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寂静丛林里，幽幽小径斜。

微风吹小雨，野乐布篷遮。

二

荒原铺草垫，处处静安家。

足下泥泞浸，精工细普查。

三

骄阳红似火，热浪起平沙。

放眼战标岭，远山暴雨洒。

四

纵横天地阔，勘探走天涯。

处处山川秀，温馨赏落霞。

勘

探

队

员

之

歌

○

退

休

职

工

龙

魂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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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浠水，过

去水稻一般种两季，七月

早稻成熟收割后，得立即

插上二季稻，还务必在立

秋前将秧苗插下。如果晚

了，收成将减少，甚至绝

收。 才二十天左右工夫，

抢收抢种， 所以叫“双

抢”。

记忆里， 它却是维

系我们所有农家生活命

脉的一种繁重劳动的代

名词。“双抢”时，要举家

上阵，家乡那片贫瘠的土

地上也就留下了我辈儿时那瘦小的身影。

天还蒙蒙亮， 在大人由轻到重的呼唤声

中醒来，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很不情愿地从

蚊帐中钻出来， 慢吞吞地走向屋后的茅房，解

决掉一夜的憋尿， 接着在大人的唠叨声中，喝

下几碗粥，赤着脚跟在大人背后，“双抢”就这

样拉开了序幕……

早上清凉，是拔秧的好时机。 清新的空气

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田埂上的小草伸了伸懒

腰，身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像一颗颗珍珠在初

升的太阳下闪耀着，不时滴落在田埂上人们的

脚背上，透着一股沁心的凉意。 一大把整齐的

扎秧草放在密匝匝的秧苗上，人们弯着腰把秧

苗一小把一小把的从秧田里拔起来， 凑成一

束，放在水田里“哐当哐当”的把秧苗根部的泥

巴洗去，再从前面抽出几根扎秧草，简单绕拧

成细绳，熟练地打了个活结，随手就把一束秧

苗扎起来了，丢在身后。不一会儿，后面翠绿的

秧把越来越多，一个个士兵一样，雄赳赳气昂

昂地站在秧田里，在晨风中瑟瑟飘摇。

秧田必须要水源充足，农田水利不发达的

年代，一般都依池塘而做田，背阴潮湿恰恰也

是蚂蟥的天堂。

日上三竿时，我们腰酸背疼，饥肠辘辘地

从秧田里走上来， 吸附在腿肚上的几条蚂蟥，

已滚圆滚圆了，一头粘连在腿肉里，还没有吸

饱血，饱了就会自己滚落。这时我们一边骂着，

一边习以为常地从腿上将它们拽下来，找根细

树枝，插进蚂蟥体内，随着滴落的鲜血，蚂蟥皮

被整个穿肠翻了过来， 丢在火辣的太阳下，终

究化成一摊水，再也不能复活。蚂蟥，这个东西

很讨厌，好像即使碎尸几段都没用，翻皮才是

绝杀。

小时候家里有四、五亩田，父亲总是胸有

成竹根据每块田里稻子的成熟度，来决定先收

割哪块田。

割稻时，手持一把铮亮的镰刀顺着水稻倒

伏的方向将其一一割断， 然后再一把把理好，

铺设成一排排整齐堆放。起先整片金黄的稻穗

不见了，一块块稻田在镰刀嚓嚓声中露出了一

截截整齐的稻桩。 有力气，手快，这是割稻好

手。 也常见到在田野里捂着手急匆匆、满脸痛

苦的小伙伴，手快比不过刀快，你割稻时若有

分神，锋利的镰刀就有可能亲吻你的手。 如今

自己手上的刀疤还赫然在目，只是不知道那把

镰刀烂在哪里……从最初的斛桶到脚踩的打

稻机，好长时间我都是专职抱稻铺，裸着身子，

穿个短裤衩，弯着腰把一把把稻谷从泥田里抱

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田里，来来回回，将

稻铺递给大人。 你家田里，他家田里，争先恐

后，汗水和着辛勤的面孔如豆地落下，知了也

在声嘶力竭地嘶鸣着，好像在倾诉着夏日的炎

热。 这种场景在田野的上空交织，奏出了农人

的艰辛，农人的心酸……

太热了，歇伙是一件幸福的事。 留守家里

做饭的母亲用大水壶送来了茶水或早晨吃剩

的稀饭，算是“打中尖”。 这时满身泥巴犹如泥

猴的我们顾不上喝水， 扑通一下就跳进了池

塘。池塘表层的水也是热的，必须下潜到水底，

才能感受到一丝清凉， 那是一种心脾的凉爽，

却需要不停地潜上来换气再下潜。 片刻的清

凉，温热的茶水，换来一丝暂时的惬意；继而发

现胳膊上、胸脯上已然留下了一条条被稻铺划

