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张 瑜 校对：风 君

电话：029-87344644 E-mail：mhxw2008@163.com

版 专 题M4

老照片新故事

矿灯被称为矿工的眼睛，可见它
的重要性，在煤矿井口附近都有矿灯
房，改革开放40年来矿灯房的变化是
煤矿发展变化的缩影，也是矿工工作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证明。

我从小在蒲白矿务局白水煤矿长
大，对老煤矿的矿灯房是再熟悉不过
了。一群刚换好工作服准备下井的矿
工经过矿灯房，把铁皮制作的矿灯牌拍
在取矿灯的窗口，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
响声，矿灯房女工匆匆忙忙拿着矿灯牌

取矿灯的脚步声，矿工
催促的声音、聊天的声
音，矿工沉重的胶靴划
过地面的声音混杂在一
起，让矿灯房里闹哄哄
的……这就是我脑海里
对上世纪 70、80 年代煤
矿矿灯房的记忆。1995
年，我大学毕业又回到
白水煤矿，刚开始在矿
灯房见习了近2个月，每
天看到的情景和小时候
没有太大的变化。

10 年之后，我当上
了蒲白矿工报的编辑，
第一次在局里新建的朱
家河煤矿看到了不一样
的矿灯房：在一排排充
电架上，每个矿工的矿
灯和自救器锁在一起，
矿工上班自己开锁取矿
灯和自救器，下班再锁
回去，自己给矿灯充上
电，再也不要排队等着
取灯、交灯了。我觉得
这已经颠覆了我对矿灯
房的印象，于是，2006年
4月22日专门为这个矿
灯房拍摄了一张颇有艺

术感的照片——《矿灯超市》。
最近几年工作中看了很多新建或

者改造过的矿灯房，更让人耳目一
新。在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的矿灯
房，每个矿工都有自己独立的存放矿
灯和自救器小柜子，里面可以充电，柜
面显示姓名、单位和充电状况。矿灯
女工们也早已摆脱了繁琐的取灯、交
灯作业，不过，瞧这位蒙眼限时拆装
矿灯的女工，说明她们爱岗敬业的传
统依然没变…… （徐宝平）

上世纪上世纪9090年代白水煤矿的矿灯房年代白水煤矿的矿灯房。。

20152015年年88月月2727日日，，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矿灯房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矿灯房，，
女工在演示蒙眼限时拆装矿灯女工在演示蒙眼限时拆装矿灯。。

矿灯房的变迁
20062006年年44月月2222日日，，朱家河煤矿的朱家河煤矿的““矿灯超市矿灯超市”。”。

四十春秋人生巨变
冯骁

清晨推开窗棂，一缕明媚的春光照射进
来，直抵心田；放眼望去，楼后的草坪绿意葱
葱，几株桃树上已有艳丽的桃花盈满枝头；
那棵玉兰树上满是圣洁的玉兰花，一股股别
样的馨香扑鼻而来。走进公园，映入眼帘的
尽是五彩缤纷的花的海洋；特别是那宛如星
辰的迎春花，以弱小的身躯展示着生命的顽
强和美丽，让人顿生怜爱。

一纸素笺，一笔凝香，穿越悠悠岁月，在
时光的长河中沉淀。回想四十年的过往，总
有几多感慨涌上心头。春风吹绿了杨柳，阳
光里饱含着思念，一季韶光妖娆了锦瑟流
年。满含诗意的春天，犹抱琵琶半遮面，羞
涩里流露着无限的兴致，温柔里饱含着奔
放。拾几枚春天的花朵，裹进我久远的故
事，轻轻地放进飞翔的春风里，飘向遥远。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春天，与如今的春天
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环境和人们的生
活。就拿“衣着”来说，那时的人们还生活在
贫困线上，每个人衣服的颜色、式样几乎都
是中山装和蓝、灰、黑色及军装，女人们很
少穿裙子，即使有着裙装的，也都是些布料
做的格子或花色裙子，除非在大城市里，可
以见到旗袍或其他高档面料的裙子。在那
个贫瘠的年代里，做衣服要拿着布票去买
布，虽然布很便宜，但老百姓普遍生活拮
据，一般都在过年前才去买些布料给孩子
做新衣裳。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衣裤和鞋
子，几乎都是依靠母亲的双手做成的。那
时的每家每户都是五六个孩子，甚至七八
个孩子，大都靠父亲一人工作的收入来维
持生计，可想而知其生活的艰难。加上处
于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紧俏商品都需要

