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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路工王维先：

为中欧班列打冰
张学鹏 席 凯

1 月 8 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气温降至零下 35 摄氏
度，连续的几场雪，为张广才岭披上了一身银妆。一列
牵引着蓝色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山间呼啸而过，银白色
的大山像是围上一串蓝色的项链。

“雪太厚，大伙注意，千万别崴了脚。”7时30分，中
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工务段隧道养修工
区工长王维先和3名工友，扛着长长的打冰杆，向滨绥铁
路上的杜草隧道走去。地上的雪一踩就是一个坑，原本
不远的路，他们走了1个多小时。

“我在这干了36年，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每年这里
的雪下得最大，鞋绑得再紧，都会灌雪。”王维先用手套
掸了掸裤腿上的雪说。

杜草隧道地处滨绥铁路线上的张广才岭，始建于
1942年，隧道全长7773.5米，海拔699米，哈尔滨至牡丹
江间的普速列车，以及经由绥芬河出入境的中欧班列都
要从这里通过，日均列车通过量达100余趟。中欧班列经
绥芬河铁路口岸入境，可到达8省2个直辖市，出境的中
欧班列到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家，
运输的货品包括木材、粮食以及日用百货、电器产品等，因
此，这座“年逾”八十的杜草隧道，也是中国中欧班列运输
的重要通道。

杜草隧道地处山区，山体水量大，到了冬季，水流
进隧道里冻结成冰，倒挂的冰柱、钢轨上的冰坨会对列
车运行安全造成影响。56岁的王维先和工区的9名工友就
负责这座隧道的设备检修工作，到了冬季，每天来隧道
打冰，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列车运行时，这些冰柱会刮坏车体，轨道里的坚硬
的冰坨、冰块会让列车颠簸，都是安全隐患，春运期
间，列车开得多，中欧班列也密集，我们的作业频率由
以往的一周五次，增加为一周七次。”王维先踩着咯吱作
响的积雪，边走边说。

隧道有 7 米多高，上面挂着 1 米多长的冰柱，墙体、
钢轨里有冻结的冰坨，工人们拿着可伸缩的打冰杆走进
隧道，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一根根冰柱纷纷落下。

和别人的打冰杆不同，王维先手中的打冰锤只有一

米多长，锤头上瘢痕点点，尖利的锤头砸在墙体的冰块
上，一打就是一道裂缝，接着整个冰块也就打了下来。

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欧班列
运量从 2018 年的 16 列 1312 标箱，增加到 2022 年 884 列
81640标箱。年过耄耋的杜草隧道变得更加热闹，快退休
的王维先也更加繁忙。

每年春运，都是东北最寒冷的时节，这时也是隧道
里结冰最严重的时候，一夜间就会冻起一大片冰坨。隧
道里，隔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经过，为了不影响行车，
王维先和工友们要跑着去打冰，慢一分钟，都可能会耽
误行车。

在王维先眼里，打冰不仅是体力活儿，更是技术
活，隧道里的一根根冰柱像倒悬的利剑，稍有不慎就会
扎破皮肤。“一根冰柱打击的角度、落点位置都有门道，

打冰要斜一点，这样冰柱掉落不会伤到自己。”王维先一
边敲击着冰柱一边说。

隧道里温度达零下 30摄氏度，口中呼出的雾气在帽
子和睫毛上挂上了霜，工人们手上的动作却一刻不停，
肩膀、鞋面、裤腿上都布满了冰碴，偶尔有冰碴打到脸
上更是刀割般地疼。打碎的冰块还要装袋扛出洞外，一
袋子碎冰有 50 斤重，最多的一次作业他们要运出 10 多
袋，就算穿着两层棉袄，也都热出了汗。

“我打过最大的冰柱有一人多高，像大腿一样粗
哩。”王维先用手比划着冰柱的大小。

杜草隧道是并列着的两座隧道，分上行下行，王维
先和工友要踩着积雪，带着打冰锤和风镐等几十斤重的
工具，上午检查一个，下午返程再检查另一个，中午就
在隧道边上一座闲置许久的老房子里，点上炉子，煮些
自带的挂面充饥。

王维先明年就要退休，他的儿
子，30岁的王依成也是线路工。王
维先想把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打
冰锤再传给儿子，三代人就像平凡
的螺丝钉，拧在大山里的两条钢轨
上，守护着中欧班列的运输畅通。

