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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面对1000℃炼铁炉

回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钢，是
绝对的大企业、大单位，“进了青钢就意
味着捧上了‘铁饭碗’，职工们每天走进
工厂大门的时候挺胸阔步，那叫一个自
豪啊！”马拴柱感慨地告诉记者，17岁初
中毕业后他就业进入青岛钢厂，被分配
到了现在看起来最苦、最累的岗位——
炉前工。

自动化、智能化、流水线已经成为现
代化钢厂的“标配”，但当年技术尚未如此
发达，只能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去完成生
产任务。炉前工的工作就是站在高大的
炼铁炉前，面对1000℃的高温，完成钻开
铁口、控制渣铁流、出净渣铁、堵好铁口等
高难度工序。融化的铁和杂质会因内外
温差凝固在出铁口，工人上前撬铁渣时，
身上的棉布衣服很快就会变得烫人。做
这行久了，想一点不被烫伤是不可能的，
即使全副武装，渣铁也有可能钻进领口。
当时，炉前工被渣铁烫一下不算生产安全
事故，因为这种情况在所难免。

即便如此，炉前工仍是一个抢手的
工作，“因为有劳保和补贴，一名熟练工
的月工资 30多块钱，比一般工人多 5块
钱。”回想起那时候的工作激情，马拴柱
没有丝毫的抱怨与不满，反而津津乐道
于自己收工之后“能够喝完一大瓶汽
水”，以及为了防止被汗浸湿的衣服贴在

身上，把类似于竹编凉席般的衣服套
在汗衫里面。

自学成才成为摄影记者

马拴柱在青钢做了整整7年的炉前
工，每天上班，住在台东的他要倒三趟车
才能到达位于娄山后的工厂：先坐 5 路
电车到造纸厂站，然后换 7 路车到晓翁
村站，之后再换乘10路车，每天6点多就
要从家里出发。有时候，为了省钱，马拴
柱还会选择去四方火车站坐“马笼子”上
下班。“马笼子”是当时铁路上安排的市
郊火车，又叫“通勤车”。“马笼子”实则是
货运火车，用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运送战
马的车皮，多数情况下用于装货。车厢
里没有乘务员，没有座椅，乘客或站，或
蹲，或席地而坐。“这种车跑起来会发出
咣当咣当的声音，过道岔时会猛烈摇
晃。我坐时间长有了经验，火车跑到哪
儿晃得厉害心中有数，会提前防备。”马
拴柱说。

工作的环境与条件如此艰苦，却没
有消泯马拴柱学习的热情。“那时候全国
兴起了一股子上夜校的热潮，哪里有培
训班，我就到哪里去上课。”马拴柱回忆
道，自己当时并没有什么目标，只是渴望
学习知识，在这段时间内，他学习了高中
语文，学会了高级制图，还学会了摄影原
理。“我不抽烟、不喝酒，把省下来的零用
钱都用来搞摄影了。”马拴柱花重金托人
从广州购置了一台理光单反相机，并在
家中自建了一间暗房用来冲洗照片，“那
时候我在家里睡吊铺，不论何时，把房间
的窗帘拉上、盖上红布，就可以冲洗、放
大照片。我摄影和冲洗照片全部都是自
学，有时候会干上一个通宵。”

后来，青钢创办起厂报，马拴柱顺
理成章地成为厂报的专职摄影记者。
回望 7 年的炉前工身份，马拴柱充满感
激，“这段车间工人的经历让我与一线
工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段艰苦的劳
动岁月也锻造了我不怕苦、不怕累的工
作作风。”

镜头对准“炉前工”群体

放下钢钎、拿起相机的马拴柱跑遍
了钢厂的角落，在完成日常宣传任务的
同时，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在“炉前工”这
个群体上，为这些默默奉献的产业工人
拍摄肖像照。面对曾经并肩奋斗的工
友，这些不善言辞的炉前工卸下心防，
以最自然、最淳朴的表情直面镜头，他
们脸上的炉灰和肆意流淌的汗水被悉
数收入镜头之中。“他们正直且充满自
豪，他们不卑不亢的独特气质深深感染
着镜头前的我。他们真实质朴的工作
状态、生活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也
一定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因为他们是
最了不起的人，他们是工厂的主人。”
马拴柱动情地说道。

