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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采访时间：2019年7月30日
采访地点：泰安长城路6号圣地公寓

办公室
采访人：王雷亭 亓华 孟晓军 张

连兵
整理：张连兵 王雷亭
王雷亭：您是泰山中天门索道改造的

主角，您经历过哪些难忘的事情？
徐培生：泰山中天门索道改造是在

2000年，是泰建公司改造的。领导小组组
长是郭正一，我是副组长，主要负责运输
工作。

运输的苦头大家都知道，从中天门索
道站到朝阳洞，是4、5、6号支架，跨度是
600米，下面很深，还跨着公路，当时把我
愁坏了。最重的件是4.5吨，就是上边的
减速机。现在的货运索道能拉五六吨，当
时拉4.5吨就有压力。在现场会上，领导
专门提出问题：运输怎么办？4.5吨的大件
能不能顺利运上去？我说试试，领导说：

“试试不行，有把握吗？”我当时说“行”，但
心里不大得劲，就是这样表了态。

怎么设计这条货运索道方案呢？第
一，我借助了原有两个支架；第二，因为支
架承载压力太大，我就在两个支架之间设
计了一个悬臂梁。搞机械的都知道，我设
计这个悬臂梁，上面拉绳，下边卡到支架
上，帽檐山的两跨就过去了，事情就这么
解决了。

在吊上物体时，600米跨度，挠度不能
高于5%。有挠度不要紧，向上运送是可
以的，但一过支架，一接触硬轨，牵引绳余
量就要往上跳，跳到50多米，牵引索和承
重索缠绕到一块，会出安全事故。这件
事，让我很挠头。

那时吃住都在山上，在站台旁边支个
小桌吃饭，因为到了雨季，山上经常下
雨。当时就是这么干的，急得我够呛。这
是改造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公司领导
现场挂帅，郭正一是组长、公司副总经理，

他去了上站负责，段衍海是公司的一把
手、公司总经理，他和我负责下站。最后
上站利用了14吨的卷扬机牵引，总算把几
个大件运上去了。

王雷亭：您当时是何职务？听说改造
过程中索道绳安装也遇到了问题。

徐培生：我当时担任索道安装公司经
理，负责运输。按正常工期，这种工程最
短要半年，咱的工期太短了，从2000年5
月15日停车，到10月1日运行的，才4个
半月，还包括上下站锚固墩老基座的爆
破，当时聘请了山东矿院的专业队伍实
施，锚固墩不好爆，是通过打眼静态爆破
的方式处理的。

再说说索道钢丝绳的问题，当时我们
和多贝玛亚合同签订的设计方案是下站
向上延伸16米，上站向下延伸18米。由
于有关院士对索道建设的争议，后来重新
修改了方案，把向站房外延伸长度延到原
有的站房内，这就导致进口索道绳不够
长，放绳过程中，又出现了几个问题。

由于挠度，绳子是向下垂，绳子挂到
承载索上怎么也拉不动了，这是放索时发
生的事。当时我说，不能动，先查明原
因。到了第二天早晨才检查出是牵绳挤
到原承载索底下去了，出事地点在朝阳洞
下边。我们先想办法挑开，再用倒链拉出
来，总算解决了问题。

我们干了一整天才把绳子放到上站。
当时我写的方案是用两个防转器，但到了
上站口防转器过不去了，先要保住钢丝绳，
然后卸下前边的防转器，拐过弯后再装上，
这很费劲，弄了一整天才牵过迂回轮。晚
上接着干，继续放绳子，到了晚上12时，绳
子离下站的站房还差60米，这时索盘钢丝
绳还剩9圈，有人说剩5圈也没事，但这事
我不敢办，我说：“绳子不够长，不能放了，
一旦跑了绳就是车毁人亡的事。”这是第二
天晚上发生的事。其他人也都很着急，绳
子怎么不够长呢？我说，“支架向上延伸16

