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憩心亭编辑：刘妍言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版4
2024年1月8日 星期一

晨光雪影 颜麟蕴 摄

晨曦的微光，青春的旋律在吟唱，
炽热的情怀，朝阳的节拍在舞动。
我们在光影中奔跑，挥洒汗水的畅快，
展翅高飞，追逐梦想，勇敢地向前迈进。

三秦大地，千年古韵犹存，
青春热血，激荡梦想旋律，
勤劳的建筑工人们，挥洒着汗水与青春，
坚实的双手，筑起城市的脊梁。

汉关故都，历史披上烫金色的纱衣，
黄钟大吕，交织成今天辉煌的画卷。
建筑工匠，巧施技艺，筑起梦想的城堡，
青春如歌，见证着奋斗与梦想飞翔蓝天。

朝气蓬勃，迎接新一天的开始，
心中充满希望，阳光洒满前行的道路。
在晨曦中奔跑，感受大地的气息，
青春的旋律，如同旭日东升，熠熠生辉。

建筑工地的号子声中，青春的力量在汇聚，
勤劳的双手，雕琢出梦想的轮廓。
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希望的土壤，
每一分努力，都铸就着未来的辉煌。

城市的繁华背后，有着他们坚实的支撑，
他们是城市的脊梁，他们是梦想的建造者。
在他们的手中，城市如同画卷般展开，
青春的色彩，描绘出未来的宏伟蓝图。

历史的长河中，青春永远是最亮的星辰，
古老的城墙下，青春的热血在熊熊燃烧。
勤劳和智慧，传承着古老的技艺，
青春与热情，续写着时代的华章。

青春如歌，唱响在每一个角落，
在晨曦中奔跑，在夕阳下挥洒汗水。
他们是希望的种子，是梦想的追逐者，
他们的青春，如同朝阳般炽热而充满力量。

在每一个黎明的微光中，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在每一个夕阳的余晖里，都有他们坚韧的决心。
他们的青春如同繁星般闪耀，点亮了前行的道路，
他们的努力如同朝阳般炽热，照亮了梦想的方向。

舞动青春，迎接朝阳的升起，
在光影中奔跑，在梦想中追逐。
青春的旋律回荡心间，热血的情怀，劳动的赞歌，
让我们一起迎接明天，用青春力量书写最美诗章。

舞 动 青 春
——献给新时代最美的劳动者

长安城楼上
一声鼓鸣
四面的城墙猛地惊醒
刹那间
街道上流光溢彩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街边的银杏树也来凑热闹
在风的带动中
撒下一把金黄色的叶子
在笛声中滑落
灯火在月色中舞动
歌声飘荡在星空
敲击着那厚重的城墙

亭台楼阁
花前月下
佳人曼妙的舞姿
惹得文人雅士流连忘返
才子们在那温柔和鸣中挥毫泼墨
奋笔疾书这繁华古都景象
车马贸易
更是连接着西域各地
长安城楼的灯笼
在闪烁着曾经的故事

烛光在跳动
推杯换盏又是一夜
真是锣鼓喧天
扰了天宫仙人良梦
鞭炮齐鸣
抖得玉兔添了凡心

霎时间
钟瑟齐奏
响彻了明月
琴声悠扬贯穿了古今
在一片祥和中
看着这锦绣山河
国泰安康

仿佛重现着往日大唐盛世的繁华
宫阙金梦
琼楼玉霄
美丽的陕西
我
尤其难忘
长安夜
夜
长安

长 安 夜
□李正

□何旭

半块纯毛料子，在今天也许没人特别在
意，甚至已想不起它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

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能弄到一块、
哪怕半块西安东郊毛纺厂生产的毛料，做身
笔挺的西服，不仅要花掉几个月工资，而且平
时不“过事”一定都舍不得穿。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时半块毛料
固然稀罕，可要说它能改变一个涉世未深的
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也许有些言过其词，可我
却始终忘不了与那半块毛料的故事。

