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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冬天了，西安的冬天总是
这样，猝不及防、粗溜溜地就钻进了你
的衣领、你的裤脚。每到冬天这个时
候，我总会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戴着
眼镜埋着头专心致志做衣服的认真模
样。这是奶奶最引以为傲的手艺活儿，
她和她的这份手艺，一直以来默默守护
着我们全家的温暖。

奶奶是一个个子不高，身形富态，十
分爱笑的老太太。我奶奶是那个年代少
有的读过书的女性，用那个时候的话说，
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她爱看书爱看

各种连续剧，当然，这看剧倒是后来的爱
好。没事和我们聊一聊那些娱乐八卦，是
个紧跟时代有点不服老的老太太。而奶
奶的这份做衣服手艺，却和她现在的爱好
看起来十分格格不入，什么织毛衣、毛裤、
护膝、袜子，有时候再做个棉袄、手套，总
之你能想到的，没有奶奶做不出来的。

奶奶出生在一个裁缝世家，听我爸
说，当时我奶奶的爸爸也就是我曾祖父

“夏裁缝”，名号可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小
县城里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奶奶是家
里的老大，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
曾祖父学做衣裳，也是因为这样，我曾祖
父的好手艺就这么被我奶奶继承了。

做衣服这件事就仿佛是她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事情，我爸说，在他和姑妈小时
候，奶奶就给他们做着各种衣服，后来到
了我和我姐姐，从小也穿着奶奶做的各
种衣物长大。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奶奶

给做的各种衣服都是超前款式，毛衣的
花纹和织法都是别人见都没见过的，棉
衣的领子和款式也是最新的样子，每次
穿到学校，都觉得无比骄傲。四川的冬
天没有暖气，刺骨的冷，奶奶就为全家做
了毛线家居鞋、护膝护肘，全是款式新
奇、各种毛线编织而成的，那个时候的冬
天，全家的温暖都是我奶奶给守护的。
奶奶觉得高兴，我们也觉得无比幸福。

后来我和我姐都有了孩子，奶奶这
份坚持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还记得我
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和奶奶视频，一接
通就听见奶奶说：“晓晓，奶奶给宝宝
打了好多小毛衣，给你做了毛裤和毛线
帽，我让你姑妈给你寄过来，坐月子要
多注意不能着风，西安那么冷，一定要
把孩子护好，不说了，还有件外套没织
好……”我对着镜头跟奶奶说，西安有
暖气，房子里不冷，可是她老人家耳朵不

好，根本没听见，就又接着做衣服去了。
因为我比预产期提前半个多月生孩子的
关系，姑妈说，这些天奶奶都在赶工，半
夜了还在做……后来没几天我收到了姑
妈寄来的衣服，里面有宝宝的袜子、围
巾、帽子、毛衣、棉衣……

西安的冬天不是特别冷，暖气房里
的温度更是如同春夏，而奶奶织的毛裤
毛袜一下子成为了压箱底的“杂物”。我
不忍心告诉奶奶那些衣服没有穿，因为
我知道，这是她能为我们做的唯一的一
件事了。那天收拾衣柜，翻出了好多这
些年来了西安之后奶奶寄过来的各种衣
物，看着那些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衣服
配饰，鼻子突然发酸，眼泪一下子停不住
地掉。我拉来儿子，告诉他这些衣服都
是他的曾祖母给他做的，他的曾祖母有个
好手艺，就是给全家人做衣服。

我们在长大，时间在流逝，可是奶奶，
还依然停留在那个地方，守着那份执着，
为我们的冷暖牵挂着。现在的我，就希望
奶奶多看看书多追追剧，做个快乐又幸福
的小老太太。因为在她看来，她能为我们
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做衣服，而在我们看
来，她能为我们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永
远健康，长寿快乐。 （陕煤物资集团）

奶 奶 的 手 艺
陈欲晓

我总想去龙钢看看
没有半点做作和虚假
六个春夏秋冬
我对钢铁有一份牵挂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工业站新修的轨道
延伸着钢铁的梦想
迎接远方的归来
或者欢送一次次
充满希望的出发

我总想看看
看看料场是否堆得很满
风是否还那么大
看看那些形态各异
本质相同的原料
冷静地准备去
粉身碎骨
凤凰涅槃
要把自己开成
灿烂无比的
钢铁之花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厂里的每条路
是否保持着应有的
那份干净
来往的车辆
是否已经
没有一点抛撒

路边的每一片草
是否绿得开心
每一棵树
与钢铁相伴
是否保持着和钢铁一样
应有的挺拔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烧结区台车的
冷静表达
听相里军宏讲述烧结的故事
和他工作受伤的情景
我好想再握握他的手
再感受一次他微笑中
升起的高大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高炉至高至圣的形象
看看炉况有什么变化
看看军民冯伟和那些
可敬的钢铁弟兄
如何谈论高炉的
寒冬腊月和
酷暑盛夏

