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8月 2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方咸达

广 告 部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 钱 莉 ） 订 阅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 全 年 价 100 . 0 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电 话 ： 总 编 室 ：5861226 编 辑 部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5861227

文 学 副 刊

不属虎的父亲喜欢虎，家里挂着
的一幅中堂画就是猛虎下山图。父亲
有个绰号，叫“小老虎”。

父亲二十岁之前去的最远的地方
是巢湖，只要翻过村北那座大山。家
乡的山不止这一座，四周都是，山上光
长石头不长树，草也很少。父亲弟兄
三人，靠几亩薄地填不饱肚子。父亲
十多岁就上炭窑打工，跟叫花子差不
多，家乡人称这些人“炭花子”。解放
后，父亲听说铜陵招工，背着爷爷去巢
湖报了名，一副箩筐挑着所用的家当，
来到了铜官山矿当上了工人。父亲不
认识字，话也不多，除了有一膀子力
气，没有长处。分配工作时，父亲自己
选择了打眼，因为工资比别的工种高。
那时打的是干眼，钻机一开，轰轰隆
隆，对面看不清人。父亲嫌戴口罩碍
事，常常把口罩衣服扔在一边，光着膀
子干。每天回家，父亲身上都是灰尘，
鼻孔里也能抠出二两来。父亲很能吃，
矿上的大肉包子一顿甩下十多个，还
能喝一大茶缸子凉水。母亲笑话他，
真是个饿死鬼投胎，灰也要吸个饱。

父亲能吃，也能干，工友们都说他是一只
“小老虎”。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不打眼了，
当了干部。打了十多年的眼，父亲得了矽
肺病，是最严重的三期，平时喘气都困
难，遇着雨天嘴都合不上，如离水的鱼，
腹部紧张地起伏着。领导让父亲跑得动
就去矿上转转，实在跑不动就在家休息。
可是父亲坚持天天上班，周末也慢腾腾
地到矿上晃一圈。家里有一个特制的大
火桶里，里面放上被子，父亲就坐在火桶
里晒着太阳，看着我们干事、做作业。父
亲瘦得厉害，皮肤黝黑，眼眶深陷。形似
病虎的父亲，目光还是很尖，让我们弟兄
害怕。看到我们做事毛毛躁躁，父亲在一
旁说，老话讲“逮蛤蟆摆虎阵”，这样才
能干好事情。我们便一个个便拉开了架
势，认认真真地做起事来。我们弟兄谁也
没见过虎阵，认为虎阵应该就是很认真
的样子吧。

父亲常常在大火桶里看文件，偶尔
也翻翻《三国演义》。他看得很慢，眯着
眼睛，像是睡着了。父亲养育了我们弟兄
姐妹七八个，大哥快二十了，八弟也背上

了书包。放学回到家，弟兄们打打闹闹，
若是疯很了，父亲的眼光会严厉起来，咳
嗽着说，多学点学问进肚子里，既不臭又
不烂，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多好啊！母
亲在一边帮腔，说你们阿爷不认识字，受
了多少苦。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父亲也写字，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大大
的，东倒西歪，有的还缺胳膊少腿。父亲
还是不停地写，抄文件，也借别人的笔记
回来抄。母亲有时不让父亲写字，要他安
心养病, 还说抄这些能当饭吃还是当衣
穿？父亲一般都不回答。有一次母亲声音
高了，父亲淡淡地回了一句“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母亲就不再说什么了。为了
不让父亲操心，弟兄们学习都很努力。七
八个弟兄都顺利完成了学业，有一大半
弟兄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孙
子辈还出了几个研究生。这些都是父亲
去世后的事情了。

大哥学习最刻苦，特别喜欢看书。二
哥很聪明，许多同学喊他“沈夫子”。他
们拿着成绩单或奖状给父亲看，总是说
自己在班上夺了第几名，老师如何表扬
的，喜形于色。父亲捧着成绩单或奖状，