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布票、肉票、副食票，
就连买个自行车也要凭票。

在那个年代里，有一句流行语叫作：“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说的是人
们的衣着。在平常人家，一件衣服要轮流让
几个孩子去穿，到了最后就是补丁摞补丁
了。我的青少年时期，身上的衣服常常是紧
绷的，那是为了节省布料，在做衣服时严格
按照量衣的尺寸进行裁剪和缝制的。在“文
革”时期，学生们是清一色的军装、黄胶鞋、
黄挎包和军帽；成年女人很少化妆、烫发和
穿裙子，如果有人烫了发，化了妆，又穿着鲜
艳的裙子，则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是
要受到批评教育的。自改革开放以后，受港
台的影响，喇叭裤、牛仔裤、西服、高跟鞋等
新潮的事物随风而起，铺天盖地而来。在八
十年代初期，我与两位朋友到北京旅游，遍
访名胜古迹和繁华闹市，大开眼界。回来后
不久，我就烫了发，身着西服，去某大城市参
加了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很是出了一回风
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
了大解放，生活得以改善，服饰从禁锢走向
开放，人们的衣着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到了
八十年代，时髦的男青年一边跳着霹雳舞，
一边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成为那个年
代的时尚。后来，连体裤、哈伦裤、健美裤、
蕾丝裙、中性套装、露脐装……犹如清风一
样，一股一股地席卷着华夏大地。曾经被视
为洪水猛兽的超短裙超短裤，在九十年代也
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如今的人们，几乎每家
都有好几个衣橱，大人的、小孩的四季衣服
应有尽有，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清理出来一
些衣服放进捐衣箱，然后再去买新的衣裳。

民以食为天。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在三
四十年前，家里拥有冰箱的人家是很少的，
大部分人家都在自家院子里挖一口窖，用来
储存过冬的白菜、土豆和萝卜。在我小的
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两间平房，一间是卧
室，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另一间是
厨房兼储物室，在房头的空地上挖了一个
地窖，里面放的就是萝卜、土豆等过冬的蔬
菜。远不如现在，反季节的蔬菜随时都可
以吃到，南方的水果也同样可以买到。

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与母亲一起去
粮店买粮油，有时还要走很远的路去古城
的粮店购买。那时每个人每月只有二十八
斤粮和三两油，我和母亲推着自行车，带上
粮油本，到粮店排队开票；然后持票领取白
面、玉米面、小米、豆子，分别装进不同的袋
子里；再用两个酒瓶子装上菜籽油。那时
细粮少、粗粮多，经常是百分之七十的粗粮，
有时还有红薯干、高粱米等。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度
过的。每天清晨去，晚上回来，中午在学校
的灶上把自己带来的馍热一下，就着开水
吃。下乡时，我们几个知青住在两孔土窑洞
里，几个人自己生火做饭，粮食由镇上的粮
站供应，半年后由生产队分配。山里的农村
特别穷，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业收入，农民完
全是靠天吃饭，山里的地大多是坡地，一块
一块地散落在各个山沟里和山坡上，几乎
没有水浇地。因为我们的工分低，分粮时
自然分得少，每人只分到几十斤小麦和一
些玉米、红薯等。到了冬天，要上工地干
活，每个人带上两个窝窝头，中午休息时在
火堆上烤一烤，就那么啃着填进肚里。后

来参加工作后，在单位的食堂里就餐，生活
才慢慢得到改善。进入公司机关后，在机关
食堂就餐，每天的饭菜花样都不一样，有时
有红烧肉，有饺子、米饭、炒菜等等。那几
年，我每隔一两周都要去一趟县城，或去新
华书店转转，或去邮局发稿件，或去文化馆
拜访老师，或去图书馆看书。到了中午就去
街上的小饭馆花上几毛钱吃上一顿饭。

