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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开展“铜陵有色好员工”评选活动的

意见》（铜色控股[2012]13 号）精神，经集团公司各单位层层推荐、

评选，2017 年度“铜陵有色好员工”候选人 4名。现将 4名候选人事

迹简介予以公布，同时刊登选票和投票规则，接受公众投票评选。

集团公司党委组织宣传部

2018 年 2月 27日

投上您的一票 选好“铜陵有色好员工”

洪照华，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掘进三班班长，连续
多年获得矿“优秀共产党员”及“十大功臣”称号。在工
作中，他数十年如一日，立足岗位，兢兢业业。2016 年，
在他的带领下，该班组完成掘进量 3.1 万立方米，超计
划 39%，为全区各班之首；数年来他所在班组未发生一
起破皮伤以上人身事故。在家庭里，他是妻子眼中的好
丈夫，是女儿心中的好父亲。当妻儿先后患病后，他一直
默默独自承受着家庭的压力，每天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中，还悉心照料着她们，无怨无悔，用坚守与真
爱，书写着别样感动的人生。

范欣文，工程技术分公司筑炉专业组筑炉三班班长。他刻
苦钻研业务知识，熟悉掌握岗位技能，已成为筑炉的行家里手。
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把安全法规在维修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传授给班组其他成员，让大家共同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
养。他创新意识强，主动积极为企业建言献策，多项合理化建议
被公司采纳推广。他在急难险重工作上，总是主动请缨，毫不退
缩，哪里最艰苦、作业条件最差，他就工作在哪里。他品行端正，
作风朴实，注重维护团结和稳定，积极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2016 年度被工程技术分公司评为“优秀员工”。

陈官社，铜山铜矿分公司工程区中深孔打眼工。80
多岁的老母亲居住在矿区周边的农村，他只要不当班，总
是骑车跑 10多里的山路，侍候料理着母亲的日常生活，
为母亲种菜地，为老人做些可口的饭菜。虽然他在市区也
购买了新居，但为了让母亲生活的安心舒坦，他几乎放弃
了城市生活。生活中他是孝子、生产上他是标兵，20年来
累计中深孔进尺达到十万多米，曾先后荣获铜山铜矿分
公司和集团公司岗位能手、标兵、劳动模范。2017 年一季
度，他在矿山几个主要采场施工中，面对破碎复杂的顶板
环境，每天中孔进尺保持在 75米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
完成了生产任务。

02 范欣文

“铜陵有色好员工”评选活动公众投票启事 “铜陵有色好员工”评选公众投票规则

01 洪照华 03 陈官社

2017年度“铜陵有色好员工”选票
01 〇

02 〇

03

04

〇

〇

1.投票时间为 2月 27日—3月 6日。
2.投票范围为公布的 4位“铜陵有色好员工”候选人。
3.每位投票人一次投票 1位候选人。
4.投票方式。报纸与微信可同时投票。报纸选票不得复印，按虚线裁下直接寄（送）到集团公司组织宣传部宣传科。填写选票时，请用
钢笔、碳素笔或圆珠笔将候选人代码（01-04）后的“〇”涂黑。
微信投票请关注铜陵有色报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可搜索“铜陵有色报”或“tlysb-news”点击关注参与投票；或运用微信扫一
扫，扫描二维码关注后参与投票。一个微信号只能投票一次。
5.本次评选活动坚持群众自愿投票原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给特定候选人等弄虚作假行为。

04 裴俊智

行车驾驶，除弯道、掉头及靠边
停车等驾驶外，直线行驶大概是最
主要的了。因此，驾考中，直线行驶
是路考科目中必考的一项内容，更
是日后驾车上路正常安全行驶的一
项基本功，必须严格要求并丝毫马
虎不得的。

平心而论，车辆驾驶中直线行
驶应该是最容易操作的。行驶中，只
要驾车人目视前方，正确把住方向
盘，车辆即可稳稳前行了，有何难
哉？然而，不瞒诸君笑话，就这么一
件看似很容易的操作，却让我在驾
考科目三的路考中栽了几次跟头，
以至于多年过去了至今还让我记忆
犹新。