扫的红痕，汗水流过，感到一阵一阵刺啦啦的。

母亲知道我们消耗的体力太大，双抢中午

的伙食里有老母鸡，有意让我们补补身子。 饭

桌旁边， 家里唯一一台鸿运扇在呼着热风，我

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鸡块，喝着丝瓜蛋汤……觉

得幸福满满，苦楚与疲惫早就抛之脑后了。

突然，天空中传来咔啦一声巨响，让所有

的人都无奈地扔下了饭碗，离开饭桌，奔了出

去。六月天娃儿脸，说变就变；暴雨可能即将伴

着刚才的雷声呼啸而至。我们得快速把上午收

割在稻田上的稻谷收起来，否则雨把稻子淋湿

后会发芽、发霉，那上半年就白白忙活了。 此

时，屋前的大稻场上熙熙攘攘起来，村里男女

老少全部出动，即便你家没有晒稻也会赶过来

帮忙。 各种工具将稻谷团成一堆，用大塑料薄

膜盖上， 压上石头稻草防止被风吹淋开进雨

水。整个过程火急火燎，容不得半点松懈，自家

稻子盖好后还要帮助其他家盖。 总之，必须要

保证所有稻子不能淋雨。 也有来不及收，稻谷

被淋雨的时候，如果碰上持续阴雨天，那就得

翻铺晒铺，这就麻烦了。夏天的暴雨，来的突然

迅猛，走的也快，很快天又放晴了。这时总觉得

这雨是来捣乱的，大人们难免抱怨几句。

“冰棒冰棒，绿豆冰棒！ ”一声声吆喝伴着

自行车铃铛声，将我们吵醒，卖冰棒的来了。大

人为了鼓励我们继续好好干活，也扣点零钱出

来给我们解馋。五分钱一根的冰棒太令人回味

无穷了，小心翼翼地剥开冰棒纸，不忘将粘在

纸上的碎冰舔到口里，冰棒表面留有一层薄薄

的白霜，一股甜丝丝的雾气夹杂着丝丝凉意一

下子钻入鼻孔中， 迫不及待狠狠咬上一大口，

含在嘴里让它缓缓化掉， 再一点一点咽下肚

去。 只半支冰棒下肚顿觉通体舒畅极了。

终于雨后的凉爽经不住太阳公公的霸

道，半下午左右，息风了，整个原野又像大蒸笼

一样闷热不堪起来。插秧的人们已经个个汗流

浃背，草帽下的汗水顺着额头流到眼里，一阵

刺辣，却也无法分出手来擦一把。 大人们将手

里的秧苗掐分成一撮撮，快速地按进滚烫的泥

巴里，弓腰有序的往后倒退着，一棵棵秧苗也

就慢慢将水汪汪、白茫茫一片的水田装扮得郁

郁葱葱起来。 插秧是个技术活，插的不好不能

成活，回头还要补棵，所以大人一般都不让我

们插，我们娃儿们只能抬抬秧苗，把秧苗往大

人身后传递。

火红的太阳渐渐落下去，好像整天锋芒四

射让他自己也累了，在这黄昏时分透出了些许

温柔。

“双抢”的早上、傍晚都是干活最佳的时间

段。在火烧云的映射下，人们经历一天的劳作，

体力消耗的所剩无几，可深知明天农活任务更

加艰巨，不得不在蚊子牛虻的叮咬下，继续奋

力抢收抢种着。

阵阵犁田人呵斥牛儿的声音， 为田间放

水而争论的声音，跟四起的炊烟一同飘忽在田

野上空。

天色渐黛，池塘边上挤满了人，洗脚的，

洗农具的，牵牛喝水的，挑水的，洗菜的……我

们在池塘中翻滚，肆意嬉笑打闹；在相互表演

仰浮，肚皮朝上，不会担心溺水，直到今天我的

水性一直很好。

现如今，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渐

已消失的双抢， 伴随着我从 7 岁一直持续到

20 岁离开老家， 已化成一种融入血液与骨头

里的记忆，镌刻盘踞在我的心灵深处，其滋味

刻骨铭心、五味杂陈，让人想笑，想哭……

“双抢”，让我心悸、惧怕与敬畏。但它的艰

辛苦涩， 让我在茫茫人生路途中学会了隐忍、

无畏、坚强！

时光如梭，这种特殊的经历，此生不会再

有，回不去的岁月，忘不了的“双抢”！

人生故事

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前几天，在《人民日报》手机客户端看到了

一篇主题为“绿色改变中国”的视频，

50

万米的

高空航拍祖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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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植树成林的变迁。

整个视频不到两分钟， 却横跨中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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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在告诉我们， 绿化面积越来越大，

