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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的 夜矿 山 的 夜
彭兴仓彭兴仓

矿山的夜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夜，但却
是我喜欢的夜。

有的人喜欢夜的静谧，也有人喜欢夜
的繁华，可是在煤矿待久了，我们才发现，
这种繁华与静谧之间的夜亦是那般美丽。

夜幕笼罩，矿山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
可是它不似乡村的宁静，让人觉得心旷神
怡，它亦不似城市的车水马龙，让人觉得
繁花似锦。它来就来的坦然，来就来的
大气。高大的选煤楼在夜色苍莽下显得
挺拔高昂，进入矿区的道路时而有车辆
通过，还有煤矿工人们昂首出入矿区，夜
色中，在他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煤矿工人
自信的笑容。

黑夜降临，灯房的大姐还在仔细擦
拭着每一盏矿灯，她说，这是我们矿工
兄弟的“眼睛”，要格外爱护；洗衣房里的
大姐还在认真整理着每一件衣服，她说
明天矿工兄弟们还要穿这“战袍”入井；
班中餐食堂里的师傅们还在用心准备每

一道饭菜，他们说待会儿矿工兄弟们就
要来品尝美食……矿山的夜晚看似宁
静，却处处充满着爱。

站在高处俯瞰矿区，那每一盏灯都似
乎是一个回忆，不知不觉间却发现自己早
已习惯了矿区的夜晚，好像昨日才到煤

矿，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了矿上的一分
子，夜晚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矿山的夜就是这样，看似表面清静，
实则充实着忙碌的身影。

井下工人们还在辛勤劳作着，对于矿
工们来说，井下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

的。挥洒着汗水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
块块乌金从井下源源不断涌向地面。他
说，今年煤炭效益好，想在城里买套房；
他说，今年想挣些钱把孩子送到更好的
学校上学；他说，等疫情过去了想带着家
人去趟九寨沟……井下的角角落落里，
到处都有工人们劳作的场景，他们擦拭
了汗水向对待孩子一般呵护着每一台机
器，在辛苦中耕耘着自己的梦。

从井下出来，外面已是迷人的黑
夜。抖落身上的疲惫，去澡堂美美泡上
一个热水澡，再去食堂吃碗火辣辣的油
泼面，回去美美睡个好觉。无论白天还
是黑夜，这里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
挥洒汗水，也在这里收获希望。

矿山的夜总是那么迷人。“黑夜给了
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矿
山，我们不需要“寻找”光明，因为我们都
是采撷光明的使者。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

梨园春色梨园春色 黄杰黄杰 摄摄 （（神渭管运公司神渭管运公司））

立春之后，蹲在田
间地头，隐约能听见藏
了一冬的冰雪在土地里
滋滋消融的声音。之后
的几天，泥土逐渐变得
松软。藏在泥土里越过
冬天的种子早就迫不及
待想钻出来，感受春的
温暖。在泥土的缝隙
里，半遮半掩毛茸茸的
嫩芽，含着潮湿的地气，
终于鼓足劲儿破土而出
了。大地慷慨地接收了
这个迫不及待的小生
命，分它雨露，给它阳
光，而它滋润后鼓足勇
气顽强地生长，努力的
样子让看客感受到春的
脚步、生命的欣喜。

随着河水解冻，草木
萌发，空中飞舞的风筝多

了，柳树的枝条绿了，春天姗姗而至。
惊蛰前后，屋后攀爬在崖上的迎春花

带来了春天里第一抹亮黄。如果说之前种
子破土而出的默默无闻并没有让看客感受
到春的来临，那这成片耀眼的鹅黄已经把
春的气息渲染到了极致。看杏花如霞，梨
花似雪，桃之夭夭，让你目不暇接，十里春
风唤醒了田野里的色彩缤纷，好一个希望
的田野。

三月，迎着和煦的春风，雨过天晴踏
春乡野，大大小小绿油油的荠菜清香扑
鼻。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正艳，零星的油菜
花也露出了小黄头，含苞待放……目之所
及皆是绚烂，你总想奔跑在田间地头拥抱
春天，嗅嗅这朵，闻闻那枝，想把春天的
芬芳全都吞咽下去才满足。

