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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看似远，实则很近，我们便

生活在他的屏障下，像是靠在父亲的

怀抱里，那就是巍巍贺兰山。天气晴

好时，时常可以看到西边透着墨蓝的

贺兰山脉，巍峨挺拔，蜿蜒曲折，由南

自北，像一条苍龙盘卧天边，曾感慨赋

诗“远望苍龙卧人间，若隐若现似跃

天；青脊染霜蓦回首，眷顾塞上百里

川。”每每眺望，倍感亲切，仿佛都能听

到她的呼唤，就像母亲呼唤孩子一般。

和煤电打了一辈子交道，又生活

在闻名遐迩的“太西煤”产地，自然感

受到了煤的亲切与温暖，随着社会发

展、生产资料积累、生产力进步、新能

源开发利用及资源消耗等诸多原因，

贺兰山深处的很多煤矿已关停限产，

曾经为祖国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

贺兰山已整体被列为国家级生态保护

区，步入漫长的生态恢复阶段，以期休

养生息……

春季，趁着春色，趁着花开，得了

空闲，驱车前往贺兰山深处，算是踏

春，更是感恩与怀旧吧。

山形渐近，由沟口进入，映入眼帘

的便是群山与沟壑交错的景象，错落

有致，峰峦叠嶂……熟悉的记忆，久违

的亲切！当年，这是条低洼不平的自

然山路，每日里，来来往往繁忙的拉煤

车在煤尘里穿梭，甚是乌烟瘴气。如

今，已变为平坦的柏油路，路上看不到

大车，偶尔有小车路过，尽管如此，也

是一路爬坡，峰回路转。山里的春色

较平原滞后一些，绿色少了些许，但是

陆续可以看到山坡上点缀着的粉红色

的山杏花，有的独自傲立于悬崖绝壁；

有的群簇缓坡；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满

枝盛开。偶尔看到岩羊崖上跳跃，也

偶尔看到松鼠山间穿越，一路走走停

停，驻足感受山里的清风，也埋头吸入

那沁人心脾的山杏花香，那是一股透

彻的、纯粹的清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山里分布

着大峰矿，乌兰矿、汝箕沟、白芨沟等

矿区。那时候，对于农村出身的人来

说，能够成为煤炭系统职工是很荣耀

的事情。后来，职工家属及子女也都陆

续迁入，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河

北等地五湖四海的支宁建设者汇集于

此，当时的矿区人气很旺，热闹非凡。

后来，又有了私人开采的煤矿和小煤

窑，贺兰山的煤炭产出盛极一时。

随着深入，陆续出现了矿区的影

子，汝箕沟矿、大峰矿等，顺路到了尽

头，便是白芨沟矿区，四面环山，是一

支东西走向的山沟，有两座桥跨沟与

外界相通，偶尔抬头远望，绿皮火车

从隧道中缓缓驶出，感觉竟如此亲

切……主沟南北两侧分布着几支附

沟，被大小不一的山梁所间隔，所有沟

里平缓地带及山坡上随处可见各类房

屋，平房居多，楼房也不少，有公建的，

也有私建的，有红砖砌的，也有石头砌

的，可以想象当年若夜晚在高处一眼

望去，漫山遍野闪烁着住户家中橘黄

色的灯光，甚为壮观！

近些年，随着山里的煤炭资源接

近枯竭，加之国家日益重视生态环境

建设，煤矿纷纷关停，目前矿区几乎没

什么人了。矿区还在，遗留下住宅、厂

房、电影院、医院等大片各类陈旧房

屋。住宅区已几乎空无一人，许多窗

户已经残破，一幅破败景象，只有野风

入孔发出古怪的类似哨音的声响。街

道上各式各样的小店，看得出来大多

都歇业很久了，有的门窗大敞，屋内空

荡无人，有的大门紧锁。行人不多，随

处可见流浪狗，处处是繁华散尽之后

的落寞。

广场有几座雕塑，分别取自将相

和与愚公移山等典故，在愚公移山雕

塑前驻足良久，思绪万千，古有北山愚

公，因山挡道，遂率子孙不畏艰难，坚

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

山挪走；今有愚公精神鼓励，深山艰苦

创业，开采煤炭，支援祖国建设，造福

一方……广场边一块黑色金字石碑很

醒目，上书：石嘴山工业遗产白芨沟

矿。石嘴山市曾经是宁夏的重工业城

市，曾被誉为煤城和钢城，当年工业发

达，繁华至极，近些年随着煤炭资源日

益减少，各类企业纷纷转型，但工业仍

在发展，并未停滞；遗址已成为供后人

参观，追忆先辈精神，领略矿区文化的

绝佳场所。

道路两侧有排水道，一侧居然有

水哗哗流过，水流随地势由高往低，显

得湍急，像是诉说着曾经的过去。心

中不由感叹：有人类定居生活的地方，

才是繁华根本所在，建设之初，天南海

北的人汇聚于此，艰苦卓绝，激情创

业，抛汗洒血，把青春和热爱奉献给大

