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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数控加工中心机床，

30 吨重，近百把刀具，上千段程

序指令……广西柳工传动件工

厂，铣工庞淇文操作数控机床，

如臂使指。

庞淇文 35 岁，13 年工龄。

如 同 数 控 机 床“ 指 挥 家 ”，近

2000 把刀具，他蒙住双眼，仅靠

触 摸 ，就 能 准 确 识 别 其 类 型 、

作用。

刀柄、刀杆、夹套、小如小

拇指指甲盖的刀片，刀具库中

各 种 刀 具 应 有 尽 有 。 庞 淇 文

说：“铣削、钻削，整体的、可转

换的，方尖的、圆角的……‘读

懂’刀具，零件才有‘生命’。”

这手绝活，全是练出来的。

2007 年 9 月庞淇文进入广

西机电技师学院学习，他常常

整天“泡”在实训教室。“没完成

工件，别人等第二天做。我给

自己拖堂。”夜里，机器欢愉地

歌唱。“越晚越精神。”他说，有

回干完离开，凌晨 3 点，静得只

剩风声。

入职广西柳工后，为备战

广西数控技能大赛，庞淇文下

班后跟着厂里老师傅训练，理

论、编程、操作，连续训练 6 个

小时直到深夜，这样的训练要

持续两个月。2012 年起，庞淇

文连续三届获得广西数控技能

大赛数控铣工/加工中心职工组冠军。

“刺”，冷却液冲洗，“咔嗒”，换刀门开启。片刻，机床抓

取，刀具自动换好，变速箱零件加工运转。

变速箱箱体关键部位加工精度要求 0.02 毫米，约为头

发丝直径的 1/3。庞淇文能将加工精度控制到 0.005 毫米，

甚至可以操作数控机床在易拉罐上写字作画。“材料、温度、

设备精度、刀具可靠性都会对加工精度产生一定影响。毫

厘之差，就可能使零件报废。”庞淇文说。

创新争先，庞淇文一头扎进新产品试制。由于生产设

备是进口的，只能由外方预设编程程序，将产品根据图纸工

艺要求调试好，然后按此生产。想要加工其他复杂产品，就

得从头再来。庞淇文心里不服气，自学绘图软件、数控加工

工艺编制及数控程序编制，最终掌握了生产设备编程技术。

泵阀坏了，维修报价 9 万元，他自己测绘，买了 3 块铝合

金材料回来加工，使泵阀恢复工作，花销不到 2000 元。加

工中心刀库刀座故障，更换需要近 30 万元，他奋战 5 天，自

制刀座，1 万元搞定。

这些年，庞淇文团队开展 80 余项技术创新、技能攻关

和成果转化，突破变速箱箱体壳体、回转减速机、行走减速

机等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关键技术，带动制造技术效率提

升，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3000 余万元。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

……庞淇文荣誉众多，有 70 多个荣誉证书，厚厚的几大摞。

厂房旁，是“庞淇文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成员 8
名，除攻关技术，还开展技能理论培训。张贴的 2024 年培

训计划，有多项已完成：设备几何精度检测、宏程序编程运

用培训、刀具知识应用培训等。

“脑袋空想，不如到现场看一看。”庞淇文带徒 10 多人，

授徒秘诀就是“三现”：现场、现物、现实。

工作室成立 7 年来，他毫无保留传授经验，培训上百场

千余人次。“数控技术与时俱进，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一定会

越来越好！”庞淇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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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淇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传

动件公司特级技师、制造总监。他对数控加

工使用的近 2000 把刀具了如指掌；加工出来

的零件精度能控制到 0.005 毫米。多年来，庞

淇文带头开展 80 余项技术创新、技能攻关和

成果转化，创造经济效益 3000 余万元。2024
年，他入选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张鲁阳

本报广州 8月 13日电 （记者李刚）记

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今年前 7 个月

广东外贸进出口 5.17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

（下同）增长 1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7个

百分点，占全国比重 20.8%。其中，出口 3.36

万亿元，增长 12.6%；进口

1.81万亿元，增长 16.5%。

前 7个月，广东一般贸

易进出口 3.06 万亿元，增

长 16.2%，占广东外贸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

提升 1.2个百分点至 59.3%；前 7个月，广东机

电产品出口增长 10.9%，占广东出口总值的

64.6%；前 7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 6231.5亿

元，增长 19.1%，占广东进口总值的 34.6%。

广东前 7个月外贸进出口增长 13.9%

山 峰 连 绵 ，层 峦 叠 嶂 ，望 去 仿 佛 没 有

尽头。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昭通市大关

县，曾经是云南省 27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这

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关寨重重，所以取名

“大关”。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交通闭塞、经济

滞后，深山里的居民对文化知识的需求难以

得到有效满足。

2016 年，大关县创立“背篓图书馆”，一

批又一批的基层文化工作者穿越崇山峻岭，

为大山深处的群众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

村 里 来 了 个“ 流 动
图书馆”

