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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选择了出生的时代
而是时代选择了你
它们还选择了被战火烧焦的土地
被炮弹摧毁的村庄
无处安放的书桌和小提琴
迷茫的青春
破碎的梦想

饥寒交迫忧愤难平的人呀
你没有去寻找世外桃源
也没有去寻求神灵护佑
拿起锄头和铁锤
扛着长枪和长矛
在黑暗中努力摸索
充满希望和光明的道路

敌人的鞭子没有打垮你的意志
沉重的锁链没有锁住你坚定的信仰
吃人的沼泽地和狂风呼啸的雪山
也没有阻挡住你前行的脚步
当年的你
就站在我今天站立的地方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在延安
在南泥湾
穿着破衣烂衫开垦农田的你
是那么英俊
那么潇洒
装扮成穷苦老百姓
在田间地头表演秧歌剧的你
是那么活泼
那么开朗
骑着战马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你
是那么勇敢
那么坚强

我祈求上天赐予我神奇的力量
穿越时空的隧道和你在一起
一起播种
一起收割
一起写诗
一起作曲
一起唱歌
一起战斗
用热血和生命
守护我们的亲人 朋友
我们共同热爱的家园和满地疮痍的祖国

那么
我将和你一起无怨无悔地活着
无怨无悔地死去
或者跨过漫长的岁月
走进二十一世纪
再次回到这块熟悉的土地上

花篮的花儿香呀
听我来唱一唱
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是个好地方
到处青山绿树
稻田一片金黄

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了，颇受同学们爱戴的语文
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南泥
湾大生产开荒时期“气死牛”
郝树才的故事，抑扬顿挫，慷
慨激昂。讲完那荡气回肠的
故事，老师收敛了语气，轻声
提醒我们：“努力学习，日后
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我们都默默地听着，轻
轻地点头。

下课了，老师抱着他宝
贝似的单卡录音机给我们播
放红歌，“花篮的花儿香，听
我来唱一唱……”优美的旋
律，新颖明快的节奏，深刻的
情感，巧妙的寓意，懵懵懂懂
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南泥湾，
心中无限向往。从此以后，
我就永远记住了延安，对距
离延安东南四十多公里的南
泥湾充满了憧憬。

9月的一个周末，我乘坐的大巴
车缓缓驶入南泥湾，夕阳正温情地洒
下最后一缕橘色的光芒。山脚下，金
色的稻穗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褶皱中
肆意铺陈。风吹稻浪，捎来丰收的讯
息。四十多年后，我终于叩响了这个
红色小镇的大门。这里的一切都是
静悄悄的，丝毫没有声响。南泥湾劳
模工匠学院也是静静的，鲜红的国旗
在秋风中招展。此刻，来自全国各地
的劳模工匠或许正在接受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抑或在进
行技艺的交流和传承。他们来自不
同领域，他们都是产业工人队伍里的
杰出代表，是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
重要力量。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辛。如今的好光景，都是当年三
五九旅的指战员一镢头一镢头挖出
来的，南泥湾是战士们用鲜血和汗
水换来的……”随着讲解员声情并
茂地讲述波澜壮阔的南泥湾大生产
运动往事的场景，在人们面前徐徐
展开……

在如火如荼的开荒热潮中，三五
九旅战士用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土地，

用汗水浇灌出万亩良田。有
个战士郝树才，一连三天保
持了开荒 4亩地的纪录。有
一位农民不信，牵着自己的
牛来比赛，结果只耕了1亩多
地，牛就口吐白沫累死了。
而郝树才那天创造了开荒
4.23亩的纪录。于是人们给
他起了“气死牛”的外号，还
被评为特等劳模。

正是凭着上下同心、艰
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
块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陕北
的好江南。这使我想起了
在航天液体动力领域人人
熟知的航天英模杨敏达。
这个优秀科研人员代表率
先垂范，与职工同甘共苦，
忍受着身患癌症晚期的剧烈
痛苦，奉献到生命最后一
刻，用汗水和生命为某型号
研制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

路。他也和今天这些照片里的劳
动模范一样，无不体现了一种新的
劳动态度，以主人翁的角色，把自
己锻炼成为一个行业的技术能手、
劳动模范，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团结
学习、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的标兵。多么伟大的生
命，多么崇高的思想！

