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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身在新时代的我们，回
望过去的岁月，总是会感慨万
千。我的记忆里，在旧社会，我们
村里的大多数农民群众过着“糠
菜半年粮”、饥寒交迫的日子。我
的家乡，处于渭北黄土高塬合阳
县乳罗山后的东凤村，这里农田
土地瘠薄，远离河流，干旱缺水，
农民种地只得“靠天吃饭”，又是
十年九旱，长期以来庄稼处于广
种薄收。同时，那时合阳县境内
没有煤矿，农民做饭的“灶火”缺
柴少煤。正如清时曹溶向朝廷奏
折中所说“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
爨”的那样，过着缺粮少柴的艰难
生活。那时不仅如此，还有涉及
农村老百姓的吃、穿、烧、住、治
病，样样都愁煞人。

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们家中
最忙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全家人的
一日三餐，总要煮熟了才能吃。可
是怎样煮熟，差不多是每个贫困农
家都犯愁的事。我们村远离煤矿，
大多数人家买不起煤，做饭、取暖
全靠烧柴。那时，我们家五口人，以
农业种地谋生。麦秸、谷草要喂牛
驴，署蔓要喂猪，只有一些棉花秆、
黑豆秸可供烧火做饭之用。因此，
每到秋初，就得早些下沟爬坡砍柴、
割草，准备一冬天的烧用。那时，我
的年龄还小，不敢下沟砍柴，于是就
把镰刀换成竹筢，改割为搂。每天放学之后，我就和小
伙伴一起挎着竹笼扛着竹筢，到有树的地方搂些荒草
落叶供家里烧用。质量最好的柴草要数搂来的柏籽
壳，它既能供“灶火”烧锅，又能用来煨炕取暖。

到了春天，柴无处打，草无处搂，人们就刨树
根，爿草盘，那才真算是斩草除根。到了夏天，秋冬
备下的柴草早已烧完，不少人家就只好现割现烧。
村边道旁自生的蒿草自然成为我割砍的对象，可是
割下的青柴，得在阳光暴晒下晾上两三天才能点得
着。更为艰难的是，碰上连阴雨，就又遭了罪。有
次我帮母亲烧火时，半湿不干的蒿柴，实难起火，当
我低头往“灶火”看时，猛然轰的一声，烟中带火，从

“灶火”中冒了出来，正好喷到我的脸面，真的来了
个火烧眉毛，那才使我经历了一次燃眉之急。这样
的湿柴，由于烟多火少，时燃时灭，做一顿饭要费好
长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生活，广泛
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封沟育林，广开财源，随着收入
增加以煤代柴，逐步解决了农村群众做饭、取暖的
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民生活
逐步改善，有的农户把原来使用风匣烧火做饭的“灶
火”，改成“吸风灶”。后来农村通上电，做饭使用鼓
风机，代替了人拉风匣烧火，一度为了节省煤炭，人
少的家户使用蜂窝煤“节煤炉”取暖做饭。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做饭逐步使用液化
气、电饭煲。现今普遍使用电磁炉，开关一按，蒸馍炒
菜、煲汤非常方便，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烧柴、烧煤做
饭的繁琐方法，既省力省时又环保，做饭不再是“炊
烟四起”，不再是“乌烟瘴气”，再不怕烧湿柴做饭时
把做饭的人弄得灰头土脸，呛得涕泪横流。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人们做饭从“灶火”烧柴草
到烧煤，直至今天烧液化气、天然气，普遍使用电磁
炉，还有早在 2014年安徽合肥出现了首家机器人主
题餐厅开门迎客，由机器人“大厨”和“跑堂”为顾客
服务。 （澄合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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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村屹立在淮河南岸，据村里的
老年人讲有上千年的历史，全村有一千
多人，绝大部分人都姓黄，有十几户虽然
不姓黄，但也都是黄姓人的亲戚。因此，
取名黄家村。

