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忘不了1962年秋天的那个早晨，来
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大中专毕业生，聚
集在铜官山有色公司（今铜陵有色公司）
那间简易的会议室里，管兴华经理用热
情洋溢的欢迎词，精彩的铜陵史话和对
未来的畅想，点燃了在场热血青年的激
情，开启了我们通往新生活的大门。

于是，第二天，我们脱下学生装，穿
上工作服，走向井下、炉前、建筑工地，
走进设计室、试验场、手术室……在这
个大课堂里开始学习新的课程。也是
从这天起，我们的名字前面增加了两个
字：铜陵。

我们深深懂得，那是共和国成立不
久，又刚刚扛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铜
陵先前只是一个矿区，基础设施薄弱，物
资极度匮乏，没有繁华的街道，没有像样
的马路，对于从各大城市来到这山旮旯的
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当年国家分配来有色公司的有92
人，后来实际到岗的是82人。有的是
看到铜陵条件差而转身去了大城市，有

的压根儿就没来报到，而我们82个人
留下来了。我们咬紧牙关坚持着。流
过汗，流过泪，不小心时也流过血。但
是，我们立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誓言，我们没有忘记是国家在极其困
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培养成人民自己的
科技接班人。我们没有理由后退半步。

我被分配到基建处做建筑设计工
作。所谓的设计室就是一座芦席大棚，
周围用竹笆抹上泥巴当墙，十分简陋。
办公室旁边是条臭水沟，夏秋季节白天
也躲不了被蚊叮虫咬，冬天生火炉满脸
满身都是灰，只有图纸是干干净净的。
有时西北风会把雪花从窗缝里送进
来，好半天也化不掉。可当我看到，中
国人民解放军派到铜官山矿来的接收
大员——当时的基建处长陈智祥的办
公室也在这个大棚里，一下子就觉得我
们的办公室条件已经蛮好的了。

在老同志的带动下，大家玩命地
工作，几乎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钟才
被科长赶回去休息。所有的人都不计
报酬，也不叫苦叫累。就这样，一个项
目接一个项目交图施工，一个项目接
一个项目竣工投产、入住使用。对于
我而言，那第一套图纸就是交给铜陵
的第一份答卷。

当我知道有色公司领导大年三十
还来到井下，和工人一起出矿一起吃年
饭时，当我看到市长和我们一起排队凭
票购物时，当我在义务劳动的大军中看
到处长们的身影时，我没有理由懈怠，
没有理由叫苦，更没有理由苛求。我深
信，选择铜陵没有错。

记得在物资紧张凭票供应的年代，
发给我们每月免票供应一斤油。许多
人把供应证留下了，很少去买油，我们
知道，国家比我们更困难。铜陵，已经
倾其所有了，我们无话可说。我们能够

做到的，只有拼命地工作，相信未来，创
造未来。

我曾在铜官山矿松树山火区当过
三个月的出矿工，和浑身泥浆的师傅们
并肩扒矿装车，见证了他们“火海夺铜”
的拼搏精神，感受到作为共和国长子的
中国矿工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他们把
祖国的需要顶在头上。我也曾在凤凰
山矿的建筑工地上，当过几个月的瓦
工。我看到，为了确保车间按时投产，
工人们在盛夏烈日的蒸烤下，工作服上
结了大片大片的盐霜，又一次次被汗水
浸透。他们把煎熬踩在脚下。在这个
大课堂里，那些在百米井下的矿工、那
些头顶白云的建筑工，是我学习新功课
的启蒙老师，他们是用行动教我做事、
教我做人。我感谢他们，敬佩他们。

向师傅们讨教生产技术，和师傅们
叙谈家常，感受他们对我们这些小技术
员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尊重，有一种家人
的感觉。同隔壁的师傅称兄道弟，动不
动就并桌共餐，一起喝山芋酿造的烈酒，
就着自家腌制的咸菜，讲着往日的和今
天的故事，乐呵呵地品味生活，话语中从
不吐露半个“苦”字。同时欣赏他们那一
副副健壮的身躯，一张张憨厚的笑脸，你
会由衷地感叹：铜陵人真厚道。