米、向下延伸18米，还要双向乘2，本身预
留了100米，现在还剩60多米，60米进了
站，盘上没绳子了，如果钢丝绳跑了，就是
车毁人亡的大事。”

我当时在中天门急得直转圈，但不能
光转圈，还得积极想招，当时徐培清说抬
盘绳子来接住，相当于加长绳子。也只有
这个办法了。晚上来不及编结两股绳子，
我们就找来两个大卡子，把两股绳子接在
一起，这边放那边送，放完这60米时已是
凌晨3时。我已经两夜没合眼了，但再困
也得把绳子紧起来才能放心，紧完钢丝绳
后，钢丝绳还剩17米。

对于泰山索道改造的整个过程，我是
最清楚的。1981年第一次建设索道，当时
的索道公司经理是石贞文，他是主要负责
人，作了很大贡献。第二次改造是以我为
主。当时的索道建设很麻烦，整个泰山索
道的发展就是这个过程。泰安索道就是
这样安装起来的，培养了一批索道安装、
管理人才。

王雷亭：采访陈广武时，他说释放索
道缆绳费的力气很大，不能拖到地上走，
怕损伤索道，关键是两根索绳怎么连接才
安全可靠，是通过热熔还是其他方法？国
产索道绳质量是什么水平？

徐培生：两根索绳连接采用的是编结
方法，编结长度是按照绳子直径的1200
倍，将两根绳子搭接起来，这是一套工艺，
在我们这边已经很成熟了，这个没问题，
接头你们看不出来，我们能看出来，绳子
分6股12头，8股16头，编结时要把绳芯
取出，把接头塞进去。

目前国产索道钢丝绳质量还不行，不
是钢材质量的问题，国产索道钢丝绳是采
用塑性较高含碳量很低的锰钢，含碳量高
了硬度就大，肯定不行。第一个问题是目
前我国对拉丝退火的温度点掌握得不够；
第二个问题是对绳芯作用认识不到位。在
制定报废钢丝绳标准时，我和鞍钢钢丝绳

厂技术部争论过，他们认为绳芯就是储油
作用，其实绳芯可不光是储油，还有支撑股
绳的作用，咱们对这方面不够重视。

国外是怎么做的呢？瑞士的钢丝绳
用了一种熔点较低的聚乙烯材料，先把
股绳的捻距压出来，然后通过大盘合股，
在合股过程中，在大盘中间用火焰加热，
绳子一绕股，就把融化的聚乙烯挤到绳
子缝隙中去了，固结后较硬，防止股绳之
间的接触。第二种是尼龙纤维的，这种
绳子通过急速加热后也能防止股绳之间
的接触。

中国的钢丝绳没有这个工艺。索道
用钢丝绳延伸率不能大于1.5%，而我国的
绳子达到了5%。目前较大索道及脱挂式
索道很少用国产的绳子，国产绳子每吨价
格1.4 万余元，进口的5万余元，这就是
差距。

王雷亭：没想到一根索道缆绳技术含
量这么高。有了建设索道的经验后，以后
您又承接了不少索道安装工程吧？

徐培生：有了上述索道安装施工经
验，以后的索道业务逐渐增多了。就索道
安装施工来说，没有泰山索道，就没有专
业成熟的索道安装队伍形成，过去泰安没
有专业索道安装公司，当时的施工队伍是
泰建水电安装队。

泰山索道安装好后，于1983年8月5
日开始通车。索道安装工作之后停了几
年，直到1992年，泰安索道公司承接了石
家庄抱犊寨索道，那是石奉强设计的。
1993年泰山桃花源安装第二条索道，是与
石家庄一起搞的，当时刘振才是索道安装
处处长。

当时比较专业的安装队伍在辽宁葫
芦岛，葫芦岛有一个钼矿，资源已枯竭，只
留下了管理维护货运索道的一帮人。当
时还没有进口索道，在上世纪90年代初，
安装队伍很少。