黄家村的人把父亲叫爷，把祖父叫爹
爹，把曾祖父叫“老太”，男的就叫男老太，
女的就叫女老太；把外公外婆叫“姥外”。
除了叔伯兄弟姐妹之类的称呼外，还有称
表兄、表叔、表姑、表姐，反正在黄家村不是
本家就是亲戚。黄家村有个不成文的规
矩，同姓的人不能通婚。在解放前，婚姻都
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姓不婚成为村里
的铁律，即使出了五伏（辈）也不行。无论
是否同姓，不同辈分的人不能通婚，因为这
样会乱了辈份。村里人很团结，一致对外，
一个人受欺负，一群人来帮忙。黄家村不
好惹，打土匪、抓小偷，一个人吆喝，全村男
女老少抄家伙就上。村子南边是座小山，
山林里生活着不少野生动物，有野兔、野
鸡、野狼等。冬天下雪的时候，大地白茫茫
一片，狼在山上没有吃的，就会跑到村里找
食吃，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喊狼来了，
大人小孩都会去撵狼，村里的小孩听说狼
来了，第一感觉不是害怕，而是两眼放光，
立刻激动起来。在旧社会，当地土匪横行
的时候，从不敢骚扰黄家村。李鸿章组建
淮军的时候，村里去了几十个人，被编入同
一个营。一个人冲锋，几十人跟着上，一个
人牺牲，一群人要报仇，不用开动员会，不
要做思想工作，自动形成一个优秀的战斗

集体。淮海战役时，村里有几十个青年参
加了解放军，有的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黄家村人取名字无论男女都是三个
字，第一个是姓，第二个字是辈份，第三个
字才是名。我们家的辈份很高，辈分高的
人很受尊重。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不用找
政府，上法院，只要村里的长辈们出面协
调，双方又和好如初。我父亲德高望重，被
选为村长，一当就是几十年。我父亲过了
七十岁就主动要求辞去村长的位置，无奈
村里人不答应，又接着干了8年。我的童年
就生活在黄家村。童年时吃的是杂粮，玉米
和红薯是主食，煮玉米、烤玉米、玉米面、玉
米粥；蒸红薯、烤红薯、煮红薯、红薯干、红薯
丝等，变着法吃，现在提起红薯，胃都发酸。
偶尔也有吃大米、白面的时候，至于吃肉那
可能要到过年。那时村里劳动是大集体，集
体出工，集体放工，以铃声为号。尽管是集
体劳动，由于村里人集体意识强，出工也出
力，庄稼收成都比邻村要好。

黄家村重视文化，家里再穷，也要供孩
子上学。谁家孩子学习成绩好，都是家长
们夸奖的对象，也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在旧社会，村里有人考上了秀才、举人。一
人中举，全村光荣。我童年时，村里的学校

是最好的建筑，三间大瓦房，一到五年级都
在一个大教室内上课，土坯砌的课桌，凳子
是自带的。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大学
生，因为说错了话，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黄
家村劳动。黄家村人不让这位文化人劳
动，也不批斗他，让他在村子里教学。老师
姓顾，我们都叫他老顾，老顾要求很严，回
答不上问题，老师就五指并拢在你的头上
敲，嘴里喊着：你这个轮（人）呀！我被敲过
两回，挺疼的。每周有一个晚上在村里要
组织集中学习，村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
作，领学的也是老顾。有时我也跟着大人
一起听讲，至今我还能记得毛主席《论十大
关系》的片断。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大学，
村里人都来祝贺，敲锣打鼓放鞭炮。改革
开放后，村里出了不少大学生，还有好几个
博士。黄家村人遵纪守法，家里要是有人
行为不端，全家人都觉得脸上无光。因此
村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黄家村注重孝
道，谁家有孝子，会在全村大会上受表彰，
村干部给披红戴花。如果谁家不赡养老
人，长辈们会出面制止，村干部在大会上点
名批评，直到本人认错改正为止。

