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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个新起点
——记西铁分局西 安 建筑段 董 玉 麟

秦公 宣

他参
加工作三
十多 年
来，曾 十
六次改变

职务 ，然而每次变动 ，都
成了 他前进 的新起点 。

十八岁 时 ，他 做 工
会和团 的工作，后来 ，
组织调他去搞铁路运输
工作 ，他 就 又 从 新 开
始，自 学完 了 《铁路运
输行 车 组 织 》、《铁
路行 车 组 织 》和 《铁
路车站及枢纽 》等 大 、
中专课程 ，并具备了一
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在
铁路局 的专业技术统考
中，他连续三年取得满
分，于是被调往某中 专
任教 。在此后十 年 中 ，他
主编有 《车长工作 》、
《 调 车工作 》、《值班
员工作 》和 《扳道员 工
作》等 四本教材。一九
六五年，他 又受人 民铁
道出版社委托 ，为全路
编写了 《运 转 车 长 工
作》一书。就 在他 自 学
初见成 效 之 际 ，那 场

“ 史无前 例”来 了 ，他 便
被视为 “臭老九”，在
坐“喷气式”后 ，调至
铁路建筑部 门 工作 ，忍
痛与他 酷爱的铁道运输
专业告别 。

建筑工 地 ，一片 混
乱。他看 到人 力、物力
的巨大 浪 费 ，十 分 痛
心。是一个偶然 的机会
点燃 了埋在他 心 中 坚持
自学改进工作 的火 种 。
事情 是这样 的 ：

七一 年春 ，他 同 工
人正在西安 火 车 站 劳
动，突然 ，一声刺耳 的
汽笛长 鸣 ！这表示着 铁
路出 了 事故。工人告诉
他：“火 车头掉道啦 ！
八个车轮都 掉 在 了 地
上。”并说：“董老师 ，
你去看看 吧 ！这 是你的
专业”。他很想去 ，但
却不 敢去 ，因 为怕被扣
上“想灭工 人 阶 级 志
气。长 ‘臭 老 九’威
风”、“不老实接受再
数育，又想在工人阶级
面前露一手，耍威风”
等罪名 。便一步也未离

开“劳动 岗 位”。一百
多名 职工、技术人 员 ，
围着 火 车头展开了 紧张
的起复工作。他人 虽未
去，但痛苦与焦急的心
情，如 火灼般 难受。他
日夜 自 学 的专业技术 ，
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的 、
知识 ，此 时却无用 武之
地。他不停地伸手看表 ，
一分 、两分 、三分……已
一小时 四十 分 了 ，火 车
头仍然

“ 卧”
在地上
。 他 明
白，超
过两 小
时不能
起复 ，
就要算
大事故
了。内
心焦 急
万分 ，
心仿佛
被撕碎 ，泪水夺眶而 出 。
他横下 一 条 心 ，毅 然
钻进 了脱轨的火 车头底
下。一眼就看见 了未能
起复的症结所在，由 火
车头底下钻 出来后 ，他
心里已决定好排除故障
的方 案。然后胆怯地向
起复指挥 员 提 出：“可
以试试吗？”在连续起
复均 失败的情况下，指
挥员一言未发 ，默默地
将指挥权——信号旗 、
口哨交给了董玉麟。他
迅速 做 了简 明 部署。仅
用了 七分 钟 ，没有用 任
可吊抓设备，使火 车头
利用 自 身 的力量，从地
面开到 了钢轨上 ，一次
起复成 功 ，恢 复 了 运
行。围 观的 职 工 沸 腾

了，将他 团 团 围住 ，鼓

掌、握手、拥抱……
这鼓舞 ，使他 顿 时

感到 了人民 的信任 ，祖
国的需要。他深信学 得
知识 在 ，报国 必有时 。
他再次决心 从新 的起 点
开始。

结合新行 业 ，坚 持
自学 《管 理 学 》、
《 现代化 管理基础 》等
书。使他又一次进入一
个新 的领域 。他将所学
的知识 与生产紧密地结
合起来选 题 、实践。近
年来 ，共研究 出五项 管
理成 果 ，被评为铁路局
级优秀成 果五项 ，省 、
市级优秀成 果四项、国
家级优秀成 果二项。发
表论文两 篇 ，在省市级
以上刊物 中 发表工作研
究性文 章三篇 ，连续三
年被铁道部评为质量管
理先进个人。八三 、八
四年曾 两 次赴京同著名
科学家会见 、座谈。其
间，还受到 了 国 家领导
人的接见 。