1991年，一张名为 《我要读书》 的摄影
作品一经问世，便牵动了千万中国人的心，
观者无不为之震撼，甚至潸然泪下。

这 张 照 片 ， 许 多 中 国 人 见 过 不 止 一
次。黑白色调的照片里，头发蓬乱的小姑
娘，手握铅笔坐在桌前，表情怯生生的，
一双清亮纯真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流露出
强烈渴望的光芒，仿佛在替无数贫困地区
的孩子发出心声：“我要读书！”照片上这
双闪闪发光、饱含企盼的大眼睛，让许多
人无法忘怀。

自那时开始，希望工程受到更广泛关
注。希望工程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实施，是以改善贫困
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
重返校园为使命的社会公益事业。照片中的
主人公——当年才 8 岁的苏明娟，在照片拍
完后，成为希望工程的“代言人”，个人命运
也因此改变。

2022 年，苏明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30多年前，苏明娟身
处逆境；如今，她涅槃重生。30多年间，她
接过“接力棒”，努力地将善意传递下去，

“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从受益者到践行
者，苏明娟一路走来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本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坚持读书的念头像火一样
热烈”

1983 年，苏明娟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
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的农家。这里地处
于大别山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
生活在此的苏明娟一家靠打鱼、养蚕、养
猪和种田、种板栗为生，过着辛劳拮据的
生活。

1990 年，苏明娟 7 岁，到了该上学的年
纪，为了让孩子上得起学，父亲只好更辛劳
地工作。几个月后，父亲终于攒够了第一学
期的学费，把苏明娟送进了小学。

在那个年代，贫困家庭的女孩能有学
上，本就是奢侈的事情。“虽然有些困难，但
父母还是希望我上学，能够学到一点知识。”
苏明娟对记者说，“他们告诉我，读书是走出
大山的唯一途径。”

那个时候，山区教学条件不好，孩子们
的求学环境十分艰苦。

回忆起自己当年就读的小学，苏明娟
说：“我们那个校舍是一户人家的祠堂改建
的，学校没有钱给窗户装玻璃，于是就糊起
薄膜纸，冬天的时候风一吹就破。每当寒风
呼啸而进，我们都冻得缩成一团。一个班三
四十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教室
里只有桌子和黑板，我们坐的板凳都是自己
带的。”

虽然条件艰苦，孩子们读书的念头却很
坚定。这里虽然没有明亮的教室和干净整齐
的课桌椅，但有洪亮的读书声。“为了上
学，我每天要走 20 里的山路。”苏明娟说，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坚持读书的念头像火
一样热烈。”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很快将
被一张照片改变。

“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命运”

年少的苏明娟并不知道，就在她上学那
一年的 5 月，在金寨县，全国第一所希望小
学——金寨县希望小学正式成立，徐向前元
帅亲笔为“金寨县希望小学”题写校名，轰
轰烈烈的希望工程由此开端。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希望工程，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委托纪实摄影家解海龙拍摄一
组展示贫困孩子求学艰难状态的照片，以此
号召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希望工程。

1991 年 4 月的一个下午，解海龙来到苏
明娟就读的小学采访。推开教室的门，一双
在阳光下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闯进了他的视
线。“那眼神有着很强的穿透性，能够进入人
们的心灵。”谢海龙说。当握着铅笔的苏明娟
再次抬头凝视黑板时，他迅速摁下了快门，
摄影作品《我要读书》就此诞生。

1992 年 4 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把解海龙拍摄的2000张关注
贫困地区教育的照片分发给媒体，其中就包
括这张名为 《我要读书》 的照片。1994 年，

《我要读书》 被选为“希望工程”宣传照片，
也是在这时，苏明娟第一次通过报纸看到了
自己的照片。

“在小学四年级，我收到一份报纸，上面
有这张照片。老师告诉我说照片已经被用作
希望工程的宣传画了！”苏明娟说，“我也没
想到，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命运。”

照片刊登后，苏明娟收到了许多人的捐
助。“爱心人士举不胜举。”苏明娟当年的
老师傅启鹏告诉记者，当年 《我要读书》
照片在社会上引起关注后，很多人向苏明
娟提供了捐助。

第一个向她捐款的人是李万，他将自己
微薄的津贴攒起，每学期都会寄给苏明娟
100元，一直到小学毕业。“读中学时，很多
好心人都给过我帮助，有的小朋友把零花钱

寄来了，有的大学生把打工钱寄给了我。天
津一名退休老人从我读初中到高中，每年过
节都给我寄糖果和生活用品。”回想起这些，
苏明娟充满了感激。

后来又有其他捐助者捐助苏明娟，善良
忠厚的父亲对苏明娟说：“这钱我们不能要，
因为我们已经有别人的帮助了。你爸你妈还
能干活，还能养活你和弟弟。”于是，苏明娟
就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它让我懂得了爱的意义”

