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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纵横
根据天气预报提

示，本周将会连续多
天迎来雨雪天气，云
台山雪景、冰瀑、雾
凇、云海也将同步上
线。2000余米冰瀑
群，颜值在线，进入云
台山抖音直播间，主
播带你“云”赏云台山
雪景、冰瀑。

云台山景区以山
称奇，以水叫绝，山、
水、峡谷、瀑布、岩石
等融合在一体，是全
国文明风景旅游处之
一。云台山含红石
峡、潭瀑峡、泉瀑峡、
叠彩洞、子房湖、万善
寺等11个景点。云
台天瀑位于泉瀑峡尽
头，上吻蓝天，下蹈石
坪，314米的飞瀑冰
挂从天而降，蔚为壮
观。

你看！玲珑剔透
的冰瀑，银装素裹的
峡谷，一团团、一簇簇
悬挂在山崖间，层层
叠叠，美不胜收。冰
柱、冰笋、冰塔、冰挂、
冰凌、冰花形态各异，
美轮美奂，在冬日的
暖阳下晶莹剔透，可
爱至极。

你瞧！蜿蜒的沟
谷内上演冰瀑大片，
泉瀑峡中、冰瀑依山
势而走，浑然天成，鬼

斧神工，冰笋、冰柱、冰锥层层堆叠，
洁白壮观，宛如冰雪堆砌出的绝美宫
殿。

你瞅！森林雪树银花，千姿百态
犹如仙境；被雾凇包裹的草木，像无
数洁白的花朵开在山间；成林的雾凇
风中摇曳，在阳光照射下璀璨夺目。

云台山潭瀑峡、泉瀑峡内晶莹剔
透的冰瀑已悄然上线。冰瀑无疑是
景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组组冰
挂晶莹剔透，形态绰约多姿，或从山
上垂直而下，最长的有4米多；或覆盖
一整片山体，形成的冰花、冰幔似翡
翠、似珊瑚、似珍珠，灵秀精致，巧夺
天工，把冬日的云台山装扮得更加奇
美。

下图 云台山冰瀑。
（照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四季轮回，
岁月流转，所有
美好都将在冬天
沉淀，冬日暖阳，
冰雪童话，谁能
不爱？“云”游宝
泉，带你揽尽冬
日之美。

冬 天 的 宝
泉，苍茫雄劲、气
势豪迈；冬天的
宝泉，纤巧婉约、
清澈可见；冬天
的宝泉，洁白无
瑕、一尘不染，这
些冬之元素都给
宝泉营造出神话
般的意境。

宝泉崖上风
光无限，将山、
水、瀑、石融合成
幅幅画作。在绝
色美景旁徒步，
真是一种健康的
享受，嶂石岩地
貌构成的陡崖之
间的原生态栈
道，跟随宝泉奇妙主播的镜头一
起感受绝美风光。

冰柱、冰笋、冰瀑、冰花、冰
挂一团团，一簇簇在冬日暖阳的
辉映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诉说
着冬季对宝泉独有的宠爱！八
面玲珑绝壁挂正是赏冰好时节，
找个空闲来宝泉直播间随奇妙
主播一起尽享冬韵静态之美吧！

小木屋、柿子树、灯笼、冰挂
在阳光下交相辉映，红色的柿子
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
眼，一起感受雪乡增添的更多新
年味道：舞龙舞狮闹新春、抢红
包、拜财神，精心打造N多的国
潮场景:……新春奇妙游火热筹
备中！

想必你走过很多地方，路上美丽的风
景让你记忆深刻。瞧！青天河的冬天还
是那么美！厚厚的云层覆盖在群山上空，
形成了如梦如幻的云海奇观，磅礴如画，
妙不可言，让人有种置身于仙境的错觉，
它的美已超乎你的想象哦！

冬季的浪漫绝大部分来自翩翩的、纯
白迷人的雪，特别是雪后初晴，日出从东
方冉冉升起，走在太行山之巅，遥望远方，
沟壑内云雾缭绕，人们沐浴在白色的世界
里，好似进入梦幻，尽显北国风光的雄伟
震撼。

