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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山西

平陆的傅相祠。

还在大门外时，便听到锣鼓

喧天，进去才发现是一些村民在

偏殿门前演练锣鼓，为即将到来

的庙会做准备。直奔大殿，遇到

两人正往外走，加上我们一行 4
人，就是当时傅相祠的所有来客。

一组塑像，两墙壁画，就是大

殿的全部。当然，这不是唐大历

年间的傅相祠，而是从 1992 年起

历时 3 年重新修建的。“钦承殿”3
个字高高悬挂在大门上方。

傅说，原本只是一个做苦役

的奴隶。可是，他遇到了商朝第

二十二任君主武丁。武丁启用傅

说，本就才华出众的傅说如鱼得

水 ，助 力 武 丁 实 现 了“ 武 丁 中

兴”。傅说也因此被尊奉为与伊

尹齐名的商朝名相。

钦承殿内，左右两面墙绘制

有满满的壁画。正当我们研究壁

画内容时，一个男子走向我们。

他的一只手急急指向壁画中我们

眼神所停留处，开了口。

然而，他却不能说话，他说不

了话。

细 看 ，他 正 是 刚 刚 出 门 的

两 人 之 一 。 此 刻 我 才 明 白 ，他

是 看 管 殿 堂 的 人 ，刚 送 别 了 一

位客人。

他主动来到我们面前，连比

带划，急切又激情地当起了“解说

员”。确实，这里没有其他解说

员。很快反应过来的我们，跟着

他进入了角色。他比划着，我们

应 和 着 。 他 用 手 势 ，我 们 用 声

音。在他的引领下，我们从左墙

到右墙，一一解读了壁画上的故

事：从傅说出生，到当奴隶版筑护路；从武丁梦到傅说，到通过一张画

像找到傅说，再到傅说助力武丁将国家推向兴盛……

眼前的“解说员”，无论是他嘴里偶尔发出的“吧”“啊”这些字眼，

还是他较为形象的手势，以及极富神态的表情，都能看得出，他非常

了解这些壁画里的故事，也非常了解傅说这个人。

或许是我们极其配合，整个解说过程他都非常自信。他不停歇

地“说”，我们不间断地点头，让他热烈而顺畅地完成了一次不同寻常

的“讲解”。

当殿内再没有内容可讲时，他又把我们一个一个拉到一块已经

看不清字迹的牌匾前，示意摄影老师帮我们留影。

这个殿堂的参观，也因此延长了几倍的时间。

之后想想，如果不是他突然加入进来，我们绝不会如此认真地将

两墙壁画完整地研读一遍。

要离开时，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不舍。而我此刻也有想进一步

了解他的意愿。门口桌子上，一张信纸和一支笔适时映入我的眼

帘。我急忙走过去，写下第一个问题：“您叫什么名字？”

他非常开心地拿起笔，认真而专注地写下“焦杰鹏”3 个字。抬

头看我一眼后，跟着又写下另外 3 个字——聋哑人。

我心里一惊，原来刚才我们的一系列附和，他根本就听不到。

我又问：“今年多大了？”

