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多次前去铜陵有色展示馆参
观学习，每次走进展示馆都有不一样的
收获和感悟，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三样东
西：一本设计说明书、箩筐精神和“火海
夺铜”场景再现。这三样东西成为我记
忆中挥之不去的影像，以至成为我的一
种有色情结。

一本设计说明书

《放炮夺高产，埋葬帝修反》
这个题目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
驻足良久。

这是一本1970年的铜官山
铜矿笔山矿柱爆破设计说明
书。说明书的开头这样写着：“在伟大
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
战略方针指引下，胸怀‘中国应当对于
人类有较大贡献’铜官山铜矿工人阶
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

‘鞍钢宪法’大旗，牢记毛主席‘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发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读完
这样的开头，我颇有感触。我们现在生
活在和平年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主，
在当下的爆破设计说明书里再也看不
到这样的话语了。但是，近年来美国对
中国进行贸易封锁，中美贸易战持续了
数年之久。这就充分说明了没有纯粹
的经济，也没有纯粹的政治。政治必须
统领经济，经济必须服务于政治。这就
是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从这
个角度来看，这个爆破设计说明书的前
言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由此，我联想到：经常听说党建和
业务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其实不
然。我们所有的业务工作都是在党的
领导下开展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建
工作是统领业务工作的。党建为业务

工作提供指导、提供监督、提供保障，
业务工作为党建提供实践、提供路径、
提供抓手。只谈党建不搞业务，就是
没有看到本质；只谈业务不抓党建，就
会迷失方向。

箩筐精神

“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嘴
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绞车往上
提。”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铜官山铜
矿建设者们的真实写照。那时的新中
国没有一块国产铜，于是国家决定通

过技术人员调配、大学生分配、全国招
工，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江南丘陵支
援建设。

1950年5月，一支12人的建矿先
遣队到达了铜官山矿区，开始了他们
的创业历程。那时的铜官山，满目疮
痍，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但是，
这一切没有吓倒广大建设者们，他们
一切从头开始，为了追赶工期，干部职
工都住在自己搭起的茅屋里。芦苇
遍地，杂草丛生，脚下没有一条完整
的道路，只得自己动手铺筑；工作中
也没有什么机械设备，一切建设靠肩
扛手搬，大锹、钢钎、大锤和竹杠子是
他们的劳动工具，工作服、劳保品更
无从谈起。

夏日里，他们头顶炎炎烈日，劳作在
野外，汗水湿透了衣衫，全然不顾。晚
上，昏天黑地，蚊虫如雾，搅得人难以入
睡，只得用茅草熏。冬日，北风呼啸，滴
水成冰，不少人的手脚都冻得开裂了，
浑然不觉，他们不畏难，不怕苦，以顽强
的创业精神，全身心地奔忙在工地上，
广大建设者们激情似火，仿佛有使不完

的劲，昼夜奋战在工地上，拼命地和时
间赛跑。他们觉得，能成为新中国铜工
业的开拓者，感到无上快乐和光荣。

正是由于矿山的开拓者们凭着一
腔热血，风餐露宿，筚路蓝缕，不等不
靠，艰苦创业，用箩筐运矿，凭手提肩
挑，一个新的矿山迅速崛起。1952年6
月，新中国第一车铜矿石从这里升井，
由此而诞生的“箩筐精神”也成了铜陵
有色文化的根和魂，并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铜陵有色人。秉承着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敢打硬仗、无私奉献的“箩筐精

神”，铜陵有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从优到强。2019年铜陵有色首次
进入世界500强位列461位，2023年位
列世界500强第436位，铜陵有色集团
连续5年上榜。

