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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山西太原，雨水似乎比往年多

了一些。

吉 克 达 富 坐 在 六 十 米 高 的 高 空 塔 吊

驾驶舱内，紧张地注视着正下方的吊钩。

这里是位于山西太原清徐县的一处施工

工地，工地上五座塔吊的对讲机里同时响

起 吉 克 达 富 的 声 音 。 他 叮 嘱 班 组 成 员 ：

“下雨天尤其要小心，制动刹车片容易打

滑，一会儿去上面检查下‘卷筒’，一旦钢

索绳‘脱槽’，轻则钢丝绳报废，重则造成

事故……”

眼前这名个子不高、工作一丝不苟的

小伙子，名叫吉克达富，是山西一建塔机分

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脱下

工服与安全帽，他又是爱笑的大男孩。工

友们喜欢叫他“达富”。

如他的微信名“奔跑吧青春”一样，二

十六岁，正是青春绽放的年纪。吉克达富

选择了百米高空，在一平方米的驾驶舱内

“腾云驾雾”，用坚韧书写着别样的青春。

一

十年前，从四川大凉山深处达觉村刚

来到山西的吉克达富想不到，有一天他会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样的荣誉。

达觉村与“悬崖村”阿土列尔村仅一山

之隔。读书时，吉克达富每天带着妹妹，徒

步两三个小时去隔壁另一个村子上学，遇

到 难 走 的 悬 崖 路 ，他 们 就 手 脚 并 用 地 攀

爬。吉克达富笑着说：“现在每天爬塔吊梯

子，也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

“那 时 上 课 坐 的 是 长 条 板 凳 ，午 饭 就

在 学 校 吃 ，校 长 给 我 们 煮 米 饭 、熬 酸 菜

汤。”那时，连烧饭的柴，都是学生家里“众

筹”的。

吉克达富的母亲，是名勤劳、善良的山

村妇女，她用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吉克达

富。“大凉山很大，我们的村子在山上，很偏

僻。遇到过路讨水喝的人，母亲会给来人

倒 上 茶 招 呼 。 她 对 我 说 ：‘ 来 的 人 都 是

客。’”吉克达富说。

两个妹妹相继出生，对于靠务农生活

的 吉 克 达 富 一 家 而 言 ，经 济 负 担 越 来 越

重。十六岁的吉克达富开始去外面的世界

闯荡。

2013 年，吉克达富跟同村人一起来到

山 西 朔 州 ，那 是 他 第 一 次 走 出 大 凉 山 。

雁 北 之 地 干 旱 少 雨 ，冬 天 极 冷 。 那 年 冬

天，刚来到陌生环境的吉克达富，白天把

汗 水 挥 洒 在 工 地 ，晚 上 在 被 窝 里 悄 悄 抹

着眼泪。

吉克达富不知道的是，不放心他的母

亲也跟着来了山西。看到母亲突然出现，

吉克达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此后一

年，两人在砖厂打工，达富搬砖，母亲也跟

着搬砖。一年后，母子俩攒了一万五千元

回了村。家里用这笔钱在乡镇附近的村子

买了一个小院儿，生活方便多了。

第二年开始，吉克达富开足马力，跟着

工程队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工地做活。就在

那一年，吉克达富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贵

人”——塔吊司机高建全。

塔吊作业时有盲区，需要地面工作人

员通过对讲机联络塔吊司机，辅助提示。

这个提示员的工作，一般由施工队的“小

工”负责。

吉克达富就是这个“小工”。当时，仰

望 着 百 米 高 空 中 的 高 师 傅 ，吉 克 达 富 满

心 羡 慕 。 吃 饭 休 息 的 工 夫 ，吉 克 达 富 就

凑 上 前 去 ，问 各 种 他 好 奇 的 问 题 ：“ 在 上

面 碰 到 大 风 天 怎 么 办 ？ 钩 子 钩 不 稳 ，东

西掉下来怎么办？……”

