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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当一个名叫雷锋的
年轻人的事迹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雷锋
精神便成为一座超越时代的精神丰碑，成
为一面凝聚力量的旗帜、一盏传递光和热
的明灯。为了更好地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我和彭海燕在合著的长篇小说《雷锋》出
版后，又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青春
雷锋》，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50 周年之际
放映。

回想创作电影《青春雷锋》的初衷，心
潮澎湃，有千言万语要一吐为快。我们同样
是在新中国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是
在学习雷锋的旗帜下跋涉前行的湘江儿女。
每当走进望城雷锋纪念馆，或是在街巷、村
头、厂矿、学校看到学习雷锋的志愿者身影、
公共场所悬挂的雷锋日记摘录，我的心情就
会一下子激动起来。感动、抚慰、激励、崇高，
刹那间就会在思想和感情的大地上破土绽
放。这里既有对雷锋的永久怀念和真诚敬
仰，又有对现实社会的冷静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道德领域的
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
的问题。切实抓好道德建设，大力提升国民
素质，是必须下大气力解决的时代课题。当
代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
道德体系，通过树立新时代的道德典范，把
崇高写在每个人的心头，着力解决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信仰、价值取
向问题，更好地让道德成为推动社会前进
的力量。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雷锋精神不
仅永远都不会过时，相反，它就像一座高高
矗立的灯塔，刺破重重迷障，传递给我们恒

久的温暖和正能量。而我们所能做的就
是，不断赋予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让
这团火在时间的隧道里永不熄灭、永放
光芒。

然而，创作关于雷锋的电影确是一
件劳神费力的事情。一方面，反映和塑造
雷锋的电影、电视剧已经有好几部，再碰
这个题材恐怕很难出彩，一不留神就会
嚼别人的剩馍。另一方面，多年来人们关
于雷锋的形象已经基本定型，甚至有些
“格式化”，如何才能在既有格局中写出
新意，在熟悉中写出不熟悉，塑造一个让
人眼前一亮、愿意竞相追捧的雷锋，难度
可想而知。我迎难而上，决定先抛开固有
的认识，沿着英雄的足迹重走一遍，再次
和这个伟大的灵魂对话。我找到了和雷
锋接触过的老师、领导、同学、好友采访
座谈。尤其是黄菊芳、冯健、王佩玲、张健
文、乔安山等老同志，虽已年过 70，却依
然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雷锋
的生活细节和真实故事，最可贵的是，还
入情入理地解释了社会上许多对雷锋照
片和某些事件的质疑。

在这些深情而又真实的叙述中，一
个血肉丰满、可信可爱可敬的雷锋从历
史的深处向我走来，我也仿佛重新回到
雷锋生活的那个时代，身上的每一个细
胞都在真切地感受着他与时代与人民一
起律动的心跳。雷锋的生命中，有引导他
前行的长辈老师，有令他激动不已的劳
模，还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和女友；有
鞍山的钢铁、高炉，军营的汽车、钢枪，有
毛主席著作、书籍、日记本、钢笔、英雄小
说、推土机、螺丝钉、手电筒，更有党和政

府、学校、部队和人民群众。这是雷锋在平
凡中创造伟大、质朴中写就大爱、艰难中活
出坚韧的生命音符，更是让他成长为一棵
参天大树的厚实土壤。

雷锋是个苦孩子，旧社会使他从小就
遭受磨难和挫折，但苦难并没有在他心里
投下一丝阴影，而是升华为拳拳感恩之心
和赤子情怀。完成这个升华的，就是新社会
的阳光雨露，是时代的赐予、人民的抚爱和
祖国的哺育。