不少同 志 和 朋 友
见他十六次改变职务 ，
但他 没有因职务的改变
而由 内 行 变成外行 ；也
看见他三次大改行 ，三
次从头学起 都 获 得 成
果，特别 是得知八十 年
代曾 四进 中 南海 ，五进
人民大会堂之后 ，仍努
力工作 和学 习 时，不解
地问他：“怎么能取得这
样的成绩呢？”他 的回 答
是：智 慧在于学 习 ，聪
明出 于 勤奋 ，力量在于
信心 ，一切为 了人 民 。

最近 ，他 又改任办
公室 和段调度长职务 ，
他满怀信心地表示 ，一
定要再创好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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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 须 有 “牛 ”劲
马力

“勤 能 补拙是 良训 ，一
分辛若 一 分 才”。谁 希 图 在
做学 问 时 不 费 气 力 ，舒 舒服
服，谁 就将一 事 无 成 。笔 者
深感 自 学 的 生 涯 确 实 很 辛

苦，往 往一 分成 绩 的 获得 ，需 要 付 出 九 十 九 分 的
汗水。其 状很像那 辛 苦 荷 重 、勤 恳拉 车 的 老 黄
牛，脚 踏 实 地 ，一 步
一个脚 印 ，在 身 后 留
下深深 的 足迹……

学而 无 恒 ，半 途
而废 ，是 自 学 的 大
忌。自 学 的 道路 又 是 漫 长 曲 折 、困 难 重 重 的 ，
诸如 ：工 作 的 繁 忙 ，家 庭 的拖 累 ，环境 的 干扰 ，
以及精 神 上 的 疲 劳 ，功 课 中 的 疑难 等 等 。试
想，如果 没 有 一 股 坚 韧 不拔 、不 懈前进 的 “牛
劲”，能顺 利 到 达 目 的 地 么 ？所 以 学 学 老牛 一 息

尚存拉 犁拉 车 决 不 松 套 的 “拗 劲”，就很 有必
要，那 些 成 功 的 希 望 和 长 足 的 进 步 ，往往存在
于“再 坚 一下”之 中 。

常言 “有 所 得 必 有 所 失”。要 想 自 学 得一
点科 学 知 识 ，就 需 要 付 出 一 些 代 价 ，甚 至 需要
一种 牺 牡 个人生 活 安 乐 的拼 命 精 神。比如 ，学
习中 想 有 点创见 或 搞 点 发 明 ，就 不 能 迷 信 权

威，盲 从 书 本 ，得 有
点“初 生 牛 犊 不 畏虎 ”
的劲 头 ；眼 前 的 “实
惠”动摇 了 学 习 的决
心时 ，就 得 想 一 想

“ 吃 的 是 草 ，挤 出 来 是 奶 、是 血”的 孺 子 牛
精神 ，不 能不 做 出 一些 “多 贡 献 ，少 索 取”的
牺牲；身 处 逆境，学 习 受 到 讽 时 ，则 需去学
学那 任 劳 任怨 ，奋蹄躬耕 ，造 福 人类 的 老 黄 牛品
格。“何 惜微躯 尽 ，缠 绵 自 有 时”，少理 会他，
走自 己 的 路 就是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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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 中外 卓越的大
学问家 ，都非常 重视积
累知 识 。西汉的 司 马迁
花费 十八年时间 ，搜集
了上下三千年的历 史事
件，写出 了 中国第一部
通史。清代大文学 家蒲
松龄为 了广 采 小 说 素
材，在路旁设下免费茶
摊，过路人只要讲一个
故事 ，他立 即 把 茶 奉
上。马 克 思 、列宁一生
中也都作过 大 量 的 笔
记、札记和 资料卡片 。
近代的历 史学家吴晗、

新闻界老前辈邓拓 ，都曾 收集了 数
以几十万计的知 识卡片、集锦 等 。
他们积累 的知 识 ，对于事业上的 巨
大成就 ，都起到 了至关 重 要 的 作
用。