我默默地站在工匠学院的劳模
广场，眺望着远处山峦上的一棵棵
笔直的松柏，它们静静地伫立在山
间，默默地向我招手。松柏葳蕤的
藤蔓在秋风轻抚下悠扬地将故事吟
咏传唱。一位位劳模，他们活着时，
就像那一座座不知名的、数不清的
山峦，没有显赫于世的声望；离去
时，又如同这默默无言的大山，没有
彪炳史册的功业，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旅程。

时代不同，劳模精神却一脉相
传。南泥湾精神与劳模精神在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交相辉映，新近落成
的劳模工匠学院也将成为传承红
色基因的精神高地。这座培育劳模
工匠的人才摇篮，服务广大职工的

“职工之家”，也正悄然焕发出勃勃
生机……

微凉的九月，奔驰的大巴……车窗外，柔和
的暮色从宁静的稻田里升起，那下垂的、饱满的
金色稻穗，让人生出对丰收的无限喜悦。

车子穿过具有显著标识的“稻香门”，我们便
踏上了南泥湾的土地。南泥湾，南泥湾，这个一
提起来就叫人心颤，一唱起来就叫人激动的地
方，现在是什么模样呢？我们还能不能从现代的
南泥湾，找寻到昔日那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
继、拯民于水火的精神源泉？

如今的南泥湾，超乎了大家的想象，特别是
我们入住和接受培训的“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
给人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教职工们热情的
列队欢迎仪式，细心周到的服务措施，让学员们
的心里很安稳。当我得知一直在给每一个人倒
茶、布菜的李老师是学院的工会主席，略微有些
吃惊。

夜色笼罩下的学院分外沉静，朴素亲切的砖
石拱券的窑洞式的建筑群和房间窗外一排排成
熟的向日葵，使这里别具特色。在教学楼的院子
里徜徉，听院长娓娓道来，我渐渐理解了新南泥
湾人的建设理念。

“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由全国优秀劳动模
范、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赵元超团队设计，陕建
十三建集团全国优秀项目经理、省级劳动模范卜
国平团队负责施工。这是一座由劳模亲自设计、
建造的劳模学院。

建筑是无声的乐曲。这里无处不彰显着简
洁、时尚、极致的独特匠心。远处，起伏的绿色群
山衬托着梯田般错落的校园，近处的劳模纪念广
场的雕塑和劳模展厅等，让人感受到设计者无时
无地不在用建筑的语言赞美着伟大的劳动精神，
彰显着艰苦朴素的南泥湾元素。

第二天的课程中，我们观看了情景剧《延安，
延安》，参观了延安工人学校旧址、鲁艺纪念馆
等。站在如此丰富美好的土地上，学员在大生产
展览馆合唱“南泥湾”时，很多人都泪目了。

第三天，我们走出教室，用心、用眼、用脚步
去感受全新的南泥湾。南泥湾湿地公园沿途的
花朵灿烂满目，这里就像一只浴火涅槃的金凤
凰，为革命圣地按下了优美的生态指印。

南泥湾景区最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是一个高
达 13.8米，呈圆雕立体形的红色党徽。一支支
风味醇正的红色陕北民歌在党徽广场上空荡
漾，我围观过去，才发现这位头扎白羊肚手巾、
身穿羊皮袄的年轻歌者是位残疾人。他拄着拐
杖，右腿自膝盖以下靠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钢棍
支撑。

虽是秋日，但阳光还带着余威，年轻的歌者
穿着厚衣裤，头上汗珠晶莹，歌声却不曾有半刻
懈怠。游客们纷纷上前扫码，为他献出一份爱
心。他虽遭遇不幸，但仍然乐观向上，以激情饱
满的歌声来迎接生活。这位青年，不正是南泥湾

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生动诠释吗？
红的党徽、金的稻田，善意的游客、嘹亮的歌

声，身处南泥湾，让人不由生出一股不惧困苦，勇
往直前的力量。

伴着歌声，踩着一块块石条穿过稻田，我们
前往党徽广场后面的桃宝峪景区。桃宝峪是个
不大的村庄，村民沿道路开办了很多农家乐，在
家门口喜迎八方客，也增加收入。有一户人家院
子里的葫芦藤上，挂着七八个足有十来斤的大葫
芦，怕葫芦太重掉下来，主人还给它们底下托上
块木板。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延安炮兵学校门前，
两排美丽的迎客松送来阵阵阴凉，这是 1972年
北京知青们栽下的。到了目的地，却没有急着进
去，我们的目光被一大片菜园吸引住了。小路另
一侧是一块菜园，菜园边上有七八棵一抱粗的大
垂柳，树下有一顶茅草棚。

