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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春色矿山春色 汤汤 菁菁 摄摄

上世纪 90年代初，很多地方以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办起这个节那
个节。

当时的狮子山铜矿党委，在没有
任何上级部门的要求下，自己研究、自
己决定，以4月22日这个狮子山铜矿
成立的日子定为“矿工节”。

狮子山铜矿的矿工节与其他自办
的“节”相比，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
接地气，富有生命力。当时的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给予充分肯
定，说狮子山铜矿的创意很好。

狮子山铜矿党委认为，我们的工
人既然生产了物质产品，为社会做了
贡献，为国家做了贡献，那我们就要在
政治上给予地位，政治上给予荣誉，矿
工节正是给予广大矿工政治上应有地
位和荣誉的最好载体。实践证明，矿

工节的举办对增加凝聚力、战斗力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整个铜陵有色公
司和铜陵市产生了较大反响。

1991年的首届矿工节，狮子山铜
矿党委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举办庆祝大会和文艺晚会，评选矿工
世家，编撰《英模谱》，举办篮球、乒乓
球等体育比赛。中央和省市级多家媒
体派记者采访，报道了狮子山铜矿矿
工节的消息。

首届矿工节的文艺晚会，话剧小
品《恋爱考试》、对口相声《狮矿之最》
是我编剧的，歌曲《请到我们狮矿来》
也是我作词的。小品《恋爱考试》的导
演是铜陵市群众艺术馆的郑林哲老
师，表演者邹守霞、王小宝。相声《狮
矿之最》由郑林哲导演，表演者郑林哲
和他的学生、也是铜陵市群众艺术馆

的张旭麟。遗憾的是，歌曲《请到我们
狮矿来》，因为我的日记没有记录，不
记得作曲者和演唱者了。

第三届矿工节的文艺晚会主题
歌、男女声四重唱《矿工的歌》是我作
词、邢子荣作曲的，演唱者邢爱武、曾
红珍、朱庆华、田龙。《矿工的歌》词曲
还在当年的《铜陵有色报》发表（遗憾
的是剪报时没有将时间保留）。这里
将《矿工的歌》词摘录如下：

雄鹰的歌是向往蓝天的歌
水手的歌是憧憬海洋的歌
矿工的歌是热恋大山的歌
大山是矿工的刚强骨骼
开发宝藏一腔火热
让那青春默默走过
让那脚步踏平坎坷
双狮腾跃谱写拼搏之歌

雄鹰的歌是向往蓝天的歌
水手的歌是憧憬海洋的歌
矿工的歌是热恋土地的歌
土地是矿工的坚实性格
理想旗帜献给有色
汗水流淌也是欢乐
光荣事迹载入史册
双狮腾跃谱写奉献之歌
我那时年青，二十出头，说实话，

每当主持人，尤其是美女主持悦耳动
听的声音，当着几千人的面，说出钟小
华编剧或作词时，心里还是蛮激动的，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记得一次，迎面两个手挽手的小
姐姐与我擦肩而过时，嗤地一声笑了，
我听到她们嘀咕，别看他是个大匏牙，
还会编剧、作词哎。

矿工节，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文
艺活动，无论是体育场，还是电影院，
可以说，都是座无虚席，场面火爆，运
动员和演员用心，观众开心。

矿工节，既是我们矿工的节日，也
是我们矿山的节日、众多矿工家庭的
节日。

□ 钟小华

记忆中的矿工节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一转眼，我在

冬瓜山铜矿工作已近四十年，从当年青春
飞扬的“嫩头青”，如今已是渐入花甲之年
的“准退休”人了。

走过的是人生成长之路，印刻的是矿
山发展轨迹。回眸过往，一路走来，矿山
的变迁历历在目，不觉感慨万千。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的原狮矿（冬瓜山矿前身），仅
有的一条柏油路从三叉路口延伸至二食
堂（现矿办公楼处），马路两边全是清一色
的砖瓦平房，机关办公地点也就是五幢陈
旧的房子，其中的几栋楼房最高也只有三
层。基层区队的作息场所大都狭小拥挤，
简陋凌乱。我所在的机修车间维修班，十
来个平方的屋子容纳着十名工友，加上桌
凳、工具柜、火炉和其它物品，致使大家走
动时会经常出现“撞怀拥抱”情况，好不尴
尬。炎热夏天只靠头顶的一台吊扇呼呼啦
啦的降温，寒冷冬天仅有一个燃煤炉子取
暖。而空调、电脑对我们来说简直想都不
敢想，私家车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工作条件虽为艰苦，收入待遇也
不高，但精气神却十足。每次任务下来，大
伙都是想方设法，一鼓作气圆满完成，从不
讲条件。每每听到领导的一句褒奖肯定，
仿佛似一泓甘泉流入心田，好甜好甜。

