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趁着一个难得的周末，我和妻

子来到有着黄石“小庐山”之称的

大冶市殷祖镇北山头， 零距离感

受着这里的山、水、洞、泉，不禁心

有所悟……

甘泉

泉水淙淙，年复一年，从洞中

流出，流向村村寨寨、山里山外，

滋润着这里的黎民百姓。

我掬起一泓清泉， 贪婪地吸

进口中，不禁沉醉。

这是大地母亲甘甜的乳汁，

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

灌木

是谁将一棵棵灌木“栽”在悬

崖峭壁，让其根须全都暴露在外？

是那不安分的鸟， 还是那无所不

能的风？

春来了，有些灌木又返青。 不

仅是因为它们有旺盛的生命力，

还缘于脚下清泉的滋润。

瀑布

“玉斧劈开山脊髓，金钩拽出

老龙涎”。 苏学士也真逗，居然把

这龙泉瀑布比喻成老龙王的涎

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 龙泉瀑布虽没有庐

山瀑布的盛名， 不及黄果树瀑布

那般壮观，却因它的“一波三折”，

如白练凌空，飞珠溅玉，具独特之

美，北山头因此获黄石“小庐山”

之美誉，引得游人竞相探寻。 这同

样有苏学士的诗句为证———“煮

酒好待瑶池客， 烹茶正迓蓬岛

仙”。

石碾

时间问： 当年赶碾的老农去

哪里了？ 当年拉碾的老黄牯去哪

里了？ 当年翻碾的那位扎着羊角

辫的小姑娘去哪里了？

历史答： 请去问北山头至今

保存完好的碾吧，只有她知道。 她

是我的见证人， 也是传承了上千

年农耕文化的见证人。

天井

北山头的天井暗藏着漫长的

历史岁月，充满浓郁的沧桑感。 天

井里，那些斑驳的青石台阶，凹凸

不平的古砖块，透出浓浓的古意。

那古意有种别致的滋味， 是任何

新潮物品所不具备的， 且不可复

制。 此时觉得，央视《走进中国》栏

目组怎么就没发现古老的铜都，

更没探寻到这美丽的天井？

站在天井里， 妻子不禁有点

惆怅，感叹时不再来，人生短暂。

我对妻说：“除了伤感之外， 是不

是隐约觉得还有某种益处？ 或许

正是这些旧物的存在， 更能催生

出我们珍惜光阴、 热爱生命的感

悟。 ”