9 年前，何家坡是大关县玉碗镇唯一不

通公路的村民小组。

第一次来到何家坡的场景，常绍慧至今

记忆犹新。2015 年 12 月，时任大关县图书馆

馆长常绍慧与同事一起对口帮扶何家坡。这

个离县城直线距离仅 10 多公里的小山村，由

于没有像样的路，交通非常不便。“那里山高

坡陡，一条嵌在陡坡上不足 50 厘米宽、最窄

的地方仅能通过一人的羊肠小道，是村里进

出的‘交通要道’。”常绍慧回忆，村子卧在山

谷里，几十间土石房依坡而建，连绵不绝的大

山将村子与外部隔绝。

常绍慧和同事们在走访时了解到：村子

海拔 1500 米以上，居住着 50 多户人家，村民

只能在地势稍缓的地方种些玉米、土豆，收下

的粮食，需要背着背篓步行到镇上集市去卖；

因为村子不通公路、没有学校，村里的孩子们

要走到 5 公里外的学校去上学。常绍慧想，

能为这里做些什么呢？她和同事一合计，想

出一个方案：“咱们图书馆有很多书呀，可以

帮何家坡建一个‘流动图书馆’！”

转眼来到 2016 年的儿童节，常绍慧和同

事们提前筹款，给孩子们买了书包、文具等礼

物，又精心挑选了几百册适合青少年阅读的

图书，准备赶往何家坡。来到山下时，团队成

员犯了难：开不了车，这些书和礼物如何运上

去？这时，正好遇上老乡赶集回来，常绍慧眼

前一亮：村民们的背篓不就是现成的运输工

具吗？

常绍慧和几个同事先跑上山去，到村里

挨家挨户找老乡借背篓，另一拨同事则在山

脚下整理书籍。不一会，大家把书和礼物分

装进借到的几个背篓里，每人背着一个背篓

上山。

来到村里，常绍慧和同事又找来一些木

架，在何家坡村民小组的一间土房里，搭起了

何家坡第一个“流动图书馆”。孩子们陆陆续

续跑过来，常绍慧和同事一边组织孩子们借

阅书籍，一边为大家送上礼物。不一会，房间

里就挤满了人。后来，乡亲们就亲切地把“流

动图书馆”称作“背篓图书馆”。

山里的精神食粮越来
越充足

一个个装满图书的背篓，沿着蜿蜒的山

间小道传递希望，给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了一

扇认识世界的窗。

刘向群出生在何家坡，也是从何家坡走

出去的第一名大学生。她说，“背篓图书馆”

建立时，她正在读中学，第一次在家门口就

能读到很多书，感觉很幸福。“从经典名著到

自然科学，到了暑假，我就泡在图书馆，一连

读好几本。”刘向群回忆。

大学毕业后，刘向群回到大关县玉碗镇，

成为一名社区干部。她主动报名参加“背篓

图书馆”志愿者队伍，常常带着最新出版的儿

童读物回到何家坡。孩子们有看不懂的地

方，她就给大家讲解。“过去是自己在图书馆

读书，现在是陪孩子们读书，身份转换了，但

对书的热爱一直都在。”刘向群说。

何家坡的羊肠小道上，背着背篓来送书

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志 愿 者 周 元 江 喜 欢 用 自 己 的 相 机 ，记

录 下 伙 伴 们 翻 山 越 岭 来 送 书 的 动 人 时 刻 。

但随着送书次数越来越多，周元江意识到，

只 是 送 书 可 能 还 不 够 ，不 少 村 民 期 待 参 与

更 丰 富 的 文 化 活 动 。 于 是 ，周 元 江 四 处 奔

走，将县里的芦笙舞传承人组织起来，到何

家 坡 开 展 培 训 。 每 次 志 愿 者 前 来 ，除 了 带

来 书 ，还 带 来 吹 芦 笙 、跳 芦 笙 舞 等 活 动 ，欢

声笑语不断。

在大关县，像何家坡这样的村庄还有很

多，散落在一座座曾经不通公路的群山中。

一个个书柜、一本本图书、一场场文艺演出、

一次次政策宣讲……在大关县图书馆工作

人员的带动下，县里 20 多家单位工作人员

陆续加入，“背篓图书馆”的服务队伍越来越

壮大，服务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他们的足迹

遍 布 大 关 的 山 山 水 水 ，不 断 充 实 着 山 区 的

“精神粮仓”。从何家坡的第一家“背篓图书

馆”算起，大关县至今已经建立起 16 个图书

服务点。

“背篓图书馆”升级为
“流动图书车”

2018 年，何家坡的公路通了。

望着盘山而上的公路，常绍慧很难将眼

前的情景与记忆中那条羊肠小道的画面交叠

在一起。如今，从玉碗镇出发，乘车 10 多分

钟就能到何家坡，人们再也不需要背着背篓

上山了，但“背篓图书馆”在山村中激荡起

的涟漪还在徐徐扩散。

海坝村是大关县最偏远的一个

自然村。沿着山路开车两个多

小时，到了无法驱车前进的山道，还得徒步两

个多小时。这里曾是“背篓图书馆”建设的一

个站点。

当时，村民们听来送书的志愿者们讲了

很多山外的故事，“搬出大山”成了很多村民

的心愿。2019 年，海坝村 21 户村民整体搬迁

到汤家坪。在新地方安了家，如何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志愿者们又送来了关于筇竹种植