同为九〇后的高建全，对普通话说得

有些吃力却浑身透着机灵劲儿的吉克达富

很有好感。几个月后，工地工程结束，默契

配合了很久的两人吃了一顿“告别饭”。高

建全告诉吉克达富：“以后想来学塔吊，我

这儿随时欢迎你！”

后来，吉克达富又在机械厂流水线上

干 了 两 个 月 ，但 他 一 直 对 开 塔 吊 念 念 不

忘。吉克达富在 QQ 上联系上了高师傅，

他开门见山：“我能不能跟你学开塔吊？”他

想过，如果高师傅不答应，他就先过去，不

挣钱也跟着学。没成想，那边答复很干脆：

“来吧！我正好需要帮手。”

于 是 ，吉 克 达 富 成 了 高 师 傅 的“小 跟

班”。在宿舍，师傅睡下铺，他睡在上铺；在

塔吊上，师傅在前面干，他在后面看。站着

学习了一个多月，吉克达富坐到了驾驶位

上，师傅在旁边指点。

“别让你徒弟干了，耽误大家功夫！”对

讲机里，地面人员起着哄。刚坐到驾驶位

上，吉克达富的脑子是蒙的。看起来简单，

真坐在那里开始操作，他发现脑子不够用

了——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总共十

八个挡位，右手负责起落，左手负责变幅回

转。这些动作组合起来，想做到“又稳又准

又快”，还真没那么简单！

吉克达富天生有颗要强的心。别人中

午下来休息，他就在上面操作，别人晚上下

班了，他还在上面待着。实习期的一个多

月里，吉克达富常常在高空驾驶舱一坐就

是 一 天 ，“ 不 敢 喝 水 ，拿 个 面 包 片 上 去 顶

饿。”更多的时间，他在琢磨：怎么能利用

“大臂”惯性，提前预判位置？用什么配速，

能够解决“俯角”误差？

也是因为这份用心，实操开塔吊，吉克

达富进步很快。刚过一个月，他就能独立

操作塔吊，没用半年时间，他就顺利通过公

司考试，成为一名合格的塔吊司机。

往后的时光，吉克达富的技能一直在

不断提升，他也因此频频在不同层级的技

能 比 赛 中 获 奖 ，先 后 获“ 三 晋 技 术 能 手 ”

“ 山 西 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山 西 省 特 级 劳

模 ”“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等 荣 誉 称 号 。

2023 年，吉克达富又被授予“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

见过吉克达富的人，都对他那双明亮

的眸子印象深刻。不管后来取得多少荣

誉，他还是那个真诚清澈的山里娃。

二

身处四十米高空，胳膊开始发颤。本

该顺肘抓梯而上，但因小臂发酸，只好逆

肘抱着梯子往上攀爬。往下一看，心里更

是“咯噔”一下，双手抱紧不敢动弹——一

个由钢圈组合成的螺旋通道直通地面，除

了安全绳，再无附着物可以依靠。衣物剐

蹭的“刺啦”声，头盔碰钢梯的“咚咚”声，

风灌进头盔的“呼呼”声，让人更加紧张。

一下、两下，向上攀登，二十分钟后，终

于来到十二层楼高的塔吊作业平台。驾驶

舱里的空间非常逼仄——这是一个呈二百

七十度开放的“大玻璃罩”，只有一平方米

左右，驾驶位和挡把之外，再无空间，连脚

都得踩到前风挡玻璃上。眼前的开阔视

野，直让人胆战心惊。

这 是 吉 克 达 富 第 一 次 登 上 塔 吊 时 的

感 受 。 如 今 的 他 ，早 已 游 刃 有 余 ：“ 习 惯

就没事啦。师傅要我记住一点——‘别往

下看’。”