眼光却盯着他们的眼，轻轻地说: “老
话讲，‘老虎放在袖筒里’,要是有了点
成绩，就拿出来显摆，好比是气球吹多了
会炸的。”

当了矿长的父亲，大小是个干部。父
亲从没有说过自己的事情。我们眼里，父
亲没有一点干部的派头，简直算得上寒
酸。父亲很少在外面吃饭，更没有因为吃
饭进过别人的家门。出门转得再晚，也要
回家吃饭。父亲吃饭很快，不是家里来客
人，他都不在桌上吃，端着碗，搛点菜，一
个人蹲在墙边扒拉着。父亲穿衣更不讲
究，只要能遮挡住身子不冷就行了。一件
黑色对襟的外套，是父亲在矿山开大会
时穿的。母亲说他，干了几年炭窑，一辈
子改不了“炭花子”的命。父亲的袖筒里
应该藏着老虎，常有年轻的技术员夹着
图纸来家里找父亲，他们站在大火桶旁
说话。我们弟兄都躲得远远的，不敢着
声，父亲工作的时候，怕人吵。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37 年了。父亲
没有遗产，后期治病还落下了债务，留
给我们弟兄的只有这些零零碎碎的记
忆。我们家既非诗书传家，又非名门望
族，如果有什么可称得上 “家训”的
话，那只有父亲对我们弟兄常说的这
两句老话了：做事，要 “逮蛤蟆摆虎
阵”；做人，要“老虎放在袖筒里”。我
也这样对女儿说，做事做人，要有虎
气，不可有虎威。

父亲的比喻
□沈成武

我心中的冬瓜山铜矿，是一座美
丽的矿山。这里有气派的矿工“幸福
车场”，这里有格调优雅的“员工餐
厅”，这里有高精尖的开采装备。而我
今天要说的矿山美———美在环保、美
在创新、美在矿工。

说起美丽矿山，我的第一大感触，
那就是我们矿山的变迁，不只是局限
于其矿容矿貌的外在美。随着千米井
下网络通讯的开通，让地层深处与地
面实现无障碍通话。“巷道文化驿
站”的建设，不仅扮靓作业环境，也让
矿工们在掌子面上，有了属于自己的
“书屋”。随着职业健康的创建与完
善，令当今矿工真切领略那份“与安
全相伴，与健康同行”的职业健康美。

早在几年前，80 后工友小许就属于“有
房有车族”。记得刚认识小许时，他告诉
我说：“虽讲咱现在班中就餐不愁、上井
洗浴不愁，但每天下班后，总感到些许的
身心疲惫。”要知道，当时的矿工能够买
得起私家车，那是多少人的羡慕嫉妒啊，
小许咋还会累呢？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现如今的小许
有了“二宝”不说，还折腾着换房换车
了。就在去年开展的职业健康体检活动
中，他的各项健康指标均保持正常值。
面对大伙再次“羡慕嫉妒恨”的眼神，
小许会心地说道：“这可不全是我‘养
生’有方，主要是越来越环保的职业环
境，‘修复’了我的‘健康指数’。”他还
如数家珍地说道：“现在最热的矿段安

装了空调，每一条巷道安装了喷淋装
置，还有那摆放在井下餐厅的冰柜，让
咱在地层深处吃冷饮也不是啥难事。”
“井下拥有如此安全、环保、健康的作业
环境，是我原先不敢想也根本想不到
的，我现在是真心徜徉在既甜美又幸福
的工作时光里。”

我对矿山美的第二大感触，即创新
美。如果说“井口公寓楼”、“幸福车场”
是曾经的热词。那么，现在流行的指纹考
勤、人员定位、企业微信号等新名词，让
我们这座美丽矿山与“互联网 +”时代，
产生一种“无缝对接”的创新美。就拿网
络考勤系统来说吧，只要我们在自己手
机里下载一个“企业微信号”，不仅可以
轻松查询指纹考勤、工资绩效等相关个

