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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宏飞的选择曾让很多人想不明白，“明明是博

士，干嘛当矿工”？

他回答得很简单：“我是在为自己补课，一补

对工人阶级的认识课，二补矿井一线的实践课，研究

煤矿却不懂产煤、不懂煤矿工人，那理论就接不上地

气，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难有根基。”

今年33岁的段宏飞，是中国矿业大学博士，清

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后，共青团中央全国特别关注

“最美青工”。曾有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向他抛出橄

榄枝，以优厚待遇吸引他。然而，2013年年初，段宏

飞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去采煤一线，做井下综采队副

队长。从此，大同煤矿集团有了首位“博士矿工”。

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的大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都以中国煤都著称，这里一代又一代的煤矿工人奋斗

在煤海之中。对段宏飞而言，黑色是美丽的，蕴含着

无穷的炽热、耀眼的光明。

“采放煤、巷道支护、顶板控制、注水防尘等一

系列采煤工艺，如果不是在一线，可能不少人见都没

见过。就此而言，我跟那些专搞科研的同学相比，还

真有略胜一筹的感觉。”段宏飞笑谈他在一线的工作

感受。

“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岗位，来不得半点马虎，

既然我来了，就要干好。”在塔山煤矿，段宏飞为

自己立下规矩：每周下6次井、每日坚持学习专业书

1小时、下井必带笔记本，随查随记。有时为了几个

问题，生产结束后，工人们都撤了，他还独自留在井

下，待上一两个小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段宏飞还

坚持每天读1小时的专业书籍或其他新闻类杂志。

随着实践的增多，段宏飞在逐步将一线采煤工作

了然于胸的同时，对如何优化放煤工艺、提高精煤产

率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以段宏飞命名的“宏飞创新工作室”的内墙

上，贴着一张名为“2016年创新工作室创新攻关项

目”的计划表，段宏飞笑称这是企业发给自己的“供

给侧菜单”。

菜单上写着“3个100万项目”“煤水共采项

目”“脱硫除尘除硝洁净燃烧项目”“精准装车项

目”等15个攻关项目，“这是我们全矿今年的供给侧

改革目标，要是都实现了，那可了不得”。

据了解，段宏飞带头组建“宏飞创新工作室”

以来，半年时间就研发出各类科技创新成果60余项。

利用他研究创新的引入定向水力压裂技术进行矿压控

制，实现了矿压控制由强支向预先卸压的转变，被鉴

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不仅如此，他对放煤工艺工序的研究，特别是通

过现场实施“追机顺序分层位放煤法”后，精煤产率

达到58.66%，洗耗达到38.29%，同比提高了6.92个百

分点，在提高顶煤回收率、降低含矸率上有了质的飞

跃，实现了原煤生产由“量”到“质”的华丽转身。

目前，该方法已被同时应用于同煤集团塔山、同忻、

金庄多个千万吨矿井，对同煤集团在供给侧改革中，

节资降耗作用巨大。

段宏飞还针对同忻煤矿二盘区受侏罗系上覆采空

积水影响工作面开采的巨大难题，提出了井上下立体

交叉式“五位一体”综合矿井水害治理方案，基本消

除了上覆采空积水威胁，确保工作面多安全回采了710

米，多回收煤炭420多万吨，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

同时，确保了矿井的安全有序生产。

段宏飞特别喜欢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

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

烧起来！”段宏飞说，他也希望自己有不一样的青春

年华。
 （据《 中国青年报 》）

“博士矿工”和他的“供给侧菜单”

