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戏，那么青春就是戏中最精彩的故事；如果说人

生是一副画，那么青春就是画中最亮丽的风景；如果说青春是一首歌，那

么青春就是歌中最高昂的曲调。 青春是个多么美好的时段，让每个经历

过了的人永远留恋。

打开记忆的闸门，涌出的便是那逝去不久的时光，我的青春岁月。

许多的第一次都在那时发生，许多的酸甜苦辣在那时尝试。 那是一段年

少轻狂、精力充沛、自信冲动的时期，经常会为一件小事拼得“头破血

流”，总认为自己是最行的。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为了解答一道难题，也会

变成竞争对手，为的是趾高气扬地走向讲台，用五彩的粉笔写出答案，得

到同学的掌声和羡慕的眼光。 那时有少女的情思绮梦，幻想追随着一个

身影，甘愿作茎枝上的花朵，默默地向他开放。那时还有关于“未来”的种

种设想，对“明天”充满期待。 就算受了挫折，短暂地消沉过后，会很快满

血复活。 只因为年轻，输得起，而“未来”有无限种可能。

青春在我不经意间悄悄来临，又在我想伸手抓住时，悄悄地离去。

它是一本仓促的书，装订成册时才感觉到它的匆忙，才感悟到似水年华

的可贵。

感怀青春，感怀那段年月所给予我的一切，它教我懂得了爱，它激励

我要永远上进，让我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仍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感怀青春

稀贵厂 白巧荣

考 验

这两天，小陈甭提多高兴了。 为啥？

前天，车间主任找他谈话，问他有没有信

心干好车间安全员。 这不是明摆着，他马

上要脱下油腻腻的工作服， 坐进办公室

了嘛。

这消息就像长了腿似的， 传遍了车

间。 同事有事无事祝贺他一番，小陈表面

上谦虚着“没那个事”，心里早乐开了花，

一心等着调令下来。

下午，小陈在厂房里干活，快下班的

时候，主任打电话通知他，晚上陪着加个

班，拟订下一步车间安全工作计划。 小陈

关上手机，恨不得高歌一曲“解放区的天”。

这不就是说，车间安全员的事已经铁板钉钉

了吗？ 主任一定是要他提前进入角色啊！

草拟好计划后，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了，主任提议去夜市吃饭。

他们边吃边聊。 主任先是问小陈的

工作情况，接着“顺嘴”问小陈会不会打

麻将。 小陈心想，这是主任跟他亲近呢，

马上谈起了麻将经，什么“红中杠”、“二

五八”、“十三幺” ……恨不得把每场牌

说给主任听。 看见主任眉开眼笑，小陈

更是眉飞色舞，边说边掏出手机，准备

叫麻友过来陪主任搓两圈。

还没等小陈和麻友联系好， 主任拦

住了他，说时间太晚了，改天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 主任通知小陈去办

公室。 小陈满心以为是调令下来了，昨晚

的饭局，他们相处得蛮融洽。 想到这，他

三步并作两步往车间办公楼跑去。 谁知，

主任的一番话让他彻底蔫了。 主任说：

“小陈，你的玩心太重了。 都已经十点多

了， 还想着玩牌的事，不好好休息，怎么

有精力干好安全工作呢？ 精力不集中，就

是一种安全隐患。 我看，你还是好好干钳

工，多锻炼锻炼。 ”

原来那都是考验！ 真是弄巧成拙啊。

小陈欲哭无泪……

冶炼厂 刘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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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杨澜曾讲过这样一句话：“辛辛苦

