小学的语文老师，在她眼里：

“老师优雅而博学，和同学的关
系亦师亦友。”

徐松子的阅读面很广，文
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都有涉猎，由于她的研究生专业
是教育，平时会花时间对教育类
书籍进行深阅读，最喜欢帕尔默
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和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

“这两本书帮助我建立一个
朴素的教育观：教育不是一项技
术，是通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
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生活艺
术。同时，阅读这些书能带给我
一种将教育与生活、人生相结合
的新视角。”徐松子说，这两本
书也提醒自己，作为一位年轻的
教育者，需要不断对自己的教育
态度、方法和价值观进行反思，
并尊重教育原本的样貌。

徐松子也将教育视角融入自
己的阅读感悟中。“该书讲述的
史实并不艰深，重点不在细微史
实的呈现和考究，而在对青年人
的启发，在对其未来发展的作用
之上，将党史与现实生活乃至人
生境遇有机结合，对青少年打开
人生格局、突破现实障碍起到了
很好的示范与引导作用。”在阅
读“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
后，她写下的这篇《历史与教育
的碰撞》获得第一届全民阅读大
会·“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
动一等奖。繁忙的教学工作之
余，她坚持读思融合，将教育视
角代入好书阅读，在读《抗战家
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后，她写下的《立着的人》，入
围正在公示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
动获奖名单。

让热烈的青春，更多
一点生命的重量

“大量阅读是语文老师站上
讲台的底气。”徐松子感到，学
生们的阅读面越来越宽，语文老
师要不断提升自身容量，才能更
好地启发引导学生，和他们展开

积极互动。
在课堂上，她会提供课外资

料启发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本内
容，比如在讲到 《烛之武退秦
师》时，提供秦晋围郑前后的史
料，让学生判断秦晋关系、确定
游说对象及游说要点。对于前人
各执观点、褒贬不一的事件，如
讨论《鸿门宴》中项羽放走刘邦
的得与失时，她会提供以《鸿门
宴》为主题的文学评论、诗歌、
剧目唱词、现代歌词等文本，以
此为契机引导学生表达看法并展
开观点论争。

课下，徐松子也乐于向学生
分享好书：“读书是一件自由又
自主的事情，对学生而言最重要
的还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来
阅读。我会询问学生的阅读偏好
或当下让他感到最困惑的问题，
然后据此推荐书目。”

徐松子给学生推荐的第一本
书是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她初
读这本书时，也是和班上学生们
一样的年纪，在书中看到了一个
晶莹剔透的人将人生百味都折射
了出来。她认为，其中那些关于
人生、命运、艺术、家庭、社会等话
题的思索，正是当今学生所需要
的。“他们现在的青春是沸腾而热
烈的，作为教师，我希望他们的青
春能更多一点生命的重量，希望
他们以后在面对人生的千般境遇
时，可以开阔、可以通达。”

学生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
中，总能给她带来惊喜。他们会
开始思考“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是什么”，也会将阅读这本书的
过程称之为“一场酣畅淋漓的心
理对视”。“其实阅读就是这样，
在阅读中看到作品、看到世界，
最终看到自己。”徐松子说。

广泛阅读优秀作品能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对学生阅读
的引导，就像播下种子后呵护它
生长的过程。徐松子总结道，首
先要帮助学生选择自己心仪的书
籍，吸引他们参加到阅读中来。
其次是辅助学生做好阅读计划，
确保学生在阅读书目、阅读时间
安排方面有的放矢。最后要布置
相应的阅读任务来督促学生完成
阅读，比如讲座分享、小组讨论
成果展示、阅读小报制作等，让
学生在读写结合中提升思维能
力、提高人文素养。

阅读如“春日游嬉”，
师生迎共同的节目

4月23日，第三届全民阅读
大会和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将如
约而至，对广渠门中学来说，这个
4 月又恰逢“语文学科月”，因此

学校层面的阅读活动密集开展，
多项活动已经充分预热，师生们
沉浸在迎接共同节日的气氛中。

在教学楼一层活动大厅，左
右两边依次排开 2024 年世界读
书日活动系列文学讲座易拉宝，
在“沂水春风 文墨广厦”活动
主题下，4名语文老师和10多名
初高中学生在讲座中“安利”好
书或有意趣的知识，4 月中旬
起，2—3 场文学讲座在每天中
午同时开讲。

4月12日，徐松子以“春日
游嬉”为主题作了一场讲座，带
大家走近古人春天玩什么，踏
青、斗草、放风筝、修禊、曲水
流觞……通过文学作品，一起来
探索在风雅文人的世界里，春天
可以多好玩。“学生们从小就喜
欢春游，觉得春天来了出去玩
吧，其实这有文化上的渊源，可
以追溯到《周礼》，我为他们盘
一盘文化上的脉络。”

而“沂水春风 文墨广厦”也
来自徐松子的设计。“沂水春风”
取自《论语》，孔子向几位学生问
志向，曾皙回答：“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理想
中美好季节的欢乐场景，当场受
到孔子赞同，也感染着后世读到
经典的人。“文墨”都是与阅读连
通的符号，“广厦”则是学校文学
社的名字，取自杜甫名句“安得广
厦千万间”。

易书活动是广渠门中学在世
界读书日延续多年的传统。这几
天，同学们已陆续将准备交换的图
书带到学校，在扉页上书写给下一
个读者的寄语并落款。徐松子介
绍，活动当天，操场上会摆出一个
超大的摊位，将收集上来的书全部
摆上去，供学生们挑选心仪的图
书。在旁边的知识问答区，答对关
于文学书籍的题目可兑换小礼品。
在讲座区，每位之前作过讲座的主
讲人，都会被一群粉丝围拢着，就
讲座中感兴趣或疑惑的点交流探
讨。在书签制作区，写字漂亮的学
生，可以为同学们书写他们想要的
金句，然后穿一个小珠子或打一个
小Logo制作成书签。

采访结束时，徐松子特意回
办公室取来一张4月阅读活动导
读卡，这是两名高二学生原创设
计绘制的，学生们人手一张，贤
贤易书、晨熹耳遇、抚卷优游、
和风春诵、邀君共读5项活动邀
同学们参与打卡。

在广渠门中学的 4 月书香
中，聆听一位热爱阅读、引领阅
读的年轻教师的故事，令人感受
到，阅读与教育彼此成就，教师
和学生在共浴书香中一起成长。

“心灵导读师”徐松子：

大量阅读是站上讲台的底气
□本报记者 雷萌

北京市广渠
门中学学生设计
的4月阅读活动
导读卡。

本 报 记 者
雷萌 摄

担任兼职编
辑的孙佳禾（右）
与同事在拍摄铁
路素材。

张金祺 摄

◀中国铁路太原局
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工务
段太原探伤车间探伤工
孙佳禾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语文教师 徐松子

扫一扫，聆听更多徐松子的阅读故事扫一扫，聆听更多孙佳禾的阅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