1983年上半年，有色公司进行工资调
整，我们这些挂靠井下的工种实行下三定
四，每月可涨六块钱。到了发工资的那
天，我从会计手中接过钱一数，我的乖乖，
一共有一百多元，激动的我是当场高呼万
岁，并把钱捏了一遍又一遍，心想，如果以

后每个月都能拿这么多钱该多美啊！下
班后，我和同事直奔当时狮子山最大的饭
店——叉路口饭店，狠狠地搓了一顿，那
感觉甭提多爽了！随着矿山资源的日渐
枯竭，采场转移，优化重组势在必行。在
崭新广阔的铜业舞台上，原狮子山铜矿成
功实现了破茧成蝶的华丽转身，冬瓜山铜
矿也应运而生，震撼登场。从此，我们的
矿山便进入快车道，各项事业大步迈进。

现如今，我们的矿山已经是今非昔比，
面貌一新，声震四方。老旧办公场所被庄重
典雅的四层楼替代，决策层和职能部门办公
于此，局域网与每台电脑联网，实行无纸化
办公，成为矿山名副其实的“中枢神经”。具
备一站式服务功能的采矿综合楼傲然耸立，
生产一线职工走进这里，派班、下井、洗浴

“足不出户”，连洗工作服和班中餐都有专门
人员负责，真正实现了“高高兴兴上班来，健
健康康回家去”的美好期望。而帆船造型的
数个停车场初步解决了职工停车难的问题，
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此同时，我们
这些矿山人也因此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企
业发展的红利，收入翻了几番了，市区有了
房子，还买了私家车。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绿色
和谐的矿山，面对自己的所有一切，深感
没有矿山，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矿山就
像一个温馨的家，哺育呵护着每一位职
工，让你发光，叫你出彩。无论何时，无论
何地，都要努力爱她，全力建设她，因为她
就是我们的家。

我的矿山，我的家！

□ 陈 海

我的矿山，我的家

虽然时间飞逝，但岁月的记忆却永不
泯灭。

位于矿部汽车库和卫生所中间的原
狮子山铜矿电影院，修建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末，现已成了矿山安全警示教育中
心。电影院对面是职工住宅区，我家就
住电影院对面，从记事起，就常常目睹了
一幕幕精彩、有趣，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
场景…….

由于那时的矿山文化生活枯燥单调，
要想在矿上看一场电影，必须要经过两道
关口。

先是挤买电影票。
电影院能容纳 1000 多人，右面和后

面围墙高筑，以防逃票者串入。左侧的
售票窗口只能容下四支手臂，且是售
票间唯一的窗口。距窗口不足两米就
是由石墩砌成的防人掉下的围栏。下
午四点左右就有人陆陆续续开始排队
了。五点半钟，随着一位个子高身材
的售票员的到来，人们开始躁动。人
们满怀激动的心情目送着他迈着使人
羡慕的脚步打开铁门，穿过十来米的
过道进入售票间。只听哗啦一声，瘪
窄的窗口打开了，一束橘黄色的灯光映
射出来。

就在这时，排队的人们仿佛受到强大
磁场的吸引，立即潮涌一般挤向窗口。胆
小的就只好站在一边，把钱递给胆大的代
买。此时，人们的思维似乎发挥到了极
致。要想有把握买到票，就得尽最大努力
靠近窗口。于是乎，有蹲下身体甘当人梯
的，有在后面抬腿推屁股的，有干脆把鞋脱
掉让人抬举高于人堆向前抛掷的。人声鼎
沸，不绝于耳!

让人胆战心惊的一幕开始了。
位于上方手抚石墩俯首观战的一个个

或精瘦，或矮小的年轻人犹如士兵跨进战
壕。右手攥紧钞票紧贴窗壁，找准机会从
近几米的高处纵身跳进人群，眨眼之间手
便伸入窗口，脖子使劲伸长一吼：十张，八
张，十二张……前面的人买到票刚把手臂
退出，紧随其后的又从天而降。买到电影
票的胜利者，似猫狗从其他人的腋下钻出
时，已是蓬头垢面，汗流浃背了，等着分票
的助威者立即涌向凯旋的勇士，脸上荡满
了喜悦。