积累 知识 首先要有恒 心。水滴
石穿，绳锯木断。只有坚持不懈 ，
才能奏效。平 时要 善 于 动 脑、动
手，处处留心 ，在看报、读书、听
广播等 日 常生活 中 ，一 发 现 有 用

的素材 ，就随时收集 并及 时 整 理 分
类。其次积累 知识 还应有一个主攻 目
标，按照 自 己所 担 负 的工作、爱好 、
志向 等来确定方 向 。知识 的 海洋无边
无际，包罗万象 ，一个人不 可能把所
有的知识都 记录 下来 ，应 当 是需要 什
么。就积累什么 ，当 然 ，搜集 的范 围
也不 要太窄 。

积累知 识 的方 法 主要有三种：一
是记录法。把新鲜 观点 、语 言、材料
等随时记录下来 ，既便于查 阅 ，又能
提高 写作水平和分析事物 的能力。二
是剪贴法。把用 过 的报刊 杂志 上的 好
文章、好材料剪下来 ，分 门 别类贴 在
资料本上 ，并注 明 出 处、时 间 ，以
便查找。三是做卡片。采用 精 致一点
的活页 资料册，每 页 摘录一、两 个观
点、事件 或素材，隔一段时间 整理一
次，按时 间 、内容相 应集 中 在一起 ，
就更有实用 价值 。
朋友 ，如 果能这样
积累知识 ，便会收
到意 想 不 到 的效
果，您 不 妨 试 试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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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 庚 论 自 学

讲自 学 ，实际上不是神秘的东
西。对一个人来讲 ，一辈 子总是 自
学的 时候多 ，有老师比没有老师的
时候 少。如 果一个人老是由 老师背
着走 ，将来顶多象他老师那样 的水

平。

学习 最 重要 的是虚心 ，不要 自 满。一 自 满就
不好 了 。人生一世 ，有人将它 比做马拉松赛跑 ，
一辈子的路程可远多 了。马拉松赛跑两 个多小时
就跑到 了 ，我腿不好 ，二十个小时也跑不到 ，一
年左右才可 以跑到。对社会、对我们来讲 ，一辈
子都不能停步 ，做一个永远不下跑道的 马拉 松运
动员 ，不能 因 为获得一点成绩就骄傲。我们应该
虚心 。　（陆 承 荐 ）

读书 法 三 例
“ 四步

式”读 书法
浏览——

审阅标题、目 录 、粗读
内容。发问——在阅读
中，自 己提出 问题，便
于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精读——抓住要点 ，攻
破难点 ，做一点读书 笔
记。复习——可分小节
复习 和全书复习 ，以 求

全面领会，加强记忆 。
这种方法 目 前在国

际上很流行。它 的好处
是：既有泛读 ，又有精
读，边读边想 ，有利于
对书本内容的理解和记
忆。

“迭浪式”读 书法

对每篇
文章都读我 二
十来遍，第

一天读第一课十遍：第
二天读第二课十遍、第
一课五遍；第三天读第
三课十 遍、第 二 课
遍，第一课三遍……

这种几 课 并 进 的
“ 迭 浪式 ”方法可提高时
间利用率 ，而递 减式的
节奏又大致符合人 的记
忆规律。这种 方法特别
适用 于需要 记忆的书 。

“交错式”读 书法
当一直读 这本书 ，

感到很单调、没有兴趣
的时候，就可采用 这种
方法 。一本 书 读 疲 倦
了，就换另一部书来看
看，最 好是科学书 和文
艺书相互交错。这样有
利于调剂精神 ，提高读
书的效率 。

（ 张 天麟　王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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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的 时 刻大发明家爱迪生临
终前凝 视 着 窗 外 ，叹
道：“那儿美丽非凡。”

名医亨利 •格林在
死前进行 了最后 的 自 我
诊断。他 数完 自 己最后
一次心跳 说：“停了。”

物理学 家梅塞临终
时说：“这一直就 是我最
怕的事吗？哈，我完 全
能忍受得 了。”

诗人约翰 •济慈用
诗句表达 了他最后 的思
想：“我感到雏菊 在我
身旁开放。”

金融维辑互尔克 •
伯隆临终前说道：“还
有什么新闻？”

法国著名 讽刺戏剧
家拉伯雷最 后 的话 是 ：

“该把帷幕放下，滑稽
戏演 完 了。”（张汉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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