“47。”一算，他是 1976 年生人。这时，同行的一位朋友冲他一

笑：“我们同龄！”然而从面相上看，焦杰鹏却要大出很多。

“你们是好人。”没想到，在我准备提下一个问题时，他写下这 5
个字。一瞬间，我的内心充满温暖。我明白，他并非是说我们做了什

么善事，而是觉得我们耐心听完了他的“讲解”。这个过程中，大多数

时候都没有听懂的我们，谁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疑惑或者不耐烦。

我们与他，彼此取得了信任。于是，他将这 5 个字捧出来，回报

给我们。

作为回馈，我很快写下“您更是好人”几个字，我们几人同时向他

伸出大拇指。他开心极了，双手合在胸前，连连表达感谢。

一来一往，与他在一张纸上对着话，我得知他在太原一所学校读

过 3 年书，多年来并无固定职业，一直从事门卫这样的工作。

他到傅相祠，只有一年时间。一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深深融了

进去。他将自己了解的所有知识，传递给每一位进入傅相祠的游客。

这是他主动给自己增加的工作量。他原本只是一个门卫。也许

这是他的爱好，也许他是想用这样的努力赢得信任，那样便可以长久

地留在这个地方。

他的内心，该是很热爱这个地方。他何尝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守

护着心目中的美好，守护着中华民族的一段古老历史？

我很好奇，他用什么办法知道傅说以及壁画上的故事？

他又提起笔：“没有别的办法，看书。”

一个聋哑人，一个读书人，一个身体力行传承文化的人。

殿堂中，依旧没有客人进入。但确实，到平陆看看傅说，值得；看

看守护傅相祠的聋哑人焦杰鹏，也值得。他不仅在无声无语的世界

里读懂了傅说，更用自己的方式将前贤的故事努力传递。

要离开时，他把我俩刚刚对话的那张纸拿起来，要撕掉。一直盯

着这张纸的我急忙阻止了他，拿过来工工整整叠好，放进包里。

他惊讶了一下，接着便笑了，笑得更加开心。

走出大殿，与焦杰鹏告别时，阳光正洒在他满含笑容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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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飞，来自河南省林州市的一个贫

困山村。

林州，您不一定听说过，但您一定听说

过红旗渠。

20 世纪 60 年代，当地 10 万群众，为了

改变千百年来受困于干旱的命运，完全依

靠人工，用近 10 年时间，削平山头 1250 座、

开凿隧洞 211 个，在太行山的山腰上修建了

长约 1500 公里的水利工程，创造了世界水

利史上的奇迹，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赵云飞的爷爷、伯父、父亲，都是当年

修筑红旗渠的石匠。

石匠，在大山之中，终年累月地敲击石

头、琢磨石头，与石头相伴、以石头为生。

赵云飞原本也可能沿着祖辈的脚印，

成为一名石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

的人生轨道转向了。他的工地，由山上转

向了山下；他的对象，由石头转向了煤炭；

他的工具，由铁锤转向了机械——现代化

的智能机械。

干一行 精一行

1989 年出生的赵云飞，从小与石头打

交道。住的是石头屋，走的是石头路，爬的

是石头山，就是摔倒，也是磕碰在石头上，

带来实实在在的疼痛。石头垒起的太行

山，给了他一切。他的祖祖辈辈，他的世

界，他的生活，都与石头有关，甚至他的体

格，也像石头般坚硬、壮实。

曾 经 ，他 的 梦 想 是 走 出 大 山 ，远 离 石

头，在城市里当一名白领。可 2007 年参加

高考后，他被华北科技学院录取，专业是采

矿工程。

兜兜转转，仍然是与石头打交道。

他有些沮丧，但很快调整了自己。既

然与石头有缘，那就老老实实地走进石头

世界吧。况且，人类文明就是从石头世界

走出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

到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而且，石头世界

仍然是一个未知世界，蕴藏着无限可能。

大学 4 年里，他认真学习，钻研各种与

矿石有关的知识。由于积极努力，他先后

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孙越

崎奖学金等，专业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时，神东煤炭集团来学校选

拔人才。他顺利地获得了进入这家世界一

流煤炭企业的通行证，岗位在集团旗下的

榆家梁煤矿综采二队。

可以说，入职神东是一件值得高兴的

事。喜讯传到家里，父亲却眉头紧锁。首

先，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希望他毕业

后回归故里，早早结婚生子；再则，在这位

老石匠的印象里，煤矿处于深深的地下，洞

里到处是危险的石头，他担心孩子的安全。

但是，赵云飞的信念像石头般坚硬，他

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他力气大，人又勤快，同事们都愿意跟

他搭伙干活。

85 公斤的水泵，他抱起来就走；4.2 米

的单体支柱，他一个人搬运。

有一次，井下换馈电开关，车进不来，

只能靠人工。班长说：“谁跟我一起抬？”

