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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青年风采

新年钟声再次敲响，

铜都儿女心潮激荡。

辞别金猪逆势而上，

迎来福鼠播种希望。

累累硕果还未品尝，

又洒汗水奋斗梦想。

四十万吨开启征程，

二次创业创新图强。

告别亲人奔向远方，

走出国门拓展市场。

“两主两辅”插上翅膀，

有色腾飞势不可挡。

牢记使命信念坚强，

顽强拼搏奏新乐章。

坚守初心谋大发展，

弯道赶超提高质量。

宏图一展面貌更新，

新年迎来新的希望。

新希望

○公司总部 张一鸣

铜都诗抄

心灵感悟

○

冶

炼

厂

邢

佩

晨

我是在农村

出生的孩子，每

次在电视中看到

的劳模、 先进人

物、 时代楷模等

等这些人物的时

候， 内心满是羡

慕。 从小就想如

果有一天我出现

在了电视里，不

就也成了别人羡

慕的对象了吗？

看着电视里面的

人， 落落大方地

接受采访， 可以

让那么多人都能

看见， 总是幻想

着自己有一天也

能 这 样 被 人 看

到， 但是怕被人

笑话， 这个愿望

一直深深埋藏在

心底。

那是阳光明

媚的一天， 天气

很暖，我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吧。 那天正在

岗位作业的我，突然接到通知，湖北卫视来

采访新员工对大冶有色的感受。 当时我有点

蒙，觉得自己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吗？ 激

动的心情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 怀着忐忑

的心情第一次站在摄像机前， 面对着摄像

机，有点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我小时候一直

梦想的时刻吗？ 原来在镜头内和在镜头外感

觉是那么不同，看别人接受采访都是那么轻

松自如，侃侃而谈。 而此刻的我紧张地不知

道说什么。 还好记者经验丰富，一下看出我

是初次接受电视采访有点手足无措，他把采

访的内容与我进行了沟通， 让我先想一想，

讲讲自己的亲身感受。 这让我放松了不少。

接下来记者问我的问题我都一一进行了回

答。 虽然每个问题只是短短的两三句话，但

都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说起来自豪而坚定。

采访结束后，我意犹未尽。 回到工作岗位，心

情还未能平复， 就像沙漠里开了一片花一

样。 本以为采访结束了，没想到记者随即来

到了我工作的岗位。 当时我正在作业，记者

扛着摄像机对着我一阵猛拍，于是我也来了

精神，干起活来更加卖力。 采访真的结束了，

摄像头里记录了我在生产一线挥洒汗水的

场景。

带着兴奋的心情我回到了休息室， 师傅

看到我开起了玩笑：“哟嗬， 大明星回了，你

是我们澳炉新的代言人呢！ ”接着师傅告诉

我，澳炉是大冶有色的窗口单位，每年都会

接待多批次的参观考察和记者采访，我们每

一个澳炉人就是公司和厂的形象，我们应该

做好本职工作，时刻准备着展示我们应有的

风采。

我很庆幸，庆幸我在有色工作，有这么好

一个平台。 也很感激，感激我刚刚参加工作

就有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实现了一个我的

从小想上电视的梦想，我感觉到了身在有色

的骄傲和自豪，感受到了这个大集体的温暖

和力量。 我将铭记这一切，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一定会珍惜有色这个工作平台，为这个

平台增色添彩。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将砥砺前行，不负

韶华，好好学习，虚心求教，努力工作，争取

早日独挡一面，做一个合格的，真真正正的

澳炉代言人。

初

当

﹃

代

言

人

﹄

有色情怀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冶炼厂退

休办查找资料。 当我打开尘封许久的老工人档

案盒时，很多档案这样写着：

“某某某，男，三十年代讨饭，四十年代给

地主做长工，五八年进厂……”

老档案极少数有照片， 薄薄的几张纸片已

经发黄，寥寥数语，却深深震撼了我，第一代有

色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是如何凭着赤

手空拳建设了大冶有色。

机缘巧合，近日，我有幸采访到了

1958

年

第一批进厂的有色人， 冶炼厂维修车间退休老

职工陈菊英。得知我的来意，她和丈夫大笑：“我

们这代有个外号，叫五八苕！ ”

“啊，为什么？ ”我惊讶。

“这还是要从当年进厂说起。 ”顿了顿，她慢

慢地娓娓道来，讲述了那段峥嵘岁月……

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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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我招工到大冶铜厂当了