不到电影开映时，电影票就宣告售
罄。有人才开始到售票窗口躬身寻找自己
的鞋袜，或其他物件。

接下来还要挤进电影院。
电影院有二道并排的正门，四道侧

门。不到散场时，侧门通常是不会开的。
二道正门口的砖墙上均画有一条暗红色横
线，限高一米。于此线以下的小孩，有大人
带领可以免票入场。超过此线的无票小
孩，一概不得进入。每道门有四人把守，两
人验票两人维护秩序。守护神们据说是在
全矿范围内挑选的人。那时的人家大都贫
穷，生活窘迫。虽然只有一毛钱一张的电
影票，但多数小孩仍然没钱买票，不管是超
过红线还是没超过红线的。于是，只好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道铃声响过之后，二道正门同时
打开，人流开始排队验票。起初，秩序还有
些井然。过了十五分钟，第二道铃声响
起，二道门就开始陆续拥挤起来，哪怕每
道门只有十余人进入，还是照样拥挤。这
时，只要你稍微留神，就会看见精彩的一
幕幕动人画面。有的成群结队进入，由断
尾者持票。当验票的大老李发现票数与
实际人数有误差时，前面的已经跑得无踪
影了，气得常常鼓起腮帮骂人。那些身高
没过线或者已经过线的小孩或学生，就会
眼睛滴溜溜地寻找机会，一旦瞧见稍微熟
悉的长辈，赶紧跟上，或手挽大人的手臂，
不分男女;或小手逮住大人的衣角。身高
过线的小孩就会在拥挤的人流中屈膝弓
腰，尽量让身子显得矮小一些，加上嘴再
甜点。只要进了门，身子立时就会长高一
大截。

□ 胡敦华

挤电影

时间仿佛是捏在手心里的沙子，从指
缝隙中不知不觉地流失。2019年春天似
乎来的特别早，这样的感觉时时刻刻地缠
绕在心头，恨不得时间放慢一点脚步，尽
管早己做好充足思想准备，但是退休这一
天终于来了，却是那样无所适从……

30年前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青春年
少的我，来到了矿山，从事井下放漏斗工
作。第一次跟随着师傅下井，站在罐笼
上，耳朵边冷风嗖嗖，呼呼作响，耳膜像闭
气一般难受，行走在昏暗的巷道路上，脚
穿着大矿靴深一脚浅一脚迈着步子，约走
了半个小时，来到负160米中段东山8号
漏斗处，鼓风机的噪声，要想听清对方说
话，耳朵只能贴近对方嘴边。漏斗上衬板
上面的水帘像小瀑布似的哗哗流淌，感觉
有点像美妙音乐，甚至想象是一幅水墨
画，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好奇，那么浪
漫。有点天真，有点幼稚，竟然把井下工作
环境想象成水墨画场景。或许师傅看出我
的走神，反复嘱咐，以后工作中一定注意安
全，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我，却不以为
然。艰苦的工作，既能锻炼人，也能培养
人。井下漏斗工，是矿山艰苦的岗位工种
之一，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

上班拿锹杆，下班握笔杆，是我工作
和业余生活的真实写照。我把别人下班
打麻将、玩电脑的时间，一门心思地把工
作上发生的人和事，撰写成一篇篇新闻

稿，投送到电视台、广播站和铜陵有色报
等新闻媒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每年都有
几十篇新闻稿件发表，几乎年年被评为
矿、铜陵有色报优秀通讯员，有的征文稿
件，还获得不同的等级奖。20多年来，我
写的新闻通讯、消息类等数百篇（次）稿
件，分别在省市级报刊杂志媒体上发表，
逐渐成为矿山小有名气的业余“记者”。

我知道，自己身上的优点不多，唯有
要求进步不敢懈怠，尽力干好本职工作。

“徐志勇同志，在平时的井下工作中，不怕
苦，不怕累，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干好
本职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向身边的优秀
党员和先进人物学习，在社会上是名好公
民，在单位是名好员工，在家庭是名好成
员，我个人同意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组
织……”1999年7月23日，是我人生永远
值得纪念的一天，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实事
求是地评价时，当全体党员一致同意举手
表决通过时，那一刻，我激动万分，心潮澎
湃，加入光荣的党组织，是我孜孜不倦的
终身追求。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尤如梦中的真
实。我知道，自己与矿山的故事很多，尽
管不甚精彩，有过泪、有过笑、有过苦和
累，但是更多的是美好回忆……内心深处
有着千万个依依不舍，矿山养育我，无论
在何时、何地，冬瓜山铜矿——这个响亮
的名字，是我心中永远的骄傲。

