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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世间万物的
颜色，跟随着季节的脚步，正
在一天天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变化，就如同陕北矿业韩家
湾煤炭公司，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岁月洗礼，已经由当
初嫩绿的幼芽，长成如今枝
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大树。

一路走来，感叹光阴从
来不厚此薄彼，从翠绿成荫、
姹紫嫣红，到落英缤纷、白
雪皑皑，在每一名煤矿工人
的眼中，在这些时光的掠影
里蕴藏最多的，还是伴随着
公司矿井安全生产的发展，
矿工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的日益改善……

晴天一身煤沫
子，雨天两条泥腿
子。从前的矿区，切
切实实让人感受到
煤的存在。现在，即
便是阴雨连绵，韩家
湾煤炭公司矿区的
各个角落依然干净
如洗。作为“90 后”
的我，虽然没能亲
身 见 证 从 前 的 煤
矿，没有亲眼见过千
米井下的往昔“容
貌”，但有幸经历了
如今的井下，巷道宽
敞明亮，既整洁又
规范，处处是标准
化管理与操作。随
着 国 家 政 策 的 调
整，改革开放的深
入，煤矿效益不断提升，职
工收入节节攀升，煤矿的工
作、生活环境，已然悄无声息
地发生着改变。机械化的采
煤设备、现代化的办公场所、
舒适宽敞的公寓楼、休闲娱
乐的文化广场、五花八门的
荤素饭菜，应有尽有……

看！我们的办公楼，背
衬着蓝天，气势庄严恢弘。
办公楼前，鲜红的旗帜耀眼
夺目，旗台前“追求卓越，争
创一流”几个大字跃然其中，
这是我们的企业信念，也是
我们的价值追求。办公室里
干净整洁，现代化办公设备

一应俱全，办公区域旁还修
建了休闲园林。工作之余，
园中踱步，看一看绿色，锻炼
一下身体，能做到劳逸结合，
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还有职工们的居住生活
环境的改变，10 年前，蕴含

“古老”陕北韵味的矿区面貌
“滋补”了第一批北移开疆扩
土的韩家湾人，窑洞、土炕、
火炉……是他们永恒的记忆。

如今，瞧瞧高大耸立的
公寓楼就知道他们的居住环
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架子床到席梦思，从八人
间到二人间，从大众卫浴到

独立卫浴。随着企
业的不断发展，管理
更加规范，服务更加
到位，环境更加优
美，享受良好的居
住条件和优质的物
业服务。生活设施
的完善、生活质量
的提高，使职工的
幸福感、自豪感显
著增强。

再说文化需求，
对职工来说，茶余饭
后最好的休闲场所，
非安培中心、体育场
和 文 化 广 场 莫 属
了。每当夜幕降临，
矿区亮化灯初上，这
些地方就会变得人
头攒动，欢声笑语不
断。忙碌了一天的

人们从矿区的各个角落来到
这里，或散步、或交谈、或运
动、或追逐，尽情释放一天的
劳累，愉悦着身心，陶冶着情
操，享受着矿区特有文化生
活所带来的乐趣……

矿山的变化，让人眷恋
悠悠，心念流连。秋风起，落
叶黄。站在时光的渡口回首
往昔，这就是我们的矿区，在
最孤寂的时候，不凋落，在最
喧闹的时候，不张扬，我愿和
你共享一片明媚的阳光，同
舟每场狂风暴雨，时光深处，
你在我也在……

（韩家湾煤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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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笔者从陕西旬
邑县招工到当时的铜川矿
务局桃园煤矿以后，不论是
在矿上还是在矿务局机关
工作，几乎一直都在党委部
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几十
年来，耳闻目睹了铜川矿业公司（铜川矿务
局）各级宣传部门宣传工具的历史演变。

煤矿从业者对矿广播情有独钟，职工听
着广播新闻、戏剧、歌曲上下班，早晨广播一
响孩子们马上起床去上学，广播成了煤矿职
工家属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几十年来，不管煤矿发生什么变化，百
里矿区各矿的广播一直久唱不衰。我所在
的桃园煤矿同其它煤矿一样，有专职播音
员、专门的播音室和兼职广播编辑。播音员
十分辛苦，每天都要提前把需要播出的稿件
录制好，每天早、中、晚三次播放。冬天的时
候，早晨最晚六点二十就要进播音室，开广
播转播早晨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
间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间播音员不能离开
广播室，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五十分转播完省
台午间新闻联播和放完本矿新闻节目后才
能放心地下班。现在，各矿早已用上了新设
备，形成了数字控制系统，广播开、关，自动
转换节目全部由设备自控完成，再也不需要
播音员每天辛辛苦苦地来回到播音室开广
播关设备了，矿区的高音喇叭也全部换成了
低音音箱，职工家属听着广播更悦耳、更舒
心。在矿上工作时，为矿广播站投广播稿、
编写新闻稿是我的工作，当然向当时的铜川