人信息，还能浏览企业动态、安全文化等
知识，让大家分享互联网带来的简单与
便捷。

美在矿工，是我对矿山美的第三大
感触。再过几个月，充填工区充填一班的
徐师傅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在一次大修
中，考虑到他即将退休，区领导特意把他
安排在检修后勤组，可是徐师傅说啥也
不愿意做大修的旁观者。在这次更换充
填管道大修施工中，由于管道内存有大
量余水，被抬起的管道，如果有哪一端稍
有倾斜，余水就会全部流淌到身上。发现
这一“诀窍”的徐师傅，每次抢先抱住靠
近管口的位置不撒手，而且故意将自己这
头稍稍放低一点。徐师傅这一细小举动，
流露出矿工间彼此关爱与真挚的情义美。

美丽了，我的矿！
□汪为琳

从小生在矿山的我，对矿山的一
切都感觉是那么的亲切。那高高的井
架、那深深的矿井、那隆隆的矿车、那
一张张黑色的脸、那一盏盏明晃晃的
矿灯，记忆都是那样深刻。

带着对矿山的眷恋，成年以后的
我也投身到了矿山，并有幸成为矿区
井口安全维护工，我为此感到非常自
豪。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以认真严肃、
准确无误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鲜明、生动地宣传
安全教育，迅速及时地传播爆破通知
和矿区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此时，
我对矿山安全有了不同于从前的认
识。

矿山，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像一
只歌或一首诗，不时地回旋在心头。矿
灯的光束在黑暗中穿行，我们的眼中
也燃烧着一团火。在漆黑的空间，心中
也有光明的灯盏。脚下的路，追随光明

而去。
飞旋的电钻是最锐利的矛，穿透了

亿万年铸就的石盾。炮声隆隆，激荡的旋
律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像是面向远山的
呼喊，那回声总在耳边萦绕：“开拓进
取，青春无悔！”

高耸的井架是矿山伟岸的身躯，飞
旋的天轮，记录着矿工的人生，提升着矿
山人的快乐。矿石奔流，演奏着时代的赞
歌。

挥汗如雨，渗透了衣衫，淋漓着古
铜的脊梁。我们如同勇敢的战士，俘获
艰难险阻，收获财富和梦想！唤醒沉睡
了亿万年的金色生命，带给人间金色
的辉煌！

一盏矿灯，就是一颗平凡的星在闪
烁。汇聚在一起，就是一条灿烂的银河。
我说，那是矿工的眼睛！

矿山，是一曲壮怀激烈的诗，是一首
青春飞扬的乐曲！

矿山是不朽的诗歌
□胡敦华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经意
的发现自己已经在矿山工作近三个年头。时
间不会为任何人止步逗留，留给我们的只是
对过往的追忆与怀念。三年的时光，若把它
放在时间的年轮里，微乎其微，但却让我渐
渐地摆脱了学生时代的书生意气。因为这三
年，让我对冬瓜山铜矿有了更深刻、更清晰
的认识，已不再是当初懵懂的向往，而是发
自内心的喜爱。

我的矿，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在这一
片热土上，是您，养活一辈又一辈的人们，为
数以千计的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您的伟绩
已载入矿山史。在这六十年的光阴岁月里，
您经历的风风雨雨，是我无法体会，也无法
感受，更无法见证，但您一路走来的成长经
历已被一段段文字所记载，被一张张图片所
收藏。每次品读那些记录您的文字，观赏记
载您旧时的图片，再想想您现在的面容，心
中油然一种敬畏、澎湃之情。

我的矿，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您，体
验了春日百花争艳，芬芳四溢；感受了夏日
骄阳似火，热浪滚滚；领略了秋高气爽，落叶
纷飞；经历了冬日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在这
半个多世纪的四季轮回中，您保持与时俱
进，不断的发展，坚持科技创新助力生产，逐
步建立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主体、以 “产学
研”为主要形式、以破解矿山开采难题为重
点的科研攻关体系，形成了新装备、新技术、
新工艺的共同研发平台和成果转化孵化器，
一批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到生产中，为矿山生
产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您
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国家专利授权
等等荣誉，在国内各类学术报刊上发表许多
篇科技论文，您的成果硕果累累。

