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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陕煤 新形象”摄影比赛

朝气蓬勃朝气蓬勃 李道君李道君 摄摄

（（黄陵矿业公司黄陵矿业公司））

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田宏伟田宏伟 摄摄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

煤海蛟龙煤海蛟龙 李潇洋李潇洋 摄摄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走出去踏上新征程 秦海 摄 （蒲白矿业公司）

休假这几天，恰巧遇见一场绵绵
秋雨，我闲来无事，只好用看电视的
方式打发时间。看着电视，思绪却
飘到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

一天，我和弟弟扒着梯子，一步
一步来到家里的最高处，只有五六
平方米的伙房平台上，望眼欲穿地
盯着村西头那条唯一进村的土路。尽管已是数
九寒天的隆冬腊月，可是我们全不在乎。临近
天黑，当父亲骑着笨重的“铁驴”在村口出现时，
我们姐弟俩急忙下了平台，朝父亲飞奔而去。

那一年，我十二岁，考上了初中，父亲果然没
有食言，买回了我和弟弟在伙伴面前引以为傲的
彩色电视机。直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那是
一台海燕牌彩色电视机，银灰色的外盒和屏幕互
为一体，前面右上方有个小门，打开小门是两个频
道旋钮，电视机右上方还有一对牛犄角般的天线。

记得我十岁时，全村二百多户人家，电视机
的数量也不过五六台，还都是黑白的。村东头
的薛叔家买得最早，我和弟弟每天下午放学干
完家务就急忙去占位子。没过几个月，隔壁家
打铁的李伯伯也买了电视机，我们看电视就方
便多了。有时候去得较早，只能耐着性子陪李
伯伯看其他电视节目，心里却在焦急地等待着
电视剧《陈真》和《血凝》什么时候才能上演。

夏天的晚上，大家围坐在李伯伯家的小院
里，看电视看到最精彩处，突然电视黑屏了，叹
气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我记得，那时农村经

常限电，大家很是扫兴，只好回家睡觉。我和
弟弟意犹未尽，躺在床上睡不着，还在讲着电
视里的情节，为主人翁陈真的命运捏着一把
汗。我们就盼着赶快来电，或许还能再看一
集。“来电了，来电了”，外面突然响起了喊声，
我急忙一拉电灯，还真的是来电了。我和弟弟
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就往隔壁李伯伯家跑，
可惜大门已关闭。我们转身又拔腿向村东头
的薛叔家跑，薛叔家也关了门，我们只好扫兴
而归，进了门，好一阵伤感。就问父母亲：“我
们家什么时候才会有电视机呀？”母亲边给弟
弟擦汗边说：“等爸爸妈妈攒够了钱，姐姐考上
了初中，咱家就买个彩色的电视机。”

终于要买电视机了，我每天都在同学面前
炫耀：“我们家要买彩色电视机了！”还扬言凡是
和我打过架的伙伴，不许来我家看电视。可是，
买台彩色的电视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绝对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为了攒够买电视机的钱，我和弟弟懂事了许多，
不再缠着母亲买糖吃。我们每天放学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帮着母亲喂猪，等吃完饭写完作

业，就跨上竹笼去打猪草、拔野菜。
彩色电视机当时很紧俏，父亲也很积
极，主动找了在商业局看大门的远房
亲戚帮忙，弄来了购买限量商品的

“通行证”。整整两年，彩色电视机在
我们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被父亲驮
在他的“铁驴”后座上，在我们家安家

落户。
2000 年，我结婚，父亲买了一台 29 寸的“东

芝火箭炮”作为我的陪嫁。电视机不仅能接收
更多的节目，还能和 DVD 连接，唱唱卡拉 OK。
每到晚上，我和丈夫一人一支麦克风，跟着电视
的字幕，放声歌唱，尽情享受生活的甜蜜。

2016 年，紧跟电视机的流行趋势，我们又购
买了一台 55 寸的“长虹”液晶电视机，智能电视
机支持无线联网功能。高清大片、3D 大片、电
影资讯、各种电视剧，想看什么都有，在家就能
享受“家庭影院”的感觉。

2017 年，我们的安置搬迁房装修好后，公公
也时髦了一把，买了一台屏幕是曲面的电视机，
他说这台电视机最大的优点就是保护眼睛。

其实，我家电视机不断的升级换代，也只不
过是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硕果中的一个小小的
果实罢了。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电视机的功能会逐渐被更先进的电器代替。
只 是 ，我 们 不能忘记，每一个物件的前世今
生，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代表着老百姓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龙钢公司）