解放后，人民政府保送雷锋免费读小
学。小学毕业后，雷锋主动回乡务农。当年
雷锋就是在帮助乡亲做好事的时候，被县
委组织部发现，推荐他当了县委书记的通
讯员。为了治理沩水工程，他又主动要求离
开县委机关上工地。在望城县委动员大家
捐款购买拖拉机时，又是雷锋带头把自己
积蓄的 20 元工资全部捐出，并且很快成为
团山湖农场一名优秀的拖拉机手。当他看到
青年养猪模范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时，也要当
模范的激情便在心中不可遏止地燃烧起来，
等等。这些真实丰赡的细节和有如亲历的情
景，不断勾起我们寻访雷锋母校、同学和老
师、县委机关干部时的场景，震撼着我们的
心灵。是啊！雷锋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雷
锋精神仍然像一盏明灯，发出光和热，并随
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强。

22 年的人生可谓短暂，然而雷锋以助
人为乐的朴素行动，用一个大写的“爱”
字，回答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这个根
本问题，赋予了这 22 年无限的长度，谁又
能说它短暂呢？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
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
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

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
历史潮流。”

雷锋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个人欲望的简
单表现，而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产生
的。雷锋的思想、精神所抵达的高度，也正是
新中国亿万人民精神世界和精神风采的集
中体现和典型表达。正因此，雷锋精神的崇
高乃是 “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这火花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

1963 年，毛主席写下“向雷锋同志学
习”七个大字，他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
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
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
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
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
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
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才能形成好风气。”毛主席的题词，极其精
炼而深刻。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阐明了学
雷锋的重大意义，而且指出了学雷锋的方
法，指明了学雷锋的方向。

雷锋属于伟大的时代，属于中国和世
界，属于所有热爱生活、热爱真理、热爱美
好、热爱生命、向往崇高的人们。在创作电影
《青春雷锋》时，我的心始终是虔诚的，血始
终在沸腾。我的创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还
原雷锋，用真实的力量告诉人们，雷锋是在
激情燃烧的时代铸就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铸
就自己的灵魂和精神。他用平凡、朴实、坚
毅、奉献为我们解开了一道永恒的课题：人
生该有怎样的选择和价值追求。今天，雷锋
依然在路上播撒真理的种子，依然在课堂上
倾吐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感
恩。而一代一代的人们也正是从雷锋的每一
个脚印、每一行日记、每一次行动和每一回
思考中体验到精神的高度、生命的热度，汲
取前行的力量！ 谭仲池

让雷锋精神传递恒久正能量

初秋的一天下午，暑气刚下降，秋叶绽
丹红。市“五老报告团”成员高广勋正走下
铜陵职院宣讲台，迎面碰上等候多时的一
群媒体记者。大家蜂拥而上，连珠炮似的发
问：

“高老，听说您 1963 年就开始学雷锋
做奉献，坚持 52 年不间断，是什么动力使
然？”

“高老，您在铜陵城乡义务理发已有
46个春秋，据说有超过 3 万余众收益，累
不累？”

“高老，近几年您先后被评为“铜陵十
大新闻人物”、“铜陵好人”、“铜陵市道德
模范”，至今还在忙于到全市各行各业作
宣讲报告。试问：您已年高 84 岁，众多荣
誉在身，就不想停下来歇一歇吗？您的最终
理想和追求是什么？”

“高老，最近您又被市关工委推荐为
“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铜陵各界
人士尊称您为“传奇老人”，说说您的感想
吧。”

面对一个接一个记者的提问，高老一
一坦然作答。他最后说到“归根结底一句
话：我之所以矢志不渝学雷锋，为的就是终
身报党恩。因为，若不是共产党把我这个旧
社会的放牛娃穷孩子，培养成一名大学生，
成为新中国首批高级统计师，也就没有我
今天的一切！”……