□ 徐志勇

留恋矿山倒计时

作为一名基层业余通讯员，我有幸采
写过王利胜、吴东升两位劳模，也曾跟随
矿部组织的“恋爱旅游”活动进行过报
道。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当我再次翻开
过去的采访记录时，仿佛又看到了一幕幕
矿山版的“爱情写真”。

爱情遇上“状元郎”。当年老鸦岭负
390米中段急需施工一条80米高吊罐天
井，如此高的吊罐天井掘进，在全矿尚属
首次。全国劳模王利胜凭着顽强意志，苦
干作风，提前20天拿下吊罐天井施工任
务。消息一经传开，具有专业高天井施工
的队伍也感到为之震惊，矿部敲锣打鼓送
来喜报，嘉奖此项工程突破了建矿以来吊
罐天井施工的最高纪录。正在热恋中的
王利胜，也被恋爱对象真情赞喻“爱情遇
上‘状元郎’”。

冬瓜山项目前期建设，公司下达一项
重点工程：急需从负190米中段施工一条
通向冬瓜山的主巷道，巷道全长 1400
米。区长和班组找王利胜谈话，问他是否
有胆量揽下这个“瓷器活”。王利胜知道
眼下所施工的掘进工程是一项关系到冬
瓜山建设的重点工程，工期一天也不能耽
搁。而此时王利胜的爱人正在“月子”中，
为了安慰妻子，他只能让年迈的母亲服侍
爱人的“月子”。三个月后，当王利胜把竣
工的光荣花戴在婴儿小摇篮前时，引得一
阵咿咿呀呀笑个不停，妻子见了刚出生的
女儿这番“萌样”，原先受到的委屈，也早
已被这份浓浓喜悦填满。

井口边“美丽约会”。1994年春，就
在吴东升刚结婚的第二天，区里领导便找

到他，说是矿部下达老鸦岭负250米中段
3号溜井掘进重点工程。该溜井有30米
高，要求必须在当月完成，否则将会影响
到矿里的铜量任务。当时，听到区长把这
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吴东升心里顿时
热乎乎的，立刻就答应了，倒是区长有些
过意不去，承诺说：“完成任务，特批婚假
一个月。”

当天晚班，吴东升带领掘进小组上阵
了。大约在晚上22点左右，吴东升进入天
井验炮，大伙一听当晚第三茬炮也“扒窝子”
了，无不欢呼雀跃起来。披着满天星斗，他
们从掌子面升井，就在这时，吴东升看到自
己新婚妻子站在井口。原来，这位美丽新娘
见自己的新郎还没下班，猜想肯定是在井下
连班，于是来到井口边等他。后来每次连
班，她都会站在井口迎，直到临产住入医院
才终止这幕井口边的美丽约会。

进京报道“恋爱游”。2008年秋，冬
瓜山铜矿第26次恋爱旅游活动如期开
展，我当时是一名工区团支部书记，有幸
随行参加后勤服务工作。

十月北京，天高云淡，来自我矿10对甜
蜜恋爱人携手长城脚下，温温耳语，柔情蜜
意，在温馨而又浪漫中度过一个美丽约会，
印象最深的是恋爱之旅第二天“登长城献玫
瑰”活动情景，来自生产工区青工小武手捧
一束玫瑰花对自已恋人小刘真情表白道：

“我们的爱情像长城一样不可催，蜿蜒绵
长！”原来小武的对象是一位导游，常年奔波
在外很少有他人那种花前月下的浪漫。两
个只靠电话、短信互道恋情。接过心上人的
玫瑰，这位漂亮女友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 汪为琳

矿山版“爱情写真”

峥嵘七十载，正云蔚霞蒸。
极目处，花繁叶绿；登临时，情满
矿区。苍翠之园邻于山侧，高耸
之塔立于层峦。时风以来，葛蔓
荆藤；暖阳入怀，松柏常青。白墙
红瓦，交映于风景之间；行人如
织，忙碌于天地之辙。车轮滚滚，
如神龙之乍现；宝藏源源，有奇士
之献瑞。井下井上，人气如虹，奋
发劲力，不输前贤。呜呼！岁月

奔流，只争朝夕。
往事如歌，直忆当年。四九开

篇，卧薪尝胆。筚路蓝缕，风餐露
宿。发百废待新之愿，奋重铸辉煌
之志。千人荷担，万人负锄。箩筐
虽小，承浩浩天下之宏愿；簸箕简
陋，载拳拳报国之赤诚。火光接于
天际，热浪席卷深林。斯人兮，豪
矣；斯国兮，壮哉！有胜天地半子
之意气，有揽日月一掬之雄心。

