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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工 之 家

日光下，一位花甲老人指着反映铜矿
工人采矿场面的铜雕塑，与身边的老伴交
流。颌首微笑间，二人似乎陷入了对往事的
回忆之中……这是凤凰山矿业公司职工江
峰摄于在十年前的一张人文作品，名为
《岁月回眸》。正是这张曾经获得过铜陵市
规划杯二等奖的照片，让他更加坚定的踏
入了神奇的光影世界。

“举起相机，摁下快门，那一刻，我总
会觉得所有的不愉快和压力都消失殆尽，
只觉得心中满满的全是幸福。”作为一名
资深的摄影爱好者，江峰不由感叹道，自己
的整个青春，几乎都在寻觅和定格美好画
面。而流淌在光影之中的那些青春岁月，如
今回想起来，仍觉得热血沸腾。那么，他又
是如何与摄影结缘呢？

凤凰山矿业公司地处偏远山区，娱乐
活动本就鲜少。而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凤矿
人却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能动性，筹划着各
种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舞蹈、篮球等多
项群体娱乐活动，一时间，整个矿山充斥着
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就在这时，初来乍到的
江峰受到身边同事以及整个大环境的影
响，逐渐对摄影这门专业展示出很大的兴
趣，他开始尝试以光和影来表达自己的心。

2001 年，江峰从朋友手中买入一部二
手相机，拍摄了大量风光人文类照片。第一
次带给他巨大成就感的是一副名为 《晨
读》的作品。那是 2002年的夏天，江峰带
着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相机，来到天井湖公
园，穿过熙熙攘攘的小路，途经弯弯的九曲
桥，发现一名花甲老者坐在旁边的凉亭中，
正静静的阅读着手中的报纸，远远望去，感
觉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老人、报纸，以及作为
背景画面的湖面和天空。江峰立即举起相
机，咔嚓咔嚓几声，从此将画面定格。回去
经过筛选和略微处理后，他将照片寄往中
国审计报和安庆日报，很快就被这些报纸
刊发出来。这对于初初入行的江峰来说，无
疑是最好的鼓励。

如果你觉得举起相机、摁下快门便可
称为摄影，那就大错特错了。决心与光影为
伴的大男孩，开启了自己漫长的学习之路。
那些年里，哪里有关于摄影的培训，他便不
惜银两、不辞辛苦的赶去学习；他从不错过
每一期的《中国摄影》，这一杂志，陪伴了
他十多年，也教会了他各种摄影技巧；在江
峰的 QQ 空间里，总会看见“镜头最佳成
像技巧”、“镜头焦段的选择技巧”这一行
行关于摄影的日志，这些都是他在认真阅
读后转载，希望分享给更多摄影爱好者。就
这样，日积月累，在不断的尝试和学习中，
他的构图和打光等基本功日益精湛。另他
自己最为满意的《岁月回眸》也正是出于
这一时期。

摄影界有句名言：摄影毁一生，单反穷
三代。在朋友那里入手属于自己的第一台
相机之后，江峰便在这个光影世界里越走
越远，2005 年，为了在旅行路上拍出更美
的照片，当时每月工资仅千元的他，毫不犹
豫的拿着自己的多年积蓄，购入了尼康的
一款胶片机。所以，对于这句名言，他部分
同意。摄影是一门技术之上的艺术，绝不是
一蹴而就的。一个摄影师的成长，无论是从
专业基础、实战经验、从业背景来看，都需
要大量的设备和精力投入。

所以，决定图片质量的，还在镜头后
面，在于拍摄图片的那个人。就像《晨读》
这张获图片，快门一按，几千分之一秒，选
角度却花了他很长时间。“想再拍个姐妹
篇，跑了多次，选了无数个角度，抓拍了无
数张，却未能拍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江
峰说道，技巧重要，机缘也重要。对于这些，
他虽努力却并不强求。

爱摄影的人大多爱旅行，江峰也不例
外。比起伏案研究摄影的技巧，他更喜欢去
经历、去体验。跑遍了铜陵市的大街小巷，
踏遍了铜陵的山和水，他也不再满足于这
一个地方。闲暇时，总是邀几名志同道合的
好友，三五成群的骑着摩托车，去周边的城

市采风。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2006年在江
西的一个乡下，江峰和朋友们被美景迷住，
流连忘返，夜幕降临，只好留宿在一位老奶
奶家中，在物资匮乏的乡村里，热情好客的
主人却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甚至还
有求必应的跑到理发店里为他们买来洗发
水。江峰说道:“每一次寻找到美丽画面的
喜悦，和朋友一起青春做伴的快乐，以及那
天晚上农舍里的昏暗灯光和老奶奶为我们
忙前忙后的身影，都令我毕生难忘。”