我与电视机的故事
陈丽琴陈丽琴

45载，一“路”风雨一路歌
李娜李娜王婉妮王婉妮

从 1973年到 2018年，从最初的铁路工程
处筹建到蒲白铁路运输公司成立，从修路筑
路、通车运营，再到“走出去”拓展一片新天
地……45年来，蒲白铁路运输公司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脚步，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成为中
国改革开放在渭北黑腰带上的蒲白矿区的
一个缩影。

筑路：筚路蓝缕启山林
蒲白铁路运输公司成立于 1973年 2月 1

日，前身为铁路工程处。这支由原蒲白南井
头煤矿和南桥煤矿缓建后的 1500余人组成
的队伍，离家远赴铜川矿务局陈家山, 担负
起了陈家山煤矿 5.77公里铁路专用线的施工
任务。陈家山地处偏僻，条件异常艰苦，这
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在临时党委的领
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参与铁路修建的
第一代蒲白铁运人栉风沐雨，住土窑、睡地
铺、喝泥水、吃粗粮，人拉肩扛、手推背驼，靠
人海战术，用洋镐、大锤、铁铲等工具，不分
昼夜、不畏酷暑严寒，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在 1975年圆满完成施工任务。随后，又投入
到铜蒲铁路环形线南段的工程建设中。先
后架起大小桥梁 31座，建成隧道 4座、涵洞
43孔，其中高为 74.6米的白水河一号大桥建
成时为全国最高铁路桥梁。辖区铁路属国
家铜蒲环形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与铜川矿
区铁路东坡车站相连，南与西延线蒲城车站
接轨，线路全长 100.6公里，线路等级为三级
国铁。这条煤炭铁路专用线开启了矿区经
济生命线，保障着蒲白的乌金源源不断输向
祖国各地。

本着边建设边运营的原则，1978年成立
了临管科，开始临时管理运输；1980年罕井
站临时过渡线竣工后，蒲白段即全线开通运
煤；第一台蒸汽机车进驻矿区，举行了隆重
的剪彩仪式；1988年 8月铁工处验收接管铁
道部二十局承建的罕井至东坡的铁路设施，
由临管自营型转为生产经营型，同年十月更

名为蒲白矿务局运销公司；1990年营运延伸
到白水车站；1993年 3月公司更名为煤炭运
输销售总公司，4月西安到白水的客运列车
正式运行，运营三年后停止运行。到 1997年
陆续购回 6台蒸汽机车；2000年元月朱家河
车站开通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
2004年，蒲白矿务局为了突出运输主体，将
煤炭销售从该公司划出，正式更名为蒲白铁
路运输公司，主要担负蒲白矿务局的煤炭运
输工作，同时对外承担着蒲城、白水、黄龙、
洛川、宜君等县和矿区的物资运输任务。

运营：风雨兼程创辉煌
蒲白铁运公司秉承“团结务实，从严治

路”的企业精神，以具有蒲白铁运特色的

“12223”文化模式为统
领，实施准军事化管
理、党建质量管理体
系，推行“10334”安全管
理模式，使公司的精神
面貌、管理水平、安全运
输、经济效益、职工收入
等显著提高。煤炭年运
量自运营初期的几十万
吨运量一路攀升至三百
多万吨，该公司先后荣
获陕西省先进企业、省
级文明单位标兵、全煤
系统第三批文明单位等
荣誉称号，所属 7021包
乘组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2004年 11月，该公
司投资 426万元购回第一台内燃机车，不仅
提高了铁路运输能力，更是科技兴企的一个
里程碑。2005年公司进行内部机构改革，后
勤及三产全部剥离；元月成立综合段，主管
后勤工作；元月 24号洗检车间并入机务段；8
月成立工务段，负责公司全线养路工作；12
月购回第二台内燃机车。2006年 12月购回
了 2台轨道车；2007年 11月购回第三台内燃
机车。随着运力的增加，在百里线路营运近
三十年的“黑头”全部入库待备，正式退出历
史的舞台，自此铁路自营线逐步实现设备现
代化，向绿色营运迈进。2010年煤炭运量从
最初运营的 70多万吨攀升至 329.98 万吨，提
高了 4.7倍多，进入“车轮一响，黄金万两”的

