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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数吨重的钢制模

具平台上，戴着护目镜仔

细观察，45 岁的刁建兵（见

下图）屏息凝神，手里拿着

涂了着色剂的研板，他的

目光紧盯着研板，对淬火

印进行着色检查。“着色点

不够，需要用打磨砂轮机

打磨……”给一旁的工友

说完要点，刁建兵便上手

细细打磨起来……

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

的冲压车间里，上百台制

造设备发出的噪声此起彼

伏，模具维修师傅刁建兵

在 模 具 维 修 平 台 现 场 教

学，他指着淬火印对边上

的工友说：“汽车模具在制

造过程中，因为对功能区

进行了热处理，常常形成

淬火印，而恰恰这一区域

很容易形成模具变形。”

“模具的变形程度直

接 关 系 到 汽 车 车 身 覆 盖

件的质量，容不得丝毫马

虎，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刁建兵说，模具的变形程

度常常只在细微之间，需

要 看 到 0.01 毫 米 范 围 内

的精细差别。从业 25 年，

如 今 的 刁 建 兵 已 然 对 光

滑 的 模 具 形 成 了 天 然 的

敏感，哪怕一平方厘米内

的着色点不够，他都能准确发现，然后用打磨砂轮

机细细打磨。

冲压、焊接、涂装和总装是汽车制造的四大步

骤，刁建兵所做的模具制造和维修就在冲压环节，是

保证汽车零部件精度的关键。

刁建兵介绍：传统的打磨方法虽然容易，但很多

并不实用。尤其碰到新型汽车的车身部件时，面对

不同的外表面件，旧有的方法常常失效。得益于常

年在模具平台上钻研，刁建兵对外表面件的成型及

各类缺陷已了然于心，因而对如何打磨也有了独家

窍门。

“通过几年实践，我研究出了抛物线打磨法、刮

削挑点打磨法和复合精研打磨法。”刁建兵说，比起

以前的打磨效果要上生产线才能验证，如今新的工

法既节省了材料，还缩短了模具维修时间，更省去了

上生产线才能验证的必要。

平衡块装配，是模具制造时的重要一环。一旦

处理不好，模具就要在制造过程中反复研配，极大地

增加工作量。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喜欢琢磨的刁建

兵又在传统的装配方法之外，新研发出两种工艺方

法并获得专利。

圆形的平衡块牢牢扎在汽车模具台上，刁建兵

细心为工友们演示平衡块应有的精度。“无论是等高

装配方法，还是平行装配法，目的都在于保证数控加

工的精度。”刁建兵说，只有在模具制造和调试过程

中消除了装配的积累误差，才不至于失之毫厘，谬以

千里。同时，准确的平衡块位置，也能在模具的转场

中，极大保证模具的稳定性。

压料面研配，也是汽车模具制造和维修中的重

要环节。以往，汽车模具制造和维修行业内有 5 种

研配方法，但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在模具制造零件

过程中，由于内压料面和外压料面拉力的不同，导致

原件误差的情况。

刁建兵多年来总结出的压料面变量研配方法，

则直接让模具在拉伸过程中，始终保持外压料面和

内压料面的内紧外松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模具的

稳定性和规范性。

家中此前并没有人从事汽车维修制造，如今的

刁建兵还记得刚入行时，他对一个板料能在装备的

冲压下成为不同的零部件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天生

喜欢钻研，刁建兵总是能找出现有工艺的缺陷，从而

在实践中尽量避免出现类似情况。“经过多年的探

索，形成书面的东西，最后总结为现

在的创新工艺。”刁建兵结合自己的

经历告诉工友们：做工匠不仅得精

益求精、火眼金睛，还得善于钻研，

敢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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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之间，辨别汽车模具瑕疵；