在我的眼里
高炉就是他们
最富意义的人生八卦
他们才是高炉
真正的朋友和伙计
他们能按准高炉的脉搏
能看透高炉的
每一个表情
能听懂高炉的
每一句说话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全国劳模薛小永
听他钢铁一样铿锵的声音
会让我的诗句变得豪迈
而不失风雅
因为结缘钢铁
我的诗少了许多矫情
多了几分伟大
我想看看炼钢的领头人
王建祥和黄素华
看看他们与炼钢的工友
如何创造和延续着
转炉的神话

炉内炼钢
炉外炼人
这用一炉又一炉钢水炼出的
金属般的句子
经得住时间的磨损和摔打
如何用钢铁的纯正刚强
写好人字的
一撇和一捺
转炉做出了
这样最好的回答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轧钢线忙碌的
每一个身影
如同跳动的音符
在歌唱春秋冬夏
排排轧切成的螺纹钢
如琴弦
弹奏着分分秒秒
弹奏着风雨雪花
弹奏着星光月夜
弹奏着汗珠点点
弹奏着丝丝白发
弹奏着钢铁神话

在高温的炙烤下
钢铁在不知疲倦地
歌唱和弹奏着
每一个火红的
朝霞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马兰志愿服务队
如何把侠骨柔情
在钢铁的世界里
尽情播撒
看看那位叫李水丽的办事员
那次简短的发言
如何成为钢铁人价值的砝码

“龙钢就是我们的家
企业困难我们理解他”
一句话让我见识了
什么是平凡而伟大

我总想看看他
看看钢铁默默无语的发芽
看看钢铁滚滚奔流的浪花
看看钢铁去杂归一的纯粹
看看钢铁有骨有情的风雅
看看钢铁有型有样的风范
看看钢铁有声有色的伟大
真的，我总想看看他
因为我对钢铁
总有一份牵挂

（陕煤集团机关）

我对钢铁有一份牵挂
李永刚李永刚

家风，在陕北地区又称“门风”，它浓缩在父母亲日
常的点点滴滴中，却又深深地烙印在子女们的灵魂深
处。良好的家风和家训是代代相传的无声教育，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

我自幼生长在农村，父亲是一名矿工，母亲是一位
只上过五年级学的农民。父母亲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
姓，一生在为家庭、生活忙碌奔波。在我的成长历程
中，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因为工
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家，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落到了母
亲一个人肩上。那时，父亲微薄的收入用来支撑我们
家庭的主要支出，母亲种地、养牛羊攒下的钱用来贴补
家里的零碎开支。

儿时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整天都是忙碌的，没有歇
息时。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便下地给庄稼锄草、
施肥，中午回家后再挑水、做饭，待一切家务收拾停当，
太阳也早已越过了山头，母亲再转换角色，赶着羊群去
放羊。如此日夜操劳，目的就是为让我们兄妹几个生
活得好一点。

小时候，父亲忙于工作，母亲一人又无暇照顾我们
兄妹，我和妹妹的幼年，都是跟着奶奶度过的，一直到
上小学。现在想来，这当时在母亲心里是多么的不舍
和无奈啊！犹记得儿时，每逢春天山花烂漫时，我便与
同村小伙伴相约去野外割羊草，我们跑到田梗、玉米
地、山坡上，纯真的笑声在春风中荡漾。一次，外出放
羊，由于玩得太开心，羊群跑到了邻居家的谷子地里，
吃了人家的谷子，回家后遭到了母亲一顿严厉批评，她
说：“谷子是别人家辛辛苦苦种植的，连个羊都放不好，
长大了还能做什么？”母亲借机教育我们，做事要专心，
做人要厚道。后来，在母亲的敦促下，我们家将前一年
收好的谷子双倍还给了邻居，并当面赔礼道歉。

等我长大参加工作后，母亲仍然舍不得丢下那方
田地，坚持下田劳作不辍。如今，每当品尝到母亲亲
手种植的小米、玉米、绿豆、南瓜、土豆等农作物时，我
的内心总会泛起无限感慨，仿佛又回到了儿时岁月，
回到了母亲身边……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是一种潜在的、持久的、
无形的力量。在母亲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中，我们兄
妹几个都养成了特别能吃苦的品格，每当遇到棘手事、
烦心事，感觉身心疲惫、工作懈怠时，总会想起母亲的
叮嘱和期望，继而就会专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工作，还是生
活，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又都承担着不同
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像母亲那样真心地热爱某一份工
作，并且用心地经营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收
获无穷的乐趣和幸福。 （陕北矿业柠条塔公司）

