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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的一个清晨，我伫立
高层阳台，只见远山岚雾袅袅，近处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整个城市静
得鸦雀无声。

忽然，手机响起。打开一看，原
来是铜陵市阳光社区十六党支部书
记金水柱打来的。问候祝福以后，
他有些激动的告诉我一件事：昨天，
支部宣传委员冯鹤庆同志赶到社区
党工委，拿出两千元交给负责人，说
是想作为自己的特殊党费，通过组
织捐献给正在抗击疫情战斗之中的
武汉人民，略表自己的一点爱心。
金书记嘱咐我写一篇表扬稿，发到
支部微信群里。听罢此消息，我不
禁肃然起敬。

说起老冯，他是我的发小好
友。六十年代，我们同住扫把沟，后

来同上老一中，再后来他进了有色
选厂，当了一名技工。退休后，我们
又成了邻居。不过，论起人品和爱
心，他可是我的榜样。记得有一年，
他的七十多岁老岳母生病住在位于
乌木山附近的新中医院。有一天，
医院停电，老人家的中餐流食无法
解决。他便背着豆浆机和食品，冒
着酷暑，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赶回
商南新村的家里制作。只为一顿
饭，来回头十里，老冯累的汗流满
面，气喘吁吁。老冯的老娘和他住
在一起，他们夫妻俩几十年如一日
地精心照料，让老人晚年幸福，高寿
达九十六岁。因此，在我们小区邻
里中，只要提起老冯的名字，大家那
可是赞不绝口。冯鹤庆的敬老事迹
也登上了社区的光荣榜。

结束沉思，回过神来。我赶紧
着手金书记交给的任务。晚上七点
半左右，阳光社区十六党支部微信
群里就出现一篇《老冯献爱心，捐款
两千元》表扬稿。随后，群里的十几
名党员纷纷为老冯交特殊党费一事
发帖点赞！一位名叫程慧君的女同
志，当场表示，她要向冯师傅学习，
捐款 200 元，也作为她的特殊党
费。或许受这位女同志的启发，在
随后的时间里，大家纷纷开始踊跃
捐款，争先恐后……一时间，原本春
寒料峭的夜晚，倏忽变得春天般地
温暖起来。

翌日晚上八时整，金书记兴奋
地告诉我：“我们支部在这次支援武
汉人民抗击疫情的活动中，已经有
二十四名老党员捐款，其中有在病
榻上的老干部、老退伍军人……累
计交纳特殊党费共计4450元。”

放下手机，我移步阳台，只见灯
火阑珊，一辆疫情宣传车正不疾不
徐地向远方驶去。

□ 杨信友

特殊党费

已经搬过好几次家了，没有这次
住得这般高。站在屋内落地窗前，左
右环顾一眼望去，视野非常地开阔，
蓝天之下高楼林立，连本城的标志性
建筑，也是遥遥可见的。

以国人的习性，居高总是好的。
唐代诗人虞世南有《咏蝉》诗云：“居
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又有唐代诗
人王之涣《登鹳雀楼》诗云：“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有宋人王安石
《登飞来峰》诗说得明白：“飞来峰上
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
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些前人
的诗句，道尽了居高的好处。

然而，搬来的第一天早晨，就感
觉有一些异样。有什么异样呢？听
不见鸟鸣了也。昔日住一楼，住处绿
化甚好，周遭浓荫密布，早晨不待你
醒来，啾啾鸟鸣透窗入，将你从朦胧
中唤醒，感到很是惬意。现在呢，周
遭没有绿树草坪，当然没有鸟鸣了。
树木达不到的高度，鸟儿自然无法栖

息。一眼望去，远天，高楼，如此而
已。光照自然是好的，屋子里四处透
亮，这也是失中之得，天下那有完满
的事。

有友人来参观鄙宅，然其一靠近
落地窗，脸色便有一些异样，我问：你
恐高？答曰：有一点。我初来看房
时，也有点恐高，因为要装修，来来回
回数十趟，也就习惯了。现在端坐窗
下，端着茶杯，随意浏览风物，自然得
很了。不闻鸟鸣，可不可以养一鸟，
以补其撼？想想这拘鸟性的事，不干
也罢。