得到资助仅仅是苏明娟人生轨迹改变的
开始。在无数爱心人士的感召下，小小年纪
的苏明娟也踏上了公益助人的道路，至今没
有中断。

1997年，刚上初二的苏明娟，主动将资
助得来的 600 元钱汇给了宁夏的一位回族小

姑娘，帮她圆了求学梦；2002年，考上安徽
大学后，她坚持勤工俭学，把每学期 900 元
生活补贴全部转给其他贫困学生；参加工
作后，苏明娟把第一笔工资全部捐给了希
望工程，此后每月她都会捐出收入的一部
分 ； 每 年 ， 她 都 会 拿 出 1000 元资助贫困
生，从未间断……

“希望工程给我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
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它让我懂得了爱的意
义。”苏明娟说，“希望工程一直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 《我要读书》 照片和希望工程而改变
命运的，不只有苏明娟。照片中苏明娟的那
双大眼睛震撼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当看到那
双渴望的眼睛，人们内心的爱和善意立刻就
被唤起，情不自禁地想为这些孩子做一些事
情。”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刘慧教
授说。

随着希望工程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许
多 爱 心 人 士 参 与 其 中 ， 给 贫 困 家 庭 的 孩
子 带 来 了 温 暖 和 希 望 。 从 花 甲 之 年 的 老
者 ， 到 幼 儿 园 的 孩 子 ， 纷 纷 为 希 望 工 程
贡献力量。

从金寨县希望小学建立到如今，两万多
所希望小学已遍布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
下，希望工程实施 30 多年来，聚焦助学育
人目标，植根尊师重教传统，创新社会动员
机制，架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帮助
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青少年圆了上学梦、
成长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
材。希望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发
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爱与希望传递下去”

2018年秋天，苏明娟上小学的女儿在语
文课本上读到一篇课文，题目叫 《渴望读书
的大眼睛》，那是妈妈的故事。

“你看，这双大眼睛，是那样明亮，那样专
注。它注视着前方，生怕漏掉老师在黑板上写
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你看，这双大眼睛，闪烁着渴望，充满
着忧郁。虽然清晨教室光线并不明亮……”

对于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学习的女儿
而言，妈妈的故事已是遥远的过去了。经历
了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早已
摆脱了苏明娟童年时的窘境。

2001 年 1 月 1 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
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2019年9月26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
发布会上指出，中国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
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

2021 年，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0.7
万所，在校生 1.6亿人，不仅实现全面普及，
普及程度还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教育事业一起变好的，还有苏明娟的
人生。

1998年，苏明娟以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参加大会。整
个大会堂里，她是最小的与会代表。在会
场，苏明娟收到了很多鲜花、掌声和关注，
但她始终是那么淳朴本分，沉稳安静。

2002 年 9 月，苏明娟考取了安徽大学职
业技术学院金融专业，2005年毕业后，她进
入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

2006年，苏明娟和解海龙拍卖了 《我要
读书》的照片版权，所得30多万元用于援建
西藏拉萨市曲水县的一所希望小学。

2018 年，苏明娟拿出 3 万元积蓄作为启
动资金，设立了“苏明娟助学基金”，致力于
帮助更多的贫困学子，该基金筹集了约 490
万元，参与建设了5所希望小学。

多年来，在希望工程的爱与关怀下长大
的苏明娟，实现了从受助者到捐赠者的转
变。“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
伞。”苏明娟说。

2022 年，苏明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前不久，我参加了党的二十大。接下来，学
习好、宣讲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北京返回后的苏明
娟，向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班子和
全省中层干部分享了她的参会体会，共同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最近，苏明娟参加了很多线上线下宣讲
活动。每一场宣讲，她都会强调一句话：“作
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感到无比光荣，也深
感责任重大。对我来说，除了责任和使命，
还有一种传递，就如同希望工程、公益事业
一样，把爱与希望传递下去，让爱与希望生
生不息。”

“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成长故事——

“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徐 靖 杨俊峰

▶苏明娟在金寨县桃岭牌
坊小学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苏明娟参加党的二
十大期间留影。

◀苏明娟参加党的二
十大期间留影。

▲2019 年 11 月，在希
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报告会
上，苏明娟分享自己的成长
故事，她身后是“大眼睛”
女孩照片。

（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