苦， 过舒服日子； 舒舒服服， 过辛苦日

子。 ”这句话饱含了劳动的真谛。

表哥 1990 年高中刚毕业，顶了大舅

的职， 进了铜绿山矿生产一线， 当了徒

弟，开始了三班倒工作。那时候他住在大

冶老家，家里是一层楼的旧房，工资也不

高，只能管他自己的开销。指望着买个商

品房，再娶个媳妇进门，好像是件比较困

难的事。

表哥这个人言语不多，但勤奋踏实，

肯吃苦又好学， 在生产车间倒了五年的

班。 那些年他不谈朋友， 一头埋在单位

里，每天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学习

工艺流程。 他应对突发故障都能独当一

面，成为工作中的好手。 后来升为班长，

两年后又升为工段长， 再后来当上了车

间副主任。

大舅 60 岁过生日那天，我们应邀去

表哥家作客。 表哥家变化真大！

不知不觉， 表哥的女儿已经读小学

了。 家还在乡下，但新建了二层小楼，原

先二尺宽的路修成了二米宽， 摩托车骑

起来很自在。前院宽敞，葡萄藤下挂着一

串串绿豆大的粒子， 铁门旁的花坛里种

满了月季、蔷薇、栀子花，一片生机盎然，

显示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 蔷薇在春天

的院墙上爬了一片，开得灿烂。小楼后也

有很大一片院子，建了卫生间，种了蔬菜

和别的植物。 地里，莴笋长得腰身粗壮，

土豆挺着圆鼓鼓的肚子。 许多没见过的

植物长得又肥又壮，听表嫂说那是草药。

大舅说，大表哥真是辛苦，上班忙，工作

累，回来还倒腾院子。那些植物都是他和

媳妇种的，草药能卖个好价钱呢！门前的

路， 是表哥一铲一铲从山边的坡地挖出

来的。 我观察表哥的手，真的布满了茧，

已不复原来的细皮嫩肉。 他用双手改造

了自己的生活，让劳动充满了意义。

表弟的生活和表哥截然不同。 大学

毕业后，他去了苏州，在老外开的一家国

际旅游公司当高管。照说，留在心仪的城

市，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生活充满

了美好的前景， 但他目前的生活却并不

如意。表弟在旅游公司干了一年，说公司

压力太大，老外很苛刻，他跳槽了，几年

跳了几家。后来找了当地的媳妇成了家，

媳妇家条件很好，有房有车，但表弟常把

“离婚”挂在嘴上，说媳妇脾气不好，没人

情味，常给他脸色看。

大舅又说，那孩子怕吃苦，都是他妈

惯的。 图人家有钱，找了个条件好的，结

了婚有了娃，城里的大房子住着，那么

好的条件，年年闹离婚。 我想，是表弟太

懒惰吧，看似舒适的日子其实过得挺辛

苦。

其实无论有钱没钱， 生活本身都离

不开劳动。 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创

新、努力学习，都是劳动的一种方式。 贫

穷时，劳动能发家致富；富有时，劳动能

让人精神充实。

看着工作中的故障被一点点排除，

设备正常运转； 看着班组里环境被一点

点美化，桌椅洁净明亮；看着菜地里的种

子滋滋冒芽，庄稼开花结果；看着家庭不

断发生一些小变革， 生活更加便利……

这都是劳动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达芬奇说：“劳动一日， 可得一夜的

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的长眠。”劳动

本身就充满了幸福。 热爱劳动的人总能

够从生活中获得愉悦， 也能获得创造美

好生活的巨大动力。

在这个全世界为劳动人民争取平

等、享受博爱的时代，祝福所有的劳动

者，用劳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吧！

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冶炼厂 雷治

我奔跑 朝着我的方向

沿途 绿草 树荫 鸟鸣

在我心中升腾

跑过雨季

我看到绚丽的彩虹

跑过黑夜

我看到光明的晨曦

跑过冬季

我在春的原野里

短暂的调整 然后

奔跑 继续前行

奔 跑

铜绿山矿 刘娟

母亲的教导常在耳边响起

铜绿山矿 周晓燕

近段时间，作为一名曾经奋战在宣传战线的老同志，我应邀参加了

企业文化办公室组织的一次采风，登临一座山。

爬了这座山，给我的感觉并不是山上云遮雾罩、如临仙境的风光所

产生的遐想，却是大腿酸疼、小腿痉挛、步履蹒跚的实感。

整个过程中，我们上山乘坐缆车，下车步行。而下山，让我对“上山容

易下山难”有了不同的理解。

山间的近千级台阶都是用山石彻成，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一路上碰

到了一些扶着护杆拾阶而上的人，有的发梢汗水滴答，有的气喘吁吁。 攀

谈起来，他们说已爬了三个多小时了。 他们问我们还有多远上山顶，我们

鼓励般安抚他们只需要半小时，只为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力量。

到了缆车中段，伴着一路林中的雨丝，衣物与身体早已粘连在一起。

看过了雾霭中“云谷飞瀑”、“鱼鳞瀑”、“玲珑瀑”等景观，向景点中一位服

务员打听下山还有多远，她只是告诉我们还有一小时。但以我们的速度，

她补充说需要四十分钟。 同行的朋友都知道，我受不了了。

山中的景观自有其独特之美，可是台阶却让我心生不少感想。 我时

时回望走过的台阶，并用携带的相机留下那一段段、一级级向上延伸的

倩影，有薄雾里的朦胧，有绿树丛中的清晰。 试着爬升了几级台阶，那是

对膝盖肌肉韧劲的一种考验———上一个台阶就是一个平台，没有下一台

阶脚踏实地的衬托，就没有上一平台的视野与感受。生活中，我们从温饱

到小康到享受；工作中，我们从操作到经营到管理；学习中，我们从了解

到充盈到修养。台阶是登高基石，上台阶，无论对个人和事物，都是升华。

上台阶，不仅是一个登山爬坡的过程，更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实现自

己提出的更高目标的过程。 2014 年是有色公司上千亿台阶的冲刺年，也

是铜山口矿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的关键年。铜山口矿第三步发展目标就

是到 2015 年矿山铜产能要达到 9000 吨以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工作都

