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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这项技术，29年为全国纺织
行业节约464亿元。”2023年 11月 25
日，《余姚日报》以此为标题，再一次对
我们团队发明的色纺纱技术进行了深入
报道。当天上午，我心情激动地拿着这
份报纸，路过工人路44号，看到即将搬
迁的市工人文化宫略显沧桑的教学楼，
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段科技创新、激情
燃烧的岁月，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们这一代学历不足却劲头十足的产业
工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夜校孜孜不倦攻读
的无数个夜晚。是的，我们当时的每一
项科技创新成果，无不凝聚着工人文化
宫夜校的助力与栽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 35 岁那
年，在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上班。有一
天，厂工会组织我们参加了市总工会召
开的“学技术、学文化”自学成才动员
大会。大会就在新建的市工人文化宫大
楼举行，大会动员号召我们产业工人身
处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要学文化，学
技术，力争在生产中有所创造，在工作
中有所担当。而要作出成绩，必须提高
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参加市工人文化
宫职工夜校的学习正是市总工会为广大
职工群众提供的一个全新的学习平台。
这次动员大会让全体参会职工精神振
奋，信心倍增，也帮助大家树立了个人
发展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全新理念，
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更点燃了我
们创新创业的激情。

众所周知，我们曾是被耽误与迷茫
的一代，在年少时没遇上可以好好学习
的年代，年轻时又失去了上大学的机
会，参加工作后，学历欠缺的我们，很
多人自然成了三班制的工人。当时，随
着“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
开放大潮滚滚而来，我们感受到了“学
历恐慌”与“技术恐慌”，迫切渴望提高
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为此，我们积极
报名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由市工人文
化宫承办的职工夜校。

当时，市总工会针对各企业的生产
情况，合理安排课程，而企业也在出勤
及排班上，对职工的文化补习提供了大
力支持，总是在时间安排等方面为大家
提供帮助，为做到上班学习两不误，职
工三三两两地向班组长请个假，只要关
系到学习大计，在合理安排好自己工作
的基础上，班组长都是一路绿灯的。

当然，我们的学习热情也是十分高
涨的，每个人都相当自觉与勤奋，上课
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当时夜
校学习的课程可不止一门两门，而是多
管齐下，不仅有中学的语文、数学、物
理、化学等基本知识，还有机械制图、
化学工程等专业课程，但大家不怕基础
薄弱，一点一滴学起，互相帮助，互相
鼓励，学习氛围十分浓郁。三五年下
来，许多学员夜夜苦读的成果是获得了
市总工会职工学校初高中文化课程、机
械制图、化学工程等课程的结业证书，
这为我们从工人岗转升技术岗提供了有
力支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陈明焕的
工人，他当时30多岁，参加了锅炉司炉
证的学习培训后，活学活用，将学习中
遇到的合理搭配燃烧值不一样的煤可以
提高燃料效率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
中，并以此向厂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厂部采纳了这位工人的建议，将大同煤
和长广煤按1：1的比例共同使用后，果
然节约了成本，创造了可观的效益。

一定的文化知识积淀为我们创新创
业提供了底气，助力我们取得了一次次
的技术突破。文章开头提到的色纺纱技
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我们余姚的
化纤棉纺产业始于1960年从镇海迁来的
久丰纱厂，转为国营后，更名为余姚东
风化纤棉纺厂（余姚化纤棉纺总厂）。上
世纪80年代，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余
姚化纤棉纺总厂）已名列全国500强企
业之一，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综合
性棉纺企业。本人有幸成为这家大厂的
一名职工，因为从小爱琢磨，进厂后又
喜欢学习，就慢慢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
干。1986年，本人受余姚化纤棉纺总厂
委托，带领8名职工以及几十名十八九
岁的子女们和30万元启动资金，筹建久
丰染色厂。建厂伊始，本人便会同技术
团队一起，开始集中对棉花染色疑难问
题进行科技攻关。针织内衣使用的色
纱，是棉纺厂采用先纺后染的方法，这
个后染的生产过程中，存在有色差、次
品、来回运输等问题，特别是“三废”
排放的环保问题。