小孩儿胆到大，小孙儿来此，在
落地窗前不独不怕，还紧贴窗户俯瞰
公路车来车往，小手伸向窗外乱舞，
直呼：噢，好多小汽车噢！他还以为
公路上的汽车，如同他家中的玩具汽
车一般，恨不伸手都拿到手中，好好
盘玩一阵子呢。他那里知道高处的
危险。这一点到是和成人不同，所谓
糊涂胆大是也。婴孩的无知无识的

状态，老子到是很赞赏的，他在《道德
经》中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
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
然，他说的所谓纯朴无知识，是针对
成人社会多智巧说的，不是真得要人
像婴儿，永远智力如犬豕一般。成人
登居高楼危栏，如同婴孩一般无畏，
到反而是深可惧的。

搬来新居时日不久，即遇新冠肺
炎疫情，只得响应政府和专家的号
召，在家中整日宅居着，非不得已决
不下楼。在落地窗前住下望，见公路
行人寥寥，车辆寥寥，不免有些寂
寥。这要是还住在老宅子里，可以在
自家院子里走走，侍弄一下花草什么
的。人还是脚落在大地上，感觉比较
自在一些。于是就不免痴想：人为什
么要造这么高的楼呢，人类几千年不
是都住平屋吗？老子向往倡导的理
想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
往来。”高楼的人不相往来到是真的，
而鸡犬之声相闻则是办不到了。

住高楼在享受“一览众楼小”的
气势时，又感觉到人的视觉还是平视
时自然，就像双脚应落在大地上才觉
踏实。待到这次的疫情一结束，我还
是要经常下楼走走。

□ 吕达余

居 高

一座城镇最真实的样子，应是它
的烟火气。大通古镇的烟火气在澜
溪老街。

澜溪老街濒临长江南岸岸边，如
今依然是“生活着的历史文化街区”。
大通因拥有“长江拐弯，大海回头”的
特殊地理区位，早在唐宋时，便是长江
上著名的江鲜盛产地。南宋大诗人杨
万里所著《舟过大通镇》中就曾写有

“鱼蟹不论钱”诗句，当是最好的见
证。闻名于世的“长江三鲜”(鲥鱼、鲚
刀、河豚)，现仅有鲚刀、河豚尚有少量
存活，那鲜美无比的鲥鱼江中现已找
不到踪影。

大通的店家多是凌晨便开始忙
着进出货，一直忙到晚上。经营的品
类不光江鲜，还有和悦洲盛产的绿色
无公害蔬菜、禽蛋肉类、生鲜熟食等，
市区有不少老人每天总是一大早就
赶九路公交来大通买菜，买最新鲜的
食材回家做饭。

古镇街边的小餐馆一早就开始
营业，各种风味早餐的香气飘散在空
气里。卖饺子、混饨的店家在门口剁
着肉馅，身子随着双手执刀剁肉有节
奏地舞动，剁肉馅与运动健身相结
合，让劳作多了份乐趣，也成了大通
街头的寻常一景。

街上有多家手擀面馆，他们都当
着客人的面揉、擀、切、下或炒，让那特
有筋道的手擀面配上青椒肉丝、荷包
蛋、卤牛肉、雪菜大肠或是江虾杂酱等
浇头，让客人吃得热汗直冒、连声夸
赞。

我曾打趣从市区开着“大奔”驱
车 20 多公里来大通吃面的那些老
板：“一碗面才十块钱，就为吃口面
花好几十汽油费，得不偿失啊？”他
们却说“现在条件好了，得讲究生
活质量，不能亏待自己。上海老板
周末还坐飞机去成都吃小吃，可比
我们更牛!”他们边说边笑，搛起一
筷子手擀面，“你看，这面多筋道!
早上在大通吃上一碗热面，绝对地
暖胃，能让人一天都元气满满!”这
样的笑谈，让大通因此多了一份生
活气息。

行走澜溪老街，我看到一对中年
夫妻坐在“家富商店”门口推着手磨，
一个在磨喷喷香的黑芝麻粉，一个在
磨红辣椒糊，边上摆着他们自制的大
通特产：铜陵白姜、腌制干江鱼、香辣
菜、豆腐乳、辣酱、渣肉粉等。

上前细问才知，他们原开“大通照
相馆”，现因手机都有照相功能，只好改
行传承父母手艺，专门制售大通特
产。没想到生意特好，被游客追着发
快递，从此便乐在其中。手持磨挡不
停推磨，一推就是三四个小时，靠的就
是那份耐心。虽然辛苦，但游客的认
可让他们喜悦。每天认真精选食材、
配料、制作，确保产品质量、味道和大
通特色。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推磨、坚
守，彰显着古镇原居民那份质朴的情
怀。