喜欢旅行，喜欢摄影，这些经历让他的
作品带着真实，让人印象深刻。这也是为什
么他总是把增加生活体验放在第一位，而
不是锻炼技术。有经历的就有故事，有故事
的画面更深刻。

在旁人的设想里，偏爱着摄影的江峰
理应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更远，却未曾料到，

那个曾经骑着摩托车、拿着单反四处寻觅的
大男孩，在走过了许多地方、看过了许多美
景、定格了许多画面之后，却收起了一身锋
芒，逐渐的回归到家庭和工作中。

江峰说，他感谢自己所在的矿山，感谢
那些浓郁的文艺氛围，让他初出茅庐便受到
最好的熏陶。是矿山让他与摄影结缘，也是
矿山，让他认识到什么叫做责任和担当，如
今，摄影于他而言，仍是一种最佳的解压方
式，是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业余爱好，却不再
是他的全部，他也不会再为了一张画面，就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踏遍千山万水。

也许，这便是江峰这一代青年的人生态
度，他们热爱摄影，也珍惜幸福的家庭生活，更
懂得在选择中继续经历，在担当中继续成长。正
如他所说：“在用整个青春去追寻后，如今工作
之余，还可以举起相机，已经倍感幸福。”

青春岁月 光影随行
在凤凰山矿业公司，说起那

姹紫嫣红的花花草草，大家立马
就会想到蒋宇进，这不只是因为
他是凤矿唯一的园艺师，打理着
凤凰山矿业公司的 142 万平方
米的绿化面积，十万多盆花草。
更重要的是，在与这些花草树木
相伴了近 20 年之后，种植树
苗、培育良种这些事情于他而
言，早已不只是工作，而是他生
活中的最大乐趣。

蒋宇进与花花草草缘分，始
于在懵懂年纪里对专业的选择。
毕业之后，他进入矿山，从事着
本专业的工作。在而后的岁月
里，蒋宇进日日与花草树木相
伴，那一片绿意逐渐侵入他的心
底，成为了他此生再无法割舍的
牵挂。

凤凰山矿有 43 种树种、
100 多种花卉，他们的习性，蒋
宇进都烂熟于心，每当花草出现
病状时，他总能很快找到症结所
在，并快速处理。在他的悉心照
料下，矿山常年都是一派绿草成
茵、花团锦簇的景象，还曾被授
予 “安徽省文明单位”、“花园
式矿山”和“全国有色系统环境
优美矿山”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由于矿山资源枯
竭，凤凰山矿业公司用于绿化的
资金也日益紧缩。为了不离开自
己钟爱的那一片绿色，向来沉默
寡言的蒋宇进做了一个让大伙
惊讶不已的决定：他要自己承包
矿区的小公园———“小观园”。
说做便做，2011 年，蒋宇进自掏
腰包，将“小观园”承包下来，种
植盆景，“以花养花”、“以花养
人”。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盆
景，他干脆就搬进了“小观园”
居住，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
花草的生长动态。但如此一来，
蒋宇进便无法兼顾到家中刚满
月的女儿和那些琐碎的家务活，
只能将其一股脑丢给了妻子，所
幸的是，他的妻子任劳任怨之
余，给了他极大的理解和关心，
让他毫无后顾之忧的沉浸在那
个充满绿意的世界里。

整个园里，只有他一人懂技

术，无论什么事情，小到除草、浇
水，大到剪枝、除虫，他全部亲力
亲为。“小观园”的土质不适合
“外来”盆景的生长，他就不辞
辛苦，从周围的村子买来泥土，
在特定的环境下培养，用来种植
盆景。在这些繁琐的流程里，最
难的就是给盆景除虫了。每当夏
季来临，园里的三角枫上都会爬
满一种叫天牛的害虫，这种害虫
有一层厚厚的外壳，通过药剂很
难将其除去。焦虑不已的蒋宇
进，在发现这种害虫有昼伏夜出
的习性之后，便在每天晚上拿着
手电筒来到园中，竖起耳朵仔细
聆听，根据声音寻到天牛，再一
个一个将其摘除。虽然方法很原
始，却非常的奏效。于是乎，整个
夏季，蒋宇进在“小观园”里那
星星点点的萤火虫的陪伴下，手
持电筒穿梭于夏夜浓密的花草
之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被蚊虫
叮咬的夜晚。

俗话说：“欲得奇花异草，
必须进山寻宝。”为了能够培育
出有更大观赏价值及经济价值
的盆景，蒋宇进经常深入到皖南
山区的崇山峻岭中，寻找那些优
良树桩。运气好时一两日他便能
寻到满意的品种，运气背时，可
能在偏僻的山区寻寻觅觅半个
多月仍无所获，还经常几顿吃不
到饭，渴了也只能喝点山泉，有
时实在饿得不行，就向附近村民
要点锅巴充饥。