说到如今饮食的变化，那真是天壤之
别。走在每一条街上，放眼望去，小饭店、
大酒楼、主题餐馆几乎一家挨着一家，能容
纳数百人、上千人的大酒店就有十余家，什
么川菜、湘菜、鲁菜、粤菜、陕菜、西餐等等，
以及当地名小吃，是应有尽有，就连全国各
地的特色小吃也不断有连锁店开张。不论
谁家，不想做饭了，就去外面的饭店吃上一
顿，或者叫上三五朋友小聚，或者干脆叫外
卖送到家中享用。

提及住房，我先后住过窑洞、单身楼宿
舍和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楼房；直到九
十年代末期，才有了一套60平米的房子。十
年后又换了一套新居，如今我住的是近 140
平米的单元房。说到交通，韩城这个地方是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通的火车，那时去西安
需要七八个小时。县城里也没有公共汽车，
人们进城坐的是蹦蹦车（三轮车）。如今的
韩城，高速路穿境而过，沿黄公路直通陕北；
铁路始发去往北京，这在全国仅此一列。大
巴车每半小时一趟通向西安等地。韩合机
场正在建设之中，蒙华铁路途经韩城境内。
有了车有了钱的人们，几乎每年都要外出旅
游，到全国各地看名胜古迹，看风景，享人
生，乐在其中。 (韩城矿业公司)

12年来，红柳林矿业公司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陕
煤集团、陕北矿业公司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
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红柳林人抓机遇、谋发展，
迎难而上，努力拼搏，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
曲又一曲的辉煌乐章。

艰苦创业 筑起宏伟基业

时光追溯到 2006年 9月 21日这天，这是一
个载入红柳林史册的日子。按照“高起点、高标
准、高效益、高效率”的建设思路，红柳林人在广
袤的原野上向大地深处打下第一钻，就此拉开
了基本建设的序幕。

2008年 11月，是红柳林人记忆深处难以忘
却的一个月。这个月矿井首采工作面顺利建
成。工作面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艾柯夫、
美国久益采煤机。井下辅助运输则采用无轨胶
轮车运输方式，人员、物料、设备通过无轨胶轮
车可直达各个作业地点。

2009年 4月 15日，又一个历史重大时间节
点。这天，矿井实现联合试运转。而在这一年，
其它配套的生产生活设施也相继投入使用，使
矿井初步具备了生产条件。随着采煤机滚动，
埋藏在地心深处的乌金从井下滚滚涌出时，红
柳林人奔走欢呼、喜极而泣。

铭记 2010年。这年，矿井各项设备调试完
成，并实现了当年试生产、当年达产、当年收回所
有投资的壮举。只争朝夕，实干兴企的红柳林人
书写了中国煤炭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蜕变在 2011年的春夏秋冬，红柳林矿业公
司采取“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的方式，积极做好
各单项工程验收和综合竣工验收工作，先后完
成了环保、工程质量、安全设施、生产系统等 11
个项目的竣工验收任务。11月，红柳林矿业公
司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组织的综合竣工
验收，使矿井走向了正规化生产经营轨道。

文化领航打造一流煤企

时间的流水奏响了华丽的乐章。2013年，
红柳林矿业公司在打造“世界级标杆企业”愿景
目标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在抓人心上
下功夫，通过大量调研、广泛讨论、反复论证，逐
步形成了具有红柳林特色的“心·Xin”文化体

系，并通过“一月一主题、一周一话题”“四项功
夫修炼比赛”“双向培训”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
活动使“心·Xin”文化落地生根。一时间，红柳
林成为陕西煤矿行业乃至陕西工业行业现场交
流工作的重要主会场，“红柳林”模式得到了同
行业的赞许和认可。时任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
在《陕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要求推广红柳林
煤矿过程控制和精细化管理的好经验。

2014 年，红柳林矿业公司继续深化“心·
Xin”文化体系，按照“管理在于过程控制、思想
在于文化影响”，突出过程抓节点，闭环管理重
预防，出台了过程控制精细化管理“687”模式。
10月 10日，由国家安监总局主办，陕西省安委
会、陕煤集团承办的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现场会
暨“安全月”总结交流会在红柳林公司召开，红
柳林再次成为了全国煤炭行业的“聚焦点”。