澜溪老街上这种大通独特的市
井味，才是真正让游人稀罕和喜欢
的。

□ 吴 华

澜溪老街上的烟火气

为什么，我的眼里汪满了泪水
拭了又淌
是因为我爱这片热土
爱这 山川河流的美丽

多难的土地啊 多难的家园
二百多年的屈辱
让我们始终无法忘记
只要回首
就是撕裂伤痛的记忆

七十年的励精图治
是党领导我们
终于走向世界前列
纵然西方列强
扼杀我们的阴谋
一刻不曾停止
但是—— 但是——
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
共和国的旗帜依然
——高高飘扬

为什么，我的眼里汪满了泪水
拭了又淌
是因为我爱这片热土
爱这 山川河流的美丽

曾几何时 非典肆虐疯狂
人民群众生命遭殃
又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迅速消灾弭难
让幸福安宁重新回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上

2020鼠年的春天
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又肆无忌惮地
从武汉横行开来

凶险的疫情
将会吞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危急时刻
我们伟大的党
又再次闪耀光芒

疫情就是战斗
疫情就是考验
疫情就是每名党员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试金石
武汉——全国人民都来声援你
武汉——我们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直到夺取最后胜利

孩子别哭，妈妈去打怪兽
只要疫情能控制，剃个光头又何妨
身穿军装，我不上谁上
我是党员，我先上
我必须跑得更快，
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
一句句震撼人心的话语
一个个勇往直前的身影
许多动人的情节
无数感人的故事
多少默默的奉献
谱写出一曲高昂的
充满着正能量的进行曲
热血，正在这片土地上再次激荡

为什么，我的眼里汪满了泪水
拭了又淌
是因为我爱这片热土
爱这 山川河流的美丽

多难兴邦
中华正在复兴
伟大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 任兴发

热血，在这片土地上激荡
——写在抗击新冠肺炎战役时

不知如何赞美你的伟大
也不知如何歌颂你的大义
所有文字在你面前都是苍白的排列
每一句语言都停下躁动的脚步

你是谁的母亲，又是谁的女儿
你是谁的父亲，又是谁的儿子
在暴虐的病毒面前
你们是整个民族的英雄

不计报酬 无论生死
这铿锵的字句 像春天的微风
像无形的屏障
让每个寒冷的黎明蓄满温暖的力量

剪掉的长发 鼻梁上的压痕
发白的十指
每一处印迹的存在
都化成利剑，化成刀枪
围剿那些肆虐的病毒

你们是最美逆行者
高高举起信念的大旗
义无反顾的奔赴一次次生死之约

没有刀光剑影 没有硝烟弥漫
每一个动作都化成了抵御病毒的武器

从北方的白杨到南方的木棉
你是天使 你是花香
你是巍峨屹立的南山
你是华夏大地上唤醒春天的暖阳

多少坎坷与艰难
多眼泪与汗水
一声声请战的誓言
让平凡的血肉之躯
擎起钢铁般的意志
筑起抵御疫情的铜墙铁壁

你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是不畏生死的战士
是让健康插上翅膀的春风
是让鸟鸣回归自然的使者

救死扶伤 治病救人
义无反顾 奋不顾身
一个个负重前行的身影
定会喊醒又一个春天

□ 杨丽丽

最美逆行者

一
看到微信上两张你的对比照片，我

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流了满脸。
心怀期待的你，已到了机场，马上要

见到女儿了，和亲人即将团聚的喜悦，像
只活泼的小鸟不停地在胸中奔腾跳跃。
忽然一个电话打过来，你便连夜赶往武
汉。几天后的你，瘦削的面颊上，都是被
口罩勒出的折痕，圆形的长条形的，青一
块儿红一块儿，一道又一道，深浅不一，
满面的憔悴更是令人心疼。为了病人，
你和战友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赛跑，这是
一场殊死的战斗，是生与死的较量！

