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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时间过得真
快，去年的今天，我们一
起在这里问好，一起祝愿
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快乐
如意！

转眼又是一年。
时间眨眨眼就是一年

过去了，去年许下的愿望
都实现了吗？去年想去的
地方都去过了吗？曾经守
在你身边的朋友，还一如
既往地守候着你吗？

时间在改变我们，我
们也在时间里有了改变。

亲爱的，无论过去的
一年，你都经历了什么，今
天的你一定要开心。要忘
记发生在过去日子里的，
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万千
浮华中，唯有云淡风轻的
快乐，属于你自己。

亲爱的，在今天，就在
今天，再为自己再许一个
愿吧。愿新的一年，美好
属于你，微笑属于你，灿烂
的春花属于你，最美的遇
见属于你。

感谢时光，感谢自己，感谢烟火里的希望，
感谢善良中的坚持。

亲爱的，别人的辉煌与你无关，你永远就做
最好的自己。

祝你新年快乐，天天快乐！祝你每一个清
晨都能看见灿烂的朝霞，祝你每一次远行都顺
利平安，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祝你有一个幸
福的未来。

祝你新年快乐！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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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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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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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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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好快啊，2023这一年
春风夏雨刚过，就是秋风冬寒
大风起兮，掀起了多少巨浪滔天
日月更替，掠过了多少沧海桑田
岁月的长河，总有一些浪花让人难忘
平凡的日子，总有特别的人和事浮现眼前

难忘这一年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频现亮点

“中国—中亚峰会”在古城西安举办
让丝路永飘友谊的彩带
让驼队的铃声传得更加悠远
中美元首会面牵动了整个世界
人们期待两国关系能够稳定改善
中俄频繁互动，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专访越南
那是多么热烈的场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成功举办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中国用行动践行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难忘这一年
长征系列火箭
成功完成第五百次发射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进入空间站应用发展新阶段

中国在太空的脚步豪迈而稳健
6月15日13∶30
我国成功发射一箭41星
创造了中国航天单次发射卫星数量的
新纪录
浩瀚太空又多了一份
中国人的骄傲和浪漫

难忘这一年
我们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
有风高浪急，有激流险滩
新时代，新征程，新赛道
我们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中恢复增长，稳中推动发展
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
在劈波斩浪中奋发向前
C919大飞机 进入商业运行，驰骋蓝天

“深地一号”向地下9472米挺进
刷新亚洲油气钻井记录的页面
中国汽车出口量跃居全球第一
中国经济在应对各种挑战中企稳回暖

难忘这一年
北京河北等地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
是人民子弟兵和消防战士紧急出动
投来施救的绳索
划来救生的小船
关键时刻，多少党员干部冲在了最前面
还记得，包头客运段K396次列车因水害

行车中断
976名乘客和32名乘务人员
受困在北京门头沟落坡岭站
紧急关头，武警部队战士徒步跋涉12公里
翻山越岭，急驰救援
门沟落坡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
带领社区乡亲，倾其所有
为受困的旅客提供吃住
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温暖
还记得，那位叫赵阳的“90后”女乘务员
用沙哑的声音安抚旅客
最需要的时刻，是她发出了
爱心与责任的呼喊
稳定了焦虑不安的乘客
感动了雨中沉静的大山

难忘这一年
岁末严寒，甘肃积石山发生地震
多少房屋倒塌，多少断壁残垣
第一时间
党和政府派来了人民子弟兵疾驰救援
争分夺秒
搜救地震中受伤和遇难的人员
四面八方送来了急需的物资
朴实的大地又一次掀起爱心捐献
我们为遇难的同胞心生悲痛
我们为冬夜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百姓
惦念不安