□  胡志中

警惕自我糟蹋文化
□  冯骥才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现象不能

不使人忧虑。

我们悠久历史养育和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尤其

是那些最驰名、最具影响的——从名城名镇名街，到

名人名著名墓，乃至各类文化遗产等，都在被热热闹

闹地重新“打扮”，甚至拆卸重组，再浓妆艳抹，挤

眉弄眼，招摇于市。

那些在城市改造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忽然被

“聪明”地发现，它们竟是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已

经拆掉的无法复原，没拆的也难逃厄运——全被开发

成商业风情街（实际上是风情商业街）。

更糟糕的是很多古村古镇正被“腾笼换鸟”，

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商，一个个被改造成商铺、

旅店、农家乐、茶社、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天

堂”。

在这“天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也没

有，导游讲的传说不少是编造的民间故事，至于名人

故居，大多是找来一些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老瓶老

壶、三流字画，不伦不类地摆一摆。没人拿名人的人

当回事，只拿名人的名当回事。

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独特的精神跑到哪里

去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有人说旅游原本就是走马观花，用不着太认真。

那么，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

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一跑到银幕和荧屏上，不论

明君重臣，还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动

不动大打出手，甚至背剑上房。没有确认的朝代与地

域，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

历史在这里只是被借用的一个空袋子，什么都可

以往里装。

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只留下躯壳，滥

加改造；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这便

是当今国人眼中的历史文化。

经过这样的粗鄙化打造，在人们眼里，古村古镇

无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过是几间老

屋子，历史上的人物全有几招花拳绣腿，全离不开男

欢女爱。没有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基本的美

感，从哪里感知“博大精深”？

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诗宋词、

维也纳音乐、俄罗斯文学。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

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社会文明才能整体提高。

而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这种充满谬误、以假

乱真的伪文化，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轻薄、

空洞、庸俗，甚至徒有虚名，有害公众的文化情怀和

历史观，也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传承。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很难对自

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

股潮流？一句话戳穿，即以文化谋利。

毋庸讳言，任何事物进入市场，都不免受到市

场规律的制约，不免依照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调整自

己。

但调整是科学调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坏自己去换

取经济利益。文化更具特殊性，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

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为了

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

尊严。
（据新华网）

多给“华阴老腔”
露脸的机会

□  钱夙伟

在2月15日华阴市总结表彰暨抓落实工作会上，

华阴市拿出30万元奖励“华阴老腔”，并为“华阴老

腔”颁发突出贡献奖，为老腔艺人们颁发了荣誉证

书。此次奖励既为改善老人们生活，也为今后“华阴

老腔”培养新人、筹建博物馆等奠定基础。

央视猴年春晚上，谭维维与“华阴老腔”演唱的

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让观众印象深刻。该节目

也一度从西安分会场，临时安排到了北京主会场。华

阴老腔是我国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此番登上春晚舞

台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

非遗能延续至今，毕竟有着存在的合理性。于

年轻人，尽管追求时尚，但是也并不排斥传统。也因

段宏飞与德国专家讨论三机设备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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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登上春晚的“华阴老腔”不仅“雅俗共赏”而且

“老少皆宜”。当然，历经时移世易，尤其是随着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以及城市化步伐加快，人们的

生活节奏和审美观念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现代文化的

冲击之下，非遗大多已经濒临绝境。但非遗与现代生

活脱节，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比如

现在的年轻人，与其说是他们不喜欢非遗，不如说是

非遗没有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无疑，传承性是非遗保护的关键。没有传承，也

就没有保护。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是“守护精神家

园”。显然，这应是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也是弘扬

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而政府其实也大有可为。比如

对非遗给予政策上的倾斜，非遗的演出，或给予一定

的补贴，或由政府出资组织公益性演出。对非遗的传

人，保证一定的生活福利享受，让他们首先无生存之

忧。而于培养接班人，除了本人的热爱，更需要保证

相应的待遇。

现在华阴市对“华阴老腔”的奖励，“既为改善

老人们生活，也为今后‘华阴老腔’培养新人、筹建

博物馆等奠定基础”，值得期待。希望其他的非遗也

能多赢得露脸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关注，从而绽

放异彩。
（据《北京晨报》）

用地名标注文化
□  管璇悦

“东直门，挂着匾，隔（jiè）壁儿就是俄罗斯

馆。俄罗斯馆，照电影，隔壁儿就是四眼井。四眼

井，不打钟，隔壁儿就是雍和宫。雍和宫，有大殿，

隔壁儿就是国子监……”这首《东直门挂着匾》创作

于民国初年，是老北京小时候常哼唱的歌谣。每句唱

一个地名，串起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记忆，还有这座

城市的文化历史。

小到台站港场、街巷里弄，大到城市名称、行

政区划，都属于地名的范畴。城市发展对地名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数据显示，近30年