工人。 当时家里穷，我连身出门的衣服都没有。

母亲把她的两条裤子改小， 又借钱给我买了件

上衣，

9

月

10

日， 身无分文的我就带着一条毛

巾和这两身衣服， 和一百多名年轻人一起从蕲

春县步行到江北，乘竹筏到新下陆，成为有色的

第一批工人。

当时的新下陆仅有十几栋平房， 长乐山下

荒草丛生，冶炼路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踏过

庙儿脑的竹板桥， 可以看到冶炼厂房刚刚破土

动工，像是张开双臂欢迎着我们。我被分到动力

机室，这就是今日冶炼厂维修车间的前身。很多

人住在农村， 将铺板用土砖立起就算有了安身

之所。 一个月的工资

14

元

5

角，买完粮票和学

习用品就所剩无几。 就买瓶辣酱每次吃饭蘸一

点，一瓶辣椒酱要吃

一个月。 买不起开水

瓶就天天洗冷水澡。

虽然条件差，但我们

都是生在旧社会，长

在红旗下，从原来受

压迫的农民变成现

在的工厂主人翁，心里满是感恩与喜悦，没有理

由不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我和斗志高昂的

工友们一起，不畏寒暑，晴天大干，雨天巧干。没

有吊车就人拉肩扛，没有汽车就徒步搬运。木材

运到了黄石港码头， 没有运输工具拉到厂区怎

么办？ 大家徒步往返

35

公里，一千人肩挑背扛

拖着木材浩浩荡荡，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完，大家

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 主厂房屋架被运到离厂

区一里的地方就无法运输了，大伙用绳子拉，撬

杠撬，木块垫，喊着号子，将每匹

5

吨多重的屋

架一匹匹抬到厂区， 大家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

冶炼厂的厂房。

1960

年

4

月

24

日，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新厂房巍峨耸立，厂区马达轰鸣。经过七个紧张

的日日夜夜，红彤彤的铜水注满铜包，产出了第

一炉铜，从此揭开了“三楚铜都”铜冶炼新篇章。

投产后， 我被分到维修工段当上了一名钳

工。我们文化水平低，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

不好。 但工厂处处是先进的设备、机器，不要说

看，听都没听说过，更何况要自己动手维修呢

?