在驾驶舱坐稳后，下方电机发动，“开

工咯！”在“嗡嗡”的大臂转动声中，人的身

体也随之变向。地面看，大臂转动的速度

并不快；但在空中，颇有种“御风飞行”的感

觉。随着吉克达富双手推杆控制，吊钩精

准地落到地面一处水泥罐前。这样的动

作，吉克达富一天要做上百遍，将上百吨的

物料吊往工地各个角落。

“每 做 一 个 动 作 前 ，脑 袋 里 都 要 过 一

遍，想好需要用哪几个挡位、先前后还是先

上下，吊钩下到哪个位置就该减速。”吉克

达富说：“就和起初学普通话一样，先模拟

默念上一遍，再学时就‘顺溜’很多。”

塔吊车也在不断进步。以前开的塔吊

没有“倒挡”，减速全凭经验，通过轻触反方

向挡位来达到制动。吉克达富说：“现在的

塔吊驾驶舱里有了数字化变频挡位，盲区

还有视频影像可供参考，智能化设备让驾

驶方便了很多。”

吉克达富第一次参加塔机分公司的技

能竞赛，就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

的公司工会主席严红对这个虎头虎脑的男

孩很欣赏，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送来新衣

服新鞋子。她鼓励吉克达富：“不要仰望别

人，自己也是风景。”

这句话，吉克达富记到现在。随后，吉

克达富获得山西一建技能竞赛专业组第二

名。之所以又是第二名，是因为吉克达富

“偏科严重”——实操拿了第一名，理论成

绩却很差。

吉 克 达 富 不 甘 心 ，决 心 要 补 齐 短 板 。

等到代表山西一建参加山西省建筑业第四

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吉克达富用

起了笨功夫——他把题库里的一千道题目

看了一遍又一遍，把正确答案熟记于心。

吉克达富回看当时，觉得很值得：先熟记，

再边学边“实践”。

在塔吊驾驶这个领域，“硬功夫”还离

不开“眼力”和“手力”。这次比赛的实操

环节，遇到了“垂直运行撞击标准块”这个

“硬骨头”。这个项目的要求，是塔吊司机

通过操作杆来回拉扯吊臂，吊臂下悬挂的

重物连续精准地对地面高低不一的标准

块进行砸击，要做到击倒但是重物不接触

旁边的障碍杆。

“误差不能超过十厘米。”赛前，吉克达

富就和师傅高建全等人交流过这个项目，

“连续击中十次，不碰到其他地方，就是满

分。”下了班，吉克达富在工地模拟考场，一

遍遍地练习。

因 为 准 备 充 分 ，吉 克 达 富 表 现 沉 稳 。

前 面 出 场 的 选 手 ，先 后 因 为 操 作 失 误 扣

分。到他时，他深吸一口气，心无旁骛地驾

驶起来，一套动作无懈可击，拿到了全场最

高分。随后，在“S 过弯”“定高停放”等项目

中，吉克达富完美通关，最终获得了竞赛专

项组第一名的成绩。

三

吉克达富常说：“越干越害怕，懂的越

多越提心吊胆。”

一次，正在塔吊上的吉克达富，眼睁睁

看着旁边工地上的塔吊，由于吊钩不稳，重

物直接从数十米高空坠落，将地上的三轮

车砸个稀碎。他不禁后怕：“离人只有一米

多，太可怕了！”

随后，吉克达富在班组群里发了一段

长长的语音，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去年 3 月，山西一建大同分公司派员工

曲子生到吉克达富所在的工地做工长。第

一次见面，两人就闹了矛盾。

年 后 开 工 ，工 地 上 新 塔 吊 刚 立 起 来 。

按照惯例，吉克达富要先做安全检查，曲子

生却着急干活：“你简单看一下，没问题我

们就开动了。二十几个伙计都等着，临时

雇的吊车一天也得花不少钱，实在不行，边

干边查不行吗？”