火海夺铜

松树山矿区是铜官山铜矿矿区之
一，属于高硫矿床，平均含硫13.4%，局
部高达38.3%—46.7%，松树山一队就
是在这“局部”地区。矿石中的硫与空
气中的氧产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硫，
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导致采场缺氧、高
温、粉尘浓度大。1954年开采，因采场
频发火灾，1956年“火区禁采”。1963
年又向“火区”宣战，这就是著名的“火
海夺铜”。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用“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支撑，有条
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在
40多摄氏度的采场里，边打眼边往身
上浇水，水溅到矿石上发出“滋滋”的声
音，有的矿石出现明火，能点着香烟。
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没有一人退

缩，没有一人叫苦，那场景如同电影里
的镜头：突击队员排在巷口，先进入采
场的矿工，用水把衣淋湿，扛着钻机冲
进去，咬着牙，憋着劲奋力打钻。胸口
越来越闷，钻机越来越沉，到后来，眼冒
金花，昏昏沉沉，钻机还在呼啸掘进。
前面的人撤下来，后面的人顶上去，5分
钟就换一个人，循环打钻。医生护士抬
着担架等在旁边，遇到危险就地抢救。
有的矿工从昏迷中苏醒，喝口水，又冲
了上去……

邵世礼人称矿山“铁人”，在“火区”
只要哪里有困难那肯定是“铁
人”上。因工伤导致左脚残疾
仍坚持在井下支柱和打眼。打
眼工童忠杰在松树山负25米至
负55米中段的一个月掘进大会
战中，双手的虎口韧带拉断了，
为了完成任务，他把医生开的病

假条放在口袋中，又悄悄地下井坚持打
眼，不下火线。当一个月2200米掘进
任务超额完成时，工会主席叶开明发
现已经有两个月没回家了。那时的领
导真是身先士卒，白天工作，晚上带
班，“火区”放大炮，机关人员要下井运
送炸药，从来没有星期天。在松树一
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周六的大夜班
一般都是党支部书记或工会主席的，周
日他们还要走家串户进行家访。全队
四五百户职工家，谁家有红白喜事、谁
家有人生病、谁家有困难，区领导都一
清二楚，并设法解决……1963 年至
1981年，松树一队共出矿近300万吨，
特别是在1963年至1965年两年间出
矿17万吨，日产量达到400至500吨，
创历史新高。

在“火海夺铜”场景再现前，我想
起了当年采访叶尚初时，他的娓娓话
语。我曾经为了写“我和我的铜陵有
色故事”，多次去他家采访。如今斯人
已去，每次走进铜陵有色展示馆，在劳
模叶尚初手握钻机的雕塑前，我都会
久久凝视……

□林积才

走进铜陵有色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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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农 林 四 季
皆宜。隆冬时节
山舞银蛇，既可踏
雪寻梅，又可围炉
看雪；秋来瓜熟果
实，心脾俱香，大

可一饱口腹之欲，盛夏翠樾蔽天，
槐荫曲径，正好纳凉消暑；春深花
发，这又是红裙绿衣争奇斗艳的
舞台。若论赏景，还是初春最
佳。这时的农林村，一副素颜村
姑模样，透着一份无雕无饰的纯
真、纯净与纯美。

古人所谓踏青，有着迎春、接
春的意思，大抵也是在初春时
节。三月初的一个周末，家住农
林村的朋友说樱花绚烂了双眸，
他不敢独享，相邀踏青，一群人说
去就去。

“温度6度，湿度73度，负氧离
子782个/㎡。”村口电子欢迎牌上
这些数据，实证了我们这座城市后
花园有着“天然氧吧”之称所言不
虚。不由自主地来一个深呼吸，春
意便灌满了胸腔。步道在田舍间
蜿蜒，闲适的步态开始还能踏上谈
笑的节奏，不消片刻，紧凑的一群
人，便被油菜花白玉兰紫玉兰扯得
七零八落。这也难怪，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自己的春色。一条红地毯
铺进村中的曲巷，迎亲的队伍还没
进村，几个坐在竹椅上的老人，已
经笑得合不拢嘴，春光填满他们脸
上的沟沟壑壑。