山，大山也以高大的胸怀包容了芸芸

众生，无私奉献着一切，优质煤炭源源

不断地输出，为祖国建设和经济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光阴荏苒，天还是那

片天，山却已不是那座山。

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回程，临近

出山口，一块巨大的牌子很醒目：金山

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别了，远山，感受

到了您的呼唤，也倾听了您的诉说，岁

月会慢慢抚平您的创伤，只是不知道

要用多久……心中只有默默祝福，生

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助

您回归自然，回归宁静，休养生息，再

造青山绿水。

(作者单位：国能大武口热电有限

公司)

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湖南永州这座美丽的城市是

刚毕业的那年，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仿佛能嗅

到湘江流淌的韵味。我怀着满心的期待与憧憬，踏

出车站的那一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

远处，舜皇山在晨曦中若隐若现，像是一位慈祥

的长者，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城市。街头巷尾，小吃摊

上升腾起的热气，夹杂着各种美食的香气，勾引着我

的味蕾。那一声声充满韵味的湘音，让我感受到了

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宋家洲，碧波荡漾的湘江

江水奔腾不息，江面上船只穿梭，激起层层浪花。阳

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如同一幅金色的画卷。

望着这一切，我的心情激动又澎湃。内心充满

了对未来的无限遐想，仿佛在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

上，梦想即将绽放出绚烂的花朵。我深知，在永州的

日子，将会是一段充满惊喜与挑战的旅程，而我，已

准备好去拥抱它。

带着激动和忐忑，初到永州公司，我便被眼前的

景象震撼。巨大的冷却塔高耸入云，纵横交错的管

道宛如巨龙蜿蜒，无一不在展示着工业的力量。面

对这些陌生和复杂，我心中也曾有过短暂的迷茫和

不安。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新人，我对永州公司的

工作流程和技术要求一无所知。看着那些复杂的设

备和系统图，我感到一阵迷茫和无助。当然，退缩，

从来都不是我的选择！

有幸的是在公司的安排下，我结识了一位经验

丰富的师傅。他是一个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人。

师傅对我这个徒弟可谓是尽心尽力，他从最基础的

知识开始教起，耐心地为我讲解每一个零部件的作

用，手把手地教我查系统。师傅常常对我说：“年轻

人，别怕犯错，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的话

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我忐忑不安的心，也让我

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的决心。在师傅的悉心指导

下，我逐渐掌握了工作的要领，能够独立完成一些简

单的任务。但我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利用业余时

间不断学习和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收获了个人的成长和进

步。从一名普通的员工晋升为集控副值，再到能够

独当一面，每一步的跨越都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信

任。我也深知，个人的成就与公司的发展是紧密相

连的。只有公司不断繁荣昌盛，我们才能拥有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除了工作上的收获，在永州公司，我还结识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工作中并肩作战，在生