在一次性顺利通过科目二场地
考试后，我便忙于路考的训练和备
考了。还未上车前，我查看了科目三
路考内容，第一感觉就是其中的直
线行驶是最容易的，因为，只要稳稳
把住方向盘，目视正前方，车辆直线
行驶没有理由出问题的。信心满满
后，我在教练的谆谆教导下小心地
操纵着车辆缓缓行驶。果不其然，车
辆在我的伴随着各种技能的训练中
直线稳进，基本没出现过多少差错。

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如约参
加正式考试。在经过了灯光演示、起
步和加减档后，车辆九十度左转弯
便进入百米的直线行驶考试路段。
有了多次训练的经验，我待语音提
示后，小心翼翼但又自信的将车辆
驶行到直线车道上，然而，没走十几
米，车载语音便宣布我本次考试不
合格。我一下子懵了，此时一旁的考
官提醒我，你车子开歪了，再跑就要
压线、开出道路了！

第一次失败，我总结为心里过
于紧张。调整好心态后，我再次应

考，然而还是在直线行驶中再次败
北，再看看同车的其他人考试，也有
不少在此环节落马。至此，我才感觉
到直线行驶中隐藏的蹊跷来，以至于
在随后的补考中，我甚至于对直线行
驶生出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但恐惧毕
竟不能解决问题，通过考试才是最终
目的，于是我开始不断反思直线行驶
不能过关的原因，并在训练进行验
证。十多次的反复摸索后，我终于找
出原因，并顺利通过考试。

原来，原因出在车辆正常直线
行驶与转弯后再立即直线行驶，对
其操控有细微的区别上。正常直线
行驶时，车身一直处于平直状态，不
容易歪斜，而经过九十度转弯后再
要求立即直线行驶，车身此时可能
还未完全调正，便匆忙于直线行驶，
再加上技术及心理原因，车辆当然
不能做到稳直前行了！所以，直线行
驶成功的关键在于车辆开始考试时
就要做到车身平正，否则后面短短
的百米行驶因慌忙调节是难以纠正
歪斜问题而容易挂科的。

由此，我联想到人生诸多环节
也莫非如此。人生是单行道，在人生
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同样也类似
待考并驶向远方的车辆一样，须正
确地起好每一步，否则会难免要绕
弯路、行远路、走错路，甚至永远无
法到达所需的彼岸；就像我们饮食
起居的穿衣服一样，要想穿戴整齐、
美观好看，必须从扣好第一粒扣子
开始。只有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才能让人生之路行稳致远。人生道
路曲折漫长，更有无数次的起伏和
跌宕，但只要我们每个人时时确立
好自己人生的起跑线、基准线并坚
定地走下去，就能在今后的道路上
精准远航。

直线行驶
□盛叶彬

我写春联始于 1955 年上小学三年
级时，距今已有 60 多年历史了。

在那个年代，我为自家和同村邻居
写春联坚持了近 20 年，一直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我来铜陵工作、成家才罢。当时，
村里 30 多户，连我在内只有 3 户人家
送子女读书，且另外两家家长识字，会
自写春联。而我的哥弟皆不识字，每到
年末让我从泥河镇街上买红纸备笔墨，
到腊月 24 日开始，先写毕自家对联和
福字。为何这么早就这样呢？因为那些
无人写春联的人家找到我大哥，求他答
应让我代劳写春联。我哥回家征求我的
意见，我点头答道：行啊，就怕写得不好
让人家笑话。接着哥哥就一家家回话，
说：我二弟答应了，请你们各家准备好
红纸，送到我家让他写就行了。从此近
二十年，我便每年腊月末抽出四五天时

间，专门为乡亲们办此等“大事”。
万事开头难。在当时落后的农村，我

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对于“春联”的含义
还未知晓，头一年一下难倒了我。忽
然，想起去街上买红纸、蜡烛时，见到
书摊上有卖黄历 （即万年历） 的小册
子，翻开一看，上面有 24 节气、农事介
绍等常识，并配有新一年的春联、横批
等内容。事不宜迟，我又二次上街，花
上一角钱买了本黄历，按照上面的“对
子”回家写了起来。考虑到写春联的户
数多，且家家有主屋、厨房、卧室、鸡鸭
鹅猪圈等五花八门，都要求贴上祝福