听不见炮响，看不见硝烟，我们知
道，你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没日
没夜，缺乏睡眠，缺乏营养，缺少水分。
你不敢喝水，一旦去趟卫生间，一套300
多元的防护服就报废了，你只能把自己
当成能耐干渴的骆驼，在茫茫沙漠里负
重前行。我擦干眼泪，再看看你，劳累和
疲倦丝毫掩饰不了你的美，你最美！《犹
太法典》说得好，“心满了的时候，就会从
眼睛溢出来”，你的双眸灵动明亮，像一
泓清泉，洗涤着这个春日的阴霾。在我
们心里，你终究是那个皮肤细腻面容清
秀的女子，你是拯救苦难的天使。全国
人民都记住了你——陆军军医大学医疗
队员、西南医院肝胆科主管护师刘丽。

二
深陷孤城的人们，犹如置身荒岛，被

不可名状的病毒禁锢着，惶恐不安。他
们黯淡的眼神里，溢满对生命最本真的
渴望，渴望能有一束光，像月光一样柔和

明亮，驱散这无边的绝望。这眼神你懂，
你就是一枚月亮，执意要用自己的光，去
朗照疫区的黑暗，于是，你置亲人的眼泪
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和同事上了车。你
并非冷酷，也不是无情，你的决绝，是为
了用爱呵护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们。

你是无私的，你也是幸福的，因为喊
着“我爱你”的并非只有你的丈夫，还有
我们，你听见了吗？万千个声音都在喊：

“王月华，我爱你”，口音不一，但敬你爱你
之情一模一样呀。这个像月光一样温润
华美，给病人带去光明和希望的女人，是
来自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肿瘤科护士王
月华。

三
黑如瀑布的秀发，曾是你的骄傲，那

的确是值得一个女人骄傲的资本，也是
你爱人眼中看不够的瑰宝。你珍之爱
之，日日精心护理，如呵护生命一样。你
长发及腰，柔情似水，微风吹来，发香四
溢。

生活不都是风轻云淡。当疫情如魔
凭空而降，遮天蔽日，你和姐妹们义无返
顾奔赴武汉。为了穿上连体防护服，爱
美的你不得不割舍这长长的发辫。你从
下定决心奔向疫区那一刻，就已将生命
置之度外，陪伴你多年的长发又算得了
什么？

待我把病魔捉住！春天就来了，万
物萌发之时，头发还会如茁壮成长的禾
苗一样，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纤长如柳
枝，柔软如丝帛，在东风里飘逸成一袭墨
韵，那是新春里最亮丽的画卷。

□ 马永红

你最美

铜官山，铜陵的根。当山前这座
城市枝繁叶茂的时候，是它，为一代代
铜都儿女的辛勤耕耘见证。铜官山不
会忘记。

当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青春靓
丽的时候，那些最早为建设这座城市
而献身的人们，正一天天老去。而每
天第一批到达大小山顶迎接朝阳的，
又总是这些老人。他们还不老。

有人告诉我，十年前，有位姓洪的
师傅，九十多岁还天天起早登山。还
说，洪师傅解放前讨饭、帮工，苦不堪
言，落下一身毛病。退休后赶上了改
革开放的好年头，他要把身子调理好，
再活三十年，享受好生活。他最后活
到102岁。

在共和国诞生的最初年代，一大
批翻身农民汇聚在铜官山下，怀着对
党的感恩，对新生活的憧憬，连同从旧
社会带来的瘦弱身躯，投入到火热的
劳动中去。他们不辞辛苦，不知疲倦，
不计报酬，在国家最需要铜的年代，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共和国长子的
铜官山矿工们，担当起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的重任，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有的也在高温、粉尘、硫烟等环境下，
献出了健康乃至生命。一代矿山工人
的献身精神和他们的付出，是铜陵精
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记得，在石城医院矽肺病区，我见
到老矿工吴师傅和杨师傅，提起上世
纪五十年代井下生活时，他们依然乐
观坦然，无怨无悔，还为今天铜陵有色

矿区的智能化环保设施叫好。面对中
国工人的博大胸怀，我们除了感激和
崇敬，还能说些什么呢！此刻，我又想
起曾经献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的，第
一冶炼厂的几位炉前工师傅，他们今
在何方？无论在哪，他们那发愤图强、
敢为人先的精神，永远是照耀我们继
续前行的灯塔。他们留下的那块铜
锭，永远鲜红滚烫。