让我们追随高广勋老人学雷锋做奉献
报党恩所走过的道路，敞开他的心路历程
和人生轨迹吧！

洒在支农惠农路上的爱

高广勋为农民兄弟做好事办实事，那
是如数家珍。这里择其要者吐吐芬芳。

一是义务为农民积肥数千担。此事发
生在 1963 年春至 1968 年夏全国学雷锋
高潮期间。当时，有色机关附近都是郊区蔬
菜生产队。而人粪肥料对蔬菜增产、菜农增
收作用很大。时年 33 岁的高广勋，深知农
家肥对农民的重要性。1963 年春末，高广
勋格外忙碌。他每天除工作外，班前起早、
班后摸黑地进行周围肥料来源的调研，发
现周围办公楼及家属楼外有几十处化粪

池，全是上等的好肥料。他如获至宝，请
示机关党委获得同意后，决定先清除机
关办公楼外最大的化粪池。经与各蔬菜
生产队联系，一起动手积肥。

粪池上部的脏水抽干后，他只身一
步步下坑；越往下滑行，坑内无法对流的
空气越来越少，沼气味十足，又十分闷
热，使他刺鼻难闻。呆在坑底脏臭难当，
站着不动都全身冒汗。而他还要两手开
弓不停地用力装粪便，往上提粪桶，弄得
额头上直滚汗珠，两鼻孔是汗水连着鼻
涕交流，一身单衣全湿脏透……但他以
雷锋精神激励自己，不顾脏臭拼命干，不
怕闷热流大汗，为了农民多积肥，拼尽全
力坚持干，只用 3 个多小时就把 100 多
担优质农家肥清理完。大队党支部专门
敲锣打鼓向有色机关送来表扬信以示感
谢……

可有人却说：“老高头脑有毛病，就
是爱出风头。”对此议论啼笑皆非的老
高，从此坚持尽量秘密干的办法：先分别
与各个蔬菜生产队秘密联系，每次通知
一个生产队来，时间一律定在星期天的
凌晨，天不亮就完成装大粪任务。所以，
从第二次到此后几年几十次的积肥活
动，一直鲜为人知。个别知情者说他傻，
他说：“为农民积了肥，又防止化粪池外
溢污染，我就愿意当这种傻子！”

二是为烈军属、五保户老人担柴送
水做家务。1968 年秋冬季节，铜陵地区
久旱无雨，天气干冷袭人。在有色机关干
部支援郊区加固长江大堤的队列中，高
广勋总是干在前面。劳动之余，他发现有
4 个生产队不通自来水，吃水要到长江
边去挑，很不是滋味。思绪顿时想到做好
事上：自费买来能挑一二百斤的竹扁担
和两只特大号水桶，利用劳动休息时间，
专为几户烈军属、五保户老人天天送水
上门 （同时替驻村的机关 50 名劳动者
挑生活用水）。

到了冬季江水下降，坡长路滑，当地
农民便穿胶鞋挑水，时有人滑倒，桶被砸
坏人身湿。有村民说，家住长江边，冬天
挑水难于上青天。可硬朗结实的高广勋

就是不信这个邪！他脚登自打的草鞋，既防
滑又能涉足江水里快装水，来回一趟仅是
村民的一半时间，一天能挑几十担。那一来
一回挑的岂止是两桶江水啊，他分明装着
贫家子弟对革命老人的一片心啊！当烈军
属五保户大妈大爷对他表示谢意时，他说：
“大妈大爷呀，你们就把我当作自己的亲
儿子吧，不用谢！没有你们献丈夫献儿孙，
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平与安宁
啊！”……

他不仅义务为农担水 400 多天，而且
经常替他们担柴禾、做家务。并从这一年学
会了理发技术，为全大队十几个自然村的
男女老少义务理发。村民们夸奖说：高广勋
是机关的好干部，我们身边的活雷锋。他也
因此获评先进，光荣出席了铜陵特区“积
代会”。

坚持义务理发 46年

打从支农劳动时学会了理发手艺，高
广勋像着了魔一样常年坚持为民义务理
发，至今已有 46 个年头。市郊的男女老
少、城乡孤寡老人、五保户、烈军属及城市
残疾人、智障者及不便出门的弱势老人家
中，都留下他上门服务的身影。