矿务局矿工报投稿，也是我的一项任务。
《铜川矿工报》是铜川矿务局党委机关

报，它发刊早于《铜川日报》，我在桃园煤矿
工作时，《铜川矿工报》和“铜川人民广播电
台”是铜川仅有的两家新闻媒体，我的新闻
生涯起步和成长就始于这两家媒体，尤其是
《铜川矿工报》。

当时的《铜川矿工报》不定期出版，有时
出一个单页（两个版面），有时是四开四版，
有时是用白纸印刷，有时用新闻纸印刷，很
不规范，而且是铅字排版，凸版印刷，很不
美观。由于条件所限，媒体并不发达，当时
的矿工报是矿务局重要的宣传工具。1986
年，报纸改为每周一出刊，四开四版；1992
年 1月改为每周二出刊；1994年 10月 1日由
凸版印刷改为胶印，铅字排版改为电脑排
版。1996年 5月，《铜川矿工报》被省新闻出
版局评为陕西省一级内部报纸，报纸发行量
8000 份，2008 年元月《铜川矿工报》开办网
络多媒体数字报电子版。2007 年 11 月，报
社为所有编辑、记者配备了电脑及打印机，
告别了手写稿件和邮寄稿件的历史。2016
年 4 月 6 日，《铜川矿工报》首次由 4 开 4 版
黑白印刷小报改为对开 4 版彩色印刷的大
报。近几年，《铜川矿工报》被陕西省新闻

协会陕西企业报分会评为“十佳办报”单
位，每年都有六、七篇，甚至十几篇稿件分
获陕西省新闻协会企业报分会好新闻一、
二、三等奖，也有作品获得过陕西新闻奖。

摄像机、照相机是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工
具。过去，照相机在矿上非常少见，报纸上
刊登的新闻多为文字，少见照片。宣传部门
开始用的是老式海鸥或华山牌胶片相机，拍
照时先要装上胶卷，拍照者低头看着取相
框，掌握不好就容易曝光不准或出现空照
片，相片还要经过后期的暗室洗印，不但用
时长而且图像效果差。现在，数码照相机早
已取代了胶片相机，不但提高了照片质量，
而且可直接打印，投稿、存储十分方便。
1989年，我调到局党委宣传部后，每逢局里
召开重要会议或来高级别的领导时，我和同
事唐军都会去采访，我负责文字，唐军负责
摄像。由于“1820”摄像机摄像和灯光是分
离的，室内摄像要有较强的灯光，必须三个
人才能完成，一个人扛摄像机、一人背电源
包、另一人打灯光。如果只有我和唐军两人
时，我一人既要身背 20斤重的电源包，还要
操心及时打开让现场亮如白昼的强灯光，每
次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下来，搞得人都是大汗
淋漓。1991年，矿务局给局党委宣传部配备

了一台索尼 1800摄像机，结束了三人才能够
完成一次摄像任务的尴尬事。1995年 12月，
又购置了一台更先进的摄像机和一套线性
编辑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模拟电
视的淘汰，2003年 3月，矿务局又给宣传部购
置了一台（DSR—250P）数字摄像机和一套
数字编辑机，这套设备主要用于对外报道和
服务基层矿厂。编辑机从模拟编辑机发展
到今天的数字非编机，图像编辑和手法得到
了提高，在应用上非编机比过去的老旧编辑
机手法更加新颖、图像质量更加清晰。

网站又是一种新颖的宣传工具。2005
年，铜川矿务局因要参与一个省外展会，临
时建了一个简易网站，到 2007年 4月 17日网
站正式改版前累计访问人数不到一万人。
2007年，铜川矿务局党政决定由宣传部负责
改版管理门户网站，同年 12月 29日网站正式
开通运行。截至 2018年 10月上旬，网站累计
访问量 1301万人次。平均月访问量由过去
的 4万多人次上升到现在的 10多万人次。除
58%的访问人数来自本局外，另有 34%的访
问者来自陕西、北京、上海、广东、贵州、福建
等省市，8%的访问人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
洲等。10月 18日，第五次改版后的铜川矿业
公司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又“闪亮登场”，铜

川矿业门户网站此次升级
改版，方案更加适应新媒体
发展特点，内容更加适宜公
司宣传思想文化发展需
求。同时为了适应新媒体
时代需求，网站以电脑、手

机、平板三种模式自适应呈现给大家，加上
特意在每个栏目里增加的分享功能，形成一
次采集、多元发布、多级放大、多渠道融合、
多平台互动的采编及发布流程，达到电脑、
手机、平板同步传播，微博、微信、移动客户
端同步转发，力求传播范围最大化、传播效
果最优化。此次改版最重要的还包括网站
安全和性能的大提升，能够有效抵御一般性
和复杂性的网络攻击，无论安全方面还是内
核兼容方面，都是目前最佳的网络方案。

