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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隐形人

这个夏天，距离开化县城近30公里
的马金镇霞山村，比往年更热闹。许久
没回乡的村民郑冬燕，把11岁的儿子小
墨从衢州市区送回霞山村，与牵挂已久
的许老师见面。

许 老 师 名 叫 许 小 伶 ，1991 年 出
生，河北秦皇岛人，毕业于河北唐山师
范学院中国画本科专业。两年前的夏
天，还在秦皇岛的许小伶接到读大学
时的中国画老师陈晓齐的邀约电话，
请 她 一 起 前 往 浙 西 考 察 古 村 文 化 建
设。她欣然应允，来到霞山村，从此与
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不仅教山区
孩子们绘画，带火了小小的霞山乡村
振兴美术馆，还成为周边 3 所小学的
美术拓展课老师。

用美育点亮山区孩子的梦，以“美的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许小伶的才艺和热
情感染了村民，她和霞山村的故事，在当
地广为流传。

想为乡村美育做点
事，满怀热情留下来

“许老师，我们来学水彩画了。”一大
早，从晨曦中醒来的霞山村，被一群孩子
的欢笑声打破了宁静。

“吱呀”一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清
瘦女青年，从半掩的柴门内出来，快步走
下石阶，笑容灿烂地和孩子们打招呼。

霞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
传统文化村落，村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300 余幢明清徽派建筑。2020 年夏天，
在开化县民政局帮助下，长期在外工作
的开化乡贤赵晓凯和中国画教师陈晓齐
来到霞山村，着手创办霞山乡村振兴美
术馆，旨在探索山乡美育、用艺术点亮乡
村。作为陈晓齐的得意门生，许小伶受
邀担任霞山乡村振兴美术馆馆长助理。
无论是馆内装饰设计、组织沙龙还是画
展布展，每一项工作，许小伶都兢兢业
业。

“美术馆占地 1000 多平方米，原址

是清末木柴商郑松如的旧居。”一晃两
年，许小伶对霞山村的风土人情早已烂
熟于胸。

美术馆的外表显得古旧，石头墙已
有 100 余年历史，推门而入别有洞天。
第一进是个古色古香的大堂，天井内流
水潺潺，正中间的长书桌上还摆放着不
少绘画工具和纸笔。第二进是个大院
子，迂回的连廊里，一幅幅裱好的水彩
画、油画作品引人注目。“这些都是霞山
村孩子们的创作。郑熙芸，11 岁，擅长
画身边人身边事；郑梦璐，10 岁，绘画内
容天马行空，作品曾荣获全县美术大赛
二等奖⋯⋯”许小伶如数家珍。

再往里走，是几间美术展馆，里面有
孩子们的石头画和一些当地画家的水墨
画作品。

美术馆的日常运作主要由许小伶打
理。她为何会愿意远离家乡留在这个山
村？许小伶说，乡村是一块待开发的璞
玉，虽然交通不便，但霞山村也有自然环
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等优势。

“霞山村民很热情，留下来可以潜心
创作。这里的党委、政府很重视人才，很
想通过招才引才、乡村美育为山村发展，
尤其是提升山村群众的人文素养做点
事。”许小伶说，一想到这，她就满怀热
情，于是留了下来。

美术馆成了文化乐
园，村民都能来听课

美术馆建起来后，很快就小有名气，
并成了马金镇的“打卡”点之一。

得知霞山小学没有专业的美术老
师，在赵晓凯和陈晓齐的帮助下，许小
伶 给 霞 山 村 的 孩 子 们 开 设 了 美 育 课
堂。每到寒暑假、放学时间，孩子们就
三五成群聚集在美术馆内，跟着许小伶
学习绘画。

“全村三四十名中小学生、所有村民
都可以来听课。”许小伶说，她还给美育
课堂取了个名字，叫“小小一堂美育
课”。这也契合建美术馆的初衷。

许小伶为人谦和，讲课通俗易懂。
一有空，老人、孩子都喜欢来美术馆听
课，平时孩子们也喜欢聚在此处读书、画
画，美术馆成了乡村文化乐园。

不仅是在美术馆，近两年，霞山村由
表及里都有了不少变化，村庄小巷、村民
家中，随处可见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
——经许小伶指导，霞山村的孩子们在
石头上、树墩上、木板上画出了心中的精
彩世界。每到寒暑假，就有不少青少年
夏令营把霞山村作为写生、调研基地。