毫厘之处，消除模具积累误差。从

事汽车车身覆盖件模具调试维修工

作 25 年，刁建兵精益求精，在数吨重

的模具台边执着坚守，在保证模具

精度与稳定性的同时，创造出了属

于自己的独特工法。

“对抗开始！”随着教官一声令下，两侧的队

员紧张地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开始了一系列

操作；几分钟后，公共屏幕上跳出几个大字：“红

军胜！”……这是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八年级的

中学生在山西大同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国防

教育馆体验“红蓝军模拟对抗”的一幕场景。

“我们开发这款课程是为了科普国防知识，

提高学生的国防观念。”基地校长于海军说。

大同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是一所集军

事训练、社会实践、研学活动和艺术教育于一

体的综合性校外教育活动场所。当地每年都

会定期组织中小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德育实

践，年均培训学生 10 万人次。日前，基地被评

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2001 年，基地老师杨院继可能不会想到，

基地会有如今的成绩……

当时基地刚创建，教学设施简单，地面都

是土路。杨院继因地制宜，利用学校后山的地

形，带着学生，踩出了一条十几公里的线路，并

以这条路为线索，向学生们讲述长征故事。学

生们虽然走累了，但对革命先辈的英雄气概却

有了更深的感悟。

军训之外还有劳动课。那时基地里开垦

了几块田地，孩子们会根据季节进行种植或采

摘，然后自己做些简单的饭菜……这样的体验

对很多学生来说是头一次。20 年过去，劳动课

至今仍贯穿在基地教育中。

回忆起十几年前在基地的那段时光，王超

颖也感慨颇多：“军训时我还因为想家偷偷哭

过呢。但现在想来，那段经历，可真是一笔宝

贵的人生财富。”十几年后，研究生毕业的她成

为基地实践部的一名老师。

如今，基地一次性可接纳 3000 名学生军训

和 1500 名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基地根据未成

年人的成长特点和兴趣，还开设了“五色”课程

体系，涵盖未成年人素质教育的各个方面。小

学生好动爱玩，可以搭建大同古城的积木模

型，感受传统建筑风貌。中学生有科学知识基

础，可以尝试用简易材料制作电子机器人。很

多孩子在各种趣味课外实践中种下德育种子，

激活自信动力。

2020年 9月，基地挂牌成为山西省委省政府

发起的“游山西·读历史”活动工作室。在基地的

组织规划下，孩子们能走到更广阔的天地进行实

践：走向古长城，了解历史变迁；走入博物馆，了

解文明演进；走进农户农场，了解劳动人民。

于海军说：“要精耕细作找规律，千方百计

抓德育。时光走过，基地变化的是基础设施的

更新，不变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德智体美

劳综合发展的德育理念。”

山西省大同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种下德育种子 激活自信动力
本报记者 郑洋洋

文明的力量

约 请 郑 小 瑛 老 师 的 采 访 ，并 非 一 帆 风

顺。首次接洽是在 2020 年岁末，这位 92 岁的

指挥界泰斗及时发来微信：“我最近太忙，这

个月在 6 个地方执棒 8 场；20 日在国家大剧院

的‘爱乐女’30 年‘回闪’正在紧急安排筹划

中，实在忙不过来了，抱歉。”或许是为记者的

诚意所感动，老人家答应可以去大剧院现场

简单聊聊……

“艺术家要对民族、对人
民有感恩之心”

2020 年岁末，满头银发的郑小瑛再次出

现在国家大剧院；“爱乐女”室内乐团成立 30
周年纪念“回闪”音乐会，正在这里举行……

上世纪 70 年代，在朱丽、司徒志文、郑小

瑛等音乐家的身体力行下，“爱乐女”奏响了中

外经典作品，在音乐演出市场的“寒冬期”，游

走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在六七

年里，她们不计报酬，把优美的中外室内乐送

进上百所大中学校以及不少工厂、村庄，演出

240 余场，23 万多观众从中受益。郑小瑛回

忆：当时有些舞台演出商业性强，显得比较萧

条；“爱乐女”的出现，成为舞台中的一股清流。

“爱乐女”对之后国内经典音乐的普及、

教育等事业的影响，可谓深远而绵长。如今，

当年的发起人已从风华正茂步入中老年，有

的已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专家和权威；昔日的

青年演奏员们，也纷纷成长为各音乐团体、专

业院校的中流砥柱。

艺术应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这是郑小瑛

一直秉承的艺术观。1929 年 9 月，郑小瑛出生

于上海，6 岁始学钢琴，8 岁随父母从上海逃难

至重庆，接受爱国教育。1947年，她考入北京协

和医学院，先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预科，

接触到进步思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48 年底，她从武汉北上，到中原解放区

参加了革命，1949 年随文工团从中原解放区

开进武汉。1951 年，郑小瑛参加中央少数民

族访问团，慰问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祖国的大

山大河给了郑小瑛丰富的艺术素材和极大的

感情触动……“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郑

小瑛说。艺术源于人民，应当还给人民，郑小

瑛由此树立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用艺术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

1952 年，郑小瑛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

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随后，她

进入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合唱指挥培训班，成

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性合唱指挥。1958
年，郑小瑛参加中央民委调查组，访问福建畲

族地区，更加坚定了内心的艺术观：“艺术家

要对民族、对人民有感恩之心，时刻不忘与群

众共享，自觉为社会做贡献。”

“艺术家要努力把音乐
和音乐知识送到人民群众中
间去”