一眼看中了向日葵盘，主家大姐埋头在菜
地，只把豪爽的声音送出来：“要哪个自己砍。”听
口音，陕北味儿不是很重。买了大大的、像艺术
品的向日葵，又馋上了黄得耀眼的黄河蜜。主家
大姐终于现了身，羞涩地笑着：“甜得很，上的农
家肥，无公害。”

南泥湾的瓜真心甜，甜得人心都快化了。穿
行在菜园里，我们惊叹这里蔬菜品种的丰富。

当地人介绍说，南泥湾不仅有很多像这样五
亩十亩的农家菜园，还引进了多家企业注册落
地，建成了千亩景观示范农田、田园综合体和经
济作物示范园区。春花、秋叶、稻田、鱼塘形成四
季不断的美丽风景，南泥湾人均新增收入中一部
分来自生态产业。

我赞叹着：“这就是南泥湾该有的样子。”

接下来参观了被誉为“人民炮兵摇篮”的
延安炮兵学校旧址。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炮兵学校。电视剧《炮神》里的赵章
程，曾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三营营长。作为
一名军工人，延安炮兵学校贯通了我们的军
工血脉，让我们为共和国的军工事业发展历
程自豪。

时间转瞬即逝，我们不得不踏上归途。从
火车站外的热情接站到安排住宿就餐、学习会
议场地指引，学院的工作人员对学员们表现出
专业的职业素养，展现了新南泥湾人的新风
采。就连学院的门卫小哥，在我们出出进进
中，也频频地点头问好，没有一丝一毫不耐烦。

大巴车即将出发，有的学员动作稍慢，有的
落下东西又返回去取。车窗外，如同来时一样，
学院领导率领教职工们笔直地站在大太阳下，用
南泥湾人最诚挚的礼仪欢送我们。年轻的教师
刘颖不顾一天忙碌，硬是踩着高跟鞋，把我们送
到了百里外的火车站。

他们，未曾谋面的南泥湾设计、建设者们；
128家农业示范区的创造者们；南泥湾各个学
校、教育基地的教职工、景区的从业者……大多
不是陕北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离开故
土家园，来到了南泥湾。

新南泥湾人唱着同样的歌谣，紧握接力棒，
用南泥湾精神，在八路军开垦出的红色土地上开
拓农业、建设基础设施，办学校、搞经济，把陕北
的好江南打造得更加美丽、富饶。

他们没有忘记这个秀丽的红色小镇曾经的
光荣历史，没有忘记一代又一代南泥湾人默默奉
献。他们的勤奋创新，默默奉献，也将成为后辈
们口中的传奇。

新南泥湾人
□金步摇

走进劳模工匠学院
瞬间，就有了家的感觉
这是劳模的家
工匠的家
也是我的家

我是远方的游客
来寻找八十年前的故事
神奇的传说
汗水与镢头对话

一张张亲切的笑容
一个个甜美的声音
一双双热情的手
一颗颗滚烫的心
都在塑造劳模工匠学院的形象

书记和蔼
院长热情
管理干部认真负责
服务人员耐心周到
都在告诉来来往往的客人
这里就是家

离开劳模工匠学院的时候
书记带领他的团队到大门口欢送
我，忽然眼角湿润了
紧握双手
终于懂得了什么叫难舍难分

劳模的家
□周养俊

“解不下，一满解不下（hai bu
ha）。”这是 70年代我看的一本小人书
上的几句对话，说的是八路军一位文
化干事去南泥湾采访迷了路，向一位
农村姑娘问路的情景。谁知姑娘一
句也听不懂，说着“一满解不下”……
之后，“花篮的花儿香”的歌词飘散在
祖国的山山水水，天南海北。