出门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
九点不到，阳光调皮地逗引前来
采野菜、徒步的人脱下厚厚的外
套，春衫单袖，沐浴春风，一切都
是那么应景。弯道上，一位年轻
的母亲席地而坐，身边两个女孩
和一辆粉色的自行车。约莫三四
岁的女孩在学跳绳，绳子在半空
中如一道涟漪，落下来，常常绊住
了脚。大一些的女孩站在路基之
下，胳膊支在路面，双手托着下
巴，面前是打开的课本。“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女孩脆生生
的嗓音才亮起来，近旁柳林里的
一只戴胜就叼了起来，“呀”的一
声，拖着一尺长的花尾巴飞远
了。母亲抱着双膝，看看大女儿，
又看看小女儿，幸福在脸上荡起
了酡红。我慢慢地流连，细细地
欣赏，彻底落了单。

公路是弦，步道宛如小女孩扬
起的涟漪，中间圈着一大片田
地。我站在涟漪的一个点上，面
前一片空寥。抛荒的田地，只有
羊群在里面撒欢。远山近岭，还
是一派“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苍
莽，宛如一幅铁线描。远观不觉
生意满，须逼近了看或许更出意
味。这样想着，脚步便拐上了绿
草镶边的田埂。一方池塘，树桩
作岸，或宽或窄或高或低的塘埂
上，铺着细碎的白石子，别无他
物，很有日本枯山水的味道，走在
上面有踏雪的碎玉感。水边春草

萋萋，她们一丛一丛
紧挨着，生怕微风吹
皱了一池春水。枯
黄的芦苇，低着头立
在水中，一副顾影自
怜的样子。

从步道下来，
已属不走寻常路，
我要将这份旁逸
斜 出 进 行 到 底 。
踩着一个个犁开
了的土块，溅起淡
淡 的 泥 土 气 息 。
这让我很是受用，
甚至幻想着自己
就是一头撒欢的
羊儿。鞋子踢到
一个硬物，是一块
陶片。之前我在
这 里 拾 到 一 个

“吉”字碗底，白瓷
的。我饶有兴致
地在田间找寻起
来 ，希 望 还 有 惊
喜。不多工夫，手
中的陶片已不堪
盈握。正巧地头
有条小溪，我开始
清洗这些陶片。水从植被茂密的
山上下来的，脉脉地，没有一丝声
响。掬水入手，清清亮亮，仿佛能
沁进人的肌肤。突然，呱—呱呱，
一声，两声，最后连成一片。是蛙
鸣！当时我是惊叫了一声的。蛙
鸣戛然而止。静了一会，呱呱声
相互应和。我不再言语，也停止
了清洗，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

这块地也是旱地，得山水滋
润，泥土呈现肥沃的黝黑，田塍里
还长出绿茸茸的藻类，应该是经过
一冬的浸泡。这时我发现了蝌蚪，
极小，比豌豆还小一号。如果不是
摆动的尾巴，谁也不会在意。这些
小小的精灵，或摇头摆尾，或附着
在水藻上，日光下澈，皆若空游无
所依。颇有《小石潭记》的意境。

青蛙、蝌蚪早些年常见的，蛙鸣
从初春一直听到深秋。近二三十
年，青蛙难得一见，更遑论蛙鸣。顺
着时间轴回溯，蛙鸣是极富诗意
的。齐白石老人曾根据清代诗人查
慎行的诗句作了一幅画——“蛙声
十里出山泉”。“蝌蚪四五，随水摇
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至于辛弃
疾的名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蛙声一片”则是对丰收最好的诠
释。当然，也有不解风情的。宋代
大书画家米芾任无为军守时，在书
斋前凿池养荷。夏夜米公读书，池
内蛙声聒耳，遂取砚一方，上书

