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膝的大雪阻挡不了脚步

刺骨的寒风吹不透胸膛

那一场骤雨浇不熄我的梦想

似火骄阳融不化我的倔强

轰鸣的汽笛一路为安全歌唱

闪耀的灯光指引着方向

虽然你不曾听到我誓言铿锵

但这就是我日夜奋斗的战场

亲爱的列车愿你能驰骋远航

我会用汗水守护你一路安康

前方会为你点亮一盏绿光

请你呼啸着载着我的梦驶向远方

胸前的路徽给我无尽的力量

手中的铁锤是我的钢枪

也许你不曾听到我的梦想

这就是我日夜坚守的战场

(作者单位：朔黄铁路机辆分公司)

亲爱的列车
■ 孟德龙

■ 张兴彪

百年老厂纸短情长

煤炭，不再是黑色的象征

绿风7版

经历七十五载风雨岁月的新中国，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奋斗下，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90后的我，见证了祖

国与能源行业的历史变迁，从童年记忆中的煤

灰遍地到如今清洁能源的崛起，这段历程深深

融入我的成长与生命之中。

“十四省的火炉，燃烧的是我的故土。”我的

家乡在山西省，这片土地以丰厚的煤炭资源闻

名，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承担着全国能源保

供重任。小时候，煤炭几乎与生活的每一部分

都紧密相连。遍布大地的煤矿，辛勤劳作的煤

炭工人，轰鸣不绝的洗煤厂，四处飞扬的煤尘，

伴随着半挂车呼啸而过。记忆里，家里的窗台

总是落满煤灰，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味道，似乎

是我们生活中难以逃避的存在。

那时，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环境意味着什

么。我们知道，煤炭养活了无数家庭，撑起了

整个家乡的经济，但也将天空染成了灰色。直

到多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煤灰不仅压低了

家乡的天际线，也影响了每个人对未来的期

待。然而，也正是从那时起，心中埋下了渴望

改变的种子。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与能源相关的

专业。这不仅是因为家乡的煤炭资源让我对

能源行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更深知能源是

国家发展的命脉。无论经济腾飞，还是民生

改善，能源都至关重要。选择这个专业，意味

着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但同样充满希望的道

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学习与实践，为祖国能源事业的变革贡献一

份力量。

这不仅是我的职业选择，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和使命。我清楚，能源行业不再是过去

简单的开发利用，而是肩负着生态保护、绿色转

型的重任。我立志要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行业

中，为国家能源事业贡献青春和热情。

今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国能黄骅港务

公司，成为一名煤港人。记得第一次踏上港口，

走进全国最大煤炭下水港时，内心无比震撼。

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这里植被茂盛，输煤皮

带整齐干净，巨大的筒仓排列整齐，洒水系统高

效运行。港口没有我想象中堆积如山的煤灰，

俨然成了一片“海上绿洲”。

站在现代化集控室里，看到工作人员轻轻

点击鼠标就能完成整个煤炭装卸流程，我才真

正意识到，绿色智能的煤炭港口并非一日之

功，而是国家持续推动能源行业变革的成果。

曾经的煤尘飞扬，已被如今的智能化、清洁化

作业所取代。每一处改变都在告诉我：时代不

同了，祖国变得更强大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美好。

常常感叹，祖国的发展从未停止，能源行业

的变革日新月异。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能源人，

能够亲身参与这一历史性变革，我感到无比自

豪。我每日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企业正常运营，

更是为了响应国家绿色低碳战略，在推动能源

转型道路上贡献心智与汗水。

从山西的煤田到河北的煤港，身边的每一

点儿变化都让我感受到一份特别的责任感。我

的家乡曾因煤炭而辉煌，也因环境问题而承受

代价。“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

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如今，煤炭

行业正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归到能源结构中

的重要角色。它不再是黑色的象征，正成为清

洁能源转型的一部分，融入更加环保、高效的未

来发展路径中。

每当我看到港口全流程智能化作业高效运

转，我心中总是充满了自豪感。这不仅是我的

使命，更是我与祖国共同成长的见证。能源产

业从以量为先逐步向质的提升转型，从高污染

的传统模式到如今更加环保、高效、可持续的发

展方向。“双碳”目标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而是我们每一个能源人肩上的使命。我们不仅

要守护蓝天碧水，还要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创造

更多可能。

未来，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推进，能源行

业必将迎来更深刻的变革。而我，将继续在自

己的岗位上，为打造绿色智能化港口、为能源保

供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与祖国携手前行，走向

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港口公司）

前些年春末夏初的季节，父母来蓟

到我家小住。

第一天下班回家，家里好干净啊。

我知道父母爱干净，所以，在他们来之前

已经收拾再收拾，但依然达不到标准。

能想象出，肯定是我们上班前脚刚走，父

亲就把客厅厨房里里外外收拾了一番，

完全把我说的“没事到附近转转散散心”