在他不舍不弃的照料下，蒋
宇进的“小观园”初具规模，里
面有他亲手种植下的几百颗盆
景树。尽管当初为了为了这一片
绿，他曾四处负债。尽管后来其
中一些品种由于形状不好或成
活率低，让他损失不少。尽管一
盆盆景，少则需要两三年，多则
六七年才能成型，但在这漫长的
回报期里，蒋宇进却始终无怨无
悔。他说，这个让他吃了无数苦
头的“小观园”，也带给了他许
多快乐，比起投资和汇报，他更
在乎的，是能够拥有一个花草相
伴的人生，清亮华丽、清香默盈，
沉静满足。

花草相伴慰柔心

12 月下旬里的一日，迎着暖洋洋的
阳光，笔者走进了凤凰山矿业公司的职
工食堂，不由大吃一惊，几个月前还是破
旧不堪、蜘蛛网四处可见的石灰墙面，如
今已被白色乳胶漆粉刷一新，深蓝色的
椅子和泛着光芒的银白色桌子配成套，
一改往日脏兮兮的即视感，呈现出一种
色彩分明、干净卫生的景象，往来的职工
面对着十几个荤素搭配的菜肴和热汤热
菜，边吃边聊，有滋有味。

凤凰山矿业公司食堂的这些变化，
都源于矿业公司对职工生活的关心和照
顾，也侧面反映着人们对于食物的更高
要求。11月份，矿业公司投入大量资金，
将食堂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了一遍，对于
食堂，更是实行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菜

色、菜质、口味、卫生情况等，都要以满足
职工为目的。也正是本着这一宗旨，矿业
公司的食堂颇受欢迎。

其实早在 1968 年，矿业公司的食
堂就办的有声有色了。据老职工回忆，那
时的餐厅很大、很空、很冷，餐具简陋不
堪，许多麻雀还在屋顶筑巢，躲避外面的
风霜和寒冷，但在当时，用一毛五分钱便
能买上一份青菜炒瘦肉，菜多而香，鲜而
嫩，配上香喷喷的米饭，是当时最受大火
欢迎的菜谱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矿山食堂那些实惠鲜美的饭菜，为忙碌
操劳的职工带来莫大的惊喜。这样的日
子没过几年，矿山职工成倍增加，单身职
工、家住市区的职工和外来人员齐齐涌
入，让食堂从一个扩张到三个、四个，直

接或间接的从业人员从十多个增加至上
百人，每天都需要开着卡车去买菜，每天
都有上千人次昼夜不息来食堂就餐，那
种场面、那份热闹，成为了很多老职工的
美好回忆。

到了 80 年代中期，随着企业承包
经营责任制的铺开，人们有更多支配劳
动时间的权利了，加上矿区的小饭店、大
排档也不断增加，为矿山的职工带来了
惊喜和更多选择，导致食堂开始走下坡
路。困境中的矿山食堂痛定思痛，最终决
定将食堂饭馆化，职工上食堂吃饭，不必
再自带碗筷，来了就吃，吃完就走，还开
设了点菜现炒和供应烟酒业务，这一下
子又吸引了部分食客，但你变我变、机制
不同，环境不同，需求不同，矿山食堂终

究还是被一心追寻更多美食的职工所遗
忘，在凋敝中一关再关，最后只剩下看守
人员，因为偶尔还有几份抢修和井下保
健饭送送……

矿山关闭破产后，所有食堂都转为
私人租赁经营，职工食堂在这座还不算
古老的矿山，似乎就要走进历史的博物
馆。令人意外的是，矿山重组挂牌后不
久，在矿业公司领导的重视和相关部门
的努力之下，两个食堂以另一种面貌浴
火重生，新老职工们便再一次聚首在自
己干净、新颖的食堂，享受着矿山送来的
“温暖工程”，品尝着食堂八项承诺带来
的优质服务。2008 年，矿业公司在全公
司范围内实施“班中餐”工程，所有员工
每人每天按 5 元补贴，就餐刷卡，节约

的就归自己。这一方面解决了远离市区
30多公里造成的就餐老大难问题，为职
工提供了卫生、实惠、准时的班中餐，另
一方面也遏制了一些人喜欢中餐聚会大
吃大喝，甚至酗酒的陋习，起到了正风气
于解决实际问题之先的积极引导效应，
一时间，食堂客人络绎不绝，就连一些上
级来人或者是外面来矿办事的人在这里
吃的津津有味。

