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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近日，
我随省职工作协采风团走进这里，立刻就被
感动了。

2012年，还是在省职工作协的组织下，我们
一行十多人来到延长石油采风，当时我去的是
离总部最远的定边采油厂，同行的是著名的石
油作家和军校老师。当时的我对油田一无所
知，便选择了条件艰苦、位置偏远的油井，采访
的也都是基层的石油工人。那些分布在山梁
上、大路旁，以及沟沟坎坎的油井和与它朝夕相
处的采油工，不就是一朵朵盛开在黄土高原上
的山丹丹花吗？此后，又来过延安多次，却没有
去过南泥湾，我为此深感遗憾。

2020年的夏天，我又一次来到圣地延安。
因为宝塔山、杨家岭、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以
前去过，这次就是冲着南泥湾来的。从踏进稻
香门开始，我便目不转睛朝车窗两边看——一
个以革命纪念地为主，集参观、旅游、经济综合
开发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文化重镇，立体化呈
现在人们面前。尤其是建成不久的南泥湾国家

湿地公园，我在那里尽情畅游了三四个小时。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泥湾，虽然略有遗憾，

却一直处于激动和兴奋之中，随即写出《来到
南泥湾》的游记。在文中我深情地写道：时值
盛夏，在众多美景当中，最能打动人的当属“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荷塘了。
沿着曲径通幽的步道徜徉其中，便被“江南莲
花开，红花覆碧水”的江南美景迷住了。只见
红荷吐露，晶莹欲落；白荷带雨，冰洁无瑕。盛
开的宁静安详，带蕾的娇羞欲语。莲下鱼儿缓
缓戏水，莲上蜻蜓款款飞舞，丝丝微风吹过，阵
阵清香送来。环顾四周，青山与绿水由远及近
如在身边；放眼望去，白云与蓝天倒映湖中伸手
可触，真是一个陕北的好江南。

这次又见南泥湾，是在沉甸甸的秋天。随
处可见挂满枝头的红枣，压弯了身躯的葵花，结
着大葫芦的藤架，吐着红缨的苞谷，尽是一派丰
收景象。我们走进向往已久的南泥湾大生产纪
念馆，又来到多次经过的党徽广场。在蓝天白
云、红花绿叶的映衬下，党徽更加鲜艳耀眼。周

围那金灿灿的稻田，在秋风的吹拂下犹如翻腾
起伏的波浪，让人浮想联翩。

让我感动的还有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
的建设，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沟壑纵横的田
地。这项省级重点工程项目，从 2021年 7月 16
日开工建设，按照“两年建成投入使用，三年形
成品牌效应”的总体要求，将劳模设计、劳模建
设、劳模管理贯穿全过程。其设计将时代特
征、工会风貌和延安特色融为一体，如同一座
丰碑，屹立在南泥湾精神的发祥地，不但是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结晶，也是凝固
的音乐。如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所言：

“建筑是有生命的，它虽然是凝固的，却蕴含着
人文思想。”

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是在这里工作的人，
还是不断走进这里的人，一定会将诞生在这里
的南泥湾精神、劳模精神铸进自己的灵魂，融入
自觉的行动，让“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这首传唱已久的歌，成为更加动人的时代乐章！

又见南泥湾
□李战民

“““学习劳模工匠学习劳模工匠学习劳模工匠···发扬南泥湾精神发扬南泥湾精神发扬南泥湾精神”””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采风活动作品选登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采风活动作品选登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采风活动作品选登（（（下下下）））

9月初，接陕西省职工作协
通知参加南泥湾采风的电话，
我如获大奖，心想，终于可以
圆梦了。

珍藏了四十多年的记忆再
一次被翻开。那是20世纪70年
代，10岁的我离开渭南老家转
到西安上学。站台上，绿皮火车
喷着白气，发出巨大的汽笛声。
奶奶牵着我挤上了车，我在车厢
连接处找了个落脚地，放下包袱
让奶奶坐下。陌生的环境，令我
愈加不安。

火车驶出了站，车厢里传
出一串悦耳的音符，动听的歌
词在耳畔回荡：“花篮的花儿
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呀方……”旋律犹如一泓清
泉流过心田，唱者动情，听者入
迷。紧接着《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军民大生产》《大刀进行曲》等一首首革
命歌曲激情澎湃，喷涌而来。

我跨进了一个美妙的音乐世界，尽情吮
吸着其中的甘甜。到达西安站时，我学会了
哼唱《南泥湾》这首歌，南泥湾的韵律也牢牢
印在了我脑海里。

火车上这段经历，如魔法般推开了我的
音乐之门。来西安不久，我加入了学校的乐
团，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件乐器，成了乐团唯一
的圆号手。音乐像一束光，改变了一个从农
村来到城市、沉默而自卑的男孩。我沉浸在
音乐的世界里，变得开朗自信起来。这段难
得的乐队生活，充实和滋润了我的学生时光，
红歌伴随着我的成长。