北山头散章

铜山口矿 刘庆强

劳动的人最美

儿时， 总觉得母亲像个魔术

师，巧手装扮出美好的生活。

或许是受到母亲的感染和影

响，做家务成了我的一大乐趣。 杂

乱的物件各自归位， 蒙尘的桌椅

干净整洁，地板闪光、玻璃明亮，

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 找好当季

要穿的衣裳， 为数不多、 档次不

高， 但一定要精心搭配， 小心熨

烫；家人的鞋子要洗净晾晒，一双

干净舒适的鞋会让匆忙的脚步变

得轻盈；衣服和被子要勤洗勤晒，

阳光的味道会拂去心头的尘埃和

阴霾。 再给孩子做上几道精心烹

制的小菜，只要用心，就会可口，

因为妈妈的味道，无人可代。

做完家务，在镜子前照照，细

密的汗珠浸满泛红的脸庞， 几缕

发丝在额头、 颈项轻扬。 蓦然发

现， 镜中的自己就像当年母亲辛

勤劳作后最美的模样。

于是， 我对美的欣赏不再停

留在外表， 更多的是来自创造美

的人。 公园里、广场上，绿树成荫，

花香四溢， 我的目光会不自觉地

找寻那个清扫落叶垃圾的大妈。

找寻她遮面的草帽，微弯的腰背，

和她所过之处留下的一片洁净。

工作的地方， 保洁工人们每

天清晨提前来到各自的岗位，厂

房、办公区、走廊、楼梯、卫生间，

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 时刻保持

着现场的干净整洁。 我认真地记

下每一张面容， 友善地送上每一

个微笑。 在我的眼中，她们值得赞

美，值得尊敬。

生产现场， 技术人员手拿图

纸，对照仪表设备细心检查，认真

的神情，紧锁的眉头，呈现出专注

的美；管理人员指挥着现场作业，

协调着工艺生产，稳健的步伐，笃

定的表情，表现出睿智的美；岗位

工人按照工艺指令有条不紊精心

操作，满脸的汗水，沾污的衣赏，

展现出朴实的美……

生活中，我们关注美，它改变

着我们的环境， 愉悦着我们的身

心；更要关注创造美的人，因为他

（她）们，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

好。

稀贵厂 张艳

有幸参加集团公司五·一劳模颁奖晚

会， 看着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劳模时，我

突然想起了我的师傅。 他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不也和这些劳模一样吗？

18 年前， 师傅从矿山调到冶炼厂维

修车间金工班，成了我的师傅，并和我结

成互保对子。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起初，

我不了解他的情况， 总觉得他那么年轻，

操作技术肯定不怎么样。后来和他接触多

了，才知道他已有 5 年的工作经验，车工

的技术顶呱呱。 由于他年龄跟我不相上

下，再加上我们还是老乡，我们相处得就

像兄妹似的。

在我印象中，师傅是个严厉的人。 记

得有一次，组长安排我加工一个结构复杂

的异型工件。 我当时才学车工没多久，看

着加工图纸就傻眼了，心想，还是以干不

了为由推掉吧。当我吞吞吐吐地对组长说

时， 师傅正好在旁边， 他严厉地对我说：

“人这一辈子长着呢， 不要一遇到困难就

退缩。 工作中你有什么困难，我可以指点

你，但你要明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

人’的道理。”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摸索着

干。磨车刀时，他站在一旁观看，看到我刀

子角度磨得不好，他就接过去修一修。 加

工时，师傅就在一旁盯着，一刻也没离开，

告诉我该如何进刀、退刀。 在他的悉心指

导下，我立即学到了技术，还圆满完成了

任务，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慰。 自那

以后，我每天坚持写车工笔记，记录工艺

流程、磨刀技巧，也记录着生活的酸甜苦

辣……

时光流逝，新老交替，我们金工班由

原来的 10 多个车工减少到现在的 4 个，

节假日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但无论多

忙，师傅总是随叫随到，有事找他准没错。

加班的次数多了，他那平日性情温顺的妻

子也忍不住对他有些抱怨：“整个厂就你

一个车工吗？ ”特别是最近另外两位车工

休假，仅剩下我们师徒两人，加上我偶尔

还要抽出去做别的事情，班里只剩师傅一

个车工待命。师傅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很

多，但他依然毫无怨言。 我经常半开玩笑

地对师傅说：“你真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好榜样。 ”每当这时，他总是淡淡一笑：

“越是在关键时候，我们越是要坚持下去，

只有多做多学， 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

值。 ”这朴实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师傅的影响下， 每当我为自己找各种

理由懈怠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虽然他

身体单薄， 但是干活卖力， 不怕苦不怕

累，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这就是

我和他的差距， 也是我要向他学习的地

方。师傅的身体力行，使我产生了要努力

钻研技术，争取与师傅比肩，为企业创效

的想法。

师傅爱岗敬业， 永远把工作放在首

位。 他是一个负责的好男人，上班的时候

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而接送女儿的“任

务”，不管刮风下雨，他也从未落下。 但自

从车间改变作息时间后，上下班时间和接

送女儿的时间产生冲突。 为不影响工作，

他干脆给女儿办了全托手续，这无形中给

并不富裕的家庭又增加了一笔开销。但他

毫不在意，在他的心里，工作永远摆在第

一位。

这就是我的师傅， 一个普通的车工，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我的师傅像劳模

修造公司 戴嫩马

追寻坦诚

公司总部 张国平

五月初，央视著名记者、主持

人水均益来武汉签售他的近作

《益往直前》。 那天虽然下着雨，但

我还是决定去见一见这位仰慕已

久的记者同行。

“水均益是谁？”出门前儿子问

我，我很惊讶。“央视著名记者和

主持人，你不知道？ ”我反问。“哦，

我不怎么看电视，只上网，不知道

他很正常的，别大惊小怪。 原来老

爸是他的粉丝， 没想到你这把年

纪也是追星一族呀。 ”