那时我们公司在泰安名气不大，但中

大型的、难度大的索道安装工程都是我们
公司干的，因为圈子里都知道这支队伍能
吃苦、能打硬仗。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这
支队伍一直没散。

之后，公司又修建了吉林北大湖索
道、安徽天柱山索道、黑龙江亚布力索道、
武汉汉江索道等。

王雷亭：问您一个问题，您一共安装
过多少条索道？

徐培生：在2018年统计时，全国正在
运营的索道有960条。我们公司有3个分
公司，实实在在地说安装了300多条，占
30%—40%的份额，我参与的有 100 多
条。进口索道安装得多，接近70%，国产
索道安装得少。

王雷亭：现在咱公司在全国的索道维
保业务做得怎么样？怎么应对人才流失
问题？

徐培生：说实在的，我们每年维修保
养业务量很大，索道运营一段时间就需
要维保。现在全国的索道运营单位都配
有保养人员，但他们的专业性比较差。
国家有规定，索道维保必须由专业队伍
来做，所以维保、换索还离不了我们。专
门搞维保的队伍，现在中国还没有。现
在的维保无论大型的还是小型的，都需
要招标。

人才流失是个大问题，需要解决。现
在各索道单位的保养人员中，有50多人是
从我们单位出去的，这让我们很头疼。很
多地方都有我们的员工，嵩山、蒙山、八达
岭等都有我们的员工，西双版纳野象谷还
有我们的3名员工呢，从泰安这支队伍出
去的人才不少。

说实在的，培养人才不容易，可是在
市场经济中没有办法。我希望公司改进
一下管理理念和方式，留住专业人员。

本文摘自《泰山旅游四十年口述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王雷亭
主编）

一位哲人说过，感恩是一种品质。感
恩的心，年轻常在；感恩的人，快乐相伴。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总有许多温暖的
人和事不断敲打着我的心灵，让我心存感
恩，丝毫不敢懈怠。而在这些人和事里，
时时触动我心灵深处的莫过于家乡给予
我的关怀、培养和动力。我出生在泰山脚
下、肥桃之乡，是汶河的水滋润我成长，淳
朴的民风伴随我左右。我曾暗下决心，长
大后一定尽力为家乡做些事情。

2017年 9月，我成为吉林大学历史
专业的研究生。闲暇之余，我经常和导
师、同学碰撞思维，展望未来，畅想将来
的生活。一晃到了2019年10月，老家同
学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告诉我，山东选调
考试提前了，我连忙察看了公告，当看到

家乡有适合历史专业报考的公务员岗位
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到
从小生活的环境，接触到的前辈和玩伴，
还有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梦想，我辗转反
侧、彻夜难眠。于是，我匆匆收拾好行
李，返乡备考。

2019年12月4日一大早，我下了火
车，仰望着熟悉巍峨的泰山，不禁感叹，有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呢？报名、考试、考察
等梯次推进，2020年8月，我很幸运地成
为泰安市民政局定向选调生。

胡适先生说过，“怕什么真理无穷，进
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正道出了学习的
真谛。

记得在新入职选调生培训班开班仪
式上，领导叮嘱我们，要勤于学习，及时由

学校中的“大学生”转变为基层实践中的
“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角色的转变使
我忽然缺少了底气，才疏学浅，能否尽快
适应新的岗位，我着实无把握。

按照组织要求，新入职选调生必须下
派两年，我被分配到泰山区上高街道小井
村工作。第一天报到时，我瞅着领导办公
桌上的一大摞工作笔记，意识到要想尽快
熟悉农村工作，就得少说话、多做事，多向
身边的同志学习。我从遇到的每一个细
小问题着手，积累经验，见贤思齐，取长补
短。渐渐的，我的内心变得充实，精神变
得富有，性格变得豁达，成长的快乐和收
获的喜悦使我对基层工作产生了深深的
依恋和感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不
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用心去耕耘、