难忘这一年

无数劳动者用坚实的脚步

追赶着一个个紧张的早晨和夜晚

奋发，奋斗，奋进

生活从来都不是那么轻松

要吃许多的苦，要经无数的难

人生奔跑在季节里

总会有风霜雨雪和酷暑严寒

生活的路不管有多么曲折和坚硬

人们的心总是那么善良和柔软

还记得吗，跑外卖的小哥彭清林

跃入钱塘江救人的身影是何等的伟岸

无数见义勇为，舍生忘死的英雄

是我们仰望的浩瀚星空和巍巍高山

难忘啊，2023这一年

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难忘时刻

我们记住了太多的美好瞬间

生活有许多难言的辛苦

也给了我们不少的甘甜

新时代，新征程

为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我们要镌刻下奋斗的誓言

我们要担负起时代的重担

在迎接挑战中奋发进取

在齐心奋斗中勇往直前

难忘啊，2023 这一年
□李永刚

在群山环绕的桑树坪
矿腹地，横亘着一条长约
40公里的河。

这条河叫做凿开河，
传说是大禹开凿出来的
河。上古时代，禹率领部
落人劈山疏水，这条河流
入禹门大峡谷，汇入黄河，
人们把这条河叫凿开河。
一只大鹏从大禹头顶飞
过，“栽桑！栽桑”地叫着，
大禹听懂了鸟语，让人们
栽桑、养蚕，从此过上富裕
的生活。后来，这地方就
叫成了桑树坪。

父亲是一名采煤工。
1979年，母亲带着 5岁的
我、拉扯着两个姐姐，懵懵
懂懂中跟随父亲从山西阳
泉矿务局来到韩城矿务局
桑树坪煤矿。刚到矿上，
因为房屋紧张，我们一家
被安排在上桑路路口不到
800 米的一个废旧澡堂
里。隔着窗户向外望去，
那条凿开河映入眼帘，凿开河河水清澈，
潺潺流水犹如水蛇一般，从此我与这条河
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管母亲的
告诫如何严厉，我都会随着姐姐偷偷跑出
去到河边玩耍。这条河不是暴雨季节的
时候并不是很深，小鱼儿在河底砂石间捉
迷藏。翻开一块石头，水流瞬间就将石头
下的沙土搅得浑浊不清，螃蟹挥舞着钳子
急忙四处逃窜。在捉鱼摸蟹的快乐中，衣
服有时被刮破，有时来不及晒干衣服，只
得湿漉漉地回家，迎来母亲拿着笤帚疙瘩
生气地追着边训斥边打。两个姐姐也会
挺身而出，为我遮挡那狠狠挥来却又轻轻
落下的笤帚疙瘩……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煤炭行业
迎来了属于它的春天。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私人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在桑
树坪矿周围冒了出来，鼎盛时期多达上百
家。凿开河也被污染得浑浊不堪，河道两
岸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排水口，黑色、
红色、褐色的污水直接排在河道内，河道
里裸露的石块变成了红色。儿时的乐园
变成了“排污河”，多少次在睡梦中，我仿
佛听到河水呜咽，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在90年代末得到
了有效遏制，国家开始强制关闭小煤窑，
并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桑树坪矿也先
后扩建，并建成了生活污水处理站和矿井
污水处理站，河水又回归了原有的清澈，
凿开河沿线农村也开始发展旅游业。

沿着凿开河向西，距离桑树坪矿约八
公里王峰古寨的龙潭瀑布和碧绿的河水
像一块块无瑕的翡翠，河水与蓝天交相辉
映，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再向前
行，经过卫儿桥，来自韩城周边的游客在
桥下戏水、休闲。再行进十公里，就到了
沿着凿开河修建的坤元庙景区，这里依山
傍水，是陕西省重点保护的原始森林区
域。一位农民企业家在这里修建了直通
山顶的石阶，登临山顶，顾不上看那郁郁
葱葱的无边林木，眼神已迫切望向蜿蜒曲
折、美丽清澈的凿开河。

四十余载，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我
就在凿开河畔成长、学习、工作，在这里
结婚生女、送父亲逝去、陪母亲老去、看
着女儿长成，走出大山求学……