看着村庄越来越美、气质越来越好，
并逐渐从传统古村落向网红艺术村过
渡，村里很多一辈子没出过几次大山的
老人，都成了许小伶的“粉丝”，对许小伶
更加支持。

今年暑假，不少在外打工的村民，将
孩子送回老家，跟着许小伶读书、作画。
天气凉爽的日子，经常可以看到许小伶
带孩子们在村口的河滩捡卵石，为作画
收集“原料”。

在这些孩子中间，有一个叫小珍的

女孩特别引人注目。她小脸蛋圆圆的，
因为自幼父母离异，性格腼腆而敏感。
许小伶刚来村里时，她很抗拒与人交流，
画的画也是“灰色调”。在许小伶的带领
下，小珍日益开朗起来。

“现在，她画的画也比以前明亮、干
净了。”谈起这些，小珍的奶奶满是感激。

为 3 所小学上美育
课，村民舍不得她走

用艺术装扮乡村、美化心灵，在收
获感动之余，也有挑战。山村生活毕竟
不如在大城市方便，收入也比不上大城
市。许小伶一度想离开，但最终又被霞
山村村民的热情所挽留。

“许老师，明儿到家来吃饭”“许老
师，尝尝刚出锅的包子”⋯⋯采访时，迎
面碰见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和许小伶
打招呼。大家对许小伶充满期待，待她
像亲人一样。去年，经村民邀请、帮助，
许小伶还把年逾七旬的父亲接到霞山村

生活。她的父亲在山村和大家相处融
洽，这让许小伶安心了不少。

“美是相通的，乡村美育可以通过绘
画等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乡村，带动
乡村发展。”陈晓齐说，“相比于物质层
面，精神、文化层面的带动，对山区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同样重要。”

近一年来，许小伶更加专注于乡村
孩子们的美育，她的足迹遍及马金镇周
边多个乡村。许小伶受邀相继成为马金
镇马金小学、霞山小学、徐塘小学的编外
美术拓展课老师，为 3 所学校的孩子开
设美育课堂。

记者曾在马金小学旁听许小伶的美
术课。“这是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常
见的花纹之一。”课堂上的许小伶神采飞
扬，她不仅教授绘画技巧，还给孩子们讲
解文化及美学演变，逐步引导孩子进入
艺术海洋。

“我很喜欢许老师的美术课，她上课
太有趣了。”霞山小学学生郑梦璐说。

“许小伶的课，让孩子们学习热情高
涨，这么好的老师，我们可舍不得她走。”
霞山小学音乐老师汪源常说。

如今，每到周末，就有不少游客慕
名前来霞山村探访。有的人感动于许
小伶的坚守，给村里捐赠了数百册图
书；有的人对山乡美育颇有感触，前来
学习取经。

许小伶的坚守和付出，逐步引起了
当地重视，鲜花和掌声也随之而来。去
年，许小伶入选开化县道德模范暨第九
届“最美开化人”十大年度人物。今年，
她又成为开化县政协委员。

“许小伶涂涂画画，给乡村振兴带来
了新变化和思路。”霞山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郑华说，如今，霞山乡村旅游
开发也有了新蓝图。

作为县政协委员，许小伶正在撰写
一份题为“霞山古
村落保护与加强乡
村美育教育”的建
议。她希望通过自
己的点滴努力，帮
助乡村变得更加美
好。

河北90后姑娘扎根开化霞山村办美术馆——

“美的艺术”，让山村渐成网红
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开化站 吴雅璐 汪宇露

共富路上带头人共富路上带头人

许小伶给开化山乡的孩子们上美术课。 受访者供图许小伶给开化山乡的孩子们上美术课。 受访者供图

许小伶
1991 年出生，河北秦皇岛人，本科毕业于河北唐山师

范学院中国画专业，现为开化县霞山乡村振兴美术馆馆
长助理，开化县政协委员。

她以“美的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助力霞山村越来越
美。

霞山乡村振兴美术馆内，孩子们创作的石头画。 本报记者 钱关键 摄

编者按：城市里，有这样一些“隐形
人”：他们的工作和市民生活紧密相关却
少为人知，同时也令人好奇。例如昼伏
夜出的电力巡检员、地铁列车车载设备
检修员、120 急救指挥中心调度员、遗体
美容师⋯⋯他们究竟是怎样工作的？有
哪些精彩故事？本报今起推出《城市隐
形人》栏目，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隐形
人”，品尝他们的酸甜苦辣。