白天，我在班中学技术。那时的钳工班三四个师

傅要带十几个徒弟， 但他们毫无保留地传授技

艺，让我们获益匪浅。 晚上到夜校学文化，竹排

为桌子，砖头当凳子，学习劲头非常足。 我把每

次参加检修的故障原因、处理方法、维修后的效

果等都一一记录下来，经常对着本子反复学习，

提高技艺。 这个习惯一直到文革前都在坚持。

投产初期， 冶化生产的过程不总是一帆风

顺， 在一次检修过后， 一台转炉怎么都启动不

了。 如果转炉罢工，冶化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

大家都坐不住睡不稳，厂长、主任都围在转炉前

商讨对策。我们成日成夜的奋战在现场，累得腰

酸背疼，油污汗水沾满身，但没有人有怨言。 困

了就倒在转炉边上， 扯点给炉子保温的稻草打

个盹。 为照顾大家的身体， 食堂做了鸡蛋炒辣

椒、 小板栗瘦肉汤

--

这在当时很奢侈的饭菜

了。 但大伙太累了！ 眼睛干涩红肿，走路头重脚

轻，缺乏睡眠让人没有胃口，看到美食第一反应

居然是想吐，没有人动筷子。 没办法，领导只有

下命令：“多少要吃一点！ ” 大伙才无奈抓个咸

蛋，喝碗稀饭，强迫自己吞下去。

22

个日夜的奋

斗， 终于让不听话的转炉又乖乖转动了！ 那一

刻，大家就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轻松，终于睡

上了一个安稳觉。

当时的冶炼工人们，大家见先进就学，见荣

誉就让，为了冶化生产的需要，没日没夜地拼命

加班， 我们都积累了大量的休假， 在工段大会

上，大家争先恐后的将休假奉献出来，不争名不

争利，内心觉得无上光荣。 同事之间关系和睦，

都怀着一颗火热赤

诚的心报效祖国报

效党，满是豪情和干

劲，为了社会主义建

设，不怕苦，不怕脏，

不怕累， 不怕死，虽

然条件艰苦工资也

微薄，但大家浑身充满了力量。

虽然我们基础弱，底子薄，但大家都有一股

韧劲。 有一次，粉煤排风机检修后，机器无法启

动。 苏联专家是当时的权威，他指指点点，却怎

么也无法启动机器。 大家都很着急，张班长说：

“让我们自个试试吧！ ”洋专家都没有弄好的事

情，土八路能行吗？ 面对大家的怀疑，张班长不

动声色，指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操作，果然将这

个庞然大物开动起来了！苏联专家睁大了眼，连

连点头。 我们也觉得特别扬眉吐气。

经过不断磨炼，我们的技能也逐渐成熟。转

炉高压鼓风机是重要设备， 有一台从苏联引进

的高压鼓风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使用， 被抛弃

在废铁堆里。后来冶化生产扩大产能，急需增加

一台

3500

瓦的高压鼓风机。从国外进口需要大

量的资金，我们维修工决定自己修，大家从废铁

堆里捡回散落的零部件，重新打磨抛光，通过精

心维修调试， 鼓风机又重新焕发了活力转动了

起来。虽然大家付出了很多的汗水，但成功后的

那种满足感是言语无法形容的。

1981

年， 我当上了大维修钳工班副班长，

自己也开始带徒弟了。 在我工作的

20

多年里，

我亲眼目睹了冶炼厂通过不断引进新设备新工

艺，提升技术指标，调整产品结构，从当初的单

纯的铜冶炼发展到冶炼、化工、发电等综合性生

产企业。职工由当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产

品由粗铜增加为电解铜、硫酸、化肥、金银等稀

贵金属。当年荒凉长乐山变得马达轰鸣，耸立着

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都让我打心眼里高兴。

现在我已退休安享晚年， 从当年吃着辣酱

蘸馒头，炒个白菜吃都觉得奢侈的日子，到如今

吃喝不愁；从进厂拿

14

块

5

角的工资到如今拿

上千元的退休金； 从结婚夫妻俩住鸡棚到如今

拥有近百平米的房子； 从连开水瓶也买不起到

如今家电一应俱全，还装了

3

台空调，这变化岂

是翻天覆地几个字能表达清楚的？ 这样的生活

在大冶公司退休职工里很普遍， 但却是在我年

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今年， 我又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冶炼厂

参观，工厂的发展令我赞叹不已。实行

5S

管理，

令厂区又干净又整洁又有秩序。马路更宽了，厂

房更多更高大了，设备自动化程度更高了，高耸

的澳炉真是宏伟气派。 走进班组，洗衣机、微波

炉、空调一应俱全，和我们当年相比，真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真为现在的有色人高兴。

想当年 ，在工厂创业的最初阶段 ，我们这

批

58

年进厂的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凭血肉

之躯手搬肩扛着一砖一瓦 ， 打下冶化建设发

展的根基。 不怕苦，不怕死，有股傻傻的劲头，

所以，后来很多人称我们为“五八苕 ”，但是没

有这种苕劲，也不会有今天的大冶有色。 这种

精神就是我们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 我希

望新的有色人能将这种精神继承下去 ， 开辟

更美好的明天。

○冶炼厂 吴海萍

档案袋里的故事

曾经看过美学大师朱光潜的一本经典作品

集《静止守初心，温暖且行》，这本书以“初心”为主

题，讲人生，谈感情，聊社会，他既是对生命的诠

释，也是作者内心的独白，同时也能让我静下心

来，细细聆听自己的声音。

所谓初心，即简单、淡然、纯美。 我们在这个

喧嚣的世界中，经历过悲欢离合，体会过顺势逆

境，品尝过酸甜苦辣，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在我们

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块最柔然的地方，散发

出幽远的清香。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会给这块柔

软穿上一件外衣， 抵挡人生路上的风雨荆棘，细

心呵护我们内心的纯净。 我们渴望，无论在天涯

海角，都能守住心中的那片净土，不让初心走失。

眼前有温暖盛开，不屑世间的繁华与

寂静，将心放空坚守本真的自己。

以一颗初心对待世界，自会收获

一份内心的温柔。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在岁月的洗礼中成熟， 在挫折中成

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转移了生

活重心，却少有人将曾经的梦想提及。 虽然我们

都是尘世间的凡人，但凡人也能活出精彩。 我有

位表姐，从小学习优秀，可由于某些原因她没有

机会去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年纪轻轻就去工厂当

了一名普通的行车工，每天穿着工作服在厂房上

空飞来飞去， 然而现实没有让她对未来失去信

心，她边工作边自修专科、本科课程，利用休息时

间去上夜校充实自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她不

但顺利地拿到了专科、本科毕业证书，还学习到

了电脑操作知识，她的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与

欣赏，于是她从一个普通的行车工一跃成为管理

人员，成为了同事羡慕的对象。 后来的后来，她又

调到了大学，管理着学校的图书馆。 那时的她虽

已不再年轻，可面对那一排排摆放着整齐的各类

书籍，她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 工作之余，她总是

捧着心仪的书坐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品味作者

的内心世界吸收书中的文字精华，她还经常与学

生交流分享读书心得。 曾经的她失去了进高校学

习的机会，但她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学习、提升

的机会，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填补自己的遗

憾。 在她的内心，她放不下书本，她喜欢吸收书中

的营养，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很佩服这

位表姐这么多年来的执着， 她内心的那扇窗，是

朝着初心的方向敞开的，那是阳光的方向，是温

暖的方向，她对书本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是一

种执着，她用这种执着静守着自己的初心。

冬日的暖阳照进我的心房， 世界之美尽收

眼底。 在凡尘世间唯有初心，伴我从容前行。 往

后余生，轻拥岁月，心有所爱，默然静守。

静守初心

○ 冶炼厂 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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