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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广告

（上接第一版）从外表上看，叶尚初
并不壮实，反而显得有些瘦弱，可他每个
班干的活总是比别人多。他一到井下，就
像是“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停地
干活。不管是凿岩，还是扒矿、推车，他都
铆足了劲；别人歇息，他照样干活。有一
次，他感冒发烧，医生开了病假证明，要
叶尚初休息，叶尚初却将病假证明藏了
起来，依然坚持下井。有人见状，对叶尚
初说，你每个班推车出矿比别人多，有病
假也不休息，月底不也拿一样工资，何必
这样卖力呢？叶尚初说：“我干活不是为
了多拿工资。当工人就是要干活，国家需
要铜，不干活对不起单位。”领导见这个
小伙子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怕吃苦，不
久，便指派他担任出矿组长，他干得更欢
了。

两年后，矿里缺打眼工，由于叶尚初
年纪轻，身体好，能吃苦，矿里决定将他
改为打眼工。那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当时
打的是干眼，不带水，一开钻，机抖人颤，
眼前火花四溅，粉尘弥漫，一个班下来，
整个人灰头灰脑的，只有眼睛眨巴着。用
手在鼻孔一抠，能抠出小块的泥结来。

刚开始，凿岩机没有机腿子，靠人工
托着凿岩机打眼，很费力。一台凿岩机作
业，一般要两人操作，一人当机腿子顶着
凿岩机，一人扶着凿岩机。有的人见工作
这样艰苦，不愿意干，可叶尚初愿意，他
跟师傅学了没多久，就独自一人操作一
台凿岩机，节省了一个劳动力。有的打眼
工打完一茬炮的眼，还有剩余时间，就休
息了，而叶尚初打完眼后，换上长钎杆，
再将炮眼逐个掏深些，以此提高爆破效
率。有人不解地说：“叶师傅，眼孔掏得再
深，也不过几厘米，何必这样认真呢？”叶
尚初说：“一个班几厘米，一年下来好几
百厘米，用处大着呢。”别人凿岩机坏了，
要等维修工来修理，很耗费时间；叶尚初
的凿岩机坏了，坚持自己修理，节省了时
间。因此，叶尚初的掘进工班效率往往比
其他凿岩工高出百分之五十。

叶尚初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
传统，他不仅月月出满勤，而且每天提前
一二个小时上班，为下一班做准备工作。
重要的是，叶尚初把艰苦奋斗、团结友爱
的“组风”留传了下来。

由于叶尚初工作积极，认真负责，
1955 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站在党旗下，向党宣誓的那一刻，叶尚初
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回想自己从旧社会

的一个煤黑子到成长为新中国的一名矿
工，再到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真
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从今天起，自己就是
党的人了，把一切交给党，是自己的宏
愿。从此，叶尚初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为
了多掘进、多出矿，他干起活来不分时
间，经常一人一干就两个班。为了节省时
间，他提前上班，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
八小时打钻一刻不停。人家一班一茬炮，
他一个班打两茬炮。

穿越“火焰山”，打通通往宝
藏的路

1962 年 12月，人称“火焰山”的松
树山列入了开采计划。叶尚初的打眼组
主动接受了领导交办的任务———打通
“火区”的巷道。

那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火焰山”，
高硫高温，温度达四五十摄氏度，岩石烫
手，空气稀薄，火气炙人，人一进入巷道，
就像进入蒸笼，立即有一种缺氧窒息的
感觉，即使穿一件裤衩，也是大汗淋淋，
更别说要穿着工作服进行打眼、放炮等
高强度的工作了。一个班下来，矿工们从
矿靴里倒出的全是汗水。然而，全矿三分
之一的宝藏就埋在这座火焰山的下面。
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内打通巷道，关系到
这个矿能不能充分利用资源，为国家生
产更多的有色金属这个重大问题。

起初，工区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别的小组，结果干了一个月，没有完成任
务，全工区甚至全矿都为此事着急。叶尚
初知道后，主动请缨。为了加强领导，矿
里成立了突击队，由叶尚初担任突击队
长。叶尚初明白，这是一块“硬骨头”，确
实难“啃”，要想按时完成任务，风险很
大。自己主动揽下这项任务，是自己受工
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驱使，是对自己的
又一次严峻考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
着国家计划受到影响，无论如何也要穿
越这座“火焰山”！