现在，铜川矿业公司在宣传思想文化阵
地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报（《铜川矿工报》）、
一网（电脑版、移动版、手机版）、一端（微信
客户端）、一视频（视频新闻）、两刊（《铜煤党
建》杂志、《铜煤矿工》画刊）、一书（《史志年
鉴》）、一馆（铜煤文化展览馆）”的全新、交
叉、立体、多功能展示铜川矿业新形象的铜
煤宣传文化中央厨房和矩阵集群。

近 40年来随着科技发展、时代的进步，
铜煤宣传工具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
些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我坚信，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铜川矿业这家已有
63 年历史老煤企的新闻宣传将迈步从头
越，铜煤的新闻宣传将会迎来新的春天。

（铜川矿业公司）

见证铜煤宣传工具变迁 演绎煤矿文化历史传承
席选民席选民

“新陕煤 新形象”摄影比赛

→北元霓虹 李庆春 摄 （北元化工公司）

↑清洁化工 马永团 摄 （陕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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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很长，想要珍藏的时
刻很多，不管是文字图片，亦
或是语音视频，总有一种方式
能替我们留住回忆。而对于
我们，那影印在胶卷上的老相
片，就成了那些美好回忆最好
的载体，来帮我们记住那时光
的流逝、世事的变迁，还有时
代的烙印。

儿时，总会被奶奶房间里
那些挂在墙上的老照片所吸
引。古朴的木头边框和玻璃
镶嵌在一起，里面摆放着许多
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那里有
爷爷奶奶年轻的模样，有伯伯
姑姑们儿时调皮的搞怪，有爸
爸兄弟几个表情严肃、正襟危
坐的合照，也有父母那张简朴
的结婚照……逢年过节，长辈
们聚在一起，总喜欢看着那些
泛黄的老照片，给我们讲照片
背后的故事，一起聊着过去的
时光，追忆着曾经难捱的苦日
子。好奇的我总是追问照片里的小孩是谁，
而后又感叹时光易逝，如今威严的父辈曾经
也如我们一般调皮……在只有重大事件才能
拍上一张照片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老式玻璃
相框中藏着他们的童年、青春和幸福。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彩色照片慢
慢风行起来，精美的相册也代替了玻璃相
框。照相依然是一个只有在过年才有的隆重
仪式，小孩穿着新衣服，打扮得干干净净，大
人们也收拾得利利索索，没有背景墙，一张流
行的粉色带图案的床单挂起来就是了，一家
人齐齐整整地站好，“咔嚓”一声，虽不精致却
幸福满满的全家福就留在了相册里……

一年又一年，伴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照片中
的小孩慢慢长大，日子也越过越好，家里的新房
盖起来了，拍张照片留个纪念，爸爸新买了一辆
摩托车，我们也要争抢着坐上去与它合个影，秋
天一起在田里掰玉米感受丰收的喜悦，过年终
于能去金塔公园看灯会的激动，后来还有奶奶
每年去全国各地旅游的照片……越来越多的幸
福都被装进那本厚厚的相册里，被悉心收藏。

时至今日，定格美好时光的方法越来越
多，也越发精美，数码单反、手机相册、各种视
频软件，都能让我们随时随地记录下每个美好
的时刻，让我们在白发苍苍时，拥有依然鲜活的
回忆。从 1978到 2018，从黑白到彩色，从简朴
到精美，从单一到多元，如果说相片是逝去的时
光穿过岁月河流而来的一封信，那它所记载的，
就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个家的变迁，它见
证的更是一个时代的变革！ （陕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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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期，带妻子和孩子回了
一趟老家，路过繁华的县城街道，目
睹大型超市、电影院、商业体拔地而
起，甚至连村子里都出现了停车困难
的景象，在孩子的眼里，这一切都显
得那么的理所当然，生活在城市的他
们可能反而觉得这里有点落后，可对
于经历过改革开放 40年的我来说，
不由得感慨万千。城市、县城、乡镇
的发展不尽相同，每一个地方在改革
开放 40年的发展浪潮里必然留有自
己的印记，我所出生的地方也只是整
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时代的变迁，许多往事从我们身
边淡出，直到他们的身影在岁月深处
越来越模糊。可当我站在这个生我
养我的小村庄时，这一刻思绪翻飞，
眼前这条熟悉的街道似乎又回到了
曾经那个和小伙伴滚着铁环玩耍，
穿着破烂衣服到处奔跑的年代。