盛夏时节，蚊虫飞舞。凌晨1时，昏
暗的列车车底，手电筒打下来的一束光，
聚拢在一双手上。这是一双沾满油污的
手，麻利转动着扳手；这也是一双纤细、
白皙的手，美甲闪着光。

随着这双手移动的，是25岁姑娘关
莹专注的眼神。眼下正是杭州地铁列车
紧锣密鼓开展年检的时候，当地铁“归
巢”，车站卷闸门放下，“关莹们”就开始
为列车开展“全身体检”。

她所在的 4 号线车载 1 工班，14 人
团队中超过一半是女性，并且年龄都不
大，多是1996年、1997年出生。

95 后、列车车载设备检修员，这群
汇集了巨大反差标签的地铁列车“女医
生”，有着怎样的故事？

谁说女子不如男

地铁列车里，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
如同人体的各个器官，配合维持着列车
的运行。列车车载设备检修员的职责，
就是定期为列车“体检”，确保列车“健
康”；在平常日子，如果列车闹点小毛病，
检修人员则要“把脉问诊”及时修复。

检修员有不同专业。“我们负责对列
车的信号车载系统进行维护和故障处
置，相当于‘脑科医生’。”关莹说。

夜已深，高大宽敞的检修库里灯火
通明。在一条条深近 2 米的沟槽上，停
放着“清新绿”的4号线地铁。关莹和工
班长黄瑶一组，套上安全背心，戴上安全
帽，开始了日常的检修工作。

司机驾驶室 CC 机柜，相当于电脑
的主机箱，里面有近百个闪烁的小黄灯，

代表着不同的信号设备状态。在日常维
保时，要核对每一个灯位状态是否正常。

不需要拿着检修表格按图索骥，每
个小黄灯对应的设备，在关莹脑子里都
有一张图，她能在 3 秒之内快速定位设
备的具体灯位并确认其状态：“没有捷径
可走，就是多看多背，一开始对照检修表
格核对完毕要半个小时，现在熟练之后
10分钟搞定。”

检修要进行车底作业。整车断电
后，关莹挎上工具袋、扛起三步梯就钻入
车底沟槽。一开始，她还特意挑了双干
净点的纱布手套套上，发现狭窄处手指
头伸不进去，也就顾不上车底油污，直接
摘了手套干活。

拧螺丝、放垫片，再把螺帽拧紧卡
好，5 分钟完成一个，关莹的动作麻利又
到位。

关莹说，工友们都被问过同一个问
题——你们女孩子还能干这个？“我都回
答，‘那必须的’。虽然力气比不上男生，
但熟能生巧，多做多练，又有那么多辅助
工具，想干就一定能干好。”而且维护时

需要搬搬扛扛的大型器械少，关键要细
心和耐心，“我们女孩子更具优势！”

事实也是如此。去年，关莹参加了
杭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维保公司组织的
车载专业技能比赛，与数十名通过层层
选拔的工友同台竞技，一举夺得车载检
修项目第一名——她的竞争对手中，三
分之二是男性。而关莹所在的4号线车
载 1 工班，还获得了全国城市轨道交通
竞赛先进班组、杭州市巾帼文明岗、杭州
市青年安全示范岗等荣誉。

责任心是第一位

细看关莹，会发现这是一个爱美的
姑娘，灵动的眼睛上，眼线细长流畅。“爱
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呀！”黄瑶说，工班的
其他姑娘也喜欢装点自己，有人随身带
着当季最流行色号的口红，有人热衷于
烫头发换造型。

不过，记者发现，无论是爱美还是撒
娇，姑娘们都有自己的底线。美甲可以
闪闪发光，但指甲的长度永远和指尖肉

齐平，方便检修；头发可以随意折腾，但
只要上岗，就一定是用皮筋束起，藏在安
全帽下；平时撒娇可以，但在岗时该扛的
工具得扛，该担的责任也得担。

去年年底，为筹备杭州地铁 4 号线
二期开通，整条线路信号系统需要升级
融合，整个车载1工班倾巢出动，连续作
业近 20 小时，一口气做了 29 辆列车的
信号升级改造，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责任心是第一位的。”湖南姑娘罗
念是工班里的“全能手”，她告诉记者，信
号车载系统是地铁运营安全有序的“护
身符”，也是地铁列车提速运行的“千里
眼”，列车所在的位置、运行状态、紧急制
动等都需要信号系统的主导和支持，“举
个最简单的例子，列车进站对准屏蔽门
开门，就是由信号系统主导的。”