开弓没有回头箭。叶尚初说，既然揽
下这项任务，只能一个劲地朝前跑，坚定
信心干好它。“我们在顺境下能打胜仗，
我们在困难面前也一定能打胜仗！”叶
尚初召集共产党员开会，要求共产党员
带头，坚决打胜这场硬仗。在叶尚初的带
动下，突击队员们信心百倍，干劲冲天。

十二月的天气，地表上寒风凛冽，滴
水成冰。可在百米井下的火区，却是另一
番景象：巷道像个大烤炉，热浪汹涌，叶

尚初和打眼组的成员们，个个穿着裤衩
干活，仍然汗流浃背。为了降温，他们只
得不停地将凉水洒在岩石上，然而，含硫
很高的岩石遇到凉水热气直冒，而热气
钻进皮肤，浑身发痒，像尖刺般疼痛；此
外，二氧化硫的气体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干不了几分钟，人就受不了。面对恶劣的
环境，叶尚初果断地将突击队分成几个
小组，轮番作业。

干了一段时间，有的人想打退堂鼓，
说，在这里干活繁重不说，又难超产，真
是出力不讨好。这些话传到叶尚初的耳
里，他没有反驳，而是默默地在巷道迎头
干活，他想用自己的以身作则，带动其他
同志。他的胸部被烟气熏的阵阵疼痛，可
他强忍着，有时累得瘫倒在地，被人扶起
后，仍坚持打眼。在百米井下，叶尚初像
一个“拼命三郎”，哪里有困难，他的身
影就出现在哪里。在他的努力下，打眼进
尺逐渐提高，由最初的一个班 2、5米，提
高到一个班 2、7 米，最后达到 2、9米。

每天下班回到家，叶尚初浑身像散
了架似的，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人又黑
又瘦。爱人心疼地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
么。爱人劝他说，何必呢，什么事你都走在
前头，这样长期下去，怎么受得了哇！叶尚
初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突击队队长，在
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带头谁带头？！我就不
相信，世界上还真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叶尚初的硬骨头精神，不仅带动了
突击队的其他同志，还带动了其他工种
的同志。放炮工说，叶师傅打好眼，我们
就及时放炮；出矿工说，叶师傅能打多少
茬炮，我们就能出多少矿；支柱工说，出
矿工把矿出了，我们就及时地把棚子架
好；钉道工说，支柱工把棚子架好，我们
就马上把铁轨铺好……从而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巷道掘进进尺不断提高。

终于，在叶尚初的带动下，原计划一
个月的工作量，只用了 21 天就完成了
任务，顺利地穿越了火区，打通了通往宝
藏的道路，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凯歌。

为了工作，忠孝难以两全

对工作，叶尚初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而对家庭和个人私事，叶尚初却置之
度外。当母亲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一向孝
敬父母的叶尚初很想回家看母亲最后一
眼。可是他想到生产任务这么紧，回家一
趟，至少要少打几十米巷道的进度，影响
矿里的生产，这怎么行呢？叶尚初在心里
掂量着。他对爱人说，母亲去世，对我个
人来说是大事，回家一趟也应该；可与矿
里生产相比，又是小事，现在生产这么
紧，我是组长，怎能离岗回家？你就代我

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吧。夜晚，叶尚初
下班回家，想起母亲含辛茹苦把自己拉
扯大，想起母亲的教导和期望，想起自己
为了工作不能尽孝，禁不住泪如泉涌，向
着家乡的方向，连叩三个响头。

真是祸不单行。母亲去世四个月后，
叶尚初又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爱人
想，这回该回去了吧。可叶尚初又对爱
人说，我昨天接到矿里通知，要我去湘东
矿参加全国采矿现场会议，这可是向全
国同行学习的好机会，对我们今后凿岩
很有帮助，我怎能不去呢？还是你辛苦
一趟，代我回家看望父亲，等我开会回来
再请假回家。望着叶尚初恳请的目光，
爱人还是同意了。待叶尚初开会回来，
父亲已经去世了。兄弟姐妹责怪叶尚初，
都说他没孝心，不尽孝。叶尚初有口难
辩，他想，我是为了工作，没有尽孝，九泉
之下的父母会谅解的。