来，我国有6万多个乡镇名称和40多万个建制村名被

弃。一批批老地名在冲击中消失，一个个新地名也在

进程中产生。

最近，杭州市就为主城区的51条道路和32座桥梁

取了新名字。这次取地名，不是政府自己拍脑袋，而

是让市民一起出主意。梦蝶街、紫箫巷、忆音路，新

地名被称赞“既好听又有内涵”，在地名乱象常被诟

病的当下，实属难得。

今日的新地名就是明日的老地名。变迁之下，

保护老地名固然重要，取好新地名也是件马虎不得的

事。

往小了看，地名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家长里

短、离合悲欢，都在这里发生，一旦开始没有取好，

整治修改代价很大，叫惯了的百姓可能还不买账；往

大了说，地名是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体现与记

录，承载的是一方乡愁。萧乾惦记着小时候住过的菊

儿胡同，鲁迅忘不了家乡绍兴，故乡的地名往往烙印

在人的记忆深处。

取好地名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取好地名不能有名无实。春秋战国时期曾有过名

实之辩，如果说组成地名的简单音节是名，那么实应

当是名背后蕴含的风土、历史、民俗、变迁等等。用

某某三路、某某四路简单命名，建设路、解放街比比

皆是，给建筑物冠上洋名字……地名有了，内涵却丢

了。

取好地名不能只靠政府。与地名打交道最多的是

市民，他们在这里生活，和城市一起成长，熟悉这片

土地，也了解自己的需求。让他们帮忙，集思广益，

自然能诞生好听、实用，又有当地特色的名字。

取好地名不必局限于向历史找补。若是正好有历

史典故可以化用其中当然好，但若没有也不必牵强刻

意。不是无视过去，而是尊重当下。时代在变化，城

市也在生长，在理解过往的同时，不妨赋予它新的内

涵。这些新内涵，或许就是后人想要追溯的曾经。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将地名比作人类历史的

活化石。好地名没有固定的标准，名实兼顾却是必需

的。但城市的人文历史内涵不能光靠地名来担，取好

新地名，留住老地名，保护老建筑，修缮老街区，为

它们在新时代找到新活法，方能共同守护城市的回忆

与温度。
（据《人民日报》）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
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
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得特别的
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
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荫，柳絮乱
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
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也显

得特别的长。每天夜里，灯下孤
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
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
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
力量和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
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安慰自
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
还能很远么？”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
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完尽
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
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
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
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
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
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
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
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
了春天！

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
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
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
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
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
败蕊；转到了大工，向阳的山谷之
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
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
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
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
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
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
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看海棠，
“且喜天气晴明”——现在回想起
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惟一的春
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
欣然地答应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
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
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
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
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
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

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有五六
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
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

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
乱烘烘的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
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
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
力量、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
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
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
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
都消失了。喜悦地昂首，眼前是烂
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
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
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
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
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
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
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
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
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
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
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酬
报，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
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
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
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
着脸，低着头，噘着嘴说：“早知
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
我冰在那里呢？”

（据《一日的春光》）

一日的春光

□  冰  心

一种怡人的格调的养成，有

赖于一种氛围的熏陶。诸如，读最

优秀的书籍，听最美好的音乐，交

最出色的朋友等等。

这样一种氛围不但是美丽的，

而且也是重要的。如果已有这样一

种氛围当然很好，如果没有这样一

种氛围，不妨去创造一个出来。

  一个弹着钢琴曲《致爱丽

丝》长大的人和一个糊纸盒长大的

人，格调显然是不同的，但这并不

妨碍他们可以同属于“美好”这一

大格调。同样是在读书，欣赏趣味

的高尚或卑下，却可以使人的格调

有质的区别。

韵味，可以表明一个人的内

涵；谈吐可以显示一个人的修养；

格调，可以说明一个人的情操。为

什么要读书呢？为什么要听音乐

呢？为什么要跳舞蹈呢？为什么要

看画展呢？为什么要旅游呢？就我

来说，这些不仅是为了丰富、愉悦

生活或广见博闻，也是为了提高自

己的格调。

据说，名贵的檀香木要顺利

长成，它的旁边必得有一棵比它高

大的树为它遮风挡雨，这棵树又被

称为伴生树。这一自然现象，留给

我们的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格调。

高雅的格调，来自于良好的

教育。一个怡人格调形成的过程，

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据《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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