春天在鸭先知暖的江水里，在孩童换
上的第一件春衣里，在绿油油的麦苗里，在
带着露水抢鲜上市的香椿芽里……

春，带着生机蓬勃的气息、迈着矫健轻
盈的步伐迎面扑来。 （运销集团）

春
天
的
脚
步

杨
龙

父母年过八旬，耳背，喜欢怀旧。我
陪父亲聊天，习惯于趴在他耳边，提些陈
年旧事，故意勾起他的回忆，让他不时陶
醉在过去的世界里，再滔滔不绝讲述在煤
矿生活许多年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租民房
父亲说，1971 年，我们一家人从东北

吉林来到陕西韩城矿区。那时矿区一片
荒凉，夜晚能听到山上狼的嚎叫，只有山
脚下耸立斜井绞车上的大天轮，雄赳赳气
昂昂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工业文明。

刚到矿上没宿舍，父亲在矿区西侧 5
公里板桥乡王峰村农户家租下了一间闲
置油毡房，这里成了我们在韩城落脚的
第一个“家”。

所谓家仅一间房，一张床，做饭和房
东共用一个炉子。半年后，又搬到了和矿
区相连的竹园村农户家，这里是我们第二
个“家”，与之前相比，房子宽敞了一点，有
了煤炉子，冬天还有热腾腾的火炕。

20世纪80年代住楼房
1975 年，我家搬到了矿区新盖的窑

洞楼房里，结束了租住农村民房的生
活。家属区窑洞楼房是用红砖砌成的
二层楼，上厕所要到楼下公厕。这些我
隐约有些记忆，如今我已入不惑之年，记
忆更多的事情，要从 1983 年我上小学一
年级第三个“家”开始。

我家在窑洞二层第四户，有一间半窑
洞，大窑洞宽 3米，长 9米，被一堵墙隔开，
分成里外，进了里间，右手门洞里，是另外
半间。七口人居住，拥挤程度不言自知。

夏季，邻居们在走廊边做饭边聊
天。冬天，在屋里做饭。外面半间是
冬 季 厨 房 ，母 亲 每 天 都 要 生 火 点 炉
子。冬季，取暖靠的是和炉子相连的
排烟道，经父亲动手改造，墙面被烘得
热乎乎，我们称之为“火墙”。“火墙”是
我和三哥的最爱。放学回家，我和三
哥定会争先恐后脱袜子上床，把脚蹬
在“火墙”上，边取暖边温习功课。

这个集餐厅、书房、客厅、卧室为一体
的窑洞，成为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家”，
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回忆与留恋。

21世纪10年代住新房
1997年，我家搬到老矿务局电务厂家

属区第四个家，这里不足 60平方米，三间
房，还带卫生间。哥姐相继成家，这里仅
够我和父母三人居住。2009 年，韩城矿
区棚户区改造工程破土动工，一栋栋楼
房拔地而起，给多年没分到房的职工带
来了福音。

从 2012年开始，我们兄弟姐妹和父亲
相继分到了新房。闲暇时，我们还会到父
母的新家聊天。这里配套设施齐全，环境
焕然一新。

父亲说，他 19岁从江苏老家出来，几
经辗转，最终落脚韩城矿区，50年来，他是
矿山发展建设的开拓者，目睹了矿区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老家出来未带一分钱，到
把我们抚养成人，依靠的是勤劳，更离不
开企业改革发展惠及职工的红利。

我家的变迁，只是矿区千万普通家庭
的缩影而已。 （韩城矿业公司）

家 的 变 迁
杨修红

阳春三月，鸟语花香，万物复苏，但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煤城小
镇依然不及往日的喧闹，街道上饭店什
么时候开门营业依然是个未知数……

从收假上班以来，一直在单位餐厅
就餐，虽说单位的伙食不错，但总在职
工餐厅吃饭难免有点不够解馋。疫情
过后吃什么成了当下一个热门的话题，
有想吃火锅的，有想吃烧烤的，我对那
些吃的兴趣一般，我就想等疫情过去到
街上陕北饸饹店去美美地咥上一大碗
饸饹，再加一小碟萝卜泡菜。一提到饸
饹就想到了我的故乡，尤其是离开故乡
时间长了，对故乡的任何事物都觉得倍
感亲切和想念，尤其是对故乡的羊肉荞
面饸饹更是想念。

所有陕西人对饸饹都不陌生，陕北
人对饸饹更不陌生。饸饹遍布了陕西的
关中和陕北，在关中和陕北的每个地方
都有饸饹，但各个地方的饸饹却又不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高原山大
沟深，温差也大，对农作物的成长也有影
响，最适合荞麦生长。陕北地形特点造
就了陕北人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由于
荞麦的生长周期和生长特点适合在陕北
生长，所以荞麦就成了陕北最常见的农作
物，荞面饸饹也就成了陕北比较典型的面
食，时间久了也就最适合陕北人的味蕾，
更是成了陕北人最爱吃的家常便饭。