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我一边惭愧着，一

边享受着来自至亲无微不至的关爱。无

论我们多大，在他们眼里都是孩子吧。

父母依然和在家里的习惯一样，早早

起床后，扫地、擦地、收拾屋子，一通忙乎，

俨然就是家里的主人。每天清晨都是忙

碌的，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们很少

在家里吃早饭、午饭。平日，他们在自己

家都是午饭复杂、晚饭简单。来蓟后，考

虑我们只有晚饭才能在家里吃，所以做得

比较丰盛，米饭、炒菜或者炖菜、饺子，就

为我们忙碌一天回来能吃上可口的饭

菜。我对母亲说，单位的自助餐也很好

的，晚饭不用这么刻意这么麻烦，但母亲

依然如故。

老家八月十五有蒸糖饼的习俗，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庆

祝传统节日。母亲知道我酷爱吃糖饼，所以晚饭的主食就

会有糖饼上桌，打破了只有在八月十五才做的习俗。糖饼

需要用发面做才能更软，中间有面芯。所谓面芯就是中间

会放一个小的剂子，上下两层放上红糖和芝麻。刚出锅的

大糖饼，掰一块下来，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呼呼吹着气，

小心糖流出来，还要小心烫到嘴，吸溜进一口加了白芝麻

的糖，甚是香甜。

这段时间，下了班就想着尽快回家。这不禁让我想起

上学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喊饿，也不知那会儿怎么那么爱

饿，估计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样会消耗体力吧。后来

想想，那是一种情结或者寄托，离开学习工作的环境，身心

放松，充分享受家庭温馨的一种寄托。母亲总能把时间把

握得刚刚好，进门稍作休息就能吃到可口饭菜，满足了味蕾

和精神的双重需求。

父母有记事的习惯，在我家也不例外。他们在回去之

前，递给我一个记事本，说这两个月的吃穿用度采买都记在

里面。我瞥了一眼，嗔怪他们，和自己女儿还这样，这不生

分了嘛。母亲说：“平日花销还是得有个记录，钱都怎么花

出去的，心里有点数。”父母在我家小住两个月，冷不丁儿一

回去，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一天晚上没事，我把记事本拿

出来，看看他们到底都记录了些什么。粗略浏览，都是些买

菜买水果的记录，记录方式大体一致，日期、名称、金额、合

计等，并无太大花销。

但就是这密密麻麻的记录，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

他们早出采买晚间厨房忙碌的身影，看到了刚来时父亲觉

得我们之前的扫帚不好用、细小的尘土扫不进去而更换新

品的果断。某日买了一个玻璃锅盖，我记起父亲说上面螺

丝拧得太紧，已有裂纹，很容易在加热后破裂。母亲把我

家餐椅的尺寸量了去，说回家后要给几把椅子做一套椅

垫，省得硌得慌……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忍不住打通母

亲的电话，没聊几句，她就说：“差点忘了，告诉我床的尺

寸，我还要做几个床单呢。”我说不用，现在床品基本都是

成品，自己做床单要用缝纫机，很费眼睛的。可她执意追

问我尺寸。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父母随手记事的习惯。

如今，想买什么我也开始随时记录。每月开销我也听从母

亲的建议，月底查看账单，顺带反思，是不是必需，有没有必

要。我把那个记事本放在抽屉时，没事就拿出来看看，记事

本中不是数字，不是金额，也不是单纯的文字，字里行间都

透着父母对女儿的爱。父母虽年事已高，但心里想的都是

孩子们吃得好不好、过得怎么样。

余生苦短，唯有加倍珍惜和回报才能对得起这沉甸甸

的爱。 （作者单位：天津公司盘山电厂）初冬时节，电站角落那棵柿子树又红了。那红，红得热烈、红得灿

烂、红得让人心生欢喜。这柿子树见证了电站的岁月变迁，也承载了

我们无数欢乐的记忆。

每当这个时节悄然降临，我们便会满怀期待地汇聚于柿子树下，

共赴那场一年一度的柿饼制作盛宴。有人灵巧地攀上树梢，轻轻一

晃，一颗颗柿子就像红色宝石一样落入篮中。有人细心地在水龙头下

冲洗着柿子，红色的外皮在水流中闪耀着柔和的光芒；有人小心翼翼

地剥去柿子那层薄薄的外衣，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果肉，再将它们井

然有序地摆放在晒盘上，任由温暖的阳光轻抚每一寸肌肤。

数日翻晒之后，那原本鲜红的柿子已悄然蜕变成软趴趴的柿饼。

迫不及待地拿起一颗品尝，哇！软糯的口感、甜蜜的滋味瞬间在口中

爆发，仿佛整个冬天都被这美味点亮。这是我们的快乐时光，简单而

纯粹。

电站历经安全文明标准化创建，已焕然一新，综合治理与改造升

级让它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然而，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我们始