那 时 曲 子 生 还 不 了 解 吉 克 达 富 的 性

格，他可是出了名的“不讲情面”。“不彻底

检查一遍，不敢给你用。”说着，吉克达富就

爬上了塔吊。螺丝松不松、防护栏牢不牢

靠、挡位切换稳不稳，他一一确认，最后再

试吊一遍。一番初步检查下来，用了三个

小时，天都黑了。

别说新工友，较起真儿来，吉克达富对

师傅高建全也不客气。

工 地 上 ，塔 吊 只 要 停 工 ，吊 钩 就 得 锚

定。一天中午，高建全没有及时固定好吊

钩，正好被吉克达富撞见。吉克达富拉下

脸说：“师傅啊，不要有侥幸心理。”“行行

行，下次注意。”高建全自知理亏。

随 叫 随 到 ，是 吉 克 达 富 的 工 作 常 态 。

“吉克达富离开工地前，都会提前把工作安

顿好。有时候工地半夜两三点运来物料，

我一个电话，他立马赶到。为了不耽误进

度，他经常利用大家吃午饭的时间检修塔

吊。”接触没几次，曲子生就竖起了大拇指，

“别看年纪小，做事真稳当。”

“跟 着 什 么 样 的 人 ，就 会 成 为 什 么 样

的人。我得用实际行动告诉我的班组，我

就是这么干的。”每个月的自检记录表，吉

克达富都是第一时间发回。季度考核，公

司三十几个班组，吉克达富的班组每次都

在前三名。

吉克达富走出大山，不忘大山。他鼓

励家乡的年轻人学习技能。在他的带动

下，三十多名青年走出大凉山。

今年 2 月，吉克达富介绍老乡吉克体

席来太原学习开塔吊。吉克体席今年十

八岁，初到工地，普通话说得还不是很顺

畅，一句话卡壳好几次，只能用腼腆的笑

容来掩饰。吉克达富知道他的不易：“看

到他，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为了让吉克

体席尽快上手，吉克达富跟着他一起上下

塔吊，手把手地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

经验分享给他。

几 天 前 ，又 遇 大 风 天 。 一 次 ，吉 克 体

席把钢筋放下后，大风把四根钢丝绳搅到

了一起，导致吊钩原地转圈。吉克体席尚

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推杆准备抬

起吊钩。情况紧急，要是继续抬升，轻则

造成钢丝绳断裂报废，重则可能重物坠落

造成人身伤害。

坐在后面的吉克达富，马上抢过控制

杆。他一边控制吊钩，把钢丝绳反复提放，

空转几圈，一边打开门窗，观察卷筒情况。

不停尝试，绳子终于解开了。吉克达富的

应急处置给吉克体席上了一课。“以后还会

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平常基本功一

定要练扎实。”吉克体席也很能吃苦，学了

一个月就能独立操作了。

这几年，吉克达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从走出大凉山到走进人民大会堂领

奖，从建筑小工到业务骨干，在很多人眼

里，吉克达富的经历的确有几分传奇色彩。

“有些事情，可能会觉得够不着，但是

努力去做就行了。我刚到山西的时候，也

没想到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面对光环，吉

克达富更多地向前看，“这不是终点，是新

的起点。”

“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各种场合，吉

克达富总也逃不过这个问题。

“我没想那么远。抓住每分钟、每个机

会，一步一个脚印，自然就有好的结果。”

质朴的答案如同他本人。

其实，世间的道理大多是质朴的，关键

是去做，并且坚持做。

图①为吉克达富在塔吊上作业。

油宏琳摄

图②为建设工地上的塔吊。

陆林生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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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我从乡下调到富春江畔的杭州富阳城区工作