我和这条凿开河一起见证了一代代
煤矿人的初心如磐、奋勇向前，见证了矿
山的沉浮坎坷、浴火重生、发展壮大。这
条凿开河静静地流淌了几千年，就像煤矿
人有毅力、有勇气、有内涵、有魄力，生生
不息……

这条河已经流入了我的血液，将陪伴
我直到退休……

（单位：韩城矿业桑树坪矿）

看着同事在朋友圈发的一张张华山冬景，我
也忍不住上了一趟华山。适逢东线索道检修，我
们选择从西线上山。

摆渡车启动后，导游就开始讲解宝莲灯、黄
甫峪、华山峪、中华起源、瓮峪古道……一直讲到
车进终点站。

西峰索道位于瓮峪和华山西峰之间，呈“W”
形在崇山峻岭中穿梭。和我们坐同一个吊厢的
是三位来自山东滨州的游客，他们到西安开会后
顺便上华山游玩。三位客人四十多岁，个个身材
高大，确实有点“山东大汉”的样子。

从西峰索道上站硐室出来，左拐上行，三五
分钟便到了巨灵足。传说上古时期，华山和山西
的中条山连在一起，黄河流到华山脚下被挡住了
去路。越聚越多的河水时常泛滥，淹没农田、冲
毁房屋，百姓苦不堪言，怨气冲天。玉皇大帝知
道后，急忙派身形魁梧、力大无穷的巨灵神下凡
除灾消难。巨灵神在华山勘察好地形后，手推华
山、脚蹬中条山，猛然发力，华山与中条山之间瞬
间裂出了一条缝隙，汹涌的黄河向东流去，百姓
从此安居乐业。巨灵足就是巨灵神勘察地形时
留下的脚印。除脚印外，巨灵神还在东峰崖壁上
留下了掌印。

巨灵足位于南峰和西峰的交汇处，从这里右
拐是西峰，左转是南峰。从巨灵足去西峰的路位
于一段狭长的岭脊上，人称屈岭。走在上面倒也
罢了，但如果用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屈岭十分险
要，险过苍龙岭，看得人胆战心惊。

走过屈岭，便到了西峰翠云宫。穿过翠云
宫、走过斧劈石，我们攀上西峰顶。西峰顶上冷
风飕飕，寒气凛冽，缠绑在铁链上的红色吉祥带
猎猎作响。

站在西峰顶上，东、南两峰近在眼前，似乎伸
手可握。仔细观察，发现东、西、南三峰恰好围成
了一个“竹圈椅”，“竹圈椅”面北坐南，南峰是椅
背，东、西峰是扶手。

正看着，天上忽然纷纷扬扬下起雪来。霎
时间，天地间飘满雪花，天阴了，气温更冷了，我
们急忙往低处跑去。

因为天冷，西峰上的个体摊点大半歇业，只
有一两家还在坚守。从西峰下来，快走到巨灵
足时，天色亮了许多。抬头望去，太阳上蒙着一
层乌云，像罩着布的手电筒，光线散漫，颜色橙
黄。天空中，雪还在漫不经心地下着。走过巨
灵足，我们向南峰挺进。

走到炼丹炉，太阳忽然破雾而出，灿烂的阳
光瞬间给华山涂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黄色，我
们的心情也随之明媚起来。

炼丹炉，因传说太上老君曾在这里铸炉炼
丹而得名。1936 年 10 月，蒋介石为督促张学
良、杨虎城积极围剿陕北红军而专程来陕，其
间曾以庆贺其五十大寿为名登上华山。在炼
丹炉，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等要员陪同下
歇息，并享用华山道士特意为他准备的香茶和
精美点心。一个多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爆发。

过了炼丹炉，便是华山极顶——仰天池。
仰天池的水早已结冰，站在仰天池边向南望去，
秦岭群山像一条不见首尾的苍色巨龙，向东西
蜿蜒延伸。

从仰天池下来，向右转过一个弯便到了金
天宫。金天宫是为华山神白帝少昊修建的，金
顶、白墙、红柱，金碧辉煌、庄严肃穆。因白帝号
金天氏，故名金天宫。金天宫的院子里堆积了
厚厚一层雪，旁边还有个戴红帽子的雪人。同
行的伙伴情不自禁地在院子里玩起来。