上初中后，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系统学
习，对这些革命歌曲的创作背景及意义有了
深层次的理解，进而激发了我的演奏热情。
把革命歌曲演奏好，成了每个乐队队员的神
圣使命。为了尽快掌握演奏技巧，学校的操
场、家属区对面的麦田里总会响起我吹圆号
的声音，从生涩到连贯，从一个个音符，到一
串串曲调……

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去
韩森寨俱乐部参加文艺汇演。大幕徐徐拉
开，聚光灯下，观众座无虚席。我们演奏的
第一支曲目是《南泥湾》，随着指挥棒的起
落，舞台上立刻响起悦耳的号声。小号嘹亮
激昂的音色，追逐着圆号柔润丰满、富有诗
意地飞扬，随后是悠扬婉转的弦乐齐奏，它
们完美融合成辉煌灿烂的天籁，赢得了观
众热烈的掌声。那天，我们还演奏了《红星
闪闪》《大刀进行曲》等经典曲目。

那次演出很成功，我也倍受鼓舞，暗下
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革命圣地吹奏一曲。

20世纪 80年代，我被分配到中国兵器
西北工业集团工作。在军工战线上，我知道
了什么是劳模，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大
国工匠。

我身边的钳工技师张新停就是一名新
时代劳模代表。他在平凡的钳工岗位上，干
出了不平凡的事业，曾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技术能手等一系列殊荣。作为首批

大国工匠，他的事迹在央视《大
国工匠》《挑战不可能》《壮丽航
程》等栏目宣传，在社会上引起
了广泛关注和赞誉。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兵器
工业领域传承、发扬。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
去陕北出差，但始终没有机会
去南泥湾瞻仰学习，一份念想
便常记心头。

这次采风的主题是走进延
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学习劳
模工匠，发扬南泥湾精神。

我伫立在南泥湾三五九旅
的展板前，一张张开荒照片、
一幅幅珍贵的史料图、一组组
可喜的数据，都向我们展示了
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
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
田庄”的战斗屯垦生活。他们
两年内就开荒种地 38000 亩，

基本实现了粮食经费自给；第 3年，开荒种
地超过 10万多亩，不但完全实现了自给自
足，还上交给边区政府上万石公粮。其间，涌
现出了如吴满有、赵占魁、刘玉厚、郝树才等
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人物，进而形成了如
今的劳模精神。

耳闻目睹，我仿佛穿越到了那难忘的岁
月，被浓郁的红色氛围包围着，被艰苦奋战
的精神所感动。我们在《南泥湾》歌谱前唱
响了这首歌——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展
厅。触景生情，在场的许多人情不自禁流下
了热泪。我努力控制住情绪，哽咽着举起手
机录下了这难忘的一幕。

参观完大生产运动展览馆，我们观看
了红秀《延安 延安》。演员高超的演技、立
体式的舞台以及 3D的音效，让人有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让我们零距离接触到党中
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面对日寇飞机无数次轰炸，以及国民党军
队的进攻，前线战士们浴血奋战，一批批战
士倒在血泊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
头。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
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
北，保卫全中国……”一首气势磅礴，震撼人
心的《黄河大合唱》，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抗日
激情，而当这首歌再次回荡剧场上空时，我
不由得热血沸腾。

我来到具有显著标识的“稻香门”前举
目眺望，远山如黛，田野如画，金黄色的稻
穗一望无边。

穿过稻田间的小路来到一片菜园，一位
大姐热情地给我切开一个黄河蜜，我尝了一
块，甘甜如蜜，忙对身后的同伴说：“我买一个
拿回去，让大家尝一下啥叫南泥湾甜。”

南泥湾变了。当年三五九旅把它变成了
陕北的好江南；现在，一代又一代新南泥湾人
接过先辈们手里的旗帜，继承了南泥湾精神，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片红色土地打造成
了风光旖旎的景区。

在返程的大巴车上，我为大家起头领唱
了《南泥湾》——经过三天的心灵洗礼，这首
歌唱起来更加悦耳，更加深沉、深情。

□
李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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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美的山川里
画一座丰碑
上面写着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

画里必然有劳模工匠的身影
画里有震撼人心的党徽广场
画里有激人奋进的劳模展厅
我要把每一个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模样都画上
我还要画出建造这所学院的设计师、建筑师
我要画出所有为这所学院的建设付出的人们

再画一画
学院里青青的草、茁壮的树
一条条宽敞整洁的路

画一画门前山上的满目苍翠、郁郁葱葱
画一画天空的明净清澈、白云朵朵

好像还缺一点啥
红色的颜料拿来
画一面迎风招展的党旗
画一支灼灼燃烧的火炬

其实，我知道
劳模工匠们已从画中走来
他们的精神
照耀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他们的身影
带领着千万大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
想
画
一
幅
画