的书籍。村民们把这些送来的农业技术书籍

当成宝贝，学到了不少新技术。现在，当地的

筇竹产业越做越好，带动了村民增收。

路通了，生活条件好了，还需要“背篓图

书馆”吗？

“需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丢！”常

绍慧说。如今，16 个“流动图书馆”变为固定

的图书馆，各配备 1 个书柜 700 册图书；同时，

通过整合现有农家书屋、各类图书总分馆、乡

村少年宫等资源，“背篓图书馆”升级为速度

更快、内容更丰富的“流动图书车”。

“ 我 们 要 继 承‘ 背 篓 图 书 馆 ’的 精 神 财

富 ，继 续 为 不 同 群 体 提 供 个 性 化 的 文 化 服

务，把乡亲们需要的精神食粮送到家门口。”

接过接力棒的大关县图书馆现任馆长周荣

燕说。

直到现在，刘向群还能清晰地回忆起 8
年前的那个暑假——

“读书没有？”刘向群是最早去借书的人，看

着眼前这个清秀的女孩，常绍慧亲切地问道。

“读！一直在努力，我想要靠读书走出

去！”刘向群说。

“读书可以改变我，也可以改变一个地

方。现在，我想留在这里，把书香也留在大山

深处。”8 年后，刘向群的回答更加坚定。

图①：村民在“流动图书车”旁看书。

庄志斌摄

图②：志愿者在为村民和孩子们发放图

书、文具等。 张广玉摄

图③：志愿者们背着图书、文具等，行走

在山间小道上。 常绍慧摄

图④：志愿者在听孩子们讲故事。

张广玉摄

背篓图书馆 托起山里娃的读书梦
本报记者 李茂颖

庞淇文在更换刀具。 唐 幸摄我是云南省大关县玉碗镇出水源社区

工作人员，从小在村里长大，在我的记忆中，

到山外去要走好久好久。村里没有学校，第

一次见到“背篓图书馆”的志愿者时，我觉得

既惊讶又激动。一群人沿着泥泞的山路、背

着背篓，深一脚浅一脚地将书运到何家坡，

也为我们带来了走出大山的希望。

他们在村里建起“流动图书馆”之后，山

坳里，阅读的身影便成为亮丽的风景。帮家

里忙完农活，我就跑来这里读书。当时，常绍

慧阿姨叮嘱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读书，我

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何家坡的路通了，安居

工程实现全覆盖，村里的生活有了很大变

化。如今，我在镇上工作，想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告诉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读书有用，读书可

以带你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也可以选

择回到大山，用学到的本领建设家乡。

现在，我也是一名“背篓图书馆”志愿

者。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更多知

识送回那个小山村，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本报记者李茂颖采访整理）

山坳里，阅读的身影就是亮丽的风景
刘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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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书香走进山乡，会发生
哪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地处
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昭通市
大关县，山高谷深、沟壑纵横、
关寨重重，有些偏远村寨，一
度不通公路。大关县图书馆
工作人员便背着背篓，装满书
籍、文具，跨过沟沟坎坎，走进
村村寨寨，将图书送到大山深
处，让更多山里娃爱上读书、
爱上知识，萌发走出大山的梦
想。现在，公路通了，曾经的

“背篓图书馆”变成了“流动图
书车”，但“背篓图书馆”在山
村中激荡起的涟漪，还在徐徐
扩散……

（上接第一版）技术中心负责人白兴龙介绍，2023 年中心针对

两项重要农业技术组织农技培训 13 次，收到农技推广补贴超

过 15 万元，“这笔钱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对新品种、新技术的研

发，进一步提升了农技推广服务能力。”

近年来，宁夏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吸引农业科技社会化

综合服务站、农业院校、科研机构、专业合作社等加入农技推

广队伍。近 3 年，宁夏各级财政每年用于购买和补贴农技推

广服务的资金超过 6 亿元。以农业科技社会化综合服务站为

例，其数量已从 2021 年底的 42 家增长到目前的 66 家，参与的

农技推广项目也从 2021 年的 30 多项增长至去年的 70 多项。

从科技特派员到农业科技社会化综合服务站，从政策性

推广到市场化服务，宁夏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呈现主体多元、层

次多样的活跃局面。2023 年底，宁夏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 60.7%，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95%以上。

“依托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在宁夏，农业生产正向

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迈进。”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

要负责同志说。

数据来源：中宣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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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8月 13日电 （记者沈文敏）记

者从上海机场集团获悉：8 月 11 日，上海机场

航班量达到 2386 架次，客流量达到 39.7 万人

次，单日航班量和客流量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暑运以来，上海机场航班量、客流量

持续走高。7月 1日至 8月

11日，上海机场共保障航班

起降 9.6 万架次，日均起降

2293架次，同比增长 10.1%；

保障进出港旅客 1534.3万人次，日均 36.5万人

次，同比增长 18.2%。分设在浦东机场、虹桥机

场的外籍人员一站式服务中心和入境便利化

服务点为旅客提供涵盖支付、问询、通信、交通

等方面的一站式贴心便利服务。

上海机场单日航班客流量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