再苦的生活，再累的工作，也折不
断年轻人追求美的翅膀。留下来的82
个兄弟姐妹，很快融入到铜陵大家庭之
中。节假日里，和大家一起唱歌、跳
舞。工人俱乐部读书会里又多了几个
小青年的面孔，职工美展又多了几个新
人的作品。在歌里，在画里，在诗里，在
心里，我们津津有味地咀嚼铜陵的日
子。动不动就来上一句“我们铜陵”如
何如何，生怕人家抢去似的。

就这样，二十年过去了，82人的队
伍壮大了，有了亲爱的伴侣，有了可爱

的下一代。大家从单身宿舍搬进了家
属区的小平房。之后，又迁进了新楼
房。当年那只装成绩单的小箱子，装进
了结婚证，装进了户口本，装进了一本
本资格证书和获奖证书，有的还有发明
专利证书等等，填得满满的。

又过了二十年，那个82人的队伍，
早已从概念上消失了，小箱子最上面的
一本便是《光荣退休》证了。偶尔，有人
会从箱底下掏出那本发黄的老照片册，
戴上老花镜，端详许久，告诉家人，身后
的那根大烟囱、那些小平房是他亲手建
的，也是他亲手拆除的。最后还调皮地
问自己，这小青年是谁呀？说完便笑出
泪来。

如今，许多人的儿辈乃至孙子辈接
过老一辈的矿帽、安全帽、防护服，在操
作间和监控室里揿着按钮，生产最新产
品，开辟国际市场，建设崭新的城市。
他们的名字前面也有两个字：铜陵。

1962年是壬寅年，那时我刚好24
周岁，那时的铜陵市也正好满6周岁。
今年，2022年，又是壬寅年，整整一个
甲子轮回。我今年84周岁了，铜陵市
也66周岁了。六十年前，我们这批风
华正茂的年轻人，携手年轻的铜陵市，
踏着崎岖，迎着风浪，一起朝前走。六
十年后，年富力强的铜陵搀扶着我们这
群耄耋老人，踏着幸福，迎着夕阳，继续
朝前走。来时，我们满头青丝，铜陵到
处是荒山秃岭；如今我只剩下几许白
发，而铜陵的山山岭岭满目葱笼。来
时，我们的脸庞丰满红润，而铜陵的道
路坑坑洼洼、起伏不平；如今，铜陵的道
路宽阔平坦，而我们的脸上青春远去、
岁月留痕。