还看今朝，壮怀激烈。群峦无
语，千米地层亦沸腾；山鸣谷应，意
气风发尽朝晖。矢志常存，贡献社
会进步；初心不忘，人企和谐发
展。建绿色之新矿山，兴环保之新
理念；振奋创新，攀时代之高擎；立
意自强，做中华之栋梁。

且问光阴若许，前程似锦；更
喜青山绿水，春色在望。幸甚至
哉，以歌咏志。

□ 姚 平

矿 山 赋

铜官山铜矿不仅是铜陵有色
公司的发源地，也是新中国铜工业
的摇篮。对铜官山铜矿恢复建设
时国家最初的投资是大米还是小
米，说法不一。

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
1月5日中央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议研究了铜官山钻探及恢
复工作等事项。1950年3月22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央财经委
员会（以下称“中财委”）向中央重
工业部下发了《关于有色金属会议
报告中各项问题的决定》。决定共
七项内容，其中第四项载明：“铜官
山钻探及恢复工作同意举办。”同
年4月15日，中央重工业部以重会
字第（56）号文转发中财委的批复：

“同意本年度（1950年）（铜官山铜
矿工程建设概算）投资大米9500
吨。”到了6月9日，中央重工业部
接到中财委的通知：铜官山铜矿
1950 年工程建设投资改为小米
9500吨。原因是中财委对批复中
所说的大米在概念上进行了厘
清。解放后，由于通货膨胀，中央
所有投资均用大米折价计算。根
据惯性说法，北方米称作大米，长
江以南的粳米称为小米。中央对
南方片下文所说的小米，不是指北
方的黄小米，而是南方的粳米。投
资也非直接拨米，是以市场上的米
价折算成人民币拨付。铜官山铜
矿工程处专门安排人员每天抄录
上海当日米价，以核发工人工资。

当时上海市场北方大米由月
初的一美元购买23.8斤涨至26.3
斤，而南方粳米（中央所说的小米）
的价格比北方大米每斤便宜近两
成，大米改小米就等于投资缩水。
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为此专门

向中央重工业部报告：大米改小米
对铜官山建设影响甚大，要求更改
年度计划或改回大米并且派陶家
征等人赴京与有关部门具体商
谈。1950年8月5日，中央重工业
部再次转发中财委的批复：铜官山
铜矿工程处 1950 年建设投资在
9500 吨的基础上追加 4080 吨小
米。至此，铜官山铜矿1950年工程
建设投资算是尘埃落定，前后总投
资额也保持基本持平。

特别提醒的是，这9500吨大米
（或13580吨小米）在当时意义非
凡。

先让我们看看新中国当时的
财政情况：1949年 11月 29日，毛
泽东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讨论《一九
五 0 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
案）》时说：“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
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
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
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
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
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
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
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入的
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
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
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现在，
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
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
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
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
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毛泽东
年谱》第一卷第五十二页）。

当时的历史背景则是全国还
没有完全解放，华南、西南、东南沿
海尚处在战争状态。就连各地修
军用机场的经费也是能省则省。

1949年11月26日，毛泽东批示华
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
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各地修
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
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
大预算。”（《毛泽东年谱》第一卷
第四十九页）。11月28日，刘亚楼
等在给中央军委关于修复机场的
经费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各地机场
大的修复工作，除华东外，可以暂
缓一步。华东范围内，则要首先修
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
的机场，修建程度限于为执行战斗
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开支过
大。”12月5日，毛泽东同意了刘亚
楼提议，并且批示：“请中财委（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
会）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
经费。”（《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
五十六至五十七页）。

由此可见，在当时那种情况
下，中央拿出 13580 吨小米建设
铜官山，可想而知，下了多么大
的决心。简单地算一笔账：当年
的财政总收入是五百九十四亿斤
（市斤），建设费占其中的百分之
二十四，折合小米就是七百一十
二万八千吨，这13580吨小米，在
整个建设费中占比近百分之二。
可见国家对铜这一战略物质的需
求多么迫切，对铜官山矿寄予了
多么大的期望。铜陵有色没有辜
负中央的厚望，筚路蓝缕，艰苦
创业，不到两年就建成了新中国
第一座矿山，不到三年，新中国
第一炉铜水出炉……从13580吨
小米垫底，到跻身世界500强，谱
写的是共和国铜工业长子的情怀
与担当。

□ 沈成武

铜官山铜矿恢复建设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