1984年夏，作为冶金机械专业毕业的学
生党员，我被分配到位于西安市东郊幸福南
路 109号的陕西钢厂，在锻钢车间实习数月
后，便被调到厂团委担任宣传干事。

由于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各项建设
突飞猛进，钢铁需求与日俱增，1958年建厂的
陕西钢厂也迎来大发展，是当年闻名全国的

“八大特钢”之一。
轰鸣的电炉、四溅的钢花、飞转的轧机、

火红的钢坯、穿梭的钢丝是那个火红年代
里难忘的陕钢记忆。在这万人大厂里，有
近一半是朝气蓬勃、勤劳朴实、积极向上、
甘于奉献的团员青年，作为团委宣传干
事，我组织带领大家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
安全监督岗、青年质量攻关小组，开展青年
技术大比武、学雷锋、送温暖活动和为西
安护城河植树种草、为公交车站搭建候车
亭等义务劳动。

面对单身男青年较多、年轻人思想活跃
的实际，我们创办了《陕钢青年》，建起了青年
小乐队、青年足球队、青年文艺社团和读书小
组，定期不定期带领团员青年与东郊纺织城
和军工企业团委举办联欢联谊舞会，为“大
龄”青年搭建鹊桥。几年间，陕钢团的工作开
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丰富多彩，我也在
这激情燃烧的事业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
干，甚至学到了不少“手艺”。

由于团委活动多、开销大，经费紧张成

了最大难题，为了节省经费，我带着几位基
层团干自己动手办青年刊物，从采稿到组
稿、从刻蜡版到推油滚、从装订到发刊事事
亲力亲为，搞宣传、办板报、洗照片、写会标、
画布景、制奖牌样样能省就省。为了给团委

“创收”，我们还利用业余时间“承包”了厂内
外宣传标语书写和墙报板报更换任务，几年
下来，练就了一手“绝活儿”：小到几米高的
围墙，大到几十米高的烟囱，写一人见方的
口号标语，我几乎不用划线打底，拿上大号
排刷、背上油漆桶、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几天
下来，远远望去，一排排、一行行横平竖直、
沉稳大气、端庄整齐的宋体排笔标语便完成
了，在令人称绝的同时，也为团委筹集了不
少活动经费。

原本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是平静和快乐
的，可五年后的 1990年，一件小意外却着实
对我打击不小。那年，由于陕西钢厂生产经
营形势不错，钢产量首次突破了年产二十万
吨，也迎来了钢厂的鼎盛时期。厂里为鼓舞
干劲，决定为职工涨一次工资，大家喜出望
外。不过，按照当时的调资方案，为体现择
优、激励原则，要求不搞“齐步走”，各单位调
资比例约为 50%，并在综合考核计算后确定
调资人员。

那么问题来了，厂团委是个小单位，除团
委书记外，只有组织和宣传干事两个正式编
制，按说只能有一个调资名额，我自信地盘算
着，这回应该是十拿九稳，非我莫属。要知
道，我当时的月工资才37块半，涨一级就是8

块钱！
俗话说，怕处有鬼。果然是怕啥来啥，厂

团委调资方案确定前，团委于书记告诉我说：
“你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没得说。可按工龄
和厂龄加年龄综合计算，另一位同事的分数
比你高，这次涨工资只能先考虑那位同志，下
次一定考虑你……”后面还说了啥，我当时脑
子一片空白，全然没听进去。

意外的打击、巨大的落差、满腹的委屈和
无法接受的现实让我几乎一蹶不振，跛足难
行，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也大不如前。在经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决定提前从团委“转
业”，并偷偷联系到钢丝车间设备组，准备重
回“老本行”。

临近年终，正当我准备年后就去钢丝车
间报到时，厂团委评出了年度“优秀团干部”
并予以表彰，我也名列其中，奖品是每人一块
一米半见方的纯毛料子，据说可以做件西服
上衣。

当大家在表彰会后兴高采烈地领完奖
品，团委于书记把我叫进他里屋的办公室，也
许是察觉到我这阵子低落的情绪和反常的举
动，在表达对我工作肯定的同时，也希望我能
正确对待，不要气馁。