去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在一次英语能力强化班上，授课老师

提问英文单词“impossible”的汉语意思，
班上有人给出的答案是“想好事”，在场的
师生们直呼接地气。在基层，俯下身子很
关键，要从群众的角度想问题，说群众听
得懂的话，才能开展好工作。在完成本职
工作的同时，我有幸得到了很多培训和学
习的机会。半年来，我深感“有为也有
爱”。因为感恩，所以眷恋；因为感恩，所
以努力。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让梦想升华，才
能走向自己梦想的诗和远方。此时，母校
的校训再次萦绕在我耳边：求实创新，励
志图强。

春回大地，柳绿花红又清明。按乡
俗，寒食节这天，我去母亲的新坟添新土。

20年前，父亲病逝，2019年寒衣节，
母亲驾鹤西去。为新坟扫墓，凭着童年的
乡下见闻和婶子大娘的嘱咐，我准备了糕
点、水果、菜肴、烟、酒、茶、香、火纸等

供品。
2020年4月3日，我从泰城赶
回10多公里外的故乡时，太

阳才在东山头露出半个
脸庞。新冠病毒虽

没来过俺村，

邻家三婶出门还是戴着口罩、防寒帽，“大
侄儿，回来哩……”三婶韵尾细长的乡音，
听起来格外亲切。她见我手提上坟的供
品里有火纸，绷着脸対我说：“老大，我跟
你讲，咱村大喇叭里说了，清明防火防大
气污染，谁家上坟烧纸和在野外烧柴火一
样，罚款。”母亲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
姐妹5人，我是长子，给新坟添新土的事，
几天前已分别通知了亲友。我作为召集
人，“思双亲忧心忡忡，掩重门泪眼蒙蒙”

“怕伤情哪能不伤情，忌清明还得祭清
明”。眼下，我进退维谷。

第一个赶来扫墓的亲友是我嫁到邻
村的小妹，见我左右为难，

妹说：“你

能打电话让亲友来，就能打电话让他们不
来。疫情期间，少上一次坟，少在一起吃
顿饭，亲情不会减。”谢罢亲友，我指着准
备了几天的供品问小妹：“这些怎么办？”
妹说：“这个简单，咱像年除夕请家亲那
样，把双亲请到家里来。”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从不信鬼神，随
乡俗祭奠双亲，是为了寄托哀思，不忘“父
母情，情深似海；养育恩，恩重如山”。我
在院内高高的井台摆上供品，妹半跪在地
上拿树枝画了个开口圆圈，手悬火纸念念
有词，平时就磨磨叨叨的小妹，一脸泪水、
一脸虔诚。念叨完，妹示意我点燃火纸。
我说：“咱在家也别冒烟了，学学林区人，
明天清明，把纸压到坟上去。”

风雨寒食过，故乡山阴梨花正盛开。
清明这天，我和小
妹在父母坟前磕
过头，捧上土，学
着林区人，在坟顶
压了几张火纸，代
替烧纸焚香。待
到 2021 年 梨 花
白，再来如此祭双
亲。这样做，既了
却了俺的心愿，又
防了火灾和大气
污染。

北方的冬树
□刘培军

北方的冬树
叶落了

瘦、黑、光的枝干
立着、伸展着，一身坦然

曾经的伤疤、被人斧斫的痕迹
裸露、还原
铮铮的真实
无惧再现

细细的末枝
构思着不同的形状，或直或弯

千手观音将纤纤玉指轻弹
勾勒出半空水墨篇篇

枝叶虽已凋零
根，却在雪水浸泡中涅槃

曾经的，无需理睬
绿叶翻飞、随风劲舞才是胜利的期盼、呐喊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泰安市索道安装公司原经理徐培生访谈录（中）

感恩前行 追寻诗和远方

待到春回梨花白

□刘晓琦

□赵家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