1962 年 10 月 2 日，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

院，在众人瞩目中，郑小瑛登上指挥台，指挥了

一场难度很大的意大利歌剧《托斯卡》，成为登

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第一位中国指挥。

郑小瑛勉力一生，在艺术上创下多个“新

中国第一”：她与音乐界的前辈一起重建了中

央歌剧院，与朋友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志愿者

“爱乐女”室内乐团，随后在世界第四届妇女大

会上亮相；她还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公助民

办的职业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

在艺术上，郑小瑛一直追求用西洋音乐

手法表现中国人思想情感的交响乐作品。她

率领厦门爱乐乐团和福建交响乐团，将刘湲

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带到亚、欧、北

美等地的 12 个国家，演出 70 多场，创下我国

大型交响乐演出的最高纪录。她还积极发掘

中国民族音乐，填补民族音乐研究中畲族音

乐研究的空白。

郑小瑛在达到极高艺术造诣的同时甘为

人梯。作为新中国音乐教育指挥专业的奠基

人之一，她培养了吴灵芬、陈佐湟、水蓝、王

进、吕嘉、俞峰、李心草、张弦等一批国际知

名、国内一流的指挥家。

怀抱对人民群众深厚的爱和感恩的心，

郑小瑛希望与群众分享她对艺术的感受。郑

小瑛说：“作为指挥者的我，从一次次受欢迎

的音乐普及演出中，感受到群众对音乐的喜

爱。阳春白雪也要和者日众，艺术家要努力

把音乐和音乐知识送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每次演出前，郑小瑛都会以简洁生动的语

言，把听众吸引到美妙的音乐意境中去。与此

同时，她坚持公益讲座 40 多年，开创了边演边

讲的“郑小瑛模式”，直接听众达到上千万人。

“洋戏中唱，能更好地服
务中国百姓”

2017 年 7 月 18 日，郑小瑛执棒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歌唱家王丰、杨光用中文演绎了

马勒根据中国唐诗德语译文写成的交响乐套

曲《尘世之歌》。作为马勒的热心研究者和演

绎者，郑小瑛投入大量精力对唱词进行了中

文译配修订，助力歌唱家以优美的中文为中

国观众演唱，达到“洋为中用”的效果。

“洋戏中唱”，是郑小瑛近年来致力的方

向。世界各国都在用各自的母语介绍外国歌

剧，为什么中国反而坚持用半生不熟的原文

演出？郑小瑛在思考中探索……为此，她主

张恢复将外文歌剧译配成中文演出。 80 年

代，她和中央歌剧院合作，在天津推出了用中

文演唱的歌剧《茶花女》，在一个多月里连续

上演 39 场。郑小瑛说：“洋戏中唱，能更好地

服务中国百姓，做好歌剧欣赏的基础教育。”

年过九旬的郑小瑛自称“90 后”。在生活

中，她就和真正的“90 后”一样，自如地运用手

机、电脑和互联网。10年前，她玩起了博客和微

博。如今，她还能熟练地在手机上打车、转账、

叫外卖。她发现，只有更方便地获取音乐知识，

更多的人才能认识音乐之美。她录制“让耳朵

更聪明”系列网络课程，用新媒体形式推动音乐

知识普及。她还为中央音乐学院录制了《郑式

指挥法基础》视频系列课程，把她 60 多年的教

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更多后来人。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感叹道：“郑小瑛

老师是中央歌剧院的功勋艺术家，是新中国

值得向世界骄傲的指挥家，也是千百万交响

乐、歌剧观众心中的偶像。”

新中国首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

九十不言老 爱乐无止境
本报记者 王 珏

虽已年届 92岁高龄，但郑小瑛总是精神矍

铄、满怀激情。在长达 3个小时的“回闪”音乐会

中，她既当主讲人，讲述“爱乐女”背后的故事；又

当主持人，分享新书《低谷中的鲜花——“爱乐

女”乐团群星谱》。活动最后，她亲自指挥了《烛

影摇红》《空山鸟语》两首曲子，风采依旧；在现

场，郑小瑛几度动情……诚然，让老人家真正动

容的是延续至今的“爱乐女”精神，是对音乐的尊

崇，更是对人生目标的敬畏和坚守。

这又何尝不是郑小瑛的人生写照？在交

响乐的舞台上，郑小瑛一次次留下具有时代

意义的印记，改变着世人对中国音乐艺术的

看法。在社会的大舞台上，郑小瑛致力高雅

艺术的普及推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其

背后是郑小瑛一直秉承的初心、持之以恒的

努力，还有比常人更多的持续付出。她满怀

期待：“爱乐女”的精神一定会被新的一代接

力，久久传承……

铭记初心 持之以恒

人物小传

郑小瑛：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

乐女指挥家、教育家。祖辈闽西客家

人，上世纪 60 年代留学苏联国立莫斯

科音乐学院，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

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获中国

歌剧事业特别贡献奖、文华指挥奖、

“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左图：2020 年

12 月 27 日，郑小瑛

在厦门指挥交响诗

篇《土楼回响》。

陈美蓉摄

下图：1951 年，

郑 小 瑛 在 打 大 秧

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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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 ，在 山 东

济南黄河泺口至黄河大

桥段，滚滚黄河水被冰

封，河面成了冰的世界，

绵延十几公里，甚是壮

观。冰封的黄河变得清

澈透明，蓝天白云倒映

在“冰河”之上，像是一

面“天空之镜”。

王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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