终珍视那棵柿子树，刻意地保留了它。它如同一位忠诚的老友，静静

守候着电站的每一个晨曦与黄昏，守望着我们几十年的汗水和欢乐，

记录着电站从简陋到现代的华丽转身，见证着生产设施的更新换代和

生活设施的日益完善。

今年，我们依旧遵循传统，摘柿子、做柿饼。这不仅是一种习俗的

延续，更是一种情怀。我们用手中的温度，将一颗颗柿子转化为甜蜜

的柿饼，也将一份份快乐融入其中。在忙碌中寻觅乐趣，在平淡中感

受幸福。

柿子红了又红，电站变了又变。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的快乐

从未改变。那棵柿子树，依旧是我们心中的甜蜜源泉；那柿饼的香甜，

依旧是我们嘴角的微笑弧线。

初冬的风，轻轻吹过柿子树的枝头。那火红的柿子似乎在低语，讲述

着电站的故事，诉说着我们的成长与欢乐。岁月悠悠，但我们的心依旧炽

热，依旧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激情。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未来怎样变迁，那

棵柿子树都将与我们同在，共同见证不断前行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作者单位：湖北公司恩施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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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夕阳正斜。厂区里少有的宁静，只有

巡检人员的身影偶尔从身边走过。

走在凉水塔旁边的小路上，两边淡黄色的

小野菊相互簇拥着，热烈而鲜艳。它们含情脉

脉地守望着，亦如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

时光如流水般，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我

依旧能感受到那年夏天喜悦而豪迈的样子。那

是 1996 年夏天，我从一个不识烟火气的懵懂少

女，战战兢兢迈出学校大门，来到这里。

这里便是长春热电一厂，坐落在吉林省

省会、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厂。初识的印象，她

如一个未曾粉饰的少女，有着深不可测的高

冷，伴着些许稚嫩和羞萌。现在再来看，她已

经是一个能力超群的女强人，每一天都以全

新的样貌出现，精致而温婉，周而复始，精力

充沛。这期间，她每一天的成长和成熟，都饱

含着我初相识的那些一热人共同坚守的初心

与信念。

现在想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是属

于一热人共同的奋斗、艰辛、幸福和收获。初

到工作岗位，我是一个“五班三倒”的运行人，

输煤皮带沟里留下我许许多多的脚印。现场

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大，但正是这样的工作环

境磨炼了我无畏困难、吃苦耐劳的性格。记得

刚上夜班时，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总容易犯

困，上下眼皮打架，在巡视皮带过程中，走着走

着不自觉地打下瞌睡。身体一激灵儿，眼前瞬

时明亮。哈，好在皮带运行正常，一场虚惊过

后，重新打起精神来。

时间推移，我也在新时光里渐渐习惯。

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就连春节也遇到过在

现场值夜班。虽然也盼着与家人团圆，但岁

月静好的背后总需要有一些人负重前行。我

欣慰，我是其中一分子，在那阖家团圆的时

刻做传递光明和温暖的使者。回想让人难

忘，在青春如花的年纪里，我曾经也是一个像

风一样奔跑的少女，体会过在三伏天生产现

场的挥汗如雨，也感受过暴雪狂风中燃料保

供的紧张忙碌。

把岁月化成风，把时光化成歌，成长的过

程需要用心体会。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一次冻

雨天气突袭，造成 1、2 号机组全停。面对突发

险情，我看到身边一群人齐心协力抗冰雪、分

秒必争保电热的精彩画面。他们有的当天不

在班，有的正走在回家路上，听到机组全停的

消息，立即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在生产现场连

续作战 40 多个小时，累了就在临时搭起的行

军床上眯一会儿，饿了就蹲在现场吃一口盒

饭。机组恢复启动过程中，所有操作忙而不

乱、紧张有序，以最短时间完成两台机组并网

运行。这期间，我看到的是生产一线运行人员

过硬的专业技能，各级管理人员以厂为家的责

任和担当……

（作者单位：吉林公司长春热电一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