时序到了 2008 年，年高 78 岁的高广
勋仍然痴心不改学雷锋做善事的初衷，寒
暑无避地外出义务理发。5 月 12 日，四川
汶川突发强烈地震这一天，高老正跋涉在
理完发回市区的途中。当他从收音机里听
到这一不幸的消息时，顿时车子骑不动了。
一边推着自行车慢步走，一边思绪翻滚起
来：八级以上大地震，死伤者一定很多；伤
痛员头发不理，既难看又难忍，我得出力
帮一把啊！想到此，他快步回家拿存折，上
银行取积蓄，准备带到四川去。当他回家
写好申请、带上钱款去市民政局，请求批
准自己亲赴震区义务理发献爱心时，局领
导婉言相劝：“您的爱心可嘉，但您已是
78 岁高龄了，若是独自往返几千里，实在
让人担忧您的安全啊。请谅解，我们不能
开这个证明。”（当时规定，无本人所在民
政部门证明者，一律不能进入灾区。）未获
批准，他只得在铜一边坚持义务理发迎奥

运，一边等待为灾民做奉献的机会。
一天，他从安徽新闻联播中得知：四川

地震灾区有 100 多名重伤员转到安徽省立
医院等 3所三甲医院救治。他立即两次向市
民政局申请赴肥为地震重伤员义务理发，很
快获得批准。手握盖着印章的市级证明，高
广勋激动不已，当天就赶到合肥，先找到 3
家医院的地址。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披着
星星起床、送别落日而返，每天劳累十几个
小时。到了一家医院擦把汗，立即给一个接
一个的伤病员洗头、净脸、理发、护理，忙得
不亦乐乎。中午常常忘了吃饭，实在饿得慌，
就啃个面包充饥。仅最初的三天里，总共为
三家医院的 34 名四川震区伤员洗理得一
干二净惹人夸！受益者都说：您老都满头白
发了，还这么尽心为咱服务，真是好样的！

英雄也有为难的时候。在被服务的伤病
员中，有十几位重伤员，头不能抬，身不能
动，还分别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或绑着腿脚
哼哼直叫痛。对这样的同志，洗理该如何下
手呢？高广勋思虑再三，想出了克服困难的
“笨”办法：他慢慢走到重伤员床头，轻轻移
动一下伤者头部，以便下手。自己个头高，蹲
下来难制动，他就干脆双腿跪地，就势下剪
刀轻理慢梳；再用热毛巾捂热脸，就皂液剃
胡须、刮脸、清面……

夏暑尚未过，没理一人，因跪地过久双
膝酸痛，全身汗湿。他默默忍着个人酸痛、疲
累、饥饿，把一颗滚烫的心敞给四川地震重
伤员看，用一名老共产党员对阶级兄弟无限
的深情，对待每一位被服务者。感动得不少
伤病员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灾区的
贴心人，当代老雷锋！”人民网、中青网、省
市报纸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以《78 岁爱心志
愿者为灾区伤员义务理发》为题，并附现场
跪床理发的照片广为宣传报道。

46 年间，他把缩衣节食省下来的几万
元都用于义务理发和助人为乐做好事上。后
来，还把理发手艺传给了热心人，让义务理
发这件好事能长期传承下去。他一直坚持以
学雷锋做奉献的方式报党恩。退休以后，仍
踏着活雷锋的步子走，奋斗至今志不移。这
就是他在获奖感言中许下的誓言，也是他
84年光辉人生的写照。 徐业山