时，除了新的工作岗位，其他几乎一无所有。

幸运的是，一位朋友为我免费提供住处。这套房子的两个房

间分别住了两户人家，客厅里堆满了东西。我住的地方，仅能放下

一张单人钢丝床。其他朋友恭喜我调到城里，要来看望。窘迫的

我只能婉拒。

在那里，我住了足足一年。早上，下了恩波桥，我常常在桥头

的包子铺买五个大肉包作早餐。恩波桥往东至鹳山，狭长的春江

路两侧簇拥着低矮的木结构房子，我每天沿这条固定路线上下班。

当时妻子还在老家工作，老家离城区一百里路，我每个周末都

会乘公交车回家。一个月来回四趟，车费占了工资将近一半。我清

楚地记得，富阳汽车站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买一张车票需排队一个

多小时。好不容易上了车，我在长途班车上常常被挤得双脚离地。

如今，这个曾经让我每周挤上挤下心惊肉跳的长途客运站，已经成

为美丽的恩波公园。人们在这里悠闲地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

有了孩子后，妻子也调到城区工作。我们不得不重新找一个

住处。很快，我们在琵琶墩租了一个房间。这里的房子密度大，租

金低。我们租住的地方大约四十平方米，加上母亲来帮忙带孩子，

四个人住在一起。我和妻子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是两辆二手自行

车。我们工资不高，除了养家糊口，所剩无几。没成想，时代的发

展，很快给了我们安居乐业的好机遇。

在城区工作的第七个年头，我们终于凑齐首付，购买了一套商

品房。房子虽不大，我们却十分乐意邀请朋友来家里小聚。我们

买菜烧饭洗碗，忙得不亦乐乎。而身边的朋友们也大多在那段时

间买了房子，同样邀请我们去做客。来来去去，好不热闹。

那几年，富阳城区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新小区：名仕花园、天河

小区、春江花园……人们从配套齐全的小区进进出出，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城区也似乎忽然长高了，许多写字楼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

的综合体，吸纳众多人流，城市变得繁华起来。

富阳的称呼，发生了两次变化。富阳县改为富阳市之后，2014
年冬天，富阳撤市设区，正式成为杭州市的一个区。

工作逐渐稳定，我们一家也慢慢融入了城区的生活。早晨，送

孩子上学，然后到江边鱼市挑选最新鲜的江鲜。中午，去鹳山脚下

的郁达夫公园散步。晚饭后，迎着徐徐江风，坐于江边的露天餐

厅，悠闲喝茶。

这些年，我常常漫步于这个城区的角角落落，细细品味富阳之

美。不由得感叹，水送山迎的富阳是多么令人陶醉，难怪六百多年

前，大画家黄公望会选择在这里隐居，并创作出了《富春山居图》。

如今的我们，正是生活在幸福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之中。

妻子很喜欢坐公交车，我对挤公交车则心有余悸。妻子不言

语，拉着我坐公交车到城东市场买菜。从上车到下车，再坐回家，

完全改变了公交车在我心目中的印象。车况非常好，司机热情好

客，每个座位都非常干净。一路上，上上下下的乘客亲热地聊家

常。在公交车站，妻子指着电子显示屏告诉我，这里可以随时观察

公交车行进的实时情况，等候几分钟一目了然。

如今，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休闲时间相对充裕。周末，妻

子提议去西湖边走走。可是我有点犹豫，开车去西湖边还要找

停车位。妻子说，坐地铁去，很方便呢。果然，从小区出门，步行五

分钟后，坐着地铁轻轻松松到了西湖边，精神抖擞地穿过北山路，

经过断桥，漫步白堤。

富阳城区很小，城区内部双脚走走不成问题，但是要到更远的

地方去，一度很不方便。但是这十年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

象。富阳建成了“三铁”“三高”“三快速”：杭黄高铁、杭州地铁 6 号

线、湖杭高铁；杭州绕城西复线、杭新景高速、杭淳开高速；彩虹快速

路、春永快速路和中环快速路。交通的极大改善，让城市充满活力。

富春江畔有个村子，叫瓦窑里，与城区隔江相望，六千多年前，

就已经有先民在这里居住。这表明，富春江两岸沿江区域是浙江

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代又一代勤劳富阳人的建设，

如今，富阳更加美丽和谐，我从进城之初的迷惘青年，变成了这座

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和体验者。画里江南，幸福之城。这也许是对

富阳的生动写照。

富春江畔幸福城
黄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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