煤运高峰，同时创下了该公司历史日运量、
月运量、年运量、提前完成任务天数四个历
史新高。在陕西省“千企千村扶助行动”中，
投资 30余万元帮扶蒲城县原任乡姚吴村硬
化了巷道路面；2006年为弥尧通村路资助 8
万元，积极履行国有企业在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中的社会责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几代铁运人
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
逐渐从最初的单一修建铁路格局发展为集
煤炭运输、地方货运、铁路维护保养、机车修
理等为一体的铁路运输企业，风雨兼程地走
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开拓：走出一片新天地
从距离蒲白矿区 300公里的宝麟，再到

1000多公里外的湖南益阳，仅仅三年多的时
间，蒲白铁运人走出了一条由省内到省外的
创业发展之路。一路上，该公司内生活力，
外拓资源，“走出去”逐渐成为新主业。

首战告捷。2015年 4月蒲白矿业公司与
陕铁投集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8月 8日正式
签订承运合同；9月 1日，第一批承运人员开
赴宝麟铁路，截止到 12 月 31 日，安置职工
154人。2016年继续补充职工 50人，先后安
置职工 200余人，为宝麟铁路开通运营，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5月 5日宝麟铁路正式开通运
营；7月 6日，完成首列煤炭外运任务，标志着
宝麟铁路具备国内煤炭运输条件。2017年，
糜杆桥、杨家河站相继接轨开通。截至 2018
年 8月底，宝麟分公司累计完成煤炭运输任
务 612.4万吨，实现安全生产 846天，实现产
值 5898.73万元。

迈向省外。2016 年 12 月 19 日，该公司
32名职工远赴湖南益阳，开启又一个“新战
场”，开始了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企业站
运输和铁路专用线维护承包项目的前期筹
备工作。2017 年 4 月 29 日，该项目正式签
约成功。在承运初期，面对语言沟通不畅、
设备性能和作业流程不熟悉、对执行的广
铁标准不熟知等等不利因素，益阳分公司
干部职工共同努力逐一化解克服，推进益
阳承包项目走上正常化、规范化的运行轨
道。这是该公司“走出去”承运人数最少，
接管运营速度最快的项目，截止到今年 6月
底已提前完成全年的运输生产任务，实现产
值 1248.19万元。

四十五载，弹指一挥间。在这段发展历
程中，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可敬可亲的铁
运人。上世纪 90年代，被原煤炭工业部授予

“全国煤炭工业劳模”称号的何忠辉；扎根蒲
北站货运事业的女货运室主任、蒲白劳模王
粉映。21世纪，从机务段“火车头”成长为宝
麟“当家人”、连续三届劳模的丁红军；从老
区的蒸汽机车一路开到宝麟、担任杨陵机车
司机长的集团劳模李久平；三十四年如一日
守护石滩车站的值班员张振才；义无反顾撂
下一岁多女儿“支援”宝麟的电务段 80后技
术员、蒲白最美员工卢伟……昔日，他们是
铁运辉煌的开创者；今日，他们是铁运转型
发展的推进者；明日，他们是铁运追赶超越
的续写者。

四十五载，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四十五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又逢一年金秋季，蒲白铁运公司大院

里，雨后的竹林绿意盎然、高耸挺拔，经过了
多少个严寒酷暑，依然四季常青，顶天立地；
东墙根的一排木瓜树，硕果累累，香飘四溢，
是收获更是希望。一根根轨枕、一颗颗石
子、一个个道钉，伴随着时光的车轮，共同见
证了铁运四十五载的风雨沧桑路，也将共同
书写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祖籍在陕西汉中洋县，
出生在 70 年代，亲眼目睹了共
和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变化，体
会最深的是家乡的交通，西安
至汉中 300 多公里的路程经历
了好几代人的努力和付出，如
今已进入了“新时代”，这也是
全中国交通史的一个缩影。

提起汉中，映入大家脑海
的是万亩绿油油、黄灿灿的油
菜花了。可是十几年前的汉
中，对很多人只是一个传说，从
未身临其境。自古以来制约汉
中发展的痼疾就是交通，汉中
虽有闭月羞花之美，却因交通
不便只能“锁在深闺人未识”，
汉中盼望着沟通、交流与发展。