踏着雷锋的足迹走至耄年
———“铜陵好人”“市道德模范”高广勋纪事

此刻，我端坐在写字台前。窗
外，瑞雪纷飞，山舞银蛇，好一幅
铜官瑞雪图；室内，暖意融融，花
香弥漫，春天的脚步已叩响大地。

三卷本的厚重的《创造成就
未来》“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
事集摆在案头，散发着油墨的清
香，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有
幸成为该书的编辑之一，故有了
先睹为快的便利。每当我手捧一
篇篇稿件，心里总是不能平静。写
作者们让史实、资料说话，用稳健
的笔力，沉着叙事，侃侃而谈，满
目皆是用时、用力、用心、用情的
痕迹，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
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是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在新时期重视和传承
优秀企业文化的重要收获。用书
籍的形式，把优秀的企业文化记
录下来，永久流传，在这方面，铜
陵有色无疑走在全国大型企业的
前头。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
的铜陵有色”故事集不仅蕴含着
独特的铜陵有色优秀传统文化的
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也包含着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笔者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故事集弘扬了铜陵有色优秀
的企业文化，传承了 “创业、创
新、创造”的企业精神。铜陵有色
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呱呱坠地，
系新中国铜工业的长子。65年漫
长的岁月，铜陵有色人创业创新
创造的故事浩如烟海，铜陵有色
广大员工人人有故事，人人是故
事。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企业文化
传承下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个严肃的课题。

企业文化发展繁荣是企业兴
旺的重要条件，保护和传承优秀
的传统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
求。因此，必须留住文化根脉，守
住企业之魂。它将有助于人们从
先辈优秀人物身上吸取民族的优
良传统和精神文化，从而迎接未
来世界的挑战，赢得企业的兴旺
和发展。铜陵有色文化博大精深，
根基深厚，上下三千年绵延不绝。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的铜
陵有色”故事集，是一个企业的
记忆。一个人丧失记忆，不能生
存。一个企业丧失记忆，也不能生
存。铜陵有色早期建设者们怀着
尽快建设新中国第一个铜矿的雄
心壮志，用铁锤钢钎开山凿岩、掘
井钻巷，用箩筐、竹杠担石装矿、
肩扛人抬，从而诞生了新中国最
早的铜企业文化 ———“箩筐”精
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铜陵有色
响亮地提出集体学习井边铜矿、
铜官山铜矿松树山一区；个人学
习铜陵有色井边铜矿优秀共产党
员、副连长张维宽的革命“硬骨
头精神”，就是对铜陵有色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

铜陵有色的企业文化说到底
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这
种精神的感召下，铜陵有色人为
共和国生产了占很大比重的铜及
其它有色金属，创造了多项共和
国第一。写作者们饱含着对企业
文化的深厚感情，做了较为详细
的表述，使我们重温了铜陵有色
辉煌的昨天。今天，我们重塑铜陵
有色独特的企业文化，就是要让
在不断锤炼的企业精神引领下，
在转型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展示
铜陵有色人新的风采。

故事集很好地展示了铜陵有
色人矻矻以求、顽强拼搏和开拓
创新的精神风貌。青铜的先人们
留下的优秀的历史传统，给了我
们后人生生不息、一往无前的勇
气，铜陵有色的发展史很好地证
明了这一点。65 年前，在铜官山
下的荒坡野岭上，铜陵有色早期
建设者们怀着尽快建设新中国第
一个铜矿的豪情壮志，风餐露宿，
筚路蓝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于 1952 年 6 月建起了新中国第
一座大型铜矿和一座日处理 400
吨的选矿厂；创业者们人不下鞍，
马步停蹄，多措并举，建造了新中
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完全依靠
自己力量建设的第一座铜冶炼
厂———铜官山冶炼厂， 1953 年
5 月 1 日冶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铜
水，浇铸出新中国第一块铜锭；改
革开放以来，铜陵有色得到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建成了新模
式办矿的安庆铜矿，安徽省最大
的中外合资项目金隆铜业公司，
发行了第一张铜业股票；特别是
进入新时期，铜陵有色人度过了

资源枯竭、矿山关破等一系列难关，
改革创新不停步，终于使企业走上
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安徽省
国有企业的排头兵。历史已经证明，
铜陵有色人无愧于祖国的重托、时
代的赋予、人民的期望。