我们感觉到改造传统棉染织技术应
该是一个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机会。“敢
想敢干的人常能开创未来。如果改先纺
后染为先染后纺，是不是更有针对性，效
益也会更高？”我们下定决心，全力投入到

“棉花散纤维加工方法”的技术攻关中。
在这项技术中，我们采用了先给棉

花染色再纺织的制作工序，通过原棉直
接染色，根据不同色泽，优选染化料，
优化工艺技术参数……一系列的努力，
终于使染色棉达到了均匀和谐、亮而不
糊、鲜而不俗、麻而不板、活泼自然的
效果。纺纱过程中，团队还有效解决了
棉糖粘性可纺性等问题。色纺纱新产品
的产生，需要突破配方、染色、工艺流
程、色牢度、可纺性等方面的技术难
关。当时，在余姚化纤棉纺总厂全体纺
纱人的共同配合下，无数技术人员攻克
了一个个难关，才使这个新产品能够成
功应用到人民穿戴的衣物上。我记得当
时棉花染色中的一个重要指标色牢度，
我们老是把握不好。所谓色牢度就是染
色后不褪色的能力，最终解决了这个大
难题的就是本人一位工人文化宫夜校高
中化学班的同学张建群，他在夜校学习
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他在厂
部活性染料车间工作，我们的产品染色
后，由于色牢度差，老是交不出让客户
满意的货品。正在全厂上下焦头烂额之
际，张建群提出了采用交键剂VC的建
议，采用这个提高色牢度的助剂后，产
品的色牢度终于顺利达到了合格标准。
除了产品更“靓”，这个方法也更节能减
排，比如同样生产1吨麻灰纱，100公斤
黑色棉花和900公斤白色棉花通过混纺
制成1吨麻灰色纺纱，与同样色泽的麻
灰染色纱相比，水、电、汽等都能节省
百分之九十。按目前每年50万吨色纺纱
代替了染色纱的需求计算，我们久丰染
色厂的发明专利，每年为国家节省了10
多亿元。同时，与传统纯棉和高比例混
色织物相比，色棉系列产品成功地改善
了产品的色泽和手感，并使该专利成为
那个时代棉纺染织行业的一个科技“亮
点”。色棉这一独特的产品，由于价廉物
美，从此走出了浙江，走到了香港，走
向了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色
纺纱衣物几乎都采用了我们企业发明的
色纺纱技术制造出来的。这项发明专利
后来还获得了中国专利优秀奖和联合国
颁布的发明银奖，这也是余姚唯一的联
合国发明银奖。

而这个沉甸甸、闪闪光的奖牌背
后，我知道，绝对凝聚着市工人文化宫
夜校的灯火和那些老师们的心血！

夜校为我们科技创新添动力
杨雪涛

“我记忆中的工人文化宫”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选登
年过半百后，日子走过日子，生活越

来越平淡，心境也越来越平和。但前不
久，我在《余姚日报》上看一则消息，说是
位于阳明东路49号的市工人文化宫要
乔迁新居了，心中竟起了阵阵波澜，仿佛
突然被唤醒了一个沉睡已久的梦，一分
恍惚，几分惆怅，但更多的是一种可以咀
嚼的美好。这是因为我与工人文化宫有
过一段如胶如漆的“恋情”，这份“恋情”，
在我青春澎湃的浮躁时代，曾给了我一
份宁静又深沉的力量。