大家面面相觑。赵云飞从后面挤进来

说：“我试试。”

两人抬了 50 多米，到地方后才发现，这

个“大家伙”居然重达 170 公斤！

出力流汗倒是不怕，但很快，更复杂的

考验来了。

他学的专业是采矿工程，最适合的岗

位本是煤机司机，不料队里缺电工，要将他

放到电工岗位上。

说实话，当电工不仅专业不对口，收入

也相对较少。想到自身，想到父母，想到现

实，他心里七上八下。队里领导对他说，当

司机要戴护目镜，你是近视眼，不方便。

确也如此。

那就电工吧，当电工也一样能干好。

可是，井下复杂的电路世界，很快就让

赵云飞摸不着头脑了。

跟了师傅几天，他仍然一头雾水，只得

沉下心来，从最基础的“开关”学起。

井下开关，远非外人印象中的普通开

关。一个开关就是一个电机控制器，如冰

箱大小，结构复杂，操作不当就会出问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终于把开关原

理搞明白了，但具体到现场操作，根本没有

那么简单，拆开机器，里面的电路似蛛网、

若蜂巢，捣鼓半天，毫无头绪。

可这一切，对于师傅来说，手到擒来。

术业有专攻，不服不行。

他问：“要多久才能学会啊？”

师傅说：“当个好电工，至少要 3 年！”

赵云飞没泄气。下班后，他将废旧开

关拆下来，抱回宿舍，把线拆了再接，接了

再拆。零件散落满床，油污斑斑点点，思绪

沉沉入梦。

足足苦熬了一个多月，

复杂的线路才像一棵大树

的干枝叶果，在他的脑海里

形成整体脉络图。一个原

本幽暗的世界，悄然变得明

朗了……

当电工，他不止干好本

专 业 ，别 人 的 事 情 也 帮 着

做 。 天 长 日 久 ，他 竟 然 学

会 了 设 备 维 护 与 维 修 、故

障 处 理 、安 全 防 护 等 多 种

技 能 ，成 为 队 里 名 副 其 实

的全能手。

面对夸奖，他说话的嗓门不自觉高起

来，心中的得意让他产生了小小的骄傲。

2012 年 9 月的一天，井下运输机电缆

突发漏电事故，队长通知他赶紧去维修。

关键时刻，却怎么也找不到故障点。

于是，机器被迫停止运行，生产戛然中

断。生产中断就意味着产量降低，产量降

低将影响到绩效考核。

队长急得团团转，赵云飞一遍一遍排

查，却又一次一次失败。

秒针滴滴答答，汗水滴滴答答。

两个多小时过去，才终于在电缆夹板

中间一处极其隐蔽的地方，发现了故障铁

片。此时，赵云飞已经浑身湿透。

队 长 也 是 满 头 大 汗 ，随 后 作 出 决 定 ：

“这个月，你打破了榆家梁煤矿机电无故障

的纪录，罚款 2000 元！”

