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外公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在外公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在

心中埋下了建筑的种子，大学时选择土木工程专业就读，一直读

到了博士。2016 年，从重庆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中建隧道建设

有限公司工作，在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上，开启人生新的一页。

2017 年，我第一次真正进入建筑现场，是重庆市快速路二

横线西段项目，负责礼嘉嘉陵江大桥的建设工作。该桥从结构

设计、施工工艺到施工环境都很复杂。

作为一名 90 后，我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面对质疑，

我带着年轻的技术团队，在 3 个月的时间里召开了 80 多次会议，

开展了数十项测量和勘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方案从无到

有，图纸从薄到厚、又从厚到薄，最终采用“预应力混凝土上承式

梁拱结合刚构+变截面连续梁组合桥梁”为实施方案，这种组合

方式在国内桥梁建设中首次采用。礼嘉嘉陵江大桥建设期间，

获得多个奖项，形成技术成果 40 余项。看着这座“25 万吨重的

孩子”一点点长成，我感到十分自豪。

大桥通车运营后，我调至中建隧道一品河、黄溪河“清水绿

岸”治理提升项目。项目大部分点位都在老城区，街道狭窄、周

边小区众多，大量年代久远未探明管线，错综复杂。管道修复、

水质治理，该从何入手？什么样的施工模式才能够尽量减少对

周边居民的影响？什么样的修复手法才能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创

造效益？横亘在面前的难题不少，我和团队成员一一攻克难关。

翻井盖、看管道、辨管道、做标记……我带着项目人员踏上

了踏勘之路。我们上午踏勘，晚上看图，1 个月内便完成了项目

120 多公里的踏勘，并根据实际情况完成了对图纸的标记，为日

后的施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年，作为一名普通的一线建设者，我参与建设过桥梁、

市政、隧道、水环境治理等多种工程。未来，我将继续扎根基层、

用实绩说话，为成为一名技术型人才不断努力。

（作者为中建隧道一品河、黄溪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

项目经理，本报记者王欣悦采访整理）

扎根基层

争做技术型人才
李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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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石窟，巍然耸立在山西大同武周

山下。夕阳西下，从石窟前的脚手架上下

来几名年轻人，提着手提箱，坐上最晚的

一班车，回到东侧的二层小楼。这里是

2021 年新成立的云冈研究院。

作为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

管理的工作机构，云冈研究院承担着云冈

石窟保护、研究、监测、展示，统筹云冈学建

设发展和区域性石窟保护的职责。这里活

跃着一群年轻人，他们耐得住性子，在毫厘

之间修复文物；他们操控先进设备，用数字

化手段重现文物光彩；他们在书籍与瓦砾

之间，探索一个个未解之谜……

戴宇翔：
“努力做一名为文物

治病的‘壁画医生’”

伏在案前，穿着白大褂的戴宇翔眉头

紧皱，左手捏着吸耳球，右手握竹刀，一点

点将壁画颜料层上方覆盖的白灰层剔除。

“可别小看这个吸耳球，它本来是在

耳鼻喉科使用的医用工具。”戴宇翔轻轻

捏动吸耳球控制吹风方向，“它在剔除操

作中能帮助我们随时吹走剔除掉的白灰

碎屑和粉末，避免出现误剔情况。”