在经开区，正赶上筑路工张师傅
和几位“驴友”骑着自行车打这儿经
过。现年84岁的张师傅是铜陵第一
代筑路工。是他们把原来泥结碎石的
长江路拓宽，铺上石子，灌上热沥青。
若干年后，又是他们在沥青路上浇筑
了水泥混凝土，再以后，又铺上新型沥
青混凝土。这一层又一层的道路，就
是一本筑路工人的功劳簿，一部关于
道路的史册。路，是没有墙壁的城市
客厅，接待八方宾朋的渠。而张师傅
们在自己修筑的道路上骑车转悠，所
表达的正是铜都筑路人的那份自信和
眷念。

在五松社区，我拜会了为铜都建
设立下赫赫战功的有色建安人。老杨
和老王最初是木瓦工，虽然后来走上
领导岗位，提起当年会战情景，依然记
忆犹新。讲到严格，杨工说，瓦工砌墙
带水平尺，做到灰缝横平竖直一丝不
苟。师傅们的工匠精神留下一批难以
复制的精品。讲到艰苦，王工说，在铜
山工地，几百个人睡在一个工棚里，人
碰人铺贴铺。每逢暴雨，工棚里一片

汪洋，我们也挺过来了。
是的，老一辈建筑工人住着简陋

的工棚，建起漂亮的房屋。建成之后
又转向另一个工地，住进另一个工棚，
在流离转徙中书写建筑人生。房屋上
没有写着他们的姓名，只有烈日寒风
在他们脸上刻下岁月的留痕。值得庆
幸的是，如今他们也住上了新楼。站
在阳台上眺望在自己身边长大的这座
城市，欣赏他们亲手镶嵌的那一个个
城市符号，欣慰而又自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都有一
批大中专学校毕业的热血青年，从
全国各地涌进铜陵建设的洪流中
来，他们用知识、技术、智慧和一颗
纯粹的心，和铜陵一起成长，如今也
都进入耄耋之年。在淮河路上，我
遇见退而不休，仍关心铜陵建设的
设计院尚老院长。尚老是我市民用
建筑的第一代设计师。由于当年经
济条件的限制，设计的都是些较低
矮的房屋，而且随着规划的调整，道
路的拓宽，他的多数作品已被拆
除。令他最为惋惜的当数铜陵老火
车站了。他说，那是当年每个市民
包括小学生，人人献上几块砖建起
来的，它不单是一座房屋，它是铜陵
人凝心聚力的结晶，众志成城的丰
碑啊。老一辈建设者对城市的深情
就是这样刻骨铭心。

今年75岁从原铜陵有色工人医
院退休的尹女士说，当年他们卫生所
都是从学校刚毕业分配来的小青年，

天真烂漫，意气风发，工作起来争先恐
后，吃苦耐劳。白天到铜官山铜矿井
口值班，半夜里背着药箱和工人师傅
们一道，踏着月光往回走，心情特别
好。问她为什么？她说，工人师傅平
安回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提起当
年，她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打
球、唱歌、写诗、演话剧。青年人在一
起如同兄弟姐妹。这友谊温暖着我们
的心。单位领导把每个职工都视为家
人关怀着。这样的工作环境令我终身
难忘。

在老年大学，我见到一位上世纪
五十年代，在铜官山矿务局职工子弟
学校任教的祖老师，她从教40年，没
收过学生一分钱，倒是有不少学习基
础差或家庭条件差的学生，经常被她
带到家里补课、做作业，然后在她家吃
饭。当我为她点赞时，她说，那时的老
师都是这么做的。

今年85岁的当年铜官山铜矿幼
儿园的马老师和她的6位同事们，带
着五六十个全托的孩子，既当老师又
当妈。每逢孩子夜里哭闹，她们就抱
着孩子，拍着他们入睡。如今，所带的
孩子早已长大，有的还成为著名专家
学者、艺术家、领导干部。最早的一批
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当年慈母般关爱
他们的往事，永远铭记在心中，化为回
报社会的力量，再把爱传递给年青的
一代。

白天还没有过完，城区的霓虹灯
便跳起了彩色的舞蹈。它们和夕阳余
辉相映，构成美丽的夜景。这时，老人
们再次聚拢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拉
琴、唱歌、跳舞。也有人在长凳上坐着
聊天，继续讲述着那些令人振奋的故
事。这些故事也深深地镌刻在这座城
市的记忆中。

铜官山，永远不会忘记！

□ 叶葆菁

铜官山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