除了拍摄炉前工肖像照，马拴柱还
用镜头记录下以青岛钢厂为代表的重
工产业的发展与变迁：从青钢上空盘踞
的“黄龙”到抬头可见的蓝天白云，马拴
柱的作品清晰地展现出钢厂节能减排、
探索循环经济模式的实践过程。他说：

“‘黄龙’是炼钢转炉大烟筒里日夜冒出
来的黄烟，裹挟着二氧化硫、氧化铁、粉
尘等有害物质，飘在工厂上空经久不
散，最厉害的时候，20 公里之外都能看
到。经过大力整治，如今这条‘黄龙’早
已不复存在，青钢变成了洁净的现代化
工厂，炼钢工人在弥漫的烟尘中挥舞钢
钎、汗流浃背的画面看不见了，操作人
员都是坐在主控室，隔着玻璃幕墙，通
过电脑控制炼钢全过程。”

来自于生产一线的摄影作品不仅
承载着一个工厂的历史，也成为时代的
记忆。这些年来，马拴柱的作品频频为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
刊载，150 余次摘得青岛市、山东省、冶
金系统、全国级摄影比赛一等奖，他多
次获评年度优秀记者、新闻宣传工作突
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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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孕育艺术，艺术写照生活。不论哪个年代，来源于工作、生活一线的艺术作品总有着热气腾腾的感染力，它们鲜活生动、富于朝气，并与时代同频
共振。这些艺术作品的背后，则是脚踏实地、扎根生活的创作者。2023年，青岛早报推出“从车间走来”青岛艺术名家全媒体展示项目第一季，由青岛市
委宣传部指导，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文联、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青岛市工人文化宫、青岛早报承办，旨在挖掘励志奋斗故事，记录艺术家背后的历史
史实，同时弘扬劳动精神、大国工匠精神、工人阶级精神、艺术创造精神。该项目入选2023年青岛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今起，青岛早报推出“从车间走
来”青岛艺术名家全媒体展示项目第二季，聚焦来自于生产一线、热爱劳动、倾心艺术的摄影名家，听他们讲述在摄影艺术之路上的探索。

摄影“钢魂”铸就燃情岁月
自学成才的马拴柱曾当过7年炉前工 钢铁厂的一线工人成为他摄影作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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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展览赞“钢魂”
如今，马拴柱早已退休，正

着手整理自己的摄影作品，计划
以“钢魂”为题推出专题展览。

“通红的炉火，坚固的安全
帽，黝黑的脸庞，眸子里闪动着
对工作的炽热、对生活的向往、
对生命的歌唱。他们有个响亮
的名字，叫‘炉前工’！”马拴柱为
这一正在筹备中的展览写下前
言，他深情写道：在这里，他们手
持的是钢钎，身体里流淌着的是
热血与大爱，挺起的是钢铁的脊
梁，呈现的是存在和尊严。

马拴柱用摄影照片谱写了
一曲“钢魂”礼赞，唱出了对全社
会普通劳动者的颂歌。相信展
览举办之日，当观展者在马拴柱
的作品前驻足时，透过一个个被
定格的瞬间，能听到每一位炉前
工最朴素的内心独白，触摸到历
经半个多世纪沧桑的青钢那已
与时俱进的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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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在青岛的工业发展史
上，青钢集团是浓墨重彩的一
笔。这个于1958年建立的重
工企业，不仅见证着青岛的经
济发展历程，也孕育了与其

“同呼吸共命运”的青钢工人，
今年65岁的马拴柱就是其中
一员。他自17岁进入工厂直
至退休，从炉前工到厂报专职
摄影记者，个体的职场经历始
终与青钢集团的发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并塑造出快意、果
敢且热烈的“钢魂”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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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马拴柱拍摄的炉前工。

马拴柱用镜头记录下青岛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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