饸饹面虽是家常便饭，但平时老百
姓吃的还是较少。原因是正宗的陕北
饸饹靠一般家里的小锅小灶是做不出
来的。只有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人手
足够才能做出来，比如家里孩子满月、
结婚、老人过寿等一些喜事时就会全村
人来帮忙压饸饹。所以压饸饹也就成
了陕北农村喜庆和欢乐代名词了。

“荞面饸饹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
上。”陕北信天游情歌多，这两句歌词
就不仅比喻了忠贞不渝的陕北爱情，
更唱出了羊肉荞面饸饹的最佳拍档和
绵长滋味。但正宗的荞面饸饹好吃不
好做。好荞面饸饹要做到“压出饸饹
像丝线，煮在锅里莲花转，捞在筷子上
打秋千。”所以即使在陕北当地，平时
也不一定能吃到正宗的荞面饸饹，但
在农村“过事”（指婚丧嫁娶、老人过
寿、孩子满月等）时，一定能吃到正宗
的饸饹，因为饸饹是“过事”时不可或
缺的存在。陕北“过事”时经常看到这
样的场景：一个木质的大饸饹床子，横
在硕大的灶台上，大锅里翻滚着往饸饹
里浇的汤，香味飘满整个村。壮实的后
生赤膊上阵，一大盆面被揉得光滑绵
韧，然后开始压面，勤快的婆姨们忙碌
着加水烧火，饸饹面只有经过彪悍有力
的后生使劲压出来吃着才筋道有嚼劲，这
也符合陕北人的气质。好饸饹必须配好

汤，用大块新鲜羊肉、洋芋、豆腐久煮慢熬
出的汤最好吃，汤出锅时放一把当地红葱
是正宗荞面饸饹的“点睛之笔”，调好咸
淡，捞在碗里后再放些绿油油的香菜，就
是一碗美味可口的羊肉饸饹了。

现在随着百姓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陕北老乡们吃饸饹也不再是只等“过
事”时吃，饸饹床子也由原来笨重的大
木制床子逐渐更新换代为袖珍铁质小
床子，由原来一村一个转变为一家一
个。吃法也不只是“荞面饸饹羊腥汤”
这种吃法了。现在用白面、玉米面做的
也不少，臊子汤也随着人们味蕾的需求
也在逐渐改变，成为“百人百性，百人百
味”的吃法了。现在吃饭由素汤饸烙、
鸡蛋饸烙、鸡汤饸饹……不胜枚举。

望着窗外花红柳绿，微风沿着窗户吹
进来，感受着春天浓浓的气息，我心中默
默地祈祷着，疫情尽快彻底结束吧，让小镇
恢复往日的喧腾，我也要上街吃一碗羊肉
荞面饸饹去。 （陕焦公司）

想念一碗饸饹
纪鹏

女儿 5岁半了，心地善良又活泼
可爱，多愁善感却古灵精怪。由于爱
读书，无形中积累了丰富的词汇，增强
了语言表达能力，也因此常常妙语连
珠、能言善辩，惹得大家哭笑不得……

一天晚饭后，女儿突然问道：“妈妈，
我为什么姓毛？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吗？”
一家人诧异之余纷纷开怀大笑……还
没等我开口解释，她又说道：“我不想
姓毛了，我想姓马，这样我就会很有
钱了。”我不解道：“为什么姓马就有
钱了呢？”“因为马云呀！”她轻蔑不屑
的语气里表现出对我无知的不满。

女儿心思细腻，是个会替别人
考虑爱操心的孩子，但也因为这个
不算缺点的缺点使得她学习不专
心，容易受外界环境干扰。记得一
次写作业，她上蹿下钻不认真，写一
个字能说三句话，导致要么遗漏，要
么错行，气得我摔了本子冲她吼道：

“别写了，马上就要被你气死了！”看
到我快要发疯的样子，女儿流着眼泪怯怯地走到
我跟前拉着我的袖子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想
让你死，你死了也是我妈妈……”瞬间，我不知道
要哭还是先笑，只觉得鼻子一酸，噗嗤一声，咧开
的嘴巴却喷出了咸咸的眼泪……