从金天宫内下行，出前门右拐，避诏崖出
现在眼前。据说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青年时

就认识了华山道士陈抟，两人曾在东峰下过
棋。当了皇帝后，赵匡胤下诏邀请通晓古今的
陈抟入朝辅政，然而陈抟早已看破红尘，不愿涉
足凡俗，于是躲进一处十分隐蔽的山崖下，终未
入朝。后人便把陈抟躲避诏书的山崖叫做避诏
崖。望着冷风飕飕、冰封雪盖的避诏崖，我关心
的是，在那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年代，在人迹罕
至、条件恶劣的山崖上，陈抟是如何度过寒冷的
冬天的。

转过避诏崖，便看到了有点像少林寺山门的
南天门。虽然仅仅一步之遥，南天门和避诏崖的
气候却迥然不同。南天门附近风和日丽，温暖如
春，一大一小两只黄猫悠闲地分卧南天门台阶两
边。穿过南天门，我们来到长空栈道。长空栈道
的入口处已被铁栅栏封闭，栅栏上的牌子上写
着：因恶劣天气影响，长空栈道关闭。几个游客
站在入口东侧的升表台上，一边伸长脖子探望长
空栈道，一边轻声议论着栈道上的木板结实不结
实、会不会已经腐朽……

游完南峰，去东峰。在东峰饭店院子里，我
们遇到了坐索道时认识的山东游客，只见他正凭
栏眺望。问他看什么，他说两个伙伴下鹞子翻身
去了，他因为害怕没敢下去。

从东峰向中峰进发的途中，一片晴朗的天
空中忽然飘飘洒洒下起了雪，不一会儿，路上就
落了厚厚的一层。正担心接下来怎么走路，一
名环卫工拿着笤帚扫了过来，路面很快被扫得
干干净净。

快走到云梯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走
过来问去东峰怎么走，我说你现在站的地方就是
东峰。看小伙子走得热气腾腾，问从哪里上来
的，他说从华山峪爬上来的，忙竖起拇指为小伙
子点赞。

云梯是一段在直立的绝壁上凿出来的台
阶。上下云梯必须双手紧握铁链、脚蹬宽仅有十
厘米的台阶，像壁虎一样爬行。大部分时间身体
无法贴近反卷过来的崖壁，人随索摆动，如腾云
驾雾，故名云梯。

下雪后，云梯的台阶蒙上了一层冰雪，非常
光滑，加上铁链冰冷，难以爬行。不敢冒险涉足，
我们从云梯旁的折转辅道下到中峰。

忽然，一个青年从云梯底部往上爬，似有登
顶之势，吓得我急忙大喊：“太危险了，别逞能，
快下来。”谁知小伙子不但不听，反而加速向上
爬去……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局面，我一时不
知如何是好。

玉女宫位于中峰顶。每次一看到玉女宫，我
就不由得想起一个人。

李寿民是华山经历“文革”后的第一批建设
者。上山的第一天晚上，李寿民和工友就睡在玉
女宫的地上。时值深秋，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冷，
但也够呛。“仙人掌寒三霄露，玉女窗虚五夜风。”
晚上，他被冻醒了好几次。听着屋外大海波涛一
样狂啸的山风，看着一双磨得血肉模糊的脚掌，
他有些后悔了，但一想到每天五块钱的工资，最
终还是留了下来……