“止”字投之，自是蛙不复鸣。“投砚
止蛙”也只有“米颠”能做得出来。
不过，这也可见彼时蛙鸣之盛……

蛙鸣似春曲，我听得如痴如
醉。朋友电话频催，离开很是依
依不舍。这次踏青农林收获不
小，不仅是陶片，还有一个响亮的
春天。

□
沈
成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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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过春节的
表兄发来视频，告诉
我故乡的老宅四周
野草疯长，灌木丛
生，其中的一株梓树
靠着墙根生长，那盛
开的枝叶在风雨中
任意肆虐，已经将屋
顶的瓦片扫落了不
少。远远望去，那掉
落瓦片参差不齐的
屋檐如掉落牙齿的
老人的豁嘴，又如电
锯的锯齿一般，实在
难看极了。而兄长
最担心的是屋顶是
否已经漏雨，准备进
去一探究竟，可惜铁
将军把门了！

播放着视频，往
昔淹没于那荒烟蔓草
间的欢声笑语顿时在
我耳畔回响，一种物
是人非的伤感不觉涌
上心头。

表兄是个热心人，与我住在同一
个村子，儿时光腚子一起玩大，与我
感情深厚，或许爱屋及乌的缘故罢，
他每每回乡过春节，总不忘记去我家
老宅四周看看，倒是我似乎已经将老
宅忘却了！兄长发来的视频让我猛
然醒悟，原来我已经多年没回家了，
准确地说，是我已经多年没踏入家门
了！母亲去世后，家已不成家，老宅
人去屋空，兄弟姐妹们天各一方，清
明冬至，每每回乡祭祀之余，考虑到
老宅里已经停水断电，我们总是匆匆
地来，匆匆地回，没有踏入家门半步，
匆忙之中，有时只得站在“对面山”上
向老宅作深情眺望，没承想，几年时
间，老宅就已经被野草和老鼠霸占

了！而我最担心的是，长此以往，不
出几年，老宅将不复存在。念及于
此，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旧时王谢堂
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来，想着想
着，不觉悲从中来。

显然，父母的陵寝是我在故乡的
唯一念想，当年兄弟姐妹们一同生活
过的老宅是我在故乡的名片和身份
证。只要老宅不倒，故乡的家就在，只
要老宅还在，我依然是故乡的人！

故乡，一个永远也无法道尽的话
题，缠绵着游子们多少眷念啊！在春
季即将来临之际，遥望着远处孩童们
常常放风筝的山坡，一时间，我仿佛
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只风筝，这风筝
啊，从故乡乡村飞出，飞进小学、中学、
大学校园直至后来进了城，飞得越来
越高，离家越来越远。父母在世时，无
论风筝飞得再高离得再远，线头始终
在父母手中攒着。将来退休后，我或
许还会去更远的地方生活，此时攒住
这线头的是父母的陵寝还是故乡的
老宅？这风筝会不会断线？

于是，我决定以后清明期间常回
父母坟头祭扫，于是我决定马上托人
帮着砍去老屋四周的野草和灌木！

可惜如今的老家已经人烟稀少，
留下来的尽是老弱妇孺，有力气砍
去这样的灌木者已经寥寥无几，况
且如今的老家人都已经用液化气
做饭，木柴已经没人感兴趣了！正
当我一筹莫展之际，表兄又发来视
频，劝我莫急，原来他已经将那些
灌木砍伐殆尽了！真正的远亲不
如近邻啊！我的耳畔顿时响起《好
人多》这悠扬的旋律来：冰封大地
时，太阳最暖和。雪中送盆炭，化作
一团火……不觉暗自思忖：我是故
乡放出的风筝，无论我飞得再高离
得再远，维持这风筝永不断线的或
许还有这淳朴的乡情吧！

□
唐
燕
登

我
是
故
乡
放
出
的
风
筝

年逾八旬的笔者有好几年没看过电
视连续剧了，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欣赏
水平下降了，有些剧中内容吸引不了我，
索性就不看了。但自今年元月25日起，
在央视 8 套播出的 24 集电视连续剧《狗
剩快跑》却深深地吸引着我。