戴宇翔是云冈研究院的一名彩绘泥

塑文物保护修复师，“我要努力做一名为

文物治病的‘壁画医生’”，对壁画“望闻问

切”，量身定制开出“治疗处方”，让被“治

愈”的壁画能再次“活起来”。

壁画修复师的工作分为两部分，首先

是在壁画原址上进行修复，如果壁画原址

破坏较为严重，则会把壁画揭取下来，在

室内进行修复。

每次修复，戴宇翔都顶着巨大的压

力。四年前，他参与揭取大同市内一座

北魏墓葬壁画的工作。进入墓室，他们

发现情况很不乐观——壁画已出现大面

积的剥离脱落。看着碎落在地的壁画，

戴宇翔和团队成员决定采取考古提取的

方式，在地面用打网格方式对壁画进行

逐层提取，每一网格对应放好一盒壁画

的碎片，最多的一个网格内提取了九层

壁画碎片。

能不能修复如初？回到修复室，看着

一堆碎成颗粒状的残片，戴宇翔心里没

底。每一步都要严格遵循壁画修复的原

则——保证文物的原真性，有依据的壁画

碎块可以进行复原，没有依据的绝不能凭

想象“做美容”。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

能使后续工作量呈现几何式增加。

和团队成员商讨后，戴宇翔决定先将

本盒内的壁画尽量拼接完整，再依次进行

上下层、左右层的拼接。拼接壁画这一步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一面壁画上，每片

区域掉落的时间不同、掩埋条件各异，会

导致壁画发生变色。如果仅根据颜色或

图形进行拼接，极易走入误区。

“壁画开裂后边缘会形成茬口，我们

根据严丝合缝的茬口信息进行拼接，颜

色、线条等因素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戴宇

翔解释道，将小块碎片归集为大块后，才

能进行整幅壁画的预拼接，在脑海中模拟

还原出它原先的面貌，预拼接结束后，再

逐步将壁画进行转板。

最终，团队历时六七个月的修复过

程，壁画还原至原貌的 90%，戴宇翔自豪

满满。

壁画修复工作枯燥、繁琐，是什么让

戴宇翔一干就是十年？他说，热爱是最大

的内驱力：“我常会想象自己是一名古代

的工匠，沉浸在千年前古人的工作状态。”

戴宇翔精湛的技能，来源于壁画修复

师一代代的传承。

在一次古代壁画保护修复培训班中，

戴宇翔遇到了对他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

老师——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樊再轩。培

训时，樊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具体的修复技

巧。一次，樊老师带他练习如何填充壁画

残缺的部分，戴宇翔原本想得很简单，但

一番操作下来发现，自己填充后的壁画，

表面干了之后边缘会翘起，与樊老师做的

成品效果天差地别。

看似简单的操作动作，却内含玄机。

在樊再轩手把手指导下，戴宇翔摸索出手

的力度可以控制修复刀的不同部位，着力

点直接影响填充细泥的位置，在力度适

宜、位置准确的情况下，填充后的壁画边

缘将不会发生起翘。

“现在，我在带学生的时候，也会手把

手地教他们，把壁画修复的技能继续传下

去。”戴宇翔说。

李丽红：
“数字化工作常常带

给我别人看不到的惊喜”

戴上 VR 眼镜，置身于高台之上——

这是石窟的明窗部位，眼前是高大雄伟的

雕塑，移步换景，周围有无数小龛和姿态

各异的小型雕塑。那些在景区需要抬头

端详的雕塑，此刻近得仿佛能贴住鼻尖。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展示大

厅，布满了云冈石窟数字保护的工作成

果。VR 体验是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

员李丽红觉得最有趣的一个。

千年风吹雨打，让许多石窟的面貌遭

到了破坏。近年来，云冈研究院推进石窟

数字化工作，让更多人看到云冈石窟，也

为后人留下更加完整的文化遗产。

李丽红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测绘相

关专业，来云冈石窟已经 7 年，参与了云

冈石窟多个大型石窟的数字化工作。“看，

这就是我们的室外作业工具。”在柜子上，

记者看到一些大小不一的设备：有相机，

还有带着“镜头”的黑色长方体。这些是

近景摄影测量设备和三维激光扫描仪，有

的是手持设备，有的是站立式设备，都是

数字化采集不可或缺的工具。

李丽红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进行

数字化采集是在第十五窟，洞窟高度达

17 米。背着沉重的设备，和同事们爬上

15 米高的工作平台那一刻，她忽然觉得

有些恐高。“当时搭设的工作台没有现在

这么稳定，几个人在上面走，平台还会晃

动，有时甚至得一手握住钢管稳住身体，

另一只手拿着设备进行全方位测量。”李

丽红回忆。

在李丽红看来，这份工作有很多“治

愈”的时刻：“石窟已经走了很多次，但数字

化工作常常带给我别人看不到的惊喜。有

一次，我在第十七窟平台上做数据采集，发

现内侧有一尊非常精美的小菩萨雕像。这

是以前在地面时我发现不了的。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白天测量，当天晚上还得及时处理采