那是1991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
回到余姚工作，当时住在县东街的县政
府集体宿舍。因为刚参加工作，认识的
人不多，没什么社会交际，小城好玩的地
方也很少，下班后一般就呆在宿舍里，因
为无聊，几乎每天晚上与同住在宿舍楼
里的几位单身青年在寝室里不是侃大
山，就是下棋玩扑克，日子过得喧嚣单调
又稀碎。有一次，我们忘乎所以，打扑克
竟打到了午夜时分，一位牌友因为打出
了一张好牌，激动得在大呼小叫之余，还
重重地在地上蹬了几脚，一下惊醒了在
楼下住着的一位组织部的老领导。他披
衣上楼，推开了我们的寝室门，严厉呵斥
我们“玩物丧志”，最后语重心长地劝我
们：“小伙子，你们每天晚上这样可不行
啊，要珍惜时光，趁年轻要多看看书，多
结识几位朋友，隔壁的工人文化宫就不
错。”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听进他的
话，反正，我是听进去了。第二天晚上，
我踏着淡淡的月光，急冲冲地到工人文
化宫去了。

那时候的工人文化宫真是热闹，好
象就是年轻人的“欢乐大本营”，灯光滑
冰场上闪动着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四楼
的“白天鹅”舞厅传出一支支欢快的舞曲……

我不会跳舞，也不会滑冰，我最大的爱好就
是看书，因为我从小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因
此，我就径直到了工人文化宫二楼的图书阅览
室，琳琅满目的书报刊一下子就点亮了我的目
光，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仿佛是我找到了一位
心仪的姑娘。我知道，我与工人文化宫的一段

“恋情”开始了。
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从1991年

金秋到1995年冬，每次坐在工人文化宫图书阅
览室，我就像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静心屏息
面对着一排排琴键，等待着我去弹奏美妙的音
符。这个时候，我总感到一种内心的宁静，窗外
的喧嚣在我书页的翻动中早已悄然远去，我的
目光在字里行间中欢快地穿行，我的灵魂仿佛
在文字编织的绚丽天空中飞翔。

或许有人说，读书是一件寂寞的事，但在这
种寂寞里我享受着一份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

那一本本书中，我读到让人震颤的文
字，就像我在茫茫人海中，通过书遇到
了一个个让人怦然心动的人，无论是伟
人明星，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还是农
民，他们以自己的脚印、呼吸、语言、行
动、汗水，以及奉献的心，抒写着自己的
人生，有的精悍如一句格言，有的丰富
如一部史诗，有的严谨如黑格尔的哲
学，我读之，体味之，涌上心头的不仅仅
是一声叹息，几许欣喜，还有在无形之
中给予我们一种审美享受和做人的精
神陶冶。一部厚实壮阔的传记，就像一
个品行高尚的人，读着他们在阳光里日
益挺拔的背影，我会感到一种人格力量
和生命意志的上升；一部装帧典雅的抒
情诗集，就仿佛是一个心灵纯洁的人，
坐在灯下翻阅，就会感到有一束温暖的
光芒穿透你、朗照你，让我迷醉神往；一
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恰如一位知识
渊博的老人，为我推开了一扇目光辽远
的窗户，望见远古熊熊的篝火和跨越时
空的七色彩虹；一部情节曲折起伏的小
说，无疑是一个命运坎坷但依然坚定人
生的人，在其扣人心弦的历程中，让我
感受到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艰辛以及
幸福……是的，通过书，我真正感觉到
我的灵魂在诗意地栖息。“神驰八极，心
游万仞”，灵魂在文字的潮水里穿梭，最
后洗涤而出。就像一位当地的诗人所
写的那样：“凝视，静听风语/震撼了人
心/细想，彼此是怎样的存在/看似平淡
苍凉，更多的是一种启示。”

阅读，让我开拓了视野，也无形之
中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有一次，我在
图书阅读室里，读到了著名作家史铁生
的散文《我与地坛》，心中有一种被刀划
过的疼痛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篇叫

“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的读后感，也斗胆投到
了《宁波日报》上。当时《宁波日报》正在举办读
书征文比赛，此文不但发表了，最后还得了一个
一等奖。