经过多年的风雨洗礼，当原本温馨
的食堂逐渐蒙上尘埃，一张张桌椅渐渐
褪去光泽、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之时，矿业
公司再一次对食堂进行了装修，并将每
日的补贴提升到了 20 元钱，菜的品种
也相应增加，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个从
里到外都焕然一新的食堂。

职工食堂无小事，细节之处更感人。
随着冷冬的到来，饭菜出锅后很容易就
会变凉。为了延缓饭菜变冷，让职工吃上
可口的温热的饭菜。他们计划着下一步
再装两台空调，尽最大努力为付出辛勤
与汗水的职工营造一个舒适的就餐环
境。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要提高
职工幸福指数，首先要解决职工的吃穿
住行。如今人们也对所食之物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舌尖上的中国”这一栏目的
热播更是说明了美食在如今人们心中的
重要性。凤凰山矿业公司正是抓住了这
一重点，在职工食堂上做文章，让职工在
辛勤劳动之余，切实享受到了舌尖上的
幸福。 李 波 段 青 文 / 图

让职工享受快乐和幸福

如今，看着挥毫泼墨间，已是行云流
水，毫不生疏的宛新华，有谁能想象到他曾
是一个因写字歪歪扭扭而被大家嘲笑的
人。

90年代初，才 20岁左右的宛新华刚
刚来到凤凰山矿业公司，那时，作为一个远
离城市喧嚣的矿山，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十分单一。矿区为了提升矿区人气，凝聚人
心，渐渐开始举办篮球赛、舞蹈赛以及一些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一时间，矿上“能
人”们各显才华、尽展风采。书法展上，一
幅幅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的
作品，深深吸引着宛新华。一直以来，他虽
然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受人尊重，但写起字
来却是歪歪扭扭，被同事们戏谑为狗爬。即
使这些笑声里并无谴责之意，却也让心高
气傲的宛新华觉得苦恼。于是，他在心底暗
下决心：从此以后勤学苦练，写出一手好
字。

因为那些优美的书法线条，也因为想
要练好字的执念，没有任何基础的宛新华
义无反顾的走进了那个充满墨香的世界。
他买来毛笔、草纸和各种名家字帖，日复一
日的揣测临摹。有时，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但只要站在案前，
饱蘸浓墨挥笔而起，一身疲惫便消失殆尽，
尘世间的纷争、喧嚣、烦躁仿佛都离他而
去。远行时，他的行囊里最不可少的便是书

法习作，别无他物。多少个春秋，因为生活
的重担和繁忙的工作，一些爱好都被逐渐
抛诸脑后，唯有这一项，他始终无法割舍。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短时间内自然是
无法练好的，但宛新华忍受着乏味和艰苦，
练习了三年，却觉得毫无进展，陷入瓶颈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之余，并未气馁。他开始向
矿山的一位书法前辈请教。同是矿山人，这

位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所临之
帖太多。他建议宛新华回去选择自己最喜
欢的帖子勤加练习，莫要再三心二意。得到
指点的宛新华，忍痛暂别了其他一些书法
名帖，独练颜真卿的多宝塔贴。每日两个小
时，雷打不动的坚持了大半年后，自我感觉
进步不少。享受到书法所带来的快乐，宛新
华便愈发的勤加练习。

书法需要扎实的基本功，需要读帖、临
帖，而后脱帖，临摹多年，宛新华不知道写满
了多少张纸、用坏了多少根笔，并逐渐能够
脱帖，此时，他便开始临摹其他名家的书法
作品，感悟其书法的意与势。书法怡情养性，
心追手摹间，宛新华不断更新着自己研习书
法的年头, 就像粗壮的大树不断增添着年
轮。而他本人，也从一个毛毛躁躁的青年，逐
渐成长为一名沉着冷静、大气从容的矿山骨
干。

“如今工作越来越忙，练字的时间越来
越少。”宛新华不无遗憾。对他而言，研习书
法不仅让他写得了一手好字，更多的是充实
了他的人生，教会了他更多的人生道理。20
多年来，每每遇到挫折、困难，想要逃避、放
弃时，他就会想起在书法天地里不懈耕耘一
年又一年的那个自己，想起为此付出的耐力
和毅力，如此，便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坚持和
忍受的了。

挥毫泼墨间，岁月悄然流逝。在书法根
基愈发坚实的同时，宛新华心中最想感谢的
就是陪伴他的朋友与家人，能够在书法的道
路上持之以恒的坚持下来，其中少不了家人
对他的宽容与厚爱。2014 年就此过去，美好
的记忆将深藏于心，就让我们一起掀开崭新
的一页，望新的一年里，宛新华能够在工作
之余有更多的时间去挥毫泼墨，翻越书法更
高的山峰。

悠悠墨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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