求财之联和福字以图喜庆吉祥，因工
作量大而杂，我就让乡亲们每天按顺
序来个五六家，并一一当面看我裁纸、
磨墨、书写完毕，待到墨迹干了各自拿
回家；凡对联，还得讲清楚上下对联要
自右往左贴……邻居们亲眼看到我一
丝不苟地办事，走时都眉开眼笑千恩
万谢。还有人家或送来热腾腾的红糖
煮鸡蛋、或挂面、米面、切糕等礼敬物
品。

1959 年，我已考入泥河初中，知识
在勤奋学习中逐渐积累和增多些。从此，
我尝试着自己创作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春

联，为乡亲们服务。如“人勤四季增收
乐，家和万世享太平”；“做人以诚善
为本，持家当勤俭生根”；“土地赐恩
财招手，春风送暖福临门”等等。写得
都是农村人的所图所做所盼，每写成
一副，都念给他们听。他们都觉得写的
内容明白在理又易懂，人人笑盈盈地
收好，谢之再三。到 1962 年，我考取庐
江中学读高中，尽管功课多学业忙回
家少，但一放寒假，必赶紧回到 50 多
公里的家中，与孤身一人的小弟共度
清苦的春节。这三年，仍坚持为全村近
30 户乡亲代写春联不辍，直到 1966 年
来铜陵读书，回乡断断续续，才逐渐写
得少了。可乡亲们直到如今，仍念念不
忘我为他们服务过的往事，每次回乡
探亲，总是请我去他们家做客、谈心、
忆乡情……

难忘写春联
□徐业山

岁岁过年，今又过年。老实说，现在
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但过年的年
味似乎在“打折”。至少我对过年无甚
感觉，这一方面说明岁月沧桑、人已渐
老，另一方面说明自己过年的记忆还停
留在 40 年前。

记得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公社、
大队、生产队还在正常运转，我所在的
村庄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人们还在温
饱线上挣扎，但春节一到，村民还是谨
遵祖训，保持着千年不易的过年习俗。

进入腊月以后，我们那个村庄与周
边的村庄一样，过年的氛围就浓了，先
由生产队确定在一个池塘捉鱼，再组织
社员，两人一组，并列而站，一前一后发
力，用一种传承了数百年的水车轮流抽
水，直到把池塘里面的水抽干，鱼捉完，
分给全体社员。随后，由生产队折算成
若干工分作为补偿，宰杀某户社员家圈
养了数年的大肥猪，分给全体社员。因
为生活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人们
几乎没有见过世面，在池塘集中抓鱼或

在生产队某个广场集中杀猪期间，堪称
是整个生产队的“盛大节日”，男女老
少齐上阵，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共享劳
动成果。

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家家户户的
大门上都贴上新春联，厨房里差不多都
飘来阵阵油香味。本村一些调皮的男
娃，自带火柴，或自购一些零散鞭炮，或
顺手从家里带出一些鞭炮，乘人不注
意，扔一只点火的鞭炮过来，吓人一跳，
还有一些家里条件好的男孩，自费购买
烟花或冲天炮，瞅准机会，在村庄里到
处“定点爆炸”。越是临近春节，鞭炮声
就越多越响，似乎在告诉人们，今天就
是大年三十。

如果说前面的一切都只是 “预
演”，那么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到

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要整出个
七碗八碟，围在碗碟中间的往往是农家
土制“火锅”，也就是陶制炭火火锅，不
用看，火锅里面一定是肉烧生腐或肉烧
萝卜，再加上烟酒、鱼肉、鸡鸭、蔬菜什
么的，因为长期吃不到油腥，筷子未动，
大家口水差不多流了出来。农民都是这
样，一年忙到头，平时克勤克俭，舍不得
吃舍不得用，一到过年，往往把家里所
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让家人尽情分
享。农家子弟，未成年前，一般不容许抽
烟喝酒，但大年三十晚上可以破例，酒
酣耳热之余，家长们往往会对家里的半
大小子一年来的学习、生活情况 “点
评”一下，该鼓励的鼓励，该“敲打”的
敲打。

晚饭过后，属于 “自由活动”时

间，那时村庄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点着
煤油灯），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更没
有手机。大人们忙碌了一天，早早上床
睡觉，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因为是
除夕之夜，可以“今夜无眠”。我们的
通常做法是，酒足饭饱之后，邀集几个
伙伴打打牌、聊聊天，或者是在村庄内
摸黑串串门、走走路。