喜看今日之有色，跻身世界五百
强；笑览今朝之铜陵，满城花红树绿。
六十载人老天地新，我辈欣慰庆嘉年。

□叶葆菁

执手铜陵六十年

在这个时候，斑斑的锈迹
都已经掉落到喜悦里
闪亮的刀锋，将欢喜切割成
无数个饱满的收获
汗水湿透了秋天，也湿透了阳光
田间地头，流淌着一望无际的金黄

老农的嘴里叼着梦想
风，从远方来，又向远方去
就像丰满的女人散发着体香
将秋收袒露在欢快的目光之上

小船早已从春天划来
载满了殷殷希望
不用风帆，也能起航

镰刀不再挥舞，但已闪闪放光
就挂在夜晚的树梢上
变成一口被露水浸透的钟
偶尔还能敲响
让那些深沉的梦不再遥望

秋天，打开一本书

坐在与水相邻的地方
打开一本书
不用目光，只用思想
读出这个秋天
又有哪些不一样

一片落叶，一缕芬芳
将书轻轻合上
看落日夕阳，跌进湖心
水波翻腾，心情荡漾

那条路，那座山，那片云，那阵风
那棵树，那朵花，那只鸟，那心情……

都在书中一个个跃起
它们是金色的，熠熠闪烁
它们是红色的，与风一起燃烧

还是那条来时的路
将每一页都写上
——一个祝愿或希望
覆盖在每一只流浪的脚印上
哪怕捡拾到一片残缺
也会是一份温情的阳光

秋风在矿山歌唱

只是一刹那的惊颤
那被热情包裹着的矿山
又昂首在云端与绿水之间
这是怎样的季节
梦被秋惊扰

秋风在晨光中奔跑
高高的井架上
缠绕着歌声
一朵金色的花儿
在眼眸中绽放

秋风，将天空吹蓝
秋风，亦将矿工印染成蓝色
托起坚实的秋
收获盛满每一个热切的目光

秋风在矿山高歌
从地表到井下
到处都有音符跳动的光芒

站在梦想的肩膀上
秋风灿烂，歌声嘹亮

□阿 杨

秋收与喜悦（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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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两侧是田地和塘浦，更远处是
细细的河流，河流两旁是排箫一般一
直排向天边的意杨林。塘浦水有的已
经干了，露出的秘密早已被阳光和秋
风收拾干净，鸭和鹭鸟的脚印也渐渐
淡去，结绳记事的意味将会被接下来
的秋雨抹平、覆盖，并接以春水，再次
让人对看不清的时间和世事望洋兴
叹。也有遗迹一般的将涸之凼，与一
群荷叶相濡以沫，可想而知的结局让
人叹惋。芦苇要一大片一大片才好，
一小片就少了苍茫，让人忍不住想砍
了去，做煎鱼煮饭的柴火。

仲秋的田野依然是丰
盈的。大片的稻子一路铺
向天际，极目皆是，场景煊
赫。微风来，稻海微澜，还
打着漩涡——由于那“漩
涡”是有根的，就旋得有韧
劲、持久。那金黄色的漩，
或是青黄相接色的漩，彼
此推动，彼此影响，彼此鼓
励，彼此呐喊，苍天之下，
平野之上，河流之侧，这黄
河一般的漩，温柔而壮
观。若是风大些，就是金
色的海，摇摆的海，具象化
的农耕史。

我捋下几粒稻子，一
粒粒放入嘴里，嗑开，用舌
尖与它们交流季节的深
浅。一粒是瘪的，它们在
生长中缺乏了什么，错过
了什么。一粒还是浆体，
微甜，微涩，甚至还有点
苦，这是生命的中间阶段，
谜面还未完成，谜底还未
交代。剩下的几粒，都已
经成形了，穿着坚硬的盔
甲，准备去世间历练。

一个骑电车的人停下
来，脚踏在地上，笑眯眯地
问我：“回来了？”“回来
了。”我不认识他，对他只是笑，阳光照
在我的脸上。“稻子黄了。”他启动车子
走了，脚没放在踏板上，而是一路悬
着，像是要随时再放下来，跟谁打招
呼。这个季节人挺闲。清风吹拂着他
的衣襟。

玉米地在一座五六户人家的小村
边。大部分玉米都已经掰光了，秸秆
横铺在生它养它也将埋葬它重生它的
地里，秋风轻轻而仔细地翻索着什么，
发出窸窣的声响。这样的声响在宏大
的秋天里，不仔细听不见。

玉米地外，就着一根电线杆，恣肆
地盘结着一挂扁豆。花叶簌簌地摆
动，就像蝴蝶神经质一样的翅膀。扁
豆是青白色的，薄薄的。我喜欢吃这
样的扁豆，比肥胖的红扁豆好。不用

切丝，也不用放肉，就掐掉两头的尖尖
角，撕掉外缘的筋，清炒就好——那时
候也只能如此素朴，也因此成了我味
觉的偏嗜。

记得上初中时，我与振生君相善，
时常在他家过夜。他家对面不远处是
村医院，医院的外墙披拂着扁豆花，一
面墙都是，就像一面墙的蝴蝶。结了
果才知道是红扁豆，珠圆玉润，看来更
有内容。据说红色的食物可以补血，
我偷偷摘了几个老扁豆给母亲，母亲
笑得很开心。第二年起，我家就有了