黄家村重视劳动，好吃懒做的人会被
看不起，勤劳的人倍受赞誉。村里的孩子

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拾粪、看场、打猪
草、放牛等。我上小学时，每周都有劳动
课，摘棉花、除草、拾麦子，放暑假的时候，
村里会把小学生集中起来集体劳动，学生
们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劳动结束还要开会
点评，干得好的表扬，干得差的批评，同学
们你追我赶不惜体力。由于从小就参加劳
动，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冬季相对清
闲，孩子们可以捉迷藏、玩打仗，大一点的
孩子还结伴到山边抓野兔，逮野鸡。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少
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个，大的看小的，村里
仿佛一座大型幼儿园。我辈份相对较高，
小伙伴们有叫四爷（排行第四）的，也有叫
四爹爹的，在玩耍时倍受尊重。隔三岔五，
村里会放露天电影，村里人早早就把场地
坐满了，磕瓜子，侃大山，孩子找孩子玩，大
人找大人聊，热闹非凡。偶尔也有民间艺
人到村里说评书，有《三国》《岳飞传》《杨家
将》《隋唐演义》等，艺人说得神采飞扬，村
民听得津津有味，直到第二天，孩子们还在
争论评书中的情节，有人说关公武艺好，有
人说秦琼厉害。我现在还记得《隋唐演义》
里的十八条好汉，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
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

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富裕起来，黄家
村人不再为吃穿发愁，村里在新址规划了
新村，我家也在新址重新修建了楼房。近
几年，黄家村发展了观光农业，拓宽了公
路，整修了水库，搞起了农家乐。黄家村又
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集团机关）

虽已立秋多日，但白天仍骄阳似火，炙烤
着大地，气温似乎比夏天还高。就像今天晚
上，虽已日落多时，家里却仍是闷热难耐，于
是带着孩子出了家门，向西边的小路走去。

两边尽是茂密果树的路上，夹杂着秋的
气息的风，凉凉的、柔柔的，缓缓地拂过我
们，不动声色地驱赶着由于闷热所升起的烦
躁情绪，心情随之大好。“妈妈，快看呀，今晚
的月亮好亮好大呀！”孩子惊喜的声音传来。
是呀，一轮满月正挂在东边朗朗的天空，皎洁
的月光倾泻下来，把大地照得一片雪青，四周
的房屋、树木、道路都沉浸在她柔和的明亮
里。此时，黑夜像是完全被溶化了，竟亮如白
昼。旁边的景物也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只留
下白与黑的色调，像水墨画一样，给人一种恬
淡的清静之美。

我们驻足，静静地欣赏起这明亮寂静的
夜晚来。是呀，久居城里，夜晚明亮的路灯、
广场商场五彩闪烁的霓虹灯，早已把城市打
造成了不夜城。城市的夜晚，已经完全失去

了本应该的颜色。明月，尽管在天上还能看到，但似乎颜色
淡了好多，既使是晴天，夜空能看到的星星也少得可怜。今
晚，看到如此纯粹的月夜，看着稀稀疏疏亮闪闪的星星，一
种久违了的情愫涌上心田。

小时候，也是在这个村庄，也是在这样的明月下，一家人
坐在院子里纳凉，我们几个孩子挤在奶奶跟前，津津有味地听
着那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源远流长的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的故
事。间或奶奶还会指着那宽宽的银河、那状如勺子的北斗七
星，教我们说唱那些关于它们的歌谣。那个村庄，是我梦想起
飞的地方；那样的月夜，是我心灵深处最宁静的港湾。可是，
最亲近的人却不在了，内心不由自主地一阵难受。

“妈妈，你在干什么？”看我走神了，孩子叫到。“妈妈，
你看那又大又圆的月亮，那么多亮闪闪的星星，那苹果树
的叶子还泛着银光，闪闪烁烁的，真美呀！你再听那知了
的叫声，蛐蛐的叫声，还有我不知道的昆虫的声音，他们像
是在开音乐会，真好听呀！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夜晚。”看
着儿子激动的脸，我心中刚刚升起的一丝伤感被彻底赶跑
了。是呀，我们刚出门前孩子还倚在他外婆的身旁，听着那
古老的故事，那故事还是那样的好听与悠长，虽然讲故事的
人变了，但是由那故事所维系的那种传承、那种文化底蕴，
以及讲故事时的那种祥和与宁静的氛围所给人带来的心灵
慰藉没有改变。这也是我们心中的根之所在。想到这里，
我不由地微笑了，专心地陪着儿子欣赏起这寂静、明亮而
又丰富热闹（昆虫大合唱）的乡村月夜来。