集回来的数据。“数字化工作需要实时采

集、及时处理。”李丽红说，“这样就能及时

检查数据有无错误和缺失，以便第二天能

够及时补采。”

云冈石窟雕塑大多为高浮雕，数字化

采集难度大，信息量也大，云冈研究院因此

建设了基于图形处理器高算力的数字云冈

先进计算中心。李丽红打开电脑，点击鼠

标展开操作，大量的石窟照片、数据通过运

算、建模，逐渐生成一个个 3D模型。

三年来，云冈研究院完成了多个石窟

的数字化采集项目。其中第十三窟数字

化重建与三维信息系统构建项目，攻克了

国内大型单体高浮雕石窟寺的整体洞窟

高精度三维建模的技术难题。目前，云冈

研究院已完成云冈石窟总量超一半的高

精度数字化采集建档，数据精度可达到

8K、0.03 毫 米 ，实 现 了 珍 贵 文 物 信 息 的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展厅内，一台小型 3D 打印机正在工

作。在平台上，已经有部分白色的材料形

成了一个平面底板。李丽红介绍，3D 打

印一般使用可降解材料，输入前期处理好

的模型信息，材料在机器高温下熔化，会

自动从下往上堆积打印。“这是一个小的

模型，还需要 10 天才能完全打印完成，而

许多大型的石窟打印时间则以月计。”

数字化让云冈石窟在越来越多的地

方 落 地 生 根 。 在 山 东 青 岛 城 市 传 媒 广

场，矗立着云冈石窟 1∶1 复制的第三窟，

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

的大体量文物复制工程。在北京建筑大

学的校园、广东深圳的博物馆、上海

的美术馆……数字化，为云冈石窟插上

了艺术传播的翅膀。

云冈石窟十几人的数字化团队成员，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有计算机专业、测绘

专业，也有艺术专业，队伍多元多样。“就

像 3D 打印的云冈石窟一样，我们的队伍

还在持续壮大。”李丽红笑着说。

吴娇：
“在学术探索中还原

历史，很有成就感”

在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

中心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吴娇，一张圆圆

的娃娃脸，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吴娇的

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她一边整理，一边解释

说：“这是窟前的考古报告，最近到了收尾

阶段，我们在抓紧整理。”

“坐冷板凳”，是对学术研究这一行常

见的概括。整理考古报告，根据报告中的

信息去描述文物遗迹的状态，有时候得画

图表，翻阅大量其他资料。坐、思、写，几

个字几乎就能总结吴娇的工作日常。

9 年前，吴娇从山西大学考古学专业

硕士毕业，进入当时的云冈石窟研究院历

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工作。刚来的半

年，为了丰富工作经验，在做一些基础研

究工作之外，她被安排的最主要工作是在

景区内做讲解员。“那时我参加的考古活

动还不够多，读的书也还不够，特别需要

针对性的补习。”