在青天河乘船游，你可以感受“轻舟
已过万重山”的诗意，感受“舟行碧波上，
人似画中游”的意境。船缓缓滑过水面，溯
水而上，两岸山峰的石头是南太行山特有
的那种一层一层的岩石，石缝中各种植物
顽强地扎根并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抹色彩。

古丹道位于青天河观音峡游览区，青
天河天然大佛、北魏摩崖石刻坐落于此，
是整条峡谷的精华所在。信步于此，整个
行程清幽雅静，沿途自然与人文景观遍
布，让人在这静谧的环境中返璞归真，去
细细品味和追溯历史的脚步。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来临，我国居
民的休闲旅游消费需求日益提升，工业
企业对旅游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越来越
多游客涌向了工业企业的开放工厂、博
物馆、科技观光园、遗址公园……工业
旅游的崛起，为一些老工业基地和资源
枯竭城市转型带来了新机遇。

2021年12月，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
名单公布，位于新华街神华重机企业院
内的英福公司机电厂锅炉房、机电厂厂
房、机电厂办公楼三处遗址榜上有名。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一
些老工业基地需要转型、一些资源枯竭
城市不约而同地把旅游作为一个突破
口。比如，首钢工业遗产的改造中，保
留原有的生产高炉内部基本空间结构，
显露出原有的钢构架和圆台形高大空
间，增设天桥引导游客进入炉内，并完

善灯光、音响、多媒体互动解说等设施，
主要用于展示首钢发展沿革以及炼铁
生产的基本流程。

同样位于新华街的“百年焦作城市书
屋”，在今年元旦那天也传来好消息：在
2021 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大赛上，具有形式“美”、内
容运营“好”、理念模式“新”的它，获得
最美阅读空间一等奖。在书屋门口还
挂着一块“焦作近代工业遗产博物馆”
的牌子，焦作的许多“第一”都曾在这里
诞生：1905年设置的电报局，1935年开
办的照相馆……

毋庸置疑，工业遗存的功能挖掘在
办公空间、娱乐休闲、商业服务等领域有
着广阔潜力。如798艺术区的艺术家工
作室、首钢料仓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或
创意办公空间、方家胡同46号院由原中

国机床厂改造成文化创意园区等。
与此同时，现存工业为旅游提供源

源不断的新资源，通过实地考察、科技
体验等方式，工业旅游为游客带来了全
新的旅游体验。比如，作为河南省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的蒙牛乳业工业旅游区，
其名牌工业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衍生
出了发展工业旅游的优良基因，也使工
业旅游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竞争力。相
反相成的是，旅游也为工业带来了品牌
提升、产品推广、形象宣传等巨大的附
加值。

当然，工业旅游不是冰冷的工业与
旅游相加，而是发挥全域旅游下的“旅
游+”模式的发散优势，加强产业融合的
广度与深度。比如研学旅行市场，工业
旅游完全可以率先占据一定份额，将

“玩与趣”结合，开展工业研学旅行。

当青龙峡千年榔榆林遇上了雪，浪漫
便穿越了千年。请查收这份来自爱情圣地
青龙峡的“情书”，邂逅天空之恋独有的浪
漫，那些关于你爱我的故事正在这里上演！

青龙峡气候独特、山清水秀、环境优
美，是一处天然“氧吧”，是原始生态旅游
的绝佳去处。青龙峡是集峰、崖、岭、巅、
台、沟、涧、川、瀑、洞等地貌于一体的自然
山水型景区。主峰青龙峰海拔高达1323
米，站在岭巅，大有“举目四观天下小”之
感慨；波澜壮阔的望龙瀑、神奇独特的倒
流泉、妙不可言的七彩潭、堪称一绝的“石
上春秋”，独具特色的溶洞景观，再加上天

然原始的植物群落，构成一幅幅极富创意
的山水画卷。

当爱情之花绽放，从怦然心动到相守
一生，青龙峡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千年
榔榆林，共同见证，许下爱的誓言。

榔榆林成为该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千百年来，这片榔榆一直郁郁葱葱，
作为一道绿色屏障，抵挡着风沙对村庄的
袭击，榔榆树也是陪嫁庄村的情感树，而
陪嫁妆村，因几百年来，这里的村民结婚
后互相忠贞，因此，这里被称为“中国爱情
第一村”，嫁妆村头上的榔榆林也被称为
爱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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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爱情之花在青龙峡如此绽放
本报记者 齐云霞