这次教训，让他进一步认清了现实：全

能不代表全精，若要全精，唯有扎扎实实，

唯有从深从细。

于是，他更加投入地学习，废寝忘食地

钻研，走进了石头包裹中的煤炭世界，也是

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绚烂多彩的技术世界。

半年后，他被任命为综采二队检修班

副班长。

奋斗的志气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工业条件和

思想观念所限，企业总是愿意开采厚煤层，

而轻视薄煤层，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

薄煤层，指地下开采时厚度在 1.3 米以

下的煤层。薄煤层也是煤，也是珍贵的一

次性能源，不能浪费，既要采得出，又要采

得尽。

榆 家 梁 煤 矿 地 处 陕 西 省 神 木 市 店 塔

镇，现在虽然用机械代替了人工，但由于开

采煤层厚度小，与中、厚煤层相比，薄煤层

工作面开采仍然困难重重。

特别是综采工作面，当最小采高降到 1
米以下时，正常成年人在井下作业根本无

法直起腰身。赵云飞身高 1.82 米，在井下

作业，很多时候需要弓着腰，甚至是爬行。

薄煤层采煤机械和液压支架受空间限

制，既要求立柱缸径粗一些，能够提供足够

支撑力；又希望立柱细一些，不占太多空

间。这真为设计人员出了难题。而综采工

作面的单产，只有中、厚煤层的一半，甚至

更低。两相比较，可谓多劳而少得。

即便这样也要做，而且要做出成绩，探

出新路！

这是煤炭工业绿色发展的需要，这是

国家能源长远保障的需要，这是科学技术

实现创新的需要！

薄煤层夹在地面下两道厚厚的岩层中

间，犹如夹心饼干。在重力作用下，夹心部

分极容易变形，导致压架事故。一旦发生

事故，将会造成机械结构破坏，严重时会使

生产瞬间中断。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神东集团借鉴国

外先进经验，在薄煤层开采初期引进了波

兰塔高支架。

然而，该支架应用到榆家梁煤矿后，陆

续发生了几起压架事故。在中国的土地

上，洋玩意儿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如何改良设备？

起初，他们想让国外厂家帮忙改进，对

方却答复说，我们的产品出厂之前反复调

试过，不会有问题。

聘请外方工程师前来呢，费用按小时

计算，价格高昂。

赵云飞深受刺激。技术不过硬，处处

都受制于人。怎么办？求人不如求己，他

苦苦思索之后，决定自力更生。

翻阅资料磨破手指，实地考察走烂鞋

底，渴了喝口白开水，饿了嚼口饼干。

没有人知道，在改造机器的那段时光

里，他怎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但他的全部兴趣就在于此。正像战士

喜欢枪炮、良驹酷爱草原一样，这是他追求

多年的梦想。

终于，渐渐有了思路，渐渐有了方向，

渐渐有了方法。

随 之 ，他 的 建 议 在 论 证 后 得 到 采 纳 。

矿上根据实际需求，决定同郑州煤矿机械

集团开展合作，进行机械改良。

几经试验，成套支架装备在结构性能

上大幅提升，基本适应了薄煤层生产需求，

压架事故不再发生。

设备改良，技术改进，问题解决，效率

倍增。山沟沟里也可以长出先进生产力！

智能变革

2018 年 前 后 ，工 业 智 能 化 方 兴 未 艾 。

我国煤炭行业顺应世界科技潮流，传统煤

炭工业开始脱胎换骨，加速发展。

榆家梁煤矿的智能化之路，从哪里开

始？谁来吃这第一只螃蟹？

领导找到赵云飞：“你们综采二队先上

马一套国产智能采煤机，怎么样？”

赵云飞点点头，心里却在打鼓。

上马容易骑马难呀，智能化很大程度

上代表着无人化。以前，工作面一直有人

在跟机巡视，如果把这些人撤走，万一出现

事故，影响生产，如何是好？

他决定以身试机。作为技术负责人，

自己不先来，又能让谁来呢？

于是，他通知撤下员工，独自走进工作

面。连续几天监测、观察，但对机器不操

作、不干预。终于确定，无人化是可行的，

消除了大家的惶恐心理。

谁 知 正 式 投 入 生 产 ，问 题 便 开 始 出

现。有一次由于震动剧烈，采煤机的机身

竟然四分五裂！看来，机械设备的设计制

造与生产实际，还是存在距离。

而这一切，都需要现场工程师来解决、

来改进。

于是，他又一项一项观察、实验、调整，

而后向厂家提出意见，进行改进。

每天参加完生产调度会，他必须下井

察看现场。

偌大的作业现场，随时都可能有情况

发生，这儿怎么修，那儿怎么建。已经开创

的产量纪录需要保持，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需要解决。稍有偏差，就是几十万几百万