其实我不是什么“追星一

族”，我之所以想去亲眼看看水均

益，是因为他的坦诚。 因为在《益

往直前》这本书的的一开头，他就

承认他当了“逃兵”。 在 2003 年的

伊拉克战争采访中，开战前一天，

他“逃”回了北京，而凤凰卫视的

女记者却坚持在炮火中采访。 水

均益在书中坦承， 这是他不能忘

记的痛。

前往签售点崇文书城， 我带

上了儿子。 我想让他也阅读这本

书、读懂这本书，学会坦然地面对

挫折、面对失误。

那天下午，天气虽然不好，慕

名而来的读者还是把崇文书城三

楼的门堵了。 热情的粉丝让水均

益非常开心， 他笑谈自己屏幕形

象“高大上”时说：“那都是装的，

我没那么高大。 ”真诚溢于言表。

虽然在电视上水均益一直以“中

央媒体形象”示人，但他表示，自

己私下其实特别放松。 有人说他

很深沉， 照片很酷。“那都是装

的！ ”水均益指着自己新书封面上

那张一脸深沉的照片笑着说。“在

电视上多少有点表演色彩， 其实

我最讨厌穿西服打领带。 ”水均益

称。

水均益跳不过 11 年前的“逃

兵”风波。 2003 年伊战爆发，水均

益前往巴格达， 后因考虑到人员

安全，他被命令撤回。 而闾丘露薇

则凭借炮火中发回的及时报道，

被誉为“战地玫瑰”；水均益则被

贴上了“逃兵”的标签。 不过，说起

往事水均益显得非常大度：“当时

觉得难过的坎， 回头再看———都

是浮云。 ”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你觉

得万事如意的时候， 说不定就会

摔一跤。 ”“遇到挫折，要想到这是

应该的；遇到快乐，就是额外的收

获了。 ”

水均益在书里、书外，依然那

么坦诚，我认为来一趟非常值。 于

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也像其

他粉丝一样， 买了两本《益往直

前》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待水

均益的签名。 一个半小时后，终于

得到签名。 儿子问：“水老师的书

有多少‘水’？ 值得你排这么长的

时间？ ”我答：“有坦诚，就算是满

桶水，也值得”。

2014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五

特约编辑：梅晓艳 版式：周密

Email：ysb5393397@163.com��������电话：5392320

04

铜草花苑

勤俭持家的“抠”老爸

说起老爸，我想不论是奶奶、老妈或

者是姑姑都会说：怎一个“抠”字了得！ 那

时，我不懂“抠”这个字眼究竟是何意义，

只记得印象中的老爸会在方方面面精打

细算。 每当老妈喊他“铁算盘”时，他都会

说上几句：“吃不穷、喝不穷，不会打算盘

一世穷。 没有我这‘抠’劲儿，咱们这普通

职工哪能在老家盖得了房子，又能在市内

买得了商品房，还能供女儿上那么昂贵的

大学……”