夜逐渐深起来，这时，一片薄薄的云慢慢地飘来，轻轻地
拂过明月，给姣好的月亮姑娘穿上了薄如轻纱的美裙，她的清
辉透过这层薄纱，似水一样在田野里流淌，四周朦朦胧胧起
来，我们仿佛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四周的景物
若隐若现，脚下的小路若有若无，田野里弥漫着庄稼成熟的香
味，让人倍感惬意。更有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里轻轻鸣唱，声
音细细微微的，和着微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又组成了不同于
刚才有点聒噪风格的鸣奏曲。不远处，家里窗户的灯光，透过
夜幕照过来，给这温馨的夜色增添几分亲切的魅力，我知道，
那是妈妈在等着我们，拉起恋恋不舍、不愿离去的孩子的手，
踏着朦胧的月色，向那光亮走去。 （物资储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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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呕心沥血
十五年励精图治
十五年艰苦奋斗
十五年追赶超越
十五年，一代人倾情奉献
十五年，一代人茁壮成长

十五年啊
青春在这里锤炼
理想在这里绽放
信念有了更加坚定的方向
在这天地之间的北方
在这风沙肆虐的塞上
一座座高压铁塔
一条条管线长廊
一座座矿山崛起
一幢幢车间厂房
陕煤逐梦的航船从这里起航
北移人用汗水和意志
在毛乌素沙漠这片神奇的土地
抒写了人生壮美的华章

这是一群怎样的创业者啊
他们背负行囊、义无反顾
像当年奔赴延安的青年
心中充满了对陕煤未来的向往
责任重于泰山
奋斗初心不忘
理想与使命

在这片热土上燃烧碰撞

他们从五湖四海走来
他们从八百里秦川北上
他们怀揣着妻儿的嘱托
肩负着陕煤发展的担当
他们把激情和使命
汇聚成北移创业的交响

无论是煤矿井下开拓
还是化工的场平打桩
工地就是战场
进度就是形象
安全施工
质量至上
管理者精心筹划
建设者热情高涨

冬日里，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
只要工棚里有一旺炉火
工友们的笑声是如此爽朗
夏日酷暑，高原上的阳光
就像高炉里的铁水
泛着刺痛的光芒
只要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不停
建设者的心里
如同高原刮过的一阵凉风
精神为之一振
斗志更加昂扬

但谁又知道或是懂得
有多少次梦里热泪盈眶
有多少回离家时的难忘
有多少个应该陪伴的日子
他们却拼搏在
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当他们离开满眼泪花的孩子
告别了嘘寒问暖的父母
每一次坚强转身的刹那
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只因为心中有一个北移的梦想

如果舞台真能传递感情
请把愧疚传递给
期盼他们能常回家看看的爹娘
如果舞台真能传递掌声
请把感激之情传递给
等待他们回家团聚的爱人和孩子
十五年啊
北移精神在成长
十五年啊
青春无悔闪荣光

一个梦想
十个梦想
百个梦想
千万个梦想
汇聚成一道北移的能量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这就是陕煤人锐意进取
追求卓越的精神成长
这就是陕煤人造福员工
奉献社会的使命担当

从矿山走出的陕煤人
用汗水哺育了国家工业的发展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
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
十五年砥砺奋进
十五年奋发图强
陕煤速度
陕煤激情
涌动的是陕煤梦
铸就的是北移魂

你好！陕煤
我们向
为了今天的陕煤而献出智慧和力量的先辈们
致敬
你好！陕煤
我们向
在追赶超越的征途上奋勇争先的陕煤人
致敬
致敬！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致敬！陕煤的明天更辉煌

（北元化工公司）

十五年，“北移精神”在成长 赵世强赵世强 刘鹏刘鹏

黄 家 村 梅方义梅方义

装配 范红江 摄 （陕化公司）

不觉已是立秋，午后的黄昏，缓慢的落日坐在窗前，不远
处，草在结它的籽实，风在摇它的叶子。这一日匆匆，上班、
下班，日子如常，平淡亦匆忙。

推窗望去，蜿蜒的秦岭山在傍晚的余晖里隐隐可见，旷
远而洁净的天空下，没有什么在飞翔，也没有什么在降落。
只有慵懒的浮云散淡地游荡。这种感觉是我所喜欢的，我喜
欢慢慢与季节碰面，春来如是，秋来亦如是。因为舒缓，才能
更多地感知世界的单纯与美好，才更容易走近自己。