红扁豆。母亲逢人就说是
我弄的。大家都跟着恭维
母亲。紧贴着扁豆的是一
畦迟豆角，它比夏季豆角短
肥，让人想起五短三粗的笑
眯眯的人和他们的人生
来。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我
更喜欢清癯的夏豆角罢
了。迟毛豆的生命在长江
中下游地区是边缘化的，它
们占据的是田埂、路边这样
位置，就像一件衣服的锁
边。这时候正是它们的当
令，带壳煮就很好吃了，汆
肉毛豆汤鲜得让人差点咬
掉舌头。想起梧桐树旁，落
掉全部叶子的大椿下，我们
兄妹三个坐在凳子上，六条
腿上同担起一个圆圆的簸
箕，里面摆的就是带壳的毛
豆。院子里簌簌的，老太在
晾衣服，水珠一粒粒地往下
坠。

车前草。马齿苋。苍
耳。狗尾巴草——其实也
是微型的黍类，稗子也是。
马兰花。紫牵牛。巴根草，
渐行渐远渐生。大大的天
在头顶，一个人穿越田野，
在秋风里回家，无法心静如
水，却也不会心乱如麻。一

个人在辽阔和静谧中，往往反而无法
安静。一个人在辽阔中面对自己时，
往往不知道是安慰，还是劝告。

秋风如水。凉水。我穿过许多作
物的夹道相迎向家走去，父母兄弟在
等着我。我知道他们会经常想起我，
他们的想念是《诗经》比兴体的，与作
物和植物有关。父亲说：“老大插的秧
活棵快。”母亲在菜地里莳弄庄稼，摘
下一袋子的秋辣椒，她说：“真不知道
老大怎么喜欢吃这个。”弟弟说：“老
大，你还记得我们种在灶屋的桑树
吗？”那是一个三季结果的桑树。他们
说起这些，就是想我了。他们通过茫
无际涯的作物想我，如植物一般，纪年
更多，记事是《春秋》体的，简洁，像一
根老茶梗。

□
董
改
正

秋
风
里
的
作
物

去青阳茗山，一眼望去，两边深山全是
毛竹，它与铜陵西垅戴村山脉的毛竹相连，
形成了竹海。竹海里的毛竹，不仅被茗山
人制成竹床、竹椅等各种竹器，供人们生活
享受，还深藏着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

走在山谷中的水泥道上，竹林倚山而
立，起伏若海，规模亦如一片波涛汹涌的
海洋，尤其是在高处鸟瞰，当云雾袭来之
际，那种海的气势更扑面而来，耳畔似有
涛声响起，如果此时有舟楫随绿浪起伏，
注定是件毫不奇怪的事。

走进竹海，就走进了绿海，呼吸着有
淡淡清香的空气，感觉到绿色的氧气正
不断地输入自己的肺腑里，立刻有甜丝
丝的滋味，通过喉头气管，流向身体，流
向大脑，流向每一根神经末梢，而满眼充
满饱满的绿色，让你快意沉浮，直若化身
为一尾鱼儿，沿着印满青苔的小径，直至
游往竹海深处。

竹海深处，曾经的岁月，一支共产
党领导下的青铜贵抗日游击队驻竹海
深处，搜集小鬼子情报，掌握小鬼子行
踪，准确地打击小鬼子, 让日本侵略者
不敢明目张胆地在青铜贵交界处猖狂，
使这一方百姓过着较安稳的生活。百
姓感恩人民军队，用竹叶编织草鞋送给
子弟兵，穿着它翻山越岭，多消灭小鬼
子,锄除汉奸。竹海深处，还曾办过抗
战小学、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如
今，竹海里还树立了一尊抗日英雄纪念
碑，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他们与
竹海永世长存！

竹海中的竹子，以粗大挺拔刺破云天
的毛竹为主，也夹杂着细瘦矮小的水竹、
苦竹等野生毛竹，衬托着毛竹的伟岸。与

竹海里竹农闲聊，才知道竹子也分公母。
母竹产笋，公竹则无。再探问，才知道竹
根的某一层竹节上都是最初的一根竹枝
生出，这竹枝若分出岔的，便是母竹，不分
岔者，则为公竹。