祖国越来越美！那么，在我所工作的地方，厂矿企

业里，环保绿化又有哪些变化呢？

还记得二十几年前刚上班时，只要是阴天气

压低，整个厂区上空被雾霾笼罩，由于我从事的

岗位是化验工种， 所以每天都会穿梭于生产现

场，取水样和固体样。 记得在经过精炼炉的时候

都是捂嘴小跑过去，呛人的青烟里混杂着二氧化

硫的气味； 在诺兰达炉旁边和身边的工友说话，

得放大好几倍的音量才听得见。 不夸张地说，在

轰鸣的机器前说话都是用喊的；在硫酸四系的上

空，酸雨飘落，脸会有些微微发痒……这样的环

境与想象中舒适明亮的工作室相去甚远，初来乍

到的小青年不免有点想逃离。

可是转念一想，这里是父辈辛苦坚守了一辈

子的地方，可能条件简陋了点，环境不尽人意，它

毕竟是老一辈冶炼人为之付出青春和梦想的地

方。 而且我也看到了从上级到基层，来自领导和

同事们的努力———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杜绝“跑

冒滴漏”；电收尘对粉尘的二次回收再利用，污酸

排放控制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贯标” 的大力推

行，依据国际标准建立企业的质量，环境整治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5S

” 更是将 “整理、整

顿、清扫、清洁、素养”深入人心。 无论是从生产，

管理，还是环境的改善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了

焕然一新的面貌！

十几年过去了，我已从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变

成了中年，我有幸见证了这期间的变化，发达的

网络时代也让我明白了：噪声污染、水污染、大气

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是世界范围内的四个主要

环境问题。 在这里，我们积极在改善，前进的步伐

很快，因为有我们的努力，企业在发展，在变化，

变得越来越美。

不断奋进的有色人，改善了环境，让蓝天，白

云触手可及！ 做新时代的企业，做新时代的职工，

我很自豪，也很骄傲！

○设研公司 林静

耕耘

公司总部 张国平

职工摄影

峥嵘岁月

○冶炼厂 李霞

还记得当我合上《红岩》的书页时，心中

的那份激荡久久未曾平息，书中一个个革命

先烈的身影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 在山城重

庆的那座臭名昭著的监狱里，中国共产党的

地下工作者们承受着残酷的压迫，但他们仍

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江姐”被竹签插手指，灌辣椒水，坐老

虎凳……受尽了种种酷刑却始终未透露敌

人想要的情报。 她的坚强和对党的忠诚让我

震撼不已。“小萝卜头”小小年纪因为缺衣少

食让他营养不良，身体瘦弱不堪，但他却肩

负着为狱友传递消息的任务。 是什么让他们

在受尽折磨的同时依然坚强不屈，我感悟到

的是对党的忠诚和对新中国的热爱，是为了

全中国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

今年的五一假期， 我来到了首都北京。

北京，这座有着无数历史故事的城市，来此

旅游着实令我激动不已。 为了一睹首都的升

旗仪式，我们早早出发，终于赶在众人之前

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即使在梦中梦见过、在

电视上看见过无数次，可当国歌奏响的那一

刻， 一种强烈的震撼感自上而下罩住了我的

全身， 眼眶还是湿润了———这就是我最亲爱

的祖国啊！

耳边是响亮的国歌，眼前是冉冉的红旗。

此刻，我正站在熙攘的人群之中，面对着升旗

手们，仿佛沐浴在神圣的光芒之中，心中有说

不出的激动与自豪之感。 沉浸在这样浓郁的

情绪之中， 我甚至都不记得升旗仪式是如何

结束的。我呆呆地凝视了国旗许久，才被父亲

的呼声唤醒， 缓缓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这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父亲用一种庄重

严肃的口吻说着，“上面的画面和碑文， 纪念

的是在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听了这话，我

用崇敬的目光仰视着纪念碑。 雕刻在上面的

虽然只是一幅幅定格的画面， 可每一个事件

背后的人都是活生生的。 我能想象出屹立着

的林则徐，目光锐利而坚定，信念如同跃动着

的光辉；痛恨国贼的学生们，高举旗帜，慷慨

激昂地向人们演说着，愤怒似乎溢出了眼眶；

士兵们与敌人血战、 号兵吹起了高昂的冲锋

号角……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不觉又想起了《红岩》，渣滓洞中的人物

都是那么富有激情、斗志昂扬，他们宁死不屈

的精神令人为之动容。这些英雄，有的就义前

连遗言都没有说一句，可他们的鲜血、他们的

精神已经汇成了一句话———祖国万岁， 和平

万岁！

细细想来，其实从古至今，爱国的人物并

不少———“位卑未敢忘忧国”， 这是陆放翁的

爱国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范仲淹的

爱国情怀；“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

这是辛弃疾的爱国悲叹。 战国有屈原投江以

报国；北宋有岳飞抗金以复国；明朝有戚继光

斗倭以保国。“爱国”，在他们眼中，已然成了

一种信仰。 就是这样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为

祖国拼搏、奋斗着，才有了今天的岁月静好。

这样的英雄不应被忘记。在此刻，我们更

应受到激励，树立起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才能共筑一个更斑斓更美好的未来，不是吗？

望着远处飘扬的红旗，我暗暗握紧了拳头。

英雄不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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