这件事，大大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和写作
热情。此后几年里，我工作之余，一边读书一边
写作，写下了十多万文字，其中不少在宁波级以
上的报刊上发表。在这份成绩表上，我知道，凝
聚着工人文化宫图书室赋予我的一份信心和力
量，这也许就是我与工人文化宫结出的“爱情结
晶”吧。

四年之后，我真的恋爱结婚了，也搬出了县
东街的集体宿舍，住到南园新村去了。尽管南
园新村离工人文化宫有点远了，但在我眼中，工
人文化宫还是那么近，因为在那里留下了我青
春最美好的时光，因此，当今天我得知它要乔迁
新居的消息，我心中激起的波澜确实久久不能
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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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工人文化宫移新了，移到南兰
江畔有江流、有草坪、有健身设施、有
宽阔停车场的地方，内心是喜悦的开
怀，更有恋旧的情怀。喜的是在市政府
的重视和关心下，姚城人民有了更美好
的享受娱乐活动的地方，恋的是旧工人
文化宫曾留下我青春年少时的一抹芳菲。

一杯清茶，几颗话梅,我静默而坐，
把时光指针调拨到36年前。

那时我刚入高中，读高一，16岁。
16岁的年纪，是杜牧笔下“豆蔻梢头二
月初”的年纪；是邓肃诗中“花间蝶梦
想翩翩”的年纪。16岁，是常常将“理
想”当棒棒糖的年纪；是既想豪情放歌
又常多愁善感的年纪。

我不例外，甚至于更甚。那时寄宿
在学校，晚饭后至晚自习前的这段时间
是一天中最娴静、最能让身心放空的时
段。我常常在教室里静坐独思，用笔书
写我的“凌云壮志”，描绘我的“斑斓梦
想”。

那是一个春日的傍晚，春雨淅淅，
空气清润，我也诗兴大发，进入佳境。
沉浸在自己创设的“美好意境”中,此时
我的语文老师凤翔先生进入教室，看到
我在写东西，兴致勃勃地要看我的作
品。我略带羞涩地呈给他看刚才写的一
首诗《春雨》。

凤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文老
师，在我们学校里是出了名的爱看书、
爱买书的“嗜书达人”。他在语文课上经
常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凤翔老师看了我的诗作后，大加赞
赏，给了我很多赞扬与鼓励的话，末了
他说：“你挑两篇诗作，我推荐去投稿发
表”。那时候，青春年少的我正每天做着
作家梦，听到“发表”两字，我的眼睛
瞬间就亮了。

周末回到家，我买来方格稿，非常
端正地在稿纸里誊写，那份虔诚就像在
雪域高原的圣湖玛旁雍措里洗浴的少
女。第二个星期，我把那天傍晚写的一
首诗，加上以前写的一首，交给了凤老
师。

大概一个月半后，在一节语文课

上，凤老师带来两份我的诗作变为铅字
的珍贵报纸，还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
我赫然看到报纸上大大的刊头“工人文
化宫”。五个字确切地说，按照如今的理
解，它并不是一份正规的面向社会发行
的刊物，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交流的“小
报”，或者称作是内刊。上世纪 80年
代，工人文化宫就有自己印刷的“报
纸”，在普通大众的眼里，绝对不亚于一
张《工人日报》。可以想见，这股力量，
这份厚植，这种氛围，是何等令人震撼！

“报纸”是白底黑字，4 开的纸
张，当时流行的铜版纸制作的，不同于
如今广泛采用的新闻纸。凤老师将这一
消息传达给全班同学，并说我是全校第
一个发表习作的学生。凤老师让我在全
班同学面前朗诵了变成铅字的诗歌，引
得同学们鼓掌喝彩。

课后，凤老师把那两份报纸交给我
珍存。看到自己的“大名”赫然印在报
纸的上端，我心里无比激动，似乎我的
作家梦开出了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整一
个星期我的心儿就像在春天开满鲜花的
芳菲中。