一过半夜，村庄里的鞭炮声像比
赛一样，此起彼伏，硝烟飘飘洒洒。
而初一早上，不用猜，家家户户吃的
都是老母鸡下挂面。早饭后，大家相
互串串门。而到了正月初二，不少人
家的大人带着孩子开始走亲访友。
可能是公社或大队统一安排，初一
或初二晚，本地有一支舞狮队，准时
来到我们村庄，这些舞狮队员，似乎
是有备而来，他们敲锣打鼓，煞有介
事 地 表 演 一 番 两 狮 共 抢 一 球 的 游
戏，惹得我们这些小伙伴们眼花缭
乱，意犹未尽地跟着舞狮队走了好
远好久……

长忆幼时年味浓
□王征社

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被称为元宵
节，也谓之上元节。过完元宵节，意味着春
节的正式结束。有一种说法“正月十五大
似年。”可见在不少人看来，正月十五比
春节还重要和隆重。

央视“春晚”过后，“元宵晚会”也是
不少观众期待的一台大戏。殊不知，古代
元宵晚会不逊“春晚”。据有关资料表明，
在唐、宋时期的“元宵晚会”堪称盛况空
前，且与民同乐的程度也最高。在经济繁
荣的唐玄宗时期，就已重视官办元宵晚会
的盛景：“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欢作
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
楼前歌舞之娱之”。也就是说在元宵晚会
上，歌舞、杂技、魔术等应有尽有。表演的
节目不仅有山车、旱船、寻撞、走索、角抵

等百戏，还有胡旋舞、霓裳羽衣舞以及乐
器拉弹唱的伴奏……如此规模的晚会，不
会逊色现代的央视的“春晚”吧！

诚然，现在我们举办的元宵节晚会与
古代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欢度元宵节，是
继承传统习俗，如吃元宵、赏花灯、猜灯
谜、舞狮等，一个个习俗在这天复活。其
实，与其说复活，不如说生动。因为这些习
俗从未死去，而是历久弥新，穿过时光的
长河而愈发富有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我
们不是重温习俗，而是传承习俗，让习俗

永远赓续。
欢度元宵节，也是继承传统文化。每

一种习俗之所以不被历史的尘土所湮
灭，之所以根植入在民众心中，就在于它
们流淌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比如一想到
元宵节，我们就自然想到“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想到“众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千百年来，这些描写元宵节的古代诗词，
长盛不衰，它有习俗的脉络，有文化的滋
味，也有审美的趣味，这正体现了文化的

力量。
我们现在欢度元宵节，更是表达一

种良好的祝愿，因为春节被誉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图腾，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信
仰。每到年关，乡愁就是一张小小的车
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数以亿计的
中国人心中，仍把传统节日作重要主
餐。元宵节，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
之夜，圆月历来有美满之喻。无论吃元
宵，还是吃汤圆，都寄寓了一种祝愿。诚
所谓：吃汤圆，庆团圆。同时还表达了一
种相思。我记得清人丘逢甲曾说道：“三
年此夕无月光，明月多应在故乡”。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月圆之际
更易思乡、更易盼团圆，而元宵节就成
了这种载体。

话说元宵节
□徐成果

裴俊智，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金车间精矿大班净化站班
长。参加工作以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作为净化站生产班组的领头雁，他带领班组成员拧成一股
绳，齐心协力抓好各项生产工作。防汛期间时，井下水排放
量大，他时刻关注沉淀池污水排放量，督促各班匀速排水，
做到生产污水内部循环不外泄，确保井下开采正常排水，
顺利平稳渡过汛期。2013 年，他正式加入铜陵市义工协
会，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积极参加义工活动。5年来，他
参与义工会的服务活动达百次，并与几位同事资助一名家
庭困难小学生，至今累计资助金额达 4000 余元。2014
年，他被评为铜陵市优秀义工。

春节长假，悄然即逝，
你是否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与欢
乐中？
亲朋好友，把酒言欢，
游山玩水，酣畅淋漓。
可是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以厂为家，
你们过节，他们守关，
7天 168 个小时，

没有白天与黑夜，
在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总是义无反顾，
这是责任。
你也许会问，他们图什么？
坚守、平安、温暖……
他们乐在其中，
一份坚守让白天懂得了夜的黑。

坚 守
□王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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