□
师
锦
妮

秋来陕北风景异，山川流彩果飘香。
在这天高云淡、美丽宜人的金秋时节，我再次来到

神奇的南泥湾，走进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学习感
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连日来，我们徜徉在整洁美丽的校园，通过参观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延安工人学校、劳模展厅，聆
听讲解，交流互动，思考感悟，特别是亲身体验了学
院周到细致的教学和后勤保障服务，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劳动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源泉，劳模工匠是亿
万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赵占
魁、时传祥、孟泰、赵梦桃、王进喜，到新时期的徐虎、吴
仁宝、包起帆、袁隆平、邓稼先，每个响亮的名字背后都
有一段感人的故事。他们引领时代前行，他们代表了不
同时期的一批人，又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

他们身上凝聚形成“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成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样，延长油田
的百年历程中，也涌现出许多先进和劳模。从陈振夏、
武志忠、董存秀，到徐林、张林森、郭永红、王海荣，他们
感召和引领着延长油田儿女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使延
长油田这艘百年战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高素质的
产业工人队伍，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企业和职工的共同
心声。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的开办，是工会组织顺
应时代要求，是为企业和广大产业工人办的一件大好
事、大实事，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我们期待成千上万的干部职工走进学院，我们更期
待走出学院的每一位学员，都能成为一粒优质的“种
子”，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南泥湾精神，撒
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撒播到亿万职工群众的心田，开
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卫尚科

陕北这片土地雄奇、粗犷。陕北民歌绵长、
婉转。陕北民歌就像这片土地上盛开的山丹丹
花一样惹人喜爱。

《南泥湾》这首陕北民歌，既直接和真诚地
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踊跃参加大生产运动火
热的劳动场面与思想情感，又具有昂扬的革命
气势，对军民大生产运动起到过非常大的鼓舞
促进作用。1943年，为慰问陕甘宁边区军民大
生产运动的模范三五九旅，著名诗人贺敬之结
合自己对军民大生产运动，特别是三五九旅垦
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经过充分酝酿，一
气呵成写了《南泥湾》的歌词，由马可采用陕北
民歌的调式谱曲。

在慰问演出中，《南泥湾》很受三五九旅官
兵喜爱。演出结束后，旅长王震兴奋地走上舞
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随后，《南泥湾》
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唱，广受欢迎。特别是由
郭兰英演唱后，迅速在边区走红，传遍全国。

我曾数次赴延安学习和旅行，虽有满满收

获，但也为没能去南泥湾而遗憾。不经意间，我
总能回忆起在学校和单位组织的庆祝建党等活
动中队伍演唱《南泥湾》等红色歌曲的情形，越
发感到南泥湾这片土地的神奇。

数月前，我从新闻媒体得知延安南泥湾劳
模工匠学院正式投入运营，就又一次暗下决心，
一定要去南泥湾转一转，去南泥湾劳模工匠学
院看一看。想着在南泥湾唱响《南泥湾》这首
歌，是多么浪漫和美好。

前几日，偶然得知陕西省职工作协举办采
风活动，又恰巧由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承
办。我这个挂名的省职工作协会员，就像打了
鸡血一样，果断报名参加采风活动。

初秋时节走进南泥湾，早上看到的是云雾
缭绕的土峦和金黄色的稻田，中午感受着高原
日照的炽热，傍晚又迎来了清新的秋风。在延
安大生产运动纪念馆，学习感悟了自己动手、丰
食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它教导我们在漫长的人
生道路上要正确看待和对待顺境、逆境，面对困

难和问题要奋力拼搏，既要勇往直前，也要相信
急流勇退会迎来海阔天空。

在延安文学纪念馆和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
的参观使我更加明白爱好文学，就要深入生活，
勤学苦练，写出有水准的作品，而不能总是斤斤
计较一篇拙文的发表与否，更不能用手中的笔
去谋稻粮。心中有大义，胸中有大气，笔下才能
有乾坤，才能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写出精品，不
辜负自己对文学的挚爱。

在观看红秀《延安 延安》、在延安大生产运
动纪念馆中合唱《南泥湾》时，我又一次体会了
什么是如痴如狂、如梦如醉。偶遇在枣园广场
的陕北说书人和在党徽广场的陕北民歌歌手，
再次感受到民间艺术的魅力，也更加相信高手
在民间的民谚。若时间允许，真想多欣赏一会
儿他们精彩的表演。

南泥湾，还会去看你的；《南泥湾》这首歌，
还会唱起的；延安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总还会
想起你。

再次唱起这首歌
□付海贤

时代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