清风洗耳，流水濯心。这样的日子，煮一盏茶，听风、听
雨，把自己绽放成一朵菊的样子，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让
自己伫立于时间之外，观日月往来、朝暮更迭，看花木竞发、
雨落雨歇，这些在别人看来似有些静寂的日子，却觉满心欢
喜。就像云岭逶迤、草木葱茏，它们以自己的方式矗立天地，
风来不惧，雨来不慌，云卷云舒，叶落叶生，以内在的律动，
欣欣然生长，烈烈间绽放，不畏风雨流岚，即使曲终人散季节
流转，亦是浅淡而从容，不纠缠不留恋，给岁月一个优雅的背
影，一抹苍劲的远方，这样的生命风姿令人心生敬慕。

风乍起，露微凉，滤尽燥热喧嚣，心绪也随着季节的转换
平添了一份清朗淡然。许多的过往，那些曾经的灿烂美好，
就像青苔一样，在记忆里幽深浓郁，充盈着岁月的年轮。

坐觉嚣尘远，与月共皎洁。在这个深夏渐秋的平常日
子，轻嗅袅袅茶香，细品悠悠琴音，将自己安静地浸在一隅，
手捧一本叶芝的诗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芳华流年，都化作
茶韵乐意，向上而生，向美而行…… （煤层气公司）

斜阳风细细 草木送秋音
张张 瑜瑜

——写在立秋

再过些天就是中秋了，中秋节是阖家团聚的日子，
有着一家人亲亲热热围在一起赏月的传统。小时候，中
秋节可以放假吃甜甜的月饼很幸福，等长大了，渐渐觉
得中秋节可以赶回家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就很幸福。自从我到黄陵建庄上班后，每年的中秋都因
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回家与家人共享中秋，只是在深山
矿区里头仰望天空的一轮明月，遥祝亲人中秋快乐。

中秋节已成为中国的法定节日，是中国人排在春节
之后的第二个隆重的传统节日，因其在三秋的中间，故
名仲秋，也就是我们现在通俗叫的中秋节。中秋节还
有个名字，叫月节，“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的晚
上，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是那么的明亮，月光下一家
人的团聚又是那么的温馨。细细想来，已到中年的我，
中秋的明月不知照耀了我多少次，带给我的快乐是遥
远的，值得回忆的往往是和父母在一起过中秋节的情
景。那时候，每到中秋节，父亲就会提前将酒买好，母
亲把月饼早早摆在盘中，再烧几个她拿手的菜，一家子
人，围坐在桌旁，吃着五仁、豆沙、玫瑰各种馅料的月
饼，品尝着母亲做的家常饭菜，那个香，那个感觉，无法
用言语表达，那种氛围是温馨的，这大概就是一种幸福

吧！而如今，父亲已离开我好几年了，每到中秋节来
临之时，我都会回忆起来，内心满满的惆怅和伤感。

夜空的弯月一天一天地圆了、亮了，看着大山里
洁净的现代化矿区，笔直的道路两旁大红的灯笼高
高挂起，树杈装饰了五彩缤纷的彩灯，一串串在夜晚
亮闪闪的，凭添了节日喜庆的氛围。傍晚下班后，生
活区里，看着随年轻妈妈来山里避暑奔跑嬉闹着的
孩子们，走在笔直的马路中间被灯光包围其中的人
们，显得格外的精神。现代化矿井带给人们的不仅
是快节奏的工作，还有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在努力工
作的同时，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真谛。

去年的中秋节，在山里的我与一群同事过的，矿
上给离家的工友们准备了西瓜、月饼，组织了精彩的
中秋晚会，大家围在一起看着节目吃着月饼，来自不
同地方的人们那一刻相聚于一起，场景温馨而快乐。
又到中秋月圆时，今年的我，想必依然会与同事一起，
想想也是很快乐的事，值得期待。生活就是这样，有
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苍白无力的一面，不必太纠结，
只要过得有意义，在哪里都可以有个圆满的中秋。

（黄陵建庄矿业公司）

又到中秋月圆时
姜海红姜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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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