是的，“抠”老爸，他养活了一大家子

的人， 他积攒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家业，他

更为自己的子女勾勒出一幅幅未来的美

好画卷。他的“抠”为子女树立了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他的“抠”更值得所有人去

歌颂、效仿。

听奶奶说，老爸 20 岁参加工作，那时

家里穷，老爸只身来到铜绿山，所有的家

当就是一床棉絮。 当时，老爸不仅要养活

自己还得养活家里的 4 口人。也许正是因

为那时日子过得太清苦，让老爸明白一切

都是来之不易的。 所以，也就有了老爸对

衣、食、住、行的各种“抠”！用他的话来说，

每天进出的账目，要做到心中有数，更要

有把一块钱当三块钱来用的意识。

在吃方面，老爸从来都是将就，用他

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填饱肚子就成。以至于

在单身宿舍楼居住 20 多年的每个早晨，

他的早餐都是雷打不动的稀饭馒头。有时

候邻居见着都会劝他换个花样，他总是笑

笑：吃饱了就行。还不忘安慰别人：这伙食

可比抗日打仗时期强多了！他钢铁一样坚

韧的心和持之以恒的行动力，让他一坚持

就是数十载，以至于现在他看到稀饭馒头

就会有一箩筐的感慨。

现在日子稍稍好过了，老爸对吃仍旧

处于“抠”的状态。在他的心里有这么个概

念：早餐全家人都必须在家里吃。 用他的

话来说，家里干净卫生、花样多不重复，做

早餐的人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做还能练练

厨艺，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还能增加感情。

呵呵，这就是老爸，有爱的老爸，“抠”中带

乐的老爸。

每天，他还会早早地起床骑着脚踏车

跑遍两三个菜市场，在相同菜品中找便宜

的菜来买。 他不买反季节的菜，说又贵又

难吃且营养价值还不高。他会看荤素搭配

的营养书，然后每次特“奢侈”地买完鱼和

肉后， 高兴地叨叨半天来安顿咱的胃、宽

慰咱的心。

他不抽烟、不喝酒，有时看到我买零

食了，也不忘告诫说吃水果比吃零食有营

养。 这就是“抠”老爸，在吃的方面“抠”的

表现还真是面面俱到。

在其它方面他更有自己的坚持。他会

认为能步行的路段就可以免坐公交车，说

这样可以锻炼身体；他会将淘米水都攒下

来浇花种草，说这样可以节约用水又可以

护肥；他还会穿哥哥嫌弃的衣服，说这样

他会显得更年轻……

这便是“抠”老爸，一生都在“抠”。 他

严于律己，在自己身上“抠”得实在，在我

和哥哥身上却很大方。 他乐观的“抠”劲

儿，他坚韧执着的“抠”劲儿，他一生带着

责任感的“抠”劲儿，让我在沉甸甸的父爱

中茁壮成长。

“抠”是一种美德———勤俭朴素。老爸

的“抠”劲儿也传给了哥哥和我，我们也习

惯了精打细算，做事有规划、有节制。感谢

我的“抠”老爸，感谢您伟大地付出。“抠”

老爸，您辛苦啦！ 我们会继续把您的“抠”

劲儿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铜绿山矿 王晓芳

炉前铜口烧开了，看着火红的铜水在

放铜溜槽里欢快地流淌， 刘青轻轻舒了

口气。就在刘青高兴的时候，铜水的流量

突然变小， 炉膛里的半熔体将铜口堵塞

了。顾不上休息，刘青随手拿起了一根钢

钎，向铜口的方向走去。

“刘青，回来！ ”刘青刚走了两步，就

被师傅王峰给拦住了。“这根钢钎刚刚放

在水里淬了火的，钎头上的水迹还没干，

要是碰到炽热的铜水了，就会发生爆炸！

炉前岗位的第三条安规不是清清楚楚写

着‘放铜作业时，严禁将冷钢钎或是湿钢

钎接触高温熔体’吗？ ”

“师傅，我、我以后一定注意。 ”经师

傅王峰一提醒， 刘青意识到自己刚才操

作的危险性，讪讪地低头认错。

“唉，其实师傅也知道你是怕铜口堵

住了，影响到当班的冰铜产量，急急忙忙

中忘了将钢钎烤热。可是，再怎么忙再怎

么急也不能忘了安全啊！ ”看着徒弟刘青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王峰的语气也缓和

了许多：“刘青， 你别嫌师傅今天说话的

语气重，师傅也是为了你好。 你知道吗？

这炉前岗位操作的“第三条安规”就是因

为一起发生在师傅身上的事故， 而添加

进去的……”