2015年，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联
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推广红柳林矿业有限公
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经验的通知》，红柳林公司
的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2016至 2018年，红柳林矿业公司根据发展
实际，加强“心·Xin”文化与“1+8”企业文化的深
度融合，实现文化“入战略、入制度、入现场、入
流程、入评价”五个进入，推动内力要素提升，形
成文化落地新模式。

一路前行，一路硕果累累。红柳林矿业公司
先后获得国家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全国安
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全国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全
国企业文化优秀案例、全国煤炭工业企业文化示
范矿、企业文化品牌矿、五精管理样板矿等荣誉。

转型升级引领发展新常态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红柳林矿业
公司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不断激发经营发展新
活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企业高质
量发展。

聚焦质量建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不断加强党
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委“两个核心”作用，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形成26
项制度改革成果。通过党建量化考核，把支部建
设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不断提升党建质量。深
入推进“四强党支部、党员示范岗、一部一精品、

党员创客标兵、创效标兵、服务标兵”六项创建活
动，提升党建创建水平。开展管理干部评优评差
工作，把党建量化考核与“三项机制”相结合，不
断提高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积极打造“政研
会”理论研究基地，围绕“五大发展理念”“追赶超
越”“意识形态”等课题，形成多项优秀政研成
果。持续深化党的十九大精神、“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四学四讲”五项学
习活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实施青年人才计
划，开展“青年职业生涯导航”“亲青家园”“一团
一品”建设，以党建强化团建工作，有力地保障各
项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助推了企业发展。

围绕“实现一个转变、突出两个重点、做实
五项工作、丰富一个内涵 ”的工作思路，以“新技
术力、新要素力、新方式力、新模式力、新供给
力”五种理念为引领，实施创获“中国工业大奖”
和打造“九强矿区”。推行物资“二维码”管理，
实现物资管理“零库存”。深入推进全员“双创”
工作，通过整合网络资源、硬件资源、人力资源，
建立全员创客工作机制、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
形成了 1个创客总站，4个创客平台，26个创客
分站，73个创客小组的创客管理体系。创建劳
模创新工作室，聘请创新导师，确定了27个煤矿
生产技术研究应用课题，创新增收 2千多万元。
共向国家专利局申报实用新型专利181项，已授
权使用128项。其中13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6
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3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立足岗位，大力开展员
工基本功才艺训练，总结提炼出29项才艺成果。

实施信息化的预集预控和大数据采集及应
用，完成了变电所集中控制、压风机房、中央泵
房有人巡视、无人值守硐室建设。相继建成
25207、25208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极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提高了用工效率，保障了安全生产。

实施“互联网+”和“走出去”煤炭营销战略，
放大“红柳林”品牌效应，实现煤炭效益最大
化。以体系成本控制为抓手，构建体系成本管
控模式总体架构，深化内部市场化管理，实现劳
动成果市场化分配、制度化管理、规范化运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柳林人将以崭新
的姿态，怀着卓越的梦想，迈着矫健的步伐，踏
着时代的节拍，把改革与管理贯穿于经营发展
全过程，为实现企业梦而努力奋斗。 （田宏伟）

红柳林矿业公司：在改革开放中崛起

“新陕煤 新形象”摄影比赛

《《绿色彬长绿色彬长》》 行萌行萌 （（彬长文家坡矿彬长文家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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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广泛宣传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

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示新时代陕

煤人的精神面貌，引导和激励集团公

司广大干部职工为企业转型发展贡献

力量，陕煤集团开展了“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内容主要讲述改革开放 40

年期间，陕煤集团及所属单位发生的

重大事件、取得的重大成就、涌现的重

要人物，以及社会变迁、企业发展、生

活变化、难忘记忆、体会感悟等，从不

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改革开放40年

来本单位取得的成就和职工个人生活

的变化。

陕煤集团及所属各单位职工都可

以参加征文活动，征文截止时间为

2018年10月31日，征文体裁可以是报

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等，字数在

3000字以内。

从今天起，陕煤专刊将陆续刊登

征文来稿中的优秀作品，希望广大读

者积极关注并踊跃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