竹海里听竹，是人生的一种雅趣。茗
山竹海里的竹子和铜陵西垅戴村竹海里
的竹子，如果侧耳细听，肯定是有声音
的。公竹和母竹互相倾吐爱情。嫩绿的
竹笋则会呼唤雨水、阳光和夜露，竹叶会
在枝头上迎风摇曳，把大粒的露珠调皮地
抖落。土层下的竹根们会串门问好，甚至
会互相提醒：别忙着开花。因为竹子一开
花，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这是竹农最不
愿意看到的事。话是这么说，自从茗山有
竹林以来，毛竹越长越旺盛，一直沿山脉
延伸，今日铜陵西垅的戴村、脚岭都已是
绿的海洋。

“靠山吃山”，茗山人用毛竹制成竹
筛、竹椅、竹床、竹垫，竹桠制成竹扫把。
竹农还弘扬大国工匠精神，用毛竹制成小
孩盛饭的精致的竹碗，上面刻印着“九华
山”字样，据传是染点佛国的仙气，永保
小孩平安健康。这些竹器销往国内各地
市场。有些时候，各种精致的竹器也摆在
门前的水泥道旁，供游人选购，既方便了
买主，又促销了竹器，拉动了竹海地区经
济发展。

茗山竹海，时令让竹叶在山风的轻拂
中飘下，缤纷如蝶，仿佛竹海里有山雀和
斑鸠的鸣叫。还有竹荫，带着某种磁性，
是对竹叶的一种挽留，慢慢地在减缓它们
的速度。只是飘落的竹叶被新叶替代后
枯黄了，这是竹的新陈代谢，尔后，更充满
生命的活力。

□董四发

茗山竹海

喜迎二十大 徐成文 作

家 喻 户 晓 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
锅》的主题曲，我到
现在还记忆犹新。

记 得 其 中 有
这么一句“天地之
间 有 杆 秤 ，那 秤
砣是老百姓。”是
呀 ，当 官 是 贪 是
廉，百姓心中最清

楚，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还在传诵：“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呢？金杯、
银杯以及其它一切荣誉都会随着时光
的流逝而被冲淡。然而，在老百姓心
中有很好的口碑，是件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在老百姓的口碑中，你的人格也
永远是最高尚的。

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
的诗人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朕幼
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著
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

“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
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
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宋朝名家周敦颐的《爱莲说》大家
耳熟能详：“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爱莲
说》之所以能千古传颂，是因为此文以
莲的高洁，表明了作者洁身自好、不甘
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刚正的高尚情
操和正直品格。

廉洁是大公无私的表现，廉洁可
以提高人的内在修养。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
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廉洁是一面火红
的旗帜，旗帜不倒，初心永驻；廉洁是一
座耀眼的灯塔，灯光不灭，方向永明。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生命不可能
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我们，应
做一个心地清净、品行端正的人，做一
个心系社会、乐于奉献的人，做一个求
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人！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关于廉洁
则有这样的解释：“没有思想上的清
白，也就不能够有全能的廉洁。”

廉洁属于理念、信仰、价值的范
畴，与每个人自身的品质和情操相关。

廉洁，是一种信念，它需要我们时
刻铭记。

廉洁，是一盏明灯，它一直为我们
指路。

廉洁，是一曲莲韵，能拂去灰尘，
洗涤心灵的污垢。

廉洁，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道德
行为，它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
个集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生
存基石。

在新修订的《党章》《党内监督条
例》《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
党纪条例和法律法规中，进一步阐述
了腐败现象存在的根源及其危害性
和危害程度，提高了廉洁从政重要性
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了党员和干部的
责任和担当，增强了廉洁自律意识，
从而确保党员和干部“清清白白做
人、堂堂正正当官、踏踏实实做事”，
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能够不为所动，
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对于徘徊
在贪污腐化边缘的党员和干部，《廉
政准则》则无异于给他们敲响的一记
警钟，使其能够尽快悬崖勒马。

前路漫漫且修远兮，我们要扛好
廉洁这面旗帜，守好廉洁关，本着“淡
泊人生蓄以明志，清廉处事方能致远”
的理念，指引前行的人生路。

□刘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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