正因如此，列车“医生”们责任重大，每
当夜深人静，他们的“夜生活”尤为忙碌。

与司机交接列车一天的状态；拎着
工具袋，在各个股道间穿梭，检查信号设
备。“除了‘望闻问切’，我们还会把一天
的车载日志下到笔记本电脑，带回去仔

细分析。”关莹说，通过分析，可以对列车
运营中可能出现的隐患做出预判。

凌晨 4 时左右响起来的电话铃声，
最让姑娘们心惊肉跳。“这意味着司机在
出车前的最后一遍检查中，发现了问题，
需要我们尽快排查并修复，以免影响正
常发车。”3分钟到岗，15分钟修复，在值
班室接到电话后，关莹和工友们的精神
就高度紧张。

不久前，关莹就碰到了此类情况：“司
机驾驶显示屏上显示板卡故障。”第一次
处理，故障没能修复，再分析原因，一步步
排查，“越是临近截止时间，越是要冷静，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临近发车时间，
问题终于找到了！关莹说，当股道灯由红
转黄，列车缓缓驶出七堡停车场 ，“那一
刻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善于琢磨妙招多

跟着这群 95 后地铁列车“女医生”
久了，会发现许多看似平常却非常管用
的小妙招。

比方说，螺丝拧紧后，用记号笔在螺
钉和螺帽上画一条竖线，这就是“防松标
记”。如果螺丝松动，螺帽移位，这根线
也会从中间断开，巡检时一眼就能分
辨。这并非关莹她们的首创，而是乐于
钻研的师傅们传承下来的经验。

到了关莹这一代，有继承也有创新：
“我们女孩子心细，更容易从细微处着
手；力气小，也更会去琢磨工具。”

列车 CC 机柜检修，需要把板卡拔
下来。“我还记得最开始，师傅教我一只
脚抵牢 CC 机架底部，两只手把牢板卡
的两端，再用劲上下晃动。”黄瑶说，这样
硬摇下来，对女孩子来说特别费劲，还容
易把设备弄坏。“我们就自己画图，做了
一个铁撬板，往板卡上下一卡，轻轻一
撬，就下来了。”

这个被姑娘们称为板卡助拔器的小
玩意，如今已经成为了整个公司信号车
载检修班组必备的趁手神器。

动手能力强，也是这群95后姑娘们
“得意”之处。2020年年初，多台列车的
车载台控制盒无法正常通话，听不见声
音，而维修一个控制盒花费不少。

同样也是 1 工班成员、甘肃姑娘靳
钰“抠门”的劲头上来了。“我和工友说，
不如我们把盒子拆开，看看问题到底在
哪。”她们一拍即合，拆开后发现，原来其
他零件都好好的，就是扬声器出了问题，
而扬声器是可以单独拆解的。

靳钰换了一个新的扬声器，然后将
连接线焊了上去，“最后才花了几十块
钱，就完美解决了问题。”

如果说这些只是小打小闹，关莹、黄
瑶、靳钰她们还有更大的计划。

一本厚厚的关于ASTS信号系统之
关于加速度计组合优化理论研究报告已
完成。“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地铁 ASTS
信号系统读取链路仅一路，如果出问题，
列车的正常运营难以保证，现在我们要
优化这个系统。”靳钰说。

车载 1 工班还在发展壮大。黄瑶
告诉记者，今年年初，
工班迎来了第一名硕
士 毕 业 生 ，这 位 新 成
员名叫张甜甜，“听名
字 就 知 道 ，又 是 个 姑
娘啦。”

杭州地铁有一群95后“女医生”

爱美爱打扮，钻得了车底耐得了脏
本报记者 吴佳妮 通讯员 陈 精

杭州地铁4号线车载1工班部分成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靳钰（左）和罗念（右）正在检修车底TIA天线。 本报记者 周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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