1978 年，历时九年零三个
月，倾注了数万人近十年劳动和
心血的宝成铁路全线贯通，汉中
得以与西安、成都连接，让封闭
的洋县头一回听到了火车的汽
笛声。听家人回忆说，当时第一
次过火车时，生产队停止了劳
动，人们怀着激动的
心情集体赶到洋县火
车站去围观，倾听火
车的轰鸣。

1993 年，我从家
乡乘坐火车到西安
上学，在阳平关站调
换火车头，经宝鸡到
西安，全程要 14个小
时左右。一般头天
下午乘车，次日清晨
到达。中途还会临
时停靠，避让其他火
车通过。我亲身感
受了那种相当漫长
的煎熬等待，那些经
历真是历历在目，永
生难忘。

当时购买火车票
真是一件“大事”，节
假日能买一张站票
也欣喜自豪。我有
次中秋节回家，整个
车厢里人贴着人，行
李架、座位底下都是人，我全程
站立，根本就无法移动。那时坐
车前必须先上好厕所，一路少喝
水，好在当时年轻，为了和家人
团聚，体力和精神上都不知疲倦
辛苦。

另一个刻骨铭心的场景是
寒假后返校乘车的“硬仗”，正月
十五，邀请两三个亲戚帮忙送
站，车站上送站的比乘车的人
多，乘客大部分是学生。火车在
这停 3 分钟，车门也是不打开
的，大家都只有一个方法——从
车窗钻进去。我那时比较瘦小，
亲戚们抓腿的抓腿，抓胳膊的抓
胳膊，举起来塞进绿皮客车的车
窗，也不担心人会摔下去，因为
车里车外都是人。进去后和亲
戚朋友们挥手告别，听不到对方
说的什么，看样子就是注意安全
之类的话，然后带着惆怅又开始
了十几个小时的“罚站”。来来
回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高峰期，

每到假期时我又是期盼又是害
怕，期盼和家人的团聚，也害怕
火车上的拥挤。

也有长途大巴车通西安，需
翻越秦岭之巅，但没有学生的优
惠票，一般得 9 个小时以上，甚
至需要深夜行车。“经常翻秦岭，
从未赏风景”，碰到下雪下雨，又
冷又饿，一路的颠簸让晕车的人
如同过“生死线”。

2001年 10月西康铁路建成
通车，对我们这些家在汉中的游
子们实在是一件“福利”。从
1997年至2007年十年间，中国铁
路实现了六次大提速，西安至汉
中的客车也由14个小时缩短到8
个小时以内。火车内没有了之前
的人山人海，但节假日仍然“一票
难求”，“黄牛党”盛行。

2007年 10月 1日，这是汉中
人值得纪念的日子，西汉高速公
路全线通车，形成了西安汉中3小
时生活圈。我们不再将火车作为出
行的首选，再也不为回家发愁。这

也催生了汉中“油菜花”
节的旅游商机，每年清明
前后，风景秀丽、气候宜
人的汉中便成为旅游圣
地，四面八方的游客经
西汉高速而来，就连汉
中人最为骄傲的小吃

“汉中热面皮”也成为
西安人口中的美食。

2017年 12月 6日，
第一条穿越秦岭进入
四川、有“高速蜀道”之
称的西成高铁全线开
通，形成了西安汉中 1
小时、西安成都 3小时
经济生活圈。汉中人
民出门坐高铁跟吃饭、
睡觉一样稀松平常，

“早上西安吃泡馍，中
午汉中吃面皮，晚上成
都吃火锅”，成为美食
一族的佳音。

当前中国的发展
已经不能用三十年河

西三十年河东来形容了，可以说
是年年都有新变化。40年前，秦
岭、巴山隔断了蜀汉秦的联系，
制约了汉中的发展；20年前，蜀
汉秦地互相来往靠火车，耗时
长、条件苦；10年前，西汉高速导
致宝成铁路申请“文化遗产”；如
今，高铁反压高速、飞机一筹，成
为三地交通“大动脉”和靓丽的
风景线。

40年弹指一挥间，三种不同
方式的回家之路，三种截然不
同的体验，回想起来，我不禁心
潮澎拜，真切感受到改革开放
后家乡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
这真是一路走出幸福美好新生
活啊！

告别那些让人泪奔的时
代，感受改革带来的活力，感恩
我们一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全面小康正向我们阔步走
来，感谢伟大的祖国，感谢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陕建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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