对 吴 娇 来 说 ，这 是 一 段 难 忘 的 经

历。每天带游客参观，从云冈石窟的

历史背景讲到石窟的雕塑艺术。有

一次，吴娇带游客参观第六窟，有

一个游客非常感兴趣，参观了很

久之后忽然提问道：“为什么这

个石窟的上方，雕刻这么多站立

的佛像呢？”吴娇当时愣住了。

第六窟是云冈石窟雕刻内容

最 丰 富 的 一 个 石 窟 ，被 誉 为

“第一伟窟”，这些重点内容

她都知道，但对于上面这些

站立着的雕像，她平常确实

没留意。

当 时 没 能 给 出 答 案 ，

回 去 就 查 资 料 。 吴 娇 发

现，许多关于第六窟的研

究 资 料 都 提 到 了《法 华

经》。“ 答 案 会 不 会 在 里

面？”找来仔细阅读研究，果

然发现了答案。

“做学术最重要的是要

有问题意识。”吴娇感慨道，

那 段 做 讲 解 员 的 经 历 ，开 启

了她在云冈石窟的学术之路，

也 引 发 了 她 对 经 典 著 作 的 重

视 。 与 学 校 里 不 一 样 ，研 究 者

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该读什么

书、怎样去读书。研究云冈石窟

不能仅仅从石窟里找答案，还需要

具备发散思维。

吴 娇 笑 着 说 ，游 客 的 问 题 ，让

她知道有那么多人关心这座伟大石

窟 的 点 点 滴 滴 ，还 有 那 么 多 未 解 之

谜等待着她，这一切都督促着她寻找

答案。

这几年，吴娇参与了《云冈石窟全

集》编写、窟顶与窟前考古报告整理等

多项重要工作，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

的这份工作十分重要。

“看到这些碎片了吗？历史的答

案就藏在其中。”吴娇从柜子上的收

纳盒里取出一个塑料袋，袋子上注

有数字标记，里面是一块灰色的

陶片。这样的收纳盒，堆满了

四周的柜子。

“一个看起来破损的

石 片 ，内 容 却 非 常 丰

富。面对上面线刻

的动物形象，你

会 不 由 自

主地思

考，这是什么动物？这个石板是用来做什

么的？这就很有意思了。”

2008 年以来，云冈石窟进行了几次

重要的考古，让很多问题有了答案。“在学

术探索中还原历史，很有成就感。”这几

年，吴娇正在攻读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

院博士，她渴望通过学术能力的提升，在

未来获得更多发现。

图①：李丽红放置 3D 打印模型。

王 帆摄（人民视觉）

图②：吴娇测量出土器物尺寸。

王 帆摄（人民视觉）

图③：戴宇翔在修复壁画。

王 帆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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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云冈石窟，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修复文物、推进数字化采集、开展学术研究—

守护千年瑰宝 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何 勇 郑洋洋 马睿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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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

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

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

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

你生活的岗位上……”这既是雷锋对自

己的追问，也是雷锋跨越时空对我们每

个人的追问。雷锋精神是一座取之不

竭、内涵丰富的精神宝库，始终滋养着

我们的心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

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更好发

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弘扬雷锋

精神，党员、干部要带头，而作为年轻干

部，更要当先锋。

唱响新时代的雷锋之歌，年轻干部

如何才能成为先锋？这需要静下心来，

从雷锋身上读懂什么是最闪亮的人生

标签、什么是永不过时的时尚追求、什

么是永远不变的角色定位、什么是新时

代的最美姿态。只有真正读懂了雷锋

故事，才能从雷锋身上汲取更多的精神

滋养，进而鼓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的精气神。

对党绝对忠诚是最闪亮的人生标

签。“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作为年

轻干部，应当向雷锋学习，始终牢记自

己“每成长一分，前进一步，这里面都渗

透着党的亲切关怀和苦心栽培”。忠于

党的坚贞始终如一，跟党走的意志始终

如磐，才能锻造成“钢铁战士”。

崇尚榜样是永不过时的时尚追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雷锋的生命

中，舍身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救死扶伤

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都是他

学习的榜样。在榜样的激励下，雷锋成

为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管岁月如

何变迁，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榜样。

年轻干部应当把崇尚榜样当成一种时

尚，以榜样为航标灯，青春就不迷茫，脚

下就有力量，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

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冲锋在前。

做群众的小学生是永远不变的角

色 定 位 。 雷 锋 多 次 在 日 记 中 提 到 ，自

己要“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雷锋懂

得“群众的力量能移山填海”，“一个人

的力量总是沧海一粟”。雷锋决心“像

柳树一样，插到哪里都能活，紧紧与人民连在一起，在人民中

生根、长大、结果”。掌握基层工作方法、提升群众工作本领，

是年轻干部应当做好的“必答题”。而要取得高分，就得俯下

身子、迈开步子，拜群众为师。把乐于到群众中去当成一种工

作态度，青春之树必将枝繁叶茂。

不懈奋斗是新时代的最美姿态。无论是发扬具有钻劲的

“钉子”精神，还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无论是“在工作

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的严格要求，还是“永远愉快

地多给别人”的点滴行动，都是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生动写照。身处新时代的坐标系

中，与榜样对标，年轻干部唯有不懈奋斗才是最佳选择。将“小

我”融入“大我”，把多帮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当成最大的幸福；

艰苦奋斗、乐于吃苦，把奋斗当成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燃烧青春激情、放飞青春梦想，做新时代雷锋之歌的领唱

者，广大年轻干部就一定能够在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奉献的火

热实践中书写真正的青春记忆。

（作者为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志愿者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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