要按“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同步上台阶。

临近下山，小腿发抖，着力感不强，上山却没有这种感觉。 虽说身体

的感觉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但是上山用的是登力，是自我挑战，向更高

的目标迈进，到了目的地就有一种踏实的舒畅感。 而下山则意味着“退

步”与“放弃”，斗志不再。 对比起来，才对“上山容易下山难”的俗语有了

新的认知。 权当是一种感悟吧！

台 阶

铜山口矿 汪平

积极向上

万九胜 摄

职工

摄影

企业歌曲

午休时分，阳光明媚，和办公室的几

位同事转悠到石花小学， 远远看见一个

熟悉的身影：头戴草帽，弓着腰，手拿锄

头在菜地里不停忙乎着。“殷老师，您真

勤快，中午也不休息。 ”“趁天气好，把地

翻翻，要下种子了。 ”听那熟悉的声音便

知是我母亲———一位勤劳善良、 朴实可

敬的母亲。

母亲出生于上个世纪 40 年代，因外

婆是大户人家，母亲从小就受过教育，读

完小学、初中，上高中时因路途遥远，母

亲每周就拿两玻璃瓶腌菜在校住读。 破

“四旧”那年，因外婆成分不好，母亲读书

也受到一定影响。 恶劣的环境和历史背

景， 造就了母亲刻苦学习的意志和坚强

的品质。 1965 年，母亲在农村老家一所学

堂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年仅 16 岁。在这些

年的教学生涯中，母亲对学生潜心疏导，

孜孜不倦， 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深深

感染着村民，赢得村民的口碑，还引来邻

村干部的争相聘请。

后来， 母亲在老家大队小学担任校

长。 当时农村已打破“大锅饭”体制，责任

田分配到户。 母亲白天在学校忙，放学后

还要下地干农活。 因父亲在矿山工作，母

亲还要供养外婆，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

落在母亲身上，母亲经常下地干活，直到

天黑才回家。 年少的我也学着烧火做饭，

帮母亲分担家务。 在村民们的帮助和指

导下，母亲也成了干农活的好手。 几时播

种，几时插秧，母亲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乡亲们帮助了我，我要回报给他们。 ”母

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同村的孤

寡老人石奶奶快 70 岁了， 身边无人照

料， 母亲空闲时常去帮石奶奶挑水、拾

柴，还把自家种的菜送给她。 村里的妇女

大多不识字， 母亲就利用夜晚休息时间

开办“扫盲班”，组织村里的妇女集中学

习，义务上课，不计报酬。

母亲对乡亲们的善待， 对学生的博

爱，令小小的我耳濡目染。 但她对子女的

教育却是严厉的、无私的。 记得我上小学

一年级时，有一次放学回家写作业，计算

题太多， 不想多算， 又想早点邀小伙伴

玩，便把同学的作业借来抄，不料被母亲

发现。 母亲板着脸，狠狠地批评了我，还

把我做的题用橡皮擦全擦掉， 要我重新

计算一遍。“你这样做是快，但有什么用

呢？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能害自己。 ”母亲

训斥的一番话说得我满脸火辣辣的。“下

次再也不敢了。 ”淘气的我第一次看到母

亲对我发那么大的火。 现在回想起来，也

正是母亲当时的严厉教导， 才使我在今

后的学习道路上一帆风顺， 也懂得了诚

实做人、踏实做事的道理。

1984 年， 母亲因工作需要被调到铜

绿山镇铜山小学任教， 由民办教师转为

公办教师。 刚到铜山小学，母亲发现学校

学生不多， 这么大的铜山村怎会没有学

生呢？ 经了解，母亲得知许多家庭受老观

念影响，认为读书无用，而让子女外出捡

孔雀石赚钱，致使许多学龄儿童辍学。 母

亲走村串户，不厌其烦进行家访，在同行

们的支持下， 让一个个学生重新回到学

校。 母亲在铜山小学任教六年， 兢兢业

业， 勤勤恳恳， 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

师”、“先进工作者”。 1990 年，母亲从铜山

小学调到石花小学， 正是我从学校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年。 我也毅然选择

了母亲所从事的职业，并精心经营着。 当

工作中遇到麻烦时就向母亲请教， 遇到

不如意的事情就向母亲倾诉，“70 后”与

“40 后”互相探讨、交流。 在困难面前，是

母亲的言行举止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母

亲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 41 载， 虽现已

退休在家，但勤劳一生的她总还闲不住，

种菜、施肥、培土……

母亲的故事很多很多，寥寥几笔，无

法用言语表达； 母亲的教导很多很多，

“坦诚做人、踏实做事、笑对困难、学会感

恩……”常在我耳边回

响，让我受益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