活中相互关心和支持。闲暇时光，我们会组织各种

活动，畅谈理想，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

如今，回首与永州公司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心

中满是感慨和感恩。这里有我的青春岁月，有我的

奋斗足迹，更有我与公司共同成长的美好回忆。未

来的日子里，无论风雨还是阳光，我都将坚定地为这

片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土地，贡献自己的力量，续写我

与永州公司的情缘。

（作者单位：湖南永州公司）

远山的呼唤

雪
■ 李 涛

偶然的一天，在为孙儿挑选玩具

时，一个小小的拨浪鼓映入眼帘，那

熟悉的造型，咚咚的响声一下子就吸

引了我，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个有

国风标识的拨浪鼓。当我摇动着拨

浪鼓，那清脆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过

去的故事。

拨浪鼓历史悠久，据专家考证，

拨浪鼓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当时被

称为“鞉”，常用于宫廷雅乐和宗教仪

式中。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

中写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

肠断声。”这里的“铃”很可能就是指

拨浪鼓之类的响器。虽然诗句中充

满了悲伤之情，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拨

浪鼓在当时的生活中是较为常见的

物品。“蒙山南麓老莱子，年逾古稀着

彩衣。戏彩娱亲拨浪鼓，椿萱一悦笑

顽皮。”这首诗描述的是二十四孝中

的“戏彩娱亲”故事，老莱子为逗父

母开心，身着彩衣，拿着拨浪鼓，像孩

子般玩耍，拳拳孝心尽显其间。

我拥有的第一个拨浪鼓，那是母

亲上班时，她的一个工友给她的，鼓

身是木质的，两侧缀着黑红色的鼓

槌。当时鼓面已经损坏，心灵手巧的

母亲一针一线地将鼓面重新缝补

好。从此，这个有着细密针脚、边缘

泛黄的拨浪鼓，便成了我童年最珍贵

的宝贝，我拿着它与小伙伴们嬉戏玩

耍，它带给我许多的欢笑。随着岁月

的流逝，过去许多的东西都已经找不

到了，但那个拨浪鼓我却一直珍藏了

好多年，它就像一个时光胶囊，封存

着我童年的美好回忆，每当看到它，

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在那个物资

匮乏的年代，母亲用它哄我入睡，用

它逗我开心，拨浪鼓陪伴了我的成

长，也承载着母亲深深的爱。

记忆中，还常常能看到货郎拿着

拨浪鼓走街串巷卖货的景象。那清

脆的鼓声远远地传来，仿佛是一种召

唤，我和小伙伴们听到鼓声，便会兴

奋地跑出来，围在货郎的身边，好奇

地看着那些新奇的小玩意儿。货郎

摇动着拨浪鼓，脸上带着和蔼的笑

容，耐心地为我们介绍着各种物品。

我们用积攒了半年多的几毛钱买上

一个小物品，轮流玩儿，会高兴好多

天。那时的拨浪鼓不仅是货郎的道

具，更是我们儿时欢乐时光的见证。

如今，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出各式

各样新奇独特的玩具，孩子们的选择

也更加丰富多彩。然而，无论时代如

何更迭变迁，父母对孩子的那份爱永

远坚如磐石，不会有丝毫改变。又见

拨浪鼓，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延

续，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倍加珍惜当下

的生活，珍视身边的每一个人。衷心

祈愿这份爱，如同拨浪鼓的清脆声音

一样，永远悦耳动听，永远赓续传承。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老公营子

煤矿）

摇动童年的拨浪鼓
■ 刘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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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记忆，珍藏在每个人

的脑海中，它时而沉睡、时

而涌现，我们总忍不住要

触摸、要贴近，并在内心激

起层层波澜。远山呼唤出

矿山的变迁，拨浪鼓摇动

童年的心事，遛花生遛出

秋天的喜悦，重温记忆，百

般滋味中更多的是久违的

亲切与触动。

情情缘缘我与国能的

永电情缘
■ 石 岩

抬头仰望冬日里的雪

晶莹剔透的六棱镜落入眼眸

开启了那扇雪白记忆的大门

漫天的心事浸没在儿时的院子里

积雪覆盖庭前的树上、车棚和屋檐

白与灰的静谧画卷无声展开

操场上的雪花纷飞

雪地上印出深深浅浅的脚印

少年意气凝结在无穷的洁白之中

雪是冬天的精灵

自天空而来赴一场童年之约

温柔地包裹着银光闪闪的欢乐

（作者单位：电科院锅检公司）

■ 田 宏

永州公司外景图。 刘琪琪 摄

我的老家在冀中平原，每到秋末

农闲时节，麦子种完之后，大人孩子

们都要到地里“遛秋”。这里的“遛”