大概两周后，我意外收到一封陌生
的来自高年级学长的“交友信”，信中说
他读到了我发表的诗歌，很喜欢我写的
这两首诗歌，他也非常喜欢写诗。在信
的末尾，他说：“希望我们在文学上相互
探讨、共同进步，成为永远的朋友。”

原来凤翔老师不仅教我们这年级语
文，他还教上一级学生语文。凤老师将
我发表的习作念给高年级学生听了，引
来一位同样喜欢文学、爱好诗歌的学长
的共情，他就悄悄给我写信。

青春年少的我矜持又羞涩，心儿砰
砰跳过之后，就冷静思考。然后我写了
短短几行字回复：“现在我们都要向着考
大学的目标奋进，等我们考上大学，再
可以谈文学、谈理想、读诗歌。”那位男
生知道我是委婉地拒绝了他，从此也就
不再给我写信。如今，这只是依稀的有
关青春的记忆，我倒是早已忘记那男生
叫什么名字了。

《工人文化宫》小报上发表的处女

作，是我走向文学之路的星辰，引领我
遨游在文学的海洋里，驰骋在文学的蓝
天下。我当上了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
参加了学校的小草文学社，社长就是我
的凤翔老师。每年校运会，我积极撰写
赛事信息向广播站投稿；也积极参加学
校里的征文活动与文学常识竞赛。从
此，我会写文章也渐渐传开了，而且周
围的同学给我一个雅号“才女”。

因为《工人文化宫》这份报纸，我
踏进了位于工人路44号的工人文化宫。
在那里我有缘认识了编写这份报纸的楼
剑刚老师，当时他已经是余姚小有名气
的作者、编辑。后来楼剑刚老师还参加
了我的婚礼，他送给我的结婚礼物——
保温炖锅如今还在。每每看到这锅，我
就想起36年前那一抹青春的印记。

日后我又在《工人文化宫》上发表
过几篇小散文。“工人文化宫”这五个字
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鼓励我今后在
文学道路上继续探路前行。

虽然我并未如青春所愿实现当作家
的梦想。但是这么多年我依然没有放弃
文学的爱好。因为从“工人文化宫”起
步，我结识到更多的余姚文学圈里的编
辑和老师，也把稿件投向了更广阔的天
空。我的生命也变得充盈而润泽。

我也得到了文学给予我的恩惠。日
后，我从教师岗位转行到行政机关，一
直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遇见的过程，
就像我同《工人文化宫》的偶然相遇。
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会都有不同的意义，
引领我们走向人生不同的风景。

“追光而遇，沐光而行；心之所
向，素履以往”，工人文化宫，就是我心
中的一束光，从青春时代一直到如今两
鬓斑白。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绘青
春：“青春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它盛
开在我们内心深处，永远照亮我们的生
命。”

我想把它借用在我对旧“工人文化
宫”的深深眷念之中，因为它也盛开在
我的内心深处，永远照亮我的生命。

那一抹青春的芳菲
俞彩霞

2024年4月15日，全新打造的余姚市工
人文化宫搬迁至余姚市兰江街道南兰江西路
360号（五一文化公园内），家住江南的我经
常会经过五一文化公园，与工人文化宫的亲密
接触几乎近在咫尺。近40年的城市发展，工
人文化宫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余姚职工群众的期
许和成长，从初识到相知，再到相惜，我对工
人文化宫的感激、信任和祝福一直在线……

初识
初识余姚市工人文化宫，是随先生工作调

动从家乡四川来到余姚的第二年。新世纪即将
到来的2000年前夕，我工作的单位——余姚
市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始启动对职工计算机能力
的培养，当时，单位只有个别从事信息化管理
的职工会用、能用计算机。那时的我们，年
轻，求知欲强，正处于接收新生事物的好时
机，第一次接触并学习使用计算机就是在余姚
市工人文化宫。