青 天
河冬景。

（照
片由青天
河景区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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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姚文成：

从 14 岁进入

电厂，到 75 岁退休，整整

61年时间里，他历经了从

日伪时期的小电厂到新

中国成立后电力发展的

各个时期，参与主持了焦

作电厂的10次扩建，累计

装机容量 130 多万千瓦，

为焦作乃至河南电力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这位今年已 96 岁高

龄的老人名叫姚文成，曾

担 任 焦 作 电 厂 总 工 程

师。回忆起自己的一生，

姚文成老人说：“没有新

中国就没有现在的我，共

产党尊重技术人员，我就

要加倍努力回报党和国

家。”

“
14岁进厂当学徒

鸦片战争后，焦作地区丰富的矿产
资源令英帝国主义垂涎不已。英国商人
于1897年注册成立了福公司，1902年到
焦作开矿设厂，先后安装了3台英制40
千瓦直流发电机和3台125千瓦英制立
式蒸汽发电机，并于1905年正式建立电
厂，取名为福公司焦作煤矿附设电厂，这
就是焦作电厂的前身。

姚文成出生于1925年，河北省任丘
县人，14岁进入福公司焦作煤矿附设电
厂当学徒。他勤快好学、善于钻研，遇到
不懂的就问师傅，师傅回答不了的问题，
他就自己买书学习，很快就掌握了电厂
各种设备的运用和维修技术。在旧社
会，即便有一身的本事，姚文成也只是学
徒工，薪资待遇很差。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焦作，姚文成
的父亲不愿意给日本人干活，就辞工回
家。几年后，英国商人撤离焦作，日本人
接管了电厂，姚文成也像父亲一样辞工回
家。后来，电厂发电设备损坏，却没有人
会维修，日本人带着礼物来到姚文成家，
劝说其回电厂上班。当时的姚文成，虽然
还不到20岁，却有一身傲骨，严词拒绝了
日本人。看到姚文成如此坚定，日本人就
拿其家人进行要挟，无奈之下，姚文成只
好同意回电厂上班。

重回电厂后，姚文成有时间就给厂
里的工人讲课，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
给大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大
家掌握技术后能够挺直腰杆说话。

新中国成立后，姚文成的才华才真正
地得到施展。姚文成说，他之所以能有今
天，得益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
度给了他平等竞争的机会。解放前，他的
技术拔尖，却得不到重用，因为社会地位
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新中国成立后，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当家作主，他的
才华才得以展现。

姚文成先后参与主持了焦作电厂的
10次扩建，克服种种困难安装大、中、小
机组19台，装机容量130多万千瓦。不
论是发电还是供电、运行还是检修、生产
还是基建，他都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又一
次艰巨的任务。

“1952年，我成为焦作矿务局唯一一
个拿到‘委任状’的技师，当时工资比焦
作电厂厂长的都高。”回忆起当年的情
形，姚文成说。

技术赶超老师傅

姚文成和电打了一辈子交道，将自
己的所学奉献给了焦作电力事业。两个
弟弟受姚文成的影响，也积极献身国家
的电力事业建设。大弟弟姚文泉1954

年至1957年连续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小弟弟姚文瀚大学毕业后在
平顶山电业局工作直至退休。

兄弟三人为何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取得优异的成绩，这还得从姚文成坎
坷的成长之路说起。

1929年，河北受灾后，姚文成的父亲
到洛阳投亲无果，返回河北时走到焦作
百间房，看到李河煤矿招工，就报了名，
由于会写字、打算盘，他就在矿上当文
员。生活稳定后，姚文成的父亲将家人
接到焦作生活。

姚文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
从李河煤矿离职，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
境，他因此辍学。14岁时，姚文成经人介
绍到电厂当学徒工。当时，一起进厂的
学徒工有60人，姚文成年龄最小、个子最
低，跟着一位泥瓦匠师傅学习。

在众多的学徒工中，姚文成虽然年
纪最小，但他最勤快，每天早上第一个到
电厂，打扫卫生、给师傅通烟袋，还将所
有的工具都擦拭干净。姚文成勤快能
干、吃苦耐劳，厂里的师傅们都看在眼
里。半年后，一名来自河北的老师傅开
始教他维修锅炉。