不是遛弯、遛娃的“遛”，而是寻找、捡

漏的意思。其实就是在收割后的地

里，寻找那些被丢弃的农作物。那时

候，人们的口粮还不充裕，除了打下

的粮食，还需要“遛”一些贴补食用。

当然“遛”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花生，也

可以是红薯、玉米、胡萝卜等所有地

里长出来能吃的东西。而遛花生是

最有意思的一项农活。

遛花生需要一定的耐心。带上

一个尺把长的五齿小耙子，拿上一个

小筐，找一块主人刚刨完花生的地

块，蹲下身子，细心地在地里刨。花

生是须根生，每一个根须长一个花

生，所以刨花生时很容易须根断掉，

那些掉在土里的，就成了遛花生人的

“战利品”。但毕竟主人收得多，掉得

少，所以，“遛”是时候既要细心，还要

耐心。要一下一下刨，一垄一垄翻，

运气好的话一挠子下去会刨出好几

个。但更多的时候是刨几下也没有

一个花生出现。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翻

刨的乐趣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这个

过程。毕竟，广袤的土地里什么都

有。最喜欢的莫过于刨出“地蚕”。

这是一种害虫，最喜欢吃花生。幼

虫一般是蜷缩在花生壳里，长大后

会进入泥土里，专吃庄稼的根和果

实。“地蚕”外表白白胖胖的，长着大

大的脑袋，头上有黑色的硬壳和尖

利的牙齿。身体软软的，洁白透明，

尾部还能看到肠胃里的粪便。男孩

子们会把它从花生壳里抽出来，看

它在地上用几对小腿一点点地蠕

动。爱搞恶作剧的男孩子会拿着软

软的“地蚕”，假装往女生身上放，而

女孩子们都被吓得花容失色，尖叫

着四散奔逃。一时间，秋天的旷野

里回响起孩子们的童稚无忌的欢笑

声、尖叫声，有时候连大人们也跟着

笑起来……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地蚕”放

到一个瓶子里，带回家喂鸡。看到这

些蚕宝宝被鸡疯狂啄食，想到也许几

天后鸡窝里会多几个鸡蛋，心里就会

增添很多幸福感。

遛花生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吃。

刚长成的花生吃起来嫩嫩的、脆脆

的，还带着一股甜味儿。大家都是一

边“遛”，一边吃，每人嘴里都泛着咀

嚼后的白沫。有时吃得太多，肚子胀

胀的，连午饭都不想吃了。

一直蹲在地上翻刨也是很枯燥

的，时间久了腰也会酸疼。这时候，

人们都会站起来，用手捶捶后腰，向

远处眺望一番。不消说，秋天的田野

也是美丽的。蓝蓝的天上飘着片片

洁白的云朵，空旷的大地上一望无

际，坦荡如砥。大秋的庄稼已基本收

割完毕，只有晚熟的红薯秧、萝卜叶、

胡萝卜缨依然碧绿，在清冷的秋风

里，展示出最后的倔强。马路边，高

高的白杨树更像是戍边的将士，挺拔

高耸，巍然屹立，准备抵抗将要到来

的寒冬。

当然，对于心性善良质朴的庄稼

人来说，“遛”也是有道德底线的。主

人尚未收割的地块是绝对不能“遛”

的，即便近在咫尺，也决不可越雷池

一步，这是“遛”的底线，也是做人的

底线。大人们常说，做人要正，人可

以穷，但志不能短。

而今，不知家乡的人们还有没

有“遛秋”的习惯，毕竟早已告别饥

饿、实现小康的乡亲们，富足安逸，

都过上了以前梦寐以求的幸福生

活。而那些曾经一起“遛花生”的小

伙伴们，如今也都含饴弄孙、颐养天

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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