今年受疫情影响延迟开学，很多幼小衔接的知
识需要自主学习，居家隔离期间我和老公轮流分科
教她，可是复工后，没有了家长的督促和指导，女儿
就明显松懈。因此，我狠狠批评教育了她，并假装
生气，扬言以后都不管她学习，让她自行规划安
排，希望以此起到一些震慑作用。待次日下班回
家，老公问女儿有没有学习，她自信满满说：“妈妈
说了，以后我的学习自己规划，我规划的今天是学
习休息日……”我和老公相视无言，却都有一种自
愧不如的感觉，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平日里，女儿乖巧又懂事，易惹人怜爱，出于
爱的表达，我们就换着各种可爱的、心疼的名词
称呼她：“娃娃、小兔儿、屁旦儿、小草莓、小
monkey、Amy……”她也听得乐在其中，但我们从
来没叫过她“宝贝儿”。可就在前几天，我们家庭
大扫除，衣柜门敞开着，女儿好奇地伸长了脖子，
东瞅瞅、西翻翻。我不禁问道：“你找什么宝贝
呢？”女儿不假思索答道：“家里就我一个宝贝，我
还能找什么宝贝？”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的
确，家里只有一个宝贝，就是女儿！

这就是我的女儿，一个磨人的小妖精，她用自
己并不以为的幽默，给我们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
幸福，多么希望她永远停留在5岁，永远纯真快乐！

（物资集团国际物流浐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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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闲来无事打开电视机，那部收视率极高
的电视剧《父母爱情》再一次吸引了我，便想起了
珍藏在心里父母的合影，从照片的宁静与美好
中体会父母的芳华故事。

那是 1967年春节前，母亲去北京看望即将毕
业的父亲时，在颐和园的一张合影照。那时的母
亲梳着两条麻花辫，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透着北方
姑娘的朴实和真诚，父亲嘴角微扬，目光温和，微
微侧着的脸庞上写着“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我
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生经历坎
坷，坚强、睿智、正直、简朴、友爱、担当是父亲身
上的性格标签。我的母亲是一位优雅大方、认真
勤劳的城镇姑娘，善良、谦和、勤勉、精细是母亲
身上的性格标签。上世纪 50年代末父亲母亲相
识在蒲城县尧山中学，1961年父亲母亲分别考取
理想中的大学，1962 年他们喜结良缘，1970 年前
后他们辗转调入蒲白安家至今。他们在节衣缩
食、含辛茹苦中共同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母亲去北戴河
联峰山拍下的一张艺术照，照片的上半部分是父
亲母亲在望海石边的单人照，下半部分是父亲母
亲的侧坐合影。此时父亲母亲已经 68岁，他们眼
角已爬满皱纹但精神仍很矍铄，一颗平常的心，一
张微笑的脸，是岁月静好的最美合照。一辈子总
是在操劳中的他们，伴随着儿女们的渐渐长大、成
家，也有了些许时间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尤其怀
念着昔日的同窗好友。于是，2002年他们参加了
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2006年北师大同学在江
西庐山聚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父亲和母亲如
约再一次进京参加同学聚会，在秦皇岛、在北戴
河、在天安门广场、在颐和园、在曾经熟悉的每一
个地方，留下了对往事的眷恋，对人生的感怀。
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相互牵手，不离不弃。

还有张照片是父亲和母亲在小区里散步时，
一位朋友抓拍到的，此时的他们已经是耄耋之
年。照片中父亲和母亲都消瘦了许多，眼角的皱
纹和满头的白发见证了岁月的痕迹，但更见证
了“有钱难买老来伴”的人生真谛。特别是今年
春节期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区出入严格
实行一卡制，看望父亲母亲的次数少了很多，电
话的问候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父
亲母亲的生活似乎越来越有规律，也越来越有滋
味。由于母亲患有老年性便秘，父亲每天都会精
心给母亲做好营养餐，果蔬调理+营养搭配+精
神疗法。每次去看望父母时，父亲总会津津乐道
地谈起他的营养食谱——凉拌菠菜、红烧肉烩菜、
午后一个苹果……我在一旁微笑着连连点头。通
过近一个月的食物疗法，母亲的身体有了明显的
好转，父亲的脸上也多了一份宁静与安心。

这便是我讲述的照片里的父母爱情，幸福就
是彼此迁就对方，幸福就是一生不离不弃。让我
们携着温暖的春风，拥抱当下的美好，因为相信
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蒲白矿业公司）

照片里的父母爱情
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