这部电视剧以黑色幽默方式描述抗
日战争时期中原大地上一位“穷二代”
村民狗剩，从一个“愣头青”如何逐渐
成为参军抗战、保家卫国的新四军战
士。全剧用独特的创作视角，轻喜剧
风格展现小人物狗剩的觉醒之旅，加
之方言的巧妙运用，使这部抗战题材
剧成为近期播出剧中的热点，引发观众
们的关注和热议、点赞。

《狗剩快跑》讲述了草根青年狗剩
为了小家理想去当兵，在经历战争洗礼
后逐渐觉醒，蜕变成长为真正的新四军
战士的传奇故事。该剧从小人物觉醒
之旅的创作视角和拍摄手段，让观众产

生共情。剧中，主演蒋龙饰演的狗剩，
最初参军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盖房子、娶媳妇，而进入军营后，他却经
历了一系列刺激、跌宕起伏的人生历
练，并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
革命战友，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狗
剩在战争环境中遭受的许多坎坷，是贯
穿全剧的主线故事。他从起初“先成家
后立业”的固有观念逐渐蜕变成长，认
识到“没有国，哪有家”，历经磨砺摆脱

“小我”，完成了人生的跨越。在这个草
根逆袭的故事中，黑色幽默成为剧中的
一大看点。编剧李海江为狗剩安排了
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剧中还有一
大群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的憨态可
掬，有的聪明机智，有的让人忍俊不禁，
这些情节的设置又切合人物的特性和
情理，让观众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真
情实感。

总之，《狗剩快跑》中在讲述小人物
的家长里短时，方言的运用可以说是个
制胜的密码，不仅让这个虚构的故事大
有增色，也使得剧情更加生动、真实，让
人看后回味悠长！

□殷修武

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
——电视连续剧《狗剩快跑》真情实感吸引观众

春日暮色吟春日暮色吟 肖肖 明明 摄摄

阳春三月，春意盎然，鸟语花香，
我与家人轻车简从，来到我的家乡庐
江罗河台新。美丽的家乡春风送暖，
草长莺飞，柳暗花明，到处给人一种醉
美之感。

曾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与村
里的小伙伴一道踏青，总觉得家乡的
风似从天边而来，越过山野，吹拂田
间，吹绿群山峻岭，连绵的群山泛出一
层层养眼的嫩绿。这种嫩绿不仅显示
生机，而且更撩动人的春心。池塘边，
村庄里，小桥流水旁，温情脉脉，风情
万种，碧波荡荡，树影婆娑。

春天是一个美妙的季节，当它到
来时，大地开始变得更加柔软，美丽的
家乡处处是景，各种花儿交替有致地
绽放，仿佛把家乡绘成一幅巨大的五
彩斑斓的画卷。杏花是探春的使者，
此次回乡正值杏花盛开之时。我们村
里每家都喜欢在房前栽种杏树，你看
那杏树枝上的杏花静静地开着，开得
泰若，开得怡然。一朵朵小巧玲珑的
粉红色杏花缀满了枝头，以它们那妩
媚的风姿和天然的娇美，给春天增添
了无限色彩和神韵。你看它也好，不
看也罢，它们依旧在村庄里灿烂一
片。杏花不像牡丹那样妖艳，也不像
梅花那样傲骨，但它们有一种清雅的
香，含蓄的情。杏花的香不如茉莉那
样出香，也不像玫瑰那样浓郁，它们有
一种淡淡的清香，一种清新的气息，一
颗清澈的心灵。杏花的香气很难让人
捕捉，只有在静静的时候，才感受领悟
到它们的存在。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猜想，孟浩然
诗中所写的应该是杏花。在春天里，
细雨轻轻柔柔，即使沾到衣服上，也让
人感觉不到湿意。杏花和细雨，好比
杨柳与春风，是最好的“搭档”，最完美
地结合，形成的“杏花雨”，也最有诗
意。杏花在静静的烟雨中，愈发显得
明艳浓烈，即使是春寒料峭，让人感到
的也是暖意阵阵，情意浓浓。