我的矿，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您那矗
立的几座井塔，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
了您容颜的改变，一座座旧式厂房的废弃，
一座座现代式办公楼、生产厂房的崛起。您
的改变，变得现代化，更变得与时俱进，广大
的员工也因你的进步发展而受益匪浅。看着
每天停车场放眼望去没有空位的时候，相信
您的内心一定是开心的，因为您的员工在您
的带领下，生活质量提高了。许许多多的人
每天往返于您和市区之间，奔波着，忙碌着，
但心里却是无比的愉悦，是您赐予了他们一
定的精神寄托，是您给予了他们一定的物质
保障。

我的矿山，愿您像时间的长河一样川流
不息，愿您在岁月反复洗礼之后愈加繁荣昌
盛，愿您在这片热土上给更多的人带来福祉。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
相信您站在新的起点上，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的矿，我的骄傲
□江 勇

我叫张鲁斌，是一名土生土长的
铜陵人，2010 年毕业后我就来到铜陵
有色冬瓜山铜矿工作了。

初到冬瓜山铜矿时，我就觉着：
“这以后就是我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地
方了，挺好的！”现在的矿区跟我记忆
中的一点也不一样，小时候我印象最
深的是矿上的澡堂和澡堂前面那十几
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其中有几棵大
一点的树甚至需两三个成年人合起来
才能抱住。那时候澡堂离井口比较远，
大部分刚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几乎都是
光个膀子，穿着拖鞋跑到澡堂去的，很
不方便。而如今，矿山在井口兴建了一
座多功能采矿综合楼，工人们每天高
高兴兴上班来，在这里下井作业后，免
费洗澡、洗衣，干干净净回家去。矿山
的变化还有很多，比如新建的大学生
公寓楼、小汽车停车棚等等，所有的一
切都证明冬瓜山铜矿在变得越来越
好。

初入矿山的日子是艰苦的，尤其
是对刚从大学象牙塔里走出的莘莘学
子，那时候的我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憧憬，对未来辉煌业绩的向往，唯独
缺乏了对工作艰辛、生活不易的深刻
领悟。还记得第一次下井的时候，穿戴
好了必要的劳保用品之后，我来到井
口，按了指纹，之后又走过了一段很长
的通道，才到了候罐室，还没开始工作
呢，都觉得有点累了。上了罐笼，当罐

笼开始下降的时候周围一片漆黑，当时
真的有点害怕，罐笼还没下降十几米就
开始耳鸣，回想起老前辈的忠告，耳鸣的
时候咽口水就会缓解，这个方法现在我
还在用，屡试不爽，就这样第一次下井就
这么过去了；也还记得第一次独立处理
网络故障时，我一个人在那里有些摸不
着头绪；第一次和各个部门的人打交道
时的那种窘促……

现如今，我已经在冬瓜山铜矿这片
热土上工作八年了。听父亲说，他来狮子
山铜矿的时候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小
伙，岁月如梭，一晃 30 多年就过去了，
父亲早已退休多年。如今他还生活在矿
山的城区，我也同父亲说过，让他搬到
市里和我一起住，而他每次都是一样的
回答：“不用麻烦了，这么多年都习惯
了”。父辈们曾经满怀一腔热血来到矿
山，把一生都交给了矿山。不论时光流
逝，岁月打磨，人生如何变化，他们心里
仍然留存着那份浓浓的矿山情缘，他们
没有任何的奢望，也不会祈求多好的回
报，而是把工作看作是一种奉献、一份
责任。

今天，作为新时代的矿山人，我们也
要把奉献、责任、忠诚作为使命，坚守追
求卓越、实现价值的信念，恪守奋发向
上、吃苦耐劳的品德，常怀感恩之心，用
心做事，坦诚做人，努力追求与企业共同
持续发展的目标，快乐工作，体面生活，
愿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一位 80 后的矿山情
□张鲁斌