家 风
李志荣李志荣

我是一把伞，我的主人是一名
单位派驻安康市汉阴县的驻村扶
贫干部。

我的伞面和伞架都是加厚加
重的，今年汉阴雨水多，主人就特
意订购了 500 把黑色和红色的同
款雨伞，免费发放给村民们。发
伞的那天，村委会大院里边人潮
汹涌，队伍从村委会门口排出去
老长一截，场面非常壮观。我是
为数不多的几把伞主人留作自己
备用的。

夏天雨水多，主人带我出去的
次数就多，我经常能在村上遇见
我的“兄弟姐妹”，村干部、贫困
户、上学放学的小学生，都打着同
样的伞。我总会听到人们表扬，
说我们又大又结实耐用。每当这
个时候，主人会笑得很开心。主
人打着我去贫困户家中查看房屋
漏雨情况，嘱咐他们要及时清理
排水沟，注意观察房背后的山体
情况，还给他们讲扶贫政策，讲自立自强、劳动脱贫
的道理。有一个贫困农户领到伞后，认认真真把主
人的名字和电话用毛笔写在了他们家墙上。还有一
次是下雨天，一个七十多岁的贫困老人打着发的伞
来到村委会，送给主人一壶新酿的“杆杆酒”，感谢主
人帮他修好了漏雨的屋顶。主人不收，老人放下酒
壶就走，看着那远去的背影，我深深感受到了人与人
之间的温暖。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情深处。我的主人
是一个特别坚强开朗的人，很少见他流泪，但是有一
次我却真真切切看到了他的泪花。今年是主人女儿
鏖战高三、备战高考的关键年，也是汉阴县整体退出
贫困的关键年，扶贫干部既要做好日常工作，又要认
真准备迎接各级检查，主人特别忙。在顺利通过安
康市的检查后，主人抽了两天时间，回家参加女儿学
校组织的高考家长应考讲座。女儿希望爸爸能多陪
她几天，可他得按时返回村里，女儿特别委屈，伤心
地哭了。妈妈劝女儿，说爸爸做的是大事情，是在帮
很多像她一样想上学却上不起学的孩子解决困难。
临走的时候，女儿默默地送爸爸到小区门口，一转身
我就听到主人“唉……”一声长叹，泪花从眼中翻涌
而出。那一刻，我明白了扶贫干部背后，深埋了多少
付出与不舍。

我和主人分别，是在一个细雨飘飞的早上。那是
村里要建香椿产业园，主人和村干部到山上接卸从外
地运回来的香椿苗子。在干活的时候，一个老人披着
化肥袋子到山下的镇子里去。主人问他怎么不打伞
啊？老人说山里人习惯了，这点雨不算啥。主人顿了
顿，就把他手里的伞送到了老人手里，老人非常高兴，
一个劲地说这伞真结实，连声道谢着朝山下走去。

我就这样和主人分别了，在蒙蒙细雨中越离
越远。看着老人被雨淋湿的单薄衣衫和脸上开心
的笑容，我想，让更多的山区贫困群众多一些温
暖和笑容，就是我们共同的初心和使命。

（陕煤运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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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读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散文集《目送》，其中
有段话：“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子女的父母，彼此
的身份，是在一生之中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完成转
换——只是第一次的目送是成长，最后一次的目送
却是永别。”读后感同身受，感慨万端。

犹记得父亲知晓自己生病后，他瞒着我们，现
在想来是用一种复杂无奈的眼神到门口迎接我回
家。离家还很远就看到父亲在路口上等我，走到
父亲跟前时，他已迎着我走了好几步，高兴地喊着
我的小名，父亲那天超常的热情，但我却丝毫看不
出来父亲是强忍着悲痛用笑脸迎接他的女儿。后
来父亲进医院做手术、化疗治疗，不断地出院转
院，受尽了病痛的折磨。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说话已很吃力，只用眼睛和我们对话，目光久久
地注视着我，他用眸子示意我坐到他身边，我问他
是否要喝水，父亲极其微弱地说：“我娃说到爸心
上了。”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当我用
勺子给他喂水时，父亲静静地怔怔地看着我，我强
忍着泪水，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那眼睛里分明
蕴藏着所有的期盼不舍和所有的无奈爱怜！如山
一样伟岸的父亲倒下了，我也平生第一次悲痛欲
绝地和最亲的亲人生离死别，体会那刻骨铭心的
痛楚，肝肠寸断地目送父亲魂归故里却爱莫能助。