当杏花快谢的时候，会把春天到
来的喜报交给了一个春的使者桃花来
传播。我们回乡的时候，分布在村庄
屋前宅后和田埂地头的桃花正含苞待
放。一棵棵紫红色的桃树枝干长满了
岁月的裂痕，仿佛是从古老的年代走
来，讲述昨天和今天。一树树桃花别
有风韵，宛如成熟的人间女子，面色红
润，丰腴娇媚。桃花一开，墨香四溢，
时而有蜜蜂在桃花上飞来飞去。桃树
枝直压下来，避开斜着长，每一次与狂
风暴雨的对抗，却在枝桠上结了疙疙
瘩瘩的疤。鲜艳的桃花无私无畏，就
像人生，在平凡奋斗中写满了倔强，毫
不犹豫地把美丽留给人间，留给大自

然，留给了文人墨客的诗句“流水当年
怀往事，桃花依旧笑东风”。

油菜花开，也是我们家乡的最大
的花事。从低矮的洼地到高高的山
坡，从贫瘠的旱地到肥沃的水田，一
片片油菜花竞相绽放，与远山近水、
村落交相辉映，似一幅次第展开的画
卷，又似一曲深情舒缓的歌谣。走进
油菜地，你会发现油菜花真正的秀
美，它的身杆高挑，那种原始的黄色，
别样的美丽迷人。油菜丛中还有一
个个小精灵一蜜蜂，它们“嗡嗡”地哼
着小调，在花丛中一遍一遍地采蜜，
优美的舞姿，娴熟的技艺，足以让人
在春风里沉醉。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
寻”。古时候诗人只用十几个字描写，
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美到极致的大自
然风景画。多彩的蝴蝶，勤劳的蜜蜂，
各种说不出来会飞的小昆虫，被牢牢
地锁住在那一片又一片的金黄色的花
上翩翩起舞。遇到油菜花开的时候，
是一种人生的浪漫，灿烂的油菜花不
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丰收的希望。
油菜花的花语是加油、鼓励和无私奉
献，寓意着收获、生命和无限的力
量。每当油菜花盛开时，有不少城市
里的人前来乡间观赏，正是“诗人观
景在新春，柳绿花开引众人。成片花
海似云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们走
进田间地头，忍不住触摸一朵油菜
花，躬身嗅着阳光下淡淡的花香，在
花香里忘记时光，忘记尘世里的劳碌
与烦恼。

当金色的油菜花还在盛开的时
候，迫不及待登场的就是各种野花和
杜鹃。我们村周围尽是群山，漫山遍
野有各种各样品种的杜鹃，尤其是大
山头和对面山上的杜鹃最多。杜鹃
花又叫映山红，在暖阳中争相开放，
格外耀眼。它点缀着山体，这里一
丛，那里一片，随着春风的旋律翩翩
起舞，婀娜多姿，人们称它为“花中西
施”。漫山的映山红，把乡民们的心
开得春心荡漾，有粉红的、玫瑰红的、
白的、大红的，千姿百态，姹紫嫣红。
有的红艳似火，茁壮挺拔；有的洁白
素雅，别有风骨。一树树的花团锦
簇，一团团的火样人生。杜鹃花花期
长，能够从三月一直开到五月，五彩
缤纷地将山野铺满。

春天里的家乡就是美。我在想，
春天不仅是季节的希望，也是人生的
希望。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心系美
好，才能运筹幸福。勤劳创业和外出
打工的人们早早踏上了新的征途，大
好春光里到处留下劳动者忙碌的身
影，他们正热火朝天地耕耘着这个春
天，收获着这个春天。

□徐成果

春天里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