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其间也有
几次路过南泥湾，但都是短暂驻足，
匆匆而过。

前几天，好友李战民打电话说省
职工作协组织去南泥湾采风，周养俊
主席带队。这勾起了我对南泥湾的
记忆。9月8日下午，我们坐上了北去
的列车，踏上了采风之路。

其实我是一个真真的“门外
汉”，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文艺追
随者，“采风”更多是“跟风”而已。
只是接待承办单位延安南泥湾劳模

工匠学院更引起我的关注。居然还
有这样一个学院？他们会做些什
么呢？

原想也就是走走形式，看看风
景，没想到，这次活动还真是实在。
延安火车站下了车，我们马不停蹄
地跑了整整两天。坐上学院的接
待车赶到学院，匆匆放下行李、吃
了晚饭，赶往东一教室举行此次培
训班的开班仪式。接着的两天更是
步履匆匆，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
延安文艺纪念馆、鲁迅艺术文学院、
延安工人学校、延安炮兵学校旧址、
党徽广场……参观的行程被安排得
满满当当。

劳模展馆里主要展示了延安时
期劳动模范的事迹，展示他们“埋头
苦干、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团结互
助、无私奉献”的劳模精神。我们从
小就被反复教育着：工人阶级是领
导，工农联盟是基础，劳动模范是榜

样，这是我们追赶的目标、努力的方
向。杨步浩、王进喜、时传祥、张秉
贵、赵梦桃……一连串英雄的名字曾
经鼓舞着一个时代！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
些曾经响亮的名字淡出了社会的视
野。反而是一些影视剧演员和明星
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我越来
越“解不下，一满解不下”！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总有人传承，保存、赓续、宣传、张扬
这些人性和社会的光芒，这是何等
珍贵！学院的展室里有孟泰、沈
鸿、钱志道、杨步浩、赵占魁、罗健
夫、赵梦桃、王进喜、时传祥、邓稼先
十个高大的劳模雕像，还有雕塑家
吴为山为王进喜、孔繁森、雷锋、南
仁东、袁隆平、王继才做的塑像。这
些名字有的我们并不知道，有的曾
经熟悉的名字如今也陌生了。学院

却再让他们站起来、亮起来，唤醒
我们的记忆，照耀人们的心灵。这
回“解下了，正（真）地解下了”，正气
永远都在！

劳动是人类生存繁衍、社会进步
的基石，把劳动做得优秀就是劳模、
做得精致就是工匠。有了劳模、有了
工匠，有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大众
有了目标、有了动力，物质财富和文
化艺术都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
来！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把这些人
民群众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集中
起来、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维护、传
承、宣传、张扬，培训、教育、扶持更多
的职工团队继承、践行和传播，从而
影响更多人走劳模的路、走工匠的
路，在各行各业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优
秀、做到精致。

写作是个“良心活”。1942年5月
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就明确：“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

为人民大众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
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
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
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
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此“中国的
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
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
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
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
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只
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
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
有意义”“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
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
同德，向前奋斗”。文学艺术的生命
力就在于扎根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的
心声、维护人民的权益、宣传人民的
劳动与创造、张扬人民的奋斗精神，
为人民鼓与呼。

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把这些劳
动模范和大国工匠，把这些民族的精
英、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事迹
集中在这里，展现给我们。让我们像
他们一样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传播
出去，让更多人成为时代的“风流人
物”，共同重唱时代的《风流歌》：

像雷锋那样热爱平凡的工作岗
位，不管到哪里，都是一台车头；

像焦裕禄那样关心百姓的柴米
盐油，纵然是死了，也要浩气长留！

从劳动中提取快乐作为报酬，从
奋斗中夺来胜利当成享受。

劳动、创造、进步——无止无休！
爱真、爱善、爱美——不折不扣！
让人民说：他们受过挫折，摔过

跟头，可他们把时代的使命担上了
肩头；

让历史说：他们善于思索，敢
于战斗，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风
流……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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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更多时代“风流人物”
□高全成

□杨晓景

南泥湾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开展“大生
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劳模精神的发祥地。

9月8日至10日，“学习劳模工匠·发扬
南泥湾精神”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采风活动

走进延安，近50名职工作家来到南泥湾劳模
工匠学院，感悟劳模精神，汲取创作力量。

今日，我们撷取5位职工作家的所感所
悟，以飨读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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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