上世纪 70年代初，我出生在有
仓颉造字开华夏文化之先河，杜康造
酒始中华酿酒之滥觞，雷公造碗执中

国陶瓷之牛耳，蔡伦造纸创世界文明
传承之美誉的“四圣故里”——白水
县，可以说是亲历了改革开放 40年
的全过程。记得以前还是人民公社
的时候，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物质生
活极其匮乏，能吃一顿饱饭就是人们
最大的幸福。那时流行一句话，“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
大穿过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小了，
老三再接着穿，“补丁”是那个时代
最真实的生活写照。除了这些，记
忆里还有村子里的瓦房、个别人还
住着窑洞。普遍是土墙，不少家里
所谓的大门就是在土墙上掏一个倒

“U”字型的洞，装一个没有刷油漆
的木板门，成年人进门都得猫着腰
才不会碰头。单一个门，也经历了
从小木门到大黑木门再到大红铁门
的变迁，甚至现在大家都换上了做
工精美颜色各异带有各种花纹的铝
合金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在乎门
面，那也是面子的象征，从门的发展
就可以感受到，人们在逐渐满足物
质生活之后的精神追求。

村里人常说“富不富，先看路”，
就是说，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
只要看村里的路就知道了。农村道
路建设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消费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路不会富，
改革开放后，我们村的路也经历了
从土路、石子路到水泥路的蜕变，
村民赶集、学生上学方便了很多。
现在纵横交织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
户门口，村民出行基本以车代步。
有了路，给村上的经济发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有了路，村里的经济作
物就能更加便利地销往各地。至今
还能清晰地记得，道路修通之后，
每天凌晨三四点便能听到村里人赶
早集卖菜、卖水果的声音。就连交
通工具也从开始的架子车、拖拉机、
蹦蹦车再到后来的面包车。

至今无法忘记，村头田野里那
片沐浴着炎炎烈日金灿灿的麦田，
在风中摇摆着身姿，似在跳舞，似在
欢呼，像在庆祝那个丰收的美好日

子。五荒六月，龙口夺食，在那个暴
风雨还无法准确预测的年代里，村
里人要冒酷暑、战昼夜，大干快上收
麦入仓，要在烈日当头、人困力竭、干
渴难耐的状态下去完成每一道工序，
诸如净场、割麦、装车、拉车、卸车、摊
晒、打麦等。记得那时小孩子们总盼
着能下点雨，这样一来既凉快又能休
息几天。可大人们是决不敢这样想
的，他们只希望在暴雨来临之前尽快
收完麦子，最好艳阳高照、没有雨。
收麦子晒麦子的日子，抢的就是时
间和效率，哪怕不休息，也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颗粒归仓。现如今，收麦
子的时候没有了烈日中黝黑健壮的
臂膀，没有了大汗淋漓的吆喝，没有
了田间地头送饭送水的温馨画面，
也没有了“场”上堆积如山的麦堆。
收割机、旋耕机、播种机的自动化流
水作业，一天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
作,如此高效的工作，不仅感恩于农
机设备的发展，也感恩于越来越准
确的天气预报，使农民可以更加轻
松自如地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这

就是科技进步带给农民的幸福感，
这也是长辈们常说的现在年轻人“身
在福中不知福”的原因之一吧。

40 年前，农村通讯基本靠吼。
而今，手机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方式。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手机已
不仅仅是重要的通讯工具，更成了重
要的支付手段，付款的二维码遍布生
活的各个角落，现在就连镇上街道摆
地摊的大爷大妈也有支付二维码。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人们的生活更加
便捷。只需轻轻一点，新闻时事、天
气预报、农业资讯，以最快速度推送
到眼前。我们被裹挟在科技进步的
浪潮中，滚滚向前，可毫无疑问，迎接
我们的必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

当露天电影、邻村磨面、交公粮、
织布机、架子车、小木门、煤油灯、千
层底布鞋、铁环玩具等等这些儿时
的记忆渐渐远去的时候，不免有些
伤感，毕竟那些承载了所有的童年
记忆，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然我们已走
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
水。”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不断开
拓进取、求实创新、改革研发、与时
俱进，在前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历史总在进步之中，无论是成
绩还是问题，都是伴随发展而来的
时代产物。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农
业、农村、农民的未来一定也会不
断进步，让现有的问题逐步得到化
解，让未来更加美好，对此我们充
满了憧憬和期待，也有理由信心满
怀。40 年，时代在前行，中国在进
步。我坚信，下一个 40年又是一番
大变化、大飞跃！

我们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赶上
了一个好时代啊。”对于一出生就

“衣食无忧”的他们来说可能永远
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就像父亲曾
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历史已成过
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无
法阻挡的是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
正载着 14亿国人大踏步走向更加美
好幸福的生活。 （黄陵矿业公司）

40年！看不完的变化 道不尽的喜悦
高俊平高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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