师傅王峰清了清嗓子，讲起了“第三

条安规”的故事……

“那还是 30 年前，我刚刚从技校毕

业分在反射炉上班， 也和现在一样在炉

前放铜。第一天上班，师傅带着我在炉前

岗位上上下下转了一遍， 让我熟悉作业

环境和机器设备， 并告诉我炉前岗位的

注意事项。师傅说放铜作业时温度高，冰

铜飞溅大，容易烫伤人，作业时要穿戴好

防护用品， 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 末

了，师傅又补充了一句：‘你是新手，刚开

始几天就不用和我们一起放铜， 就在一

旁打打杂，看看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心里

好有个底。 ’”

“说完，师傅就开始放铜了。 在炉口

熊熊炉火的映衬下，师傅清理溜槽、挖白

泥、清开铜口、堵铜口、添加保温这一系

列动作完成得行云流水。 我当时就在心

里下定决心：要向师傅看齐！ ”

“接下来的日子，我认真向师傅请教

放铜的本领。我一招一式地学，很快就掌

握了放铜的技巧。 班组的老师傅们都夸

我学技术快，是个好苗子。 不到半年，我

就可以独自上岗作业了， 心里不免有些

得意。班前会上再强调安全时，我就没怎

么放在心上，心想以我现在的操作水平，

还会出事故么。 ”

“那天上零点班，由于白天上网没休

息好，轮到我当班时精神有些恍惚。等到

放完三包铜后， 我发现放铜溜槽两边有

些搭棚，影响到铜水的流动，于是就拿了

根钢钎想打开。没想到钢钎失去了准头，

一下子捅到了铜水里，‘轰’ 地一声就爆

炸了，炸起的铜水将我脖子、手臂、胸口

烫伤了。 ”

“有些事你没有经历过，你永远不知

道有多痛！我躺在医院整整一个星期，每

天都重复着打针、清理、换药、包扎的治

疗过程， 每次换药都会感受到撕心裂肺

的疼。父母亲常常偷偷地抹眼泪，相处了

一年的女友离我而去。 躺在病床上的那

段日子，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我多希

望时光能够倒回到我受伤的那一天，白

天我一定在家里休息好， 保证夜班有充

足精神；在清理溜槽搭棚时，一定按师傅

教的那样，把钢钎烤热了再用。 可是，一

切都晚了。 ”

“事后，大伙分析爆炸原因是近几天

天气潮湿、温度低，钢钎钎头带有一定潮

气，和高温熔体冰铜接触后，迅速产生大

量氢气，从而引起爆炸。 经过这次事故，

车间郑重地将‘放铜作业时，严禁将冷钢

钎或是湿钢钎接触高温熔体’ 添加进了

《炉前岗位安全操作规程》里，希望能够

杜绝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

“这些年过去了，炉前放铜的工艺设

备不知更新换代了多少次， 安全操作规

程也反反复复修改了好多回， 可这一条

安规一直都没有改动过。 它时刻提醒着

我在工作中要按规操作。 ”师傅王峰最后

语重心长地说道。

师傅王峰的故事讲完了， 带给刘青

的震撼和触动却没有停止：“是啊， 这每

一条安全操作规程都是用血的教训写成

的，咱们可要牢牢记在心里，千万不能再

用血来验证啊！ ”

“第三条安规”

冶炼厂 李俊红

清晨 你第一个起床

穿上整齐的工装

虽无时尚的气息

却有着矫捷的身影

为家人备好早点

迎着初升的太阳

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大门

岗位上 你热忱奉献

刻苦钻研 精心操作 心系安全

女人天生的细腻

让你在生产中游刃有余

为你赢得无数的荣光

巾帼不让须眉

这是人们对你的称赞

你身挑事业家庭双重重担

家里家外一把手

你无愧那光辉的勋章

矿山女工

丰山铜矿 胡秋萍

志在千里 柯志鹏 摄

职工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