后来，孩子要到离家一百公里外的省城去上初
中，11岁的他从没离开过家，送他到学校安顿好
后，我们要走了，儿子哭泣着，用恋恋不舍的胆
怯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也泪眼婆娑地和儿子告
别。我目送着小小的人儿孤独地进了宿舍，纵有
千般不舍，也只能忍痛转身离开。这是他成长过
程所必须的经历。

以后无数次的转身、离开、目送，都成了生命
中的过往，孩子也渐渐成熟，渐渐对你的叮嘱感
到不耐烦，你想和他告别他早已转身不见踪影。
正如龙应台所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
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
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而我们还在
外地打拼，等我休假北上时，成了他目送我们离
开。我要坐车走了，他背着我的行李，送我到站
台，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我感慨、欣慰，孩子终
于长大了。后来他曾打电话对我说：“妈妈，你们
走时的背影，让我感到莫名心酸，现在才体会到
当年你们送我上学走时的心情。”

是啊，父女母子彼此的身份，是在一生之中一
次又一次的目送中完成转换。再多的遗憾、不舍
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目送孩子的背影，是满目
朝阳有希望和欣慰，目送父辈背影，是昏黄夕阳
中上一代人渐渐离去的情绪，人生烟火就这样轮
回往复，亲情天空下就这样交替着春秋冷暖，我们
只能往前走，用现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
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神木煤化工泰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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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快点！都几点了，你还磨蹭啥呀！”
家住罕井的小张焦急地催促妻子，妻子一边匆匆忙忙往

包里装东西，一边低声埋怨：“别那么大声，孩子刚哄睡着，吵
醒了可就走不了啦！”终于小两口出门了，小张妈妈送出门
来，叮咛又叮咛，“时间还早着呢，路上开车慢点，不许着急！”

小张两口子是黄陵建庄矿职工，跟矿上大多数职工一
样，每次休假后得开车两个多小时到矿上。

“唉！紧赶慢赶，这都三点多了，到矿上肯定又没车位
了，车往哪儿放呀？”小王没接妈妈的话，心里也知道，这
个点出发到矿上，再赶上今天是国庆
节假期收假，肯定没车位了。建庄矿
在山窝窝里，空地少，车位一直特别紧
张，稍微去晚点，就不知道该把车塞到
哪里去。

去矿上的行程一路秋高气爽，凉
风习习，沿线山色苍翠，树叶斑斓，正
是秋天最美好的季节。小两口却顾不
上欣赏路上的风景，小张专心开车，妻
子坐在副驾驶，一门心思紧盯车速，绝对不能让小张开快
车，没有车位哪怕把车扔在路边呢，也不能让小张飞车赶
抢时间，十次车祸九次快啊！

两个多小时，没有堵车，顺利抵达，可是也快六点了，
平时这个时候早就没有车位了，小张不死心，在矿区每个停
车场缓缓开车，想侥幸寻到个车位。“哇！车位车位！前面有
个车位！”小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有个空车位！
太好了，愁了一路的无处放车问题瞬间解决，小两口别提多
高兴了。小张迅速打方向稳稳地停进车位，感叹今天运气实

在是太好了！
小两口提着东西轻松谈笑着往宿舍楼走去。来到楼

前，啊！楼门口的路上怎么停了长长的两排车？走前一
看，原来楼前新划了好多车位。听先来的同事说，后面宿
舍楼前也划了车位。小张这才明白，怪不得今天有车位，
原来国庆节假期车位扩容了。

在建庄矿，车位紧张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矿上1000多
名职工大多家在外地，从家里来上班没车不行，买了车，可
车位紧张又没地方停。每次休假来矿后车没地方放，只能

放在矿外的路边，辛辛苦苦几万、十几
万买来的车停在路边，让职工时刻操
心，上班时心里也在牵挂着爱车的安
全，就这还不含在矿上干活的外包单
位员工们的车。想职工所想，急职工
所急，公司领导们一直也在积极地寻
找解决职工停车难的办法。

“走，放假不忙，趁现在有空寻车位
去！”这次国庆节放假第一天，刚上任不

久的公司董事长带着综合办等部门负责人在全矿区巡视，不放
过任何一个边角，因地制宜，有空地就划线，当即产生40多个车
位。又把三号楼前的一大片地规划为一个停车场，铲车立即开
过来进行改造平整，这里铺设好后将增加近百个车位……

晚上，小张两口子在矿上吃过晚饭出来散步，专门找
新划的车位路线走，一个个车位数过去，心情非常愉悦。
看到有晚来的车慢慢开着找车位，小张冲着车窗喊：“伙
计，别着急，车位会有的，就算今天没有，以后都会有的！”

（蒲白建庄机修厂）

车 位
姜海红姜海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