故事集的写作者们把笔触放在
建国初期以叶尚初；六七十年代以
张维宽；新时期以胡绍水、胡银仙、
高贵祥、陈水根等为代表的先进模
范人物身上。以铜官山铜矿松树山
火海夺铜和井边铜矿职工张维宽的
先进事迹提炼的“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硬骨头精神”，更是感召
了一代人。将目光投向平凡的劳动
者，致力于发掘劳动者身上纯朴的
美是这本故事集的主旨之一。通过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串联起铜陵有
色的发展史，以这些先摸人物为代
表的广大员工，共同构筑起铜陵有
色的脊梁，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困
难面前有铜陵有色人，铜陵有色人
面前无困难。

故事集呼唤并激励我们建设
“百年有色”、打造“世界铜冠”的
热情。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灭人国
者必先亡其史。”有史而不知史，是
莫大的悲哀。我们记录历史，为的是
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写作者们让史实说话、把历史
智慧告诉后人，激发我们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从而坚定广大职工振兴
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在前进的道路上，铜陵有色还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会遇
到挫折。但“铜冠之梦”坚定不移，
打造“百年有色”坚定不移。

故事集还告诉我们，企业的命
运和国家的发展紧紧相连。回顾铜
陵有色 65 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与祖国同沉浮、同发展的历史。100
余万字的作品集捧在手里，感觉沉
甸甸的，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它不
仅拓展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和文化视
野，还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一个企业、一名员工的梦想是与这
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我们只有把自
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平凡的生命才会凸显价值，我们的
生活就会有滋有味。

我们的员工刚参加工作时，谁
不是懵懂的毛头小伙一个？谁不在
铜陵有色这个大熔炉里成长？后来，
有的由矿工走上了省委书记的岗
位，有的成了副省长，还有的成了厅
长、市长、大学校长……今天，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都已从工作岗位上退
了下来，但他们的字里行间依然对
铜陵有色一往情深。有的铭记“我
的矿工身份永远不变”；有的喊出
了“忘不了这片热土”；有的牢记着
“我在铜陵有色成长的经历”；有的
称铜陵有色“是我的娘家”；有的在
铜陵有色工作时间不长，但对自己
与铜陵有色的情缘永世不忘……因
为铜陵有色是他们成长的摇篮，铜
陵有色给了他们成长的勇气、创新
创造的智慧、克服困难的决心……
我们的每一名员工的成长，都与铜
陵有色息息相关。写作者们以宽广
的视野、柔润的抒情、舒缓的叙事、
澎湃的激情，饱蘸着对铜陵有色的
敬意，写出了自己成长的精神观照、
时代背景和历史价值。有些老同志，
虽已耄耋之年，但对几十年前发生
的事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其实，
他们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可以这样说，《创造成就未来》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 故事集是一
幅浓缩的时代风云图，一幅充满诗
意和哲理的恢弘的画卷；也是一座
采不完、掘不尽的精神富矿，是宝贵
的资源，它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
子孙后代。作为一名员工，我们完全
有理由为铜陵有色取得的巨大成就
感到骄傲和自豪！

现在，铜陵有色新的蓝图已经
制定，创新创造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因此，铜陵有色的故事每天都在演
绎，并且越来越曲折，越来越精彩！

历史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
树，感谢写作者们将笔墨深深地扎
进岁月深厚的泥土，用一代又一代
铜陵有色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为经，
用时代的风云变化为纬，充分地展
示了铜陵有色 65 年的伟大历程。

是的，回忆是一道火焰，它照亮
了铜陵有色的成长之路，也照亮了
我们的未来。

窗外，雪花还在飞舞着，掩卷沉
思，我感到我的灵魂又受到了一次
洗礼。

这是一曲曲生命的赞歌，是一
道道峰回路转的流响。

这是历史的叙说，像春雨，润物
无声；像山泉，一路淙淙；像洪波，轰
轰然融入时代的和声……

历史的叙说
周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