站在中峰顶环顾，在斜阳的映衬下，西峰秀
美祥瑞，宛如仙境；南峰上，苍黑色的山体、白色
的积雪、绿色的青松、金碧辉煌的金天宫构成了
一幅生动的图画。

走在中峰通往西峰索道的一段平道上，不经
意间的一瞥，看到了一道美妙的风景——两边山
坡上铺满了厚厚的白雪，白雪上面青松参天，似
乎走进了林海雪原。

一坐上摆渡车，身上发冷、双腿酸困的我便
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此刻，我觉得自己就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单位：陕西华山旅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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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初冬，太阳还没升起来，寒冷在周身弥
漫。我顶着寒风，大步流星迈向距家一条马路
之隔的茶艺文化街，去拜访有着丰硕研究成果、
荣誉等身，仍孜孜不倦探寻茶叶品质、心系茶农
生产生活、胸怀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级农艺师张
淑珍女士。

这是受朋友之托，来办理市漫画家协会出
版图书收录《三秦楷模张淑珍漫像》使用肖像的
《授权书》。走进客厅，朴素之感扑面而来，家具
摆设并不考究，却给人一种闲适的感觉。这位
耄耋老人精神矍铄，腰上系着围裙，正在忙碌家
务。我说明来意，她便赶紧放下手头活儿，招呼
家人沏茶，和蔼地与我攀谈起来。

十二岁那年，张淑珍进入杞县高阳小学读
书。读了三年零三个月小学，考上开封女子中
学。三年初中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本校
高中，自那年起，学校不再招初中，这所师资力量
强、大学升学率达80%以上的中学，是当时全国
百所重点中学之一。她初中二年级入团，担任宣
传委员，每个周六下午开班会、开展团支部活动，
针对同学思想进行讨论。中学六年，确定了张淑
珍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
学习和奋斗的理想信念。她从《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著作中深深懂得“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
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
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部用意志
写成的著作，影响和激励着张淑珍的人生。

1957年，张淑珍考上西北农学院林学系。
1961年，这个来自河南省周口地区太康县的大
学生，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商洛地区商南县林业
局。来到农林牧综合站，只见一个柜子、一张桌
子，一位同志说：“你来啦，把林业上的文件拿过
来，林业站恢复了！”在这里，张淑珍走过了一个
甲子的轮回，青丝变白发，从秦岭深处的山山峁
峁到首都北京，用脚步丈量出辉煌；让南茶北移
六百里，有了北纬 33摄氏度的奇迹。让一个自
古不产茶的山区县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茶叶示范县”“中国茶叶之乡”“全国名茶
百强县”“中国名茶之乡”众多响亮称号……

同在一个山城居住工作，在街上、活动现
场、工作场所，见面次数固然很多，但真正与张
淑珍女士近距离接触，连同今天也不过三次。
那还是十多年前第一部散文集出版之初，我带
着作家梦的张狂与兴奋，找到时任商南县茶叶
站站长张淑珍，她语气舒缓地说：“咱单位不大，
对待每个来售书的同志都一视同仁，就开个十
本书的发票吧。”

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出书容易销售
难。一个在镇上当一把手的熟人，到他那里卖
书，倒没有直接拒绝，只是说调到某局后，一定
帮忙买些。此后不久，真的就调任局长，虽未去
到他心仪的那个局，在县里也算不小的单位了，
我却懒得去求他。还有一个局长，自认为平日
里关系不错，满怀希望登门求帮忙，他一本正经
地说道：“你把书卖给我，我拿到手上卖给谁
呢？”相形之下，一个从未有过交往的单位负责
人能愿意买书，已是莫大的鼓舞，尽管数量不
多，也是在“对待每个来售书的同志都一视同
仁”前提之下……

再一次接触大约在四五年前，漫画家王阔
先生要画张淑珍女士漫像，因工作繁忙不能到
场，便委托我拍主人公多角度照片。我来到张
淑珍女士工作的茶叶研究所办公室，说明来意
后，她赶紧放下手头工作，配合我拍了一组照
片。为了不打扰其工作，我急匆匆告辞，她热情
挽留，还送给我别人写她的书籍。

走近张淑珍，恰如读一本书，勤奋不息朴
实无华的品格会灿烂双眼，让人思想深邃而睿
智…… （单位：商南农商银行）

走近张淑珍
□朱金华

冬 游 华 山
□秦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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