清明，漫山的新绿间点缀着簇簇
菊花，袅袅的纸烟，模糊了思念的双
眼。站在父亲的坟前，往事的画面，如
电影般闪现: 慈祥的面庞，微驼的背
影，坚毅的性格，忘我工作的情景，浮
现眼前……

父亲是从上海来铜陵有色工作
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没有一般
大城市人的矫情，性格非常坚毅。他
和妈妈含辛茹苦的带着我和四个姐
姐，日子过的非常拮据。为了养活五
个子女，他放弃了到马鞍山设计局
工作的机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工人
比干部可以多领几斤粮食。他虽然
很爱我们姐弟五个，但是很少有时
间陪伴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对我
们的教育很严厉，至少在我看来是
如此。虽然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但
是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调
皮总是要挨揍的，小时候的我没少
吃这样的苦头。

父亲在机修车间是一名钳工，工
作起来总是废寝忘食。有一次选矿的
球磨机坏了，他硬是在选矿工作了三
天三夜，直到修好了才拖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家，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妈妈
总是拿此事教育我们姐弟，学习父
亲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父亲的同事送给他一个绰
号 " 大电铲 "。父亲工作非常辛苦，
加班加点已是稀松平常，回到家总
说腰酸背疼。可休息一夜，他第二
天依旧精神抖擞的去上班。我总是
埋怨父亲很少时间陪伴我，但是每
到年末，父亲总是能带回标兵、先
进工作者之类的奖章和奖品。这让
我很自豪，激励我好好学习，后来
得了三好学生的奖状和父亲的奖

章放在一起，父亲笑了，满脸的皱纹
堆在一起。每到学校放假，父亲不放
心我一人在家，有时候也会带我到他
工作的地方去。看着各式各样的工
具、螺丝、轴承，这些东西在一个十二
三岁的男孩眼里充满了好奇。以至于
父亲快下班了，我还在乐此不疲的 "
工作″。当然，满身的油泥回家，少不
了母亲的责备和埋怨。母亲希望我到
她工作地方医院去，可是我不喜欢，
总是闹。执拗不过，她让我自己选，我
总是挑父亲。母亲也总是虎着脸看着
我，再瞪着父亲……

童年总是过的飞快。一转眼，我已经
到了上班的年龄，也许冥冥中有天意，
我被分配到狮矿，回到我童年“工作”
过的地方，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此时
的父亲早已退休在家，经营着他自己的
“产业”老年棋牌室，每天乐在其中。有
时候他也让我陪他逛马路，最爱逛的路
线是矿区，聊他以前工作的故事。我总
是默默的陪着他，听他说，看着他满脸
因自豪而略带兴奋发红的脸，我知道那
是他的光荣岁月，不忍心打断，我知道
这是父亲在教育我像他那样，好好工
作。我嘴上没说，可心里已经告诉了他：
“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建设好你们
前辈辛勤工作创下的矿山基业，要在我
们这辈手中发扬光大。”或许在我幼小
的心灵中，不知不觉，父亲已种下了榜
样的种子。

2002 年，父亲走了。他走的太早，没
机会看到冬瓜山铜矿翻天覆地的变化，
亚洲技术一流千米深井、技术升级的半
自磨选矿、多功能一体的矿工大楼……
父亲，放心吧！我会将您的精神发扬光
大，为矿山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我的父亲是矿工
□周国梁

用大地塑你坦荡的胸怀
用天空塑你高远的志向

用江河塑你豪放的性格
用大山塑你雄壮的体魄

用井塔塑你坚强的骨骼
用太阳塑你深邃的眼睛

用坚毅塑你的自信

用微笑塑你的拼搏

用铜的金黄与不朽
塑你挺拔的身躯

井 塔
钢铁的身躯
铸就你雄性的伟岸
默默地伫守
品尝人间的风雨

支撑起一块蔚蓝的天宇
以自己顽强的生命
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形象

电 车

时常有警钟敲响
才不会误入歧途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才喷岀耀眼的火花

矿工塑像（外二首）

□张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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