姚文成学技术很认真，不懂就问，遇
到师傅也不清楚的事情，他就自己想办
法搞明白。一次，师傅拿着一个样板教
姚文成做弯头，他很快就学会了。师傅
又拿出几个不同角度的样板，让他学着
做不同角度的弯头。看着师傅工具箱里
的十几个样板，姚文成好奇地问师傅这
些样板是怎么做出来的，师傅说这些样
板都是自己的师傅送的，他将来也会送
给姚文成一套同样的样板。

师傅的回答无法满足姚文成的好奇
心，上过学的他知道许多问题可以从书
中找到答案。下工后，姚文成就去书局
（现在的书店）买了一本画图的书，学习
后知道师傅工具箱里的样板是根据机械
制图放线、放样原理制成的。

一次午休时，几十个学徒围坐在一
起玩，姚文成说起自己会画样板，还能做
出不同角度的弯头。小伙伴们都不相
信，姚文成就让大家现场出题，他来画样
板，做出不同角度的弯头。

进厂当学徒不久的姚文成露了这一
手，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师傅们都
不相信，他就现场画图、制作，还把画图
的方法教给大家。这样一来，姚文成的
名气盖过了师傅。

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姚文成的人生字典中，从来没有“放
弃”两个字，工作中遇到困难，他总是能够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事实正如姚文成坚持
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

电厂是英国人筹建的，发电设备都

是从英国、德国运过来的，设备的名称、
说明书都是英文。一次，发电设备损坏，
师傅看不懂英文，不知道如何修理。姚
文成心里清楚，要想维修设备，必须知道
设备的名字和功能，只有对症下药才能
治病。在焦作买不到相关书籍，姚文成
就给上海的一家书局写信，描述发电设
备的样子，希望书局推荐相关书籍，帮助
他搞清楚设备的名字和作用。

很快，上海的书局给姚文成回了信，
还附了一份书单。姚文成从微薄的工资
中匀出一半的钱买书，可拿到书后才发
现涉及到的关键问题都是英文。要想弄
懂这些外国设备，必须先学习英语。姚
文成思来想去，准备找一个大学生教他
学习英语。当时，大学生的收费很高，一
个月要20多元钱，姚文成的工资根本负
担不起学费。聪明的姚文成找来20多名
想学英语的学徒，大家每人每月出1元钱
学费，就这样解决了难题。后来，姚文成
还用这种办法，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了数
学和物理两门功课。

“学会英语后，我了解了机器设备的
名字和工作原理，维修机器时就容易了
很多。”姚文成说。

慢慢地，从修锅炉到修发电机，电厂
所有的设备姚文成都可以维修，他通过
自学成为技术全才。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撤离焦作
时，企业仅剩750千瓦、350千瓦发电机
组各1台，年发电量350万千瓦左右，发
电煤耗达390克每千瓦时，厂用电率高达
24.9%，留给了焦作电厂一个烂摊子。

当时，电厂的设备都是英国人留下
的，由于设备老旧，经常出现故障，姚文
成每天都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立即维
修，让原本老旧不堪的机器持续发挥作
用，为国家节约了许多费用。

姚文成是如何做的？这还得从他坚
信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说起。

厂里汽轮机的零件坏了无法发电，
国内没有零配件，如果购买新设备费用
太高，姚文成就把损坏的零件绘制成图，
标出英文名字，详细介绍设备损坏的状
况，将信件和图纸邮寄给英国生产厂
家。当时，厂里很多人认为英国生产厂
家根本不会回信。然而，没过多久，姚文
成收到英国生产厂家的回信，称已按图
纸将匹配的零件发到香港，再由香港转
运到焦作。收到零件后，厂里所有人都
沸腾了，只有姚文成很淡定，开始着手维
修设备。

有了匹配的零件，姚文成对设备进
行了改良，换上新叶片后，又设计增加了
一个轴流式水泵提高喷水效率。经过改
良的机器满负荷发电，为当时的焦作经
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7年，只有高小文化水平的姚文
成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图① 姚文成向记者展示
自己获得的证书。

图② 姚文成（右）看着自
己手绘的图纸，回忆过去工作时
的情景。

图③ 1987年，姚文成获得
能源部华中电业管理局颁发的
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书。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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