元的损失啊！

有时候，晚上失眠睡不着，他就到井下

转一转。渐渐地，黑黑的煤炭、隆隆的声

音，平息了他内心的躁动。

针 对 智 能 化 采 煤 机 械 出 现 的 不 同 问

题，他经过苦苦思索和反复试验，设计出了

不同的改进工艺，比如“以顶控底”“顶模

板+底平刀+底调整”“顶预测+模糊计算”

“顶模板+模块调用”……半年时间里，这样

大大小小的改进多达 50 多项。

但不久，智能化采煤机械的最大缺陷

显现了，那就是三角煤区的回采难题。

所谓三角煤区，就是自动化机械手在

工作面来回采挖，到拐弯处时，形成的一个

三角地带。自动化机械手在这个三角地带

作业时，不仅速度变慢，还可能造成工程质

量问题，影响产量。

国外煤矿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

他们认为这是机械作业的客观现象和

天生缺憾，无法改进。

但赵云飞不甘心。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对三角煤区进行了仔细观察。针对不同

的运行区间，将煤机和支架的动作做出分

析和固化，一点一点试错，一点一点修改，

像蚂蚁搬家一样。每操作一步，他都会聚

精会神地观察并记录下每一点改动带来的

细微变化。

一个月后，他终于成功对三角煤区工

艺编辑固化，使煤机得以在正确的位置完

成正确的动作。而后，他又利用端头“顶模

板+定采高”的割煤策略保证了工程质量。

不断尝试，不断改进。最后，无论在割

通段、返刀段、扫底煤段，还是斜切进刀段、

吃三角煤段，无人设备均能跟人工操作相

媲美。而且，高度可靠的执行性使无人化

生产工艺远远优于人工割煤！

无人化，是不是就不需要人了呢？

虽然智能科技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

在生产过程中，随着采场条件不断变化，难

免会有需要人工调整的地方，这就又出现

了人机配合的问题。

若收到调整信息，工人必须精准发送

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使命必达。

对此，他一边改进编辑模板，一边培训

复合型操作人员，用班组示范的形式，教一

个、带一个、帮一个，毫无保留，从而保障了

生产效果。

随着智能化的深入推进，榆家梁煤矿

的作业人数明显减少。具体到综采二队，

从 12 人精减到 8 人，从 8 人又缩为 5 人，最

后只剩下 3 人。

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员大幅减少，

但工效显著提升。

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千里之外也

能遥控指挥大地深处！

蓝天白云之下，黄土沟壑之间，绿色覆

盖黑色，巨龙般的皮带运输长廊，与周围的

环境浑然一体……

2020 年 1 月，神东煤炭榆家梁煤矿被

自然资源部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

2021 年 6 月，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在山西运城举行，主要考核智能化参

数设置、现场故障处理两项指标。赵云飞

凭借精湛的技艺，带队一路过关斩将，独占

鳌头，获得全国冠军。

2022 年 12 月 ，榆 家 梁 煤 矿 顺 利 获 评

“A 类智能化矿井”。

从 2011 年正式入职榆家梁煤矿，赵云

飞已在这里整整干了 12 个年头。

当初和他一起来的 15 位同学，有的跳

槽走了，有的转岗去了办公室或别的部门，

只有他还一直留在生产一线。

由于专业精通，他好几次被集团分公

司借调，有时一走就是一两年。家搬了 6
次，妻子也只好跟着他，工作换了 6 回。

幸好，近几年他结束了漂泊，在陕西神

木大柳塔镇买了房，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

多少年了，他就是这样，点燃青春，埋

头前行。

采访中，我总想让他尽量把荣誉背后

的故事多说一些，无奈他的嘴巴总是“笨

拙”，讲不出来。

生于红旗渠，投身榆家梁，赵云飞希望

青春的自己像一朵洁白的云，在煤海上空

永远地飞翔……

图①：赵云飞（左）在工作中。

图②：榆家梁煤矿外景。

以上图片均为赵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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