第一次走进工人文化宫机房时，感觉非常
奇妙，既新奇又震撼。一台台整齐的电脑前
面，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认真、专注，
大家都非常珍惜总工会为企业职工提供的学习
机会和场所，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
求……我和许多年轻的同事一样，经过学习、
练习和考核，顺利取得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合
格证书。在后来的工作中，从无计算机，与同
事共用计算机，再到人手一台计算机，计算机
的普及越来越快，我们对计算机的依赖越来越
高。无论我现在和将来使用计算机如何的频繁
与娴熟，毋庸置疑的是，我的计算机运用启蒙
学习是从余姚市工人文化宫开始。

相知相惜
我的工作单位搬迁至宁波后，每天奔波在

宁波、余姚两地通勤的路上，属于自己的时间
少之又少，与工人文化宫的交集渐渐生疏。直
到儿子考上心怡的大学去了外地，为工作、生
活忙碌了许多年的我突然多出了大把时间。
2019年秋天，和我有着相同感受的儿子高中
好友的妈妈来邀约我，一起参加总工会姚工学
堂的书法班，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余姚市总工会
举办的公益课堂，这一学就与姚工学堂结下了
不解之缘。姚工学堂由工人文化宫承办，从
此，每年的春、秋两季班，在一年中最好的时
节与工人文化宫相逢，参加书法、国画、工
笔、彩铅、瑜伽等课程学习，偶尔还参与插
花、电商等体验课程。在姚工学堂，先后受教

于余姚几位知名的书法老师，年长的许老师、
美丽的宋老师、严苛的方老师，从楷体到隶
书，在老师们的耐心指点下，再度拿起生疏多
年的毛笔，认真观摩、练习，慢慢地找回一些
运笔、用力的手感，毛笔字也一点点的有了进
步。第一个秋季书法班六节课结束时，已进入
寒冷的冬季，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作品展示的家
庭作业。虽然重温习字的时间不长，自信心不
是很足，但还是认真地写了一幅字。

几年过去了，我成为了姚工学堂的忠实学
员，陆续参加了瑜珈、彩铅、写意和工笔画培训
班。令我感动的是，这幅曾经练笔的书法作业，
仍然展示在书法教室的正面墙上。每次经过书
法教室，我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对工人文化宫的
感激之情就会加深几分。随着姚工学堂知名度
的提升，新学员不断增加，以致后来一开班就得
上闹钟抢课，有的抢手课程几乎是秒光，足见职
工群众对姚工学堂的喜爱。当我把满意的作品
分享给儿子观摩时，他每每都是赞赏。在工人
文化宫姚工学堂的熏陶下，我的认真、努力有了
回报。2022年春节前夕，余姚市总工会在“姚
界”客户端展示姚工学堂学员迎春书画作品，我
的习作写意花鸟画被选中展示。

姚工学堂就像一座才艺大观园，通过姚工
学堂，我与工人文化宫相知相惜，业余生活也
变得更加充实有意义。

相信与祝福
时间如沙漏，以为漫长其实也转瞬即逝。

后来，工人文化宫热心老师建立了微信活动
群。这些年，通过群通知，我参加了“共享读
书 越读越快乐”——余姚工会“同读一本
书”活动，在班长、志愿者的激励和敦促下，
每天按照提示打卡并有计划地阅读，记录下当
天点滴读书感悟。在世界读书日读者见面会
上，与获奖作家面对面，听叶兆言先生讲小说
创作心得，和书友们交流读书体会。我与工人
文化宫的互动与日俱增，收获也越来越丰。

如今，坐落于余姚五一文化公园内的工人
文化宫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她现
代、时尚，她宽敞、整洁……

新地标、新变化、新起点，相信搬迁后的
工人文化宫一定会有新的作为。

祝福余姚市工人文化宫，在美丽的姚江
畔，开出更加绚烂的文化之花。为姚城培养出
更多才艺出众、品性俱佳的职工群众，为提升
城市品做出更大的贡献！

漫漫人生路 有你相伴真好
张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