叶尚初刚来矿上，工资很低，家里人
口又多，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生活上很
是艰苦。领导见状，要给叶尚初困难补
助。叶尚初知道后，对领导说，把补助给
那些最困难的职工，我现在的生活和解
放前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和叶尚初
一起进矿的同志，有的被提拔为区长、副
区长，有的被提拔为支部书记，有的成为
工会主席，而叶尚初仍是一名打眼工。
不少人为叶尚初打抱不平，叶尚初却说，
别人当干部是工作需要，我当打眼工也
是工作需要。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叫
干啥就干啥。

晋京，参加全国群英会

由于叶尚初满怀对新中国的热爱，
带领打眼组所向披靡，战胜了各种困难
险阻，月月完成上
级下达的生产任
务，为开发矿业做
出了贡献，他因此
多次受到省市的
表彰。

1962 年 12
月，叶尚初出席了
安徽省劳模座谈
会；1963 年 3 月，
出席了安徽省群
英会；1964 年在全
省第三次职工代
表大会上，叶尚初
作为主席团成员
在会上介绍了自
己怎样当组长的
经验……

1964 年 9 月

27 日，叶尚初带着铜陵人民的重托，带
着铜陵人民的深情，晋京出席全国群英
会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
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 9 月 30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宴会，
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宴
会，应邀来华的外国贵宾、各国驻华使节
应邀参加宴会，还邀请了部分劳模代表
参加，安徽代表团只有一个名额。叶尚
初说，和毛主席一起吃饭，谁不想参加
啊！那不是吃饭，那是光荣啊！下午，由毛
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
恩来联袂签发的请帖送来了，团长打开
一看，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叶尚初的名
字，代表团成员都向叶尚初投来羡慕的
目光。提起那次宴会，叶尚初至今还记忆
犹新，他是代表安徽人民去赴国宴的，那
个激动啊，泪水都快掉下来了。他的桌子
在中部，他的眼睛老看着毛主席，连饭菜
是什么味道都忘记了。那天夜里，他失眠
了，一闭上眼睛，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就出
现在自己的眼前。

10 月 5 日下午，接到通知，党和国
家领导人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劳模
代表。叶尚初位列其中，他和劳模代表
按号码排队站好，不久，毛主席、刘少奇
副主席、朱德、周总理等走进礼堂。由于
预备会上被告知：不准喊万岁、不准走动
和中央领导握手、不准带相机和笔记本。
叶尚初只能拼命地鼓掌，用目光向毛主
席表示敬意。毛主席向大家频频招手示
意，然后就座合影。叶尚初和王进喜等
劳模被安排站在中间，离毛主席很近，巨
大的幸福使叶尚初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
来了，这是叶尚初人生辉煌的顶点。

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题图是这样写

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
奇、朱德，总书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首长
接见建国十五周年全国劳模观礼代表时
合影，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于北京。”和毛
主席合影的照片，参加宴会的请帖，叶尚
初至今还保存着。如今，50多年过去了，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叶尚初就想起那个激
动人心的时刻，想起当一名矿工的光荣，
觉得自己一辈子虽然苦点、累点，但值得。

1992 年，叶尚初在工作了四十年
后，光荣退休。当我们坐在他面前，听他
讲述过去的故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临
别时，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如果人生再
重来一次，我还会像过去一样拼命地工
作！”斑驳的岁月已经让老人的脸上布
满皱纹，但他内心依然火热的理想，并没
有被时间所消磨，依然像春笋般茁壮峥
嵘。

时代在大踏步地向前。今天的铜陵
有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铜
产量已位列中国第一；在中国 500 强排
序中，位列第 110 位，安徽省第一位。然
历史不会忘记，不会忘记叶尚初和他那
一代的矿工，不会忘记他们对铜陵有色
所做出的贡献。2005年，王金山省长来
铜陵还特地看望了叶尚初。2010 年 1 月
22 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济审查
委员会主任张世平受全国总工会主席王
兆国的委托，专程从北京来铜陵看望叶
尚初，并给叶尚初带来了慰问金。铜陵市
历任市委书记、市长，有色公司领导、矿
领导经常前来看望叶尚初，关心他的身
体和生活。2009年，在铜陵有色金属控
股公司成立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叶
尚初被评为铜陵有色“十大功臣”之一。

周宗雄

阿尔卑斯山少女峰 宗 雄 摄

矿工的杰出代表叶尚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