说完，他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了半块毛料，
说这是特批给我的，算作这次没涨工资的补
偿，可以拿去做条毛料裤子，留在团委继续努
力工作，如果我执意要走，年后可以穿着这身
毛料西服去新的工作岗位。

虽然在短暂的思考之后，我拒绝了书记

的好意，但走出他办公室后，我的心情却久久
不能平静，除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外，更
多的是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刚刚开启
的人生就是为了一级工资、半块毛料？难道
今后的人生路上遇到困难挫折就选择逃避和
放弃？

几天的矛盾、纠结与反思过后，我放弃了
“转业”的想法，重新振作精神，投入我所钟爱
的共青团事业。两年后，由于陕钢共青团工
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我也走上了厂
团委书记岗位，并于 1993年底被选调到共青
团中央宣传部挂职锻炼，从此离开了我为之
付出十年青春与汗水的陕西钢厂。

光阴荏苒，一晃三十载，好似白驹过
隙。前不久，当我再次回到幸福南路的老陕
钢，除了当年熟悉的工厂大门和那两排同样
高大沧桑的梧桐树，这里早已物是人非，辉
煌不再。好在，在位于老厂区东北角的原钢
丝车间旧址上保留和建设了“老钢厂设计创
意产业园”。

走在老厂房改造成的园区，仿佛又回
到了三十年前那难忘的如歌岁月。走进

“钢厂印迹”陈列馆，在反映陕钢厂 44年光
辉历程的诸多实物与照片中，我赫然发现
了一本我当年编辑的《陕钢青年风采录》，
不禁又唤起了那十年豪情与相伴的共青团
记忆，勾起了我与那半块毛料的往事，难免
感慨万分。

如今，用毛料做西服的年代似乎早已
过去，半块毛料的得与失也许真的不值一
提，但我却差点为此迷失了自我。正如卡耐
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说的那样：“小时
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
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
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

不得不说，我的确应该感恩那半块毛
料，虽然没有得到，却让我从此成熟了许多，
领悟了许多，也幸福了许多……

半 块 毛 料
□严维佳

渔湾置于宁陕，实为神笔所赐。
不说宁陕本县，就把其左右两侧、同处秦

岭南坡的汉中市佛坪、留坝，商洛市镇安、柞
水等周边县份都算上，其城其镇也找不出如
此温馨、祥和、如意的地方。

我自村外的高山崖头观望，只见淡雾渐
次散开，眼前的山水田林组成了首尾相衔的
一对八卦图：四周群山环抱，中间一马平川，
川中隆起了酷似两头水牛隔水斜望的两道石
梁；梁分二水，水绕石梁，绕成阴阳二鱼；鱼定
乾坤，于秋阳之下呈现一明一暗两块长长的
盆地；盆底是平如案板的水田与明镜般的库
塘，周边是缓缓流出的河道，河外是阶阶升高
的缓坡台地；地上有庄稼、林果、农舍、公路，
路边是层层山林和高高的石梁；石梁的两面
坡上层林尽染，万紫千红，诱惑了照相的红男
绿女，在石阶、土坎和水泥路上追风。沿路上
梁顶，可在满梁红叶间撒欢，可在崖头俯
视平川上的自然景观和新改造的一处处
民宿群落、一片片露营帐篷、一块块采摘
果园，以及穿行于稻田、藕田与菜地、林
地之间的观光火车和漫步于田园、河道
的四方游客。看得心发痒了，我匆匆下
坡，由观景者变为他人的人景，融入了渔
湾村日夜不息的生活。

走进渔湾田园，如回梦里老家，一
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诱人而又满足。
匆匆走过前川后湾的观光景点，与新老朋友
体验农耕生活内容，我驻足于村中的民俗博
物馆。

透过这些油亮、漆黑之中泛着淡红暗光
的竹编渔具，我看到了头戴斗笠、身披蓑衣、
腰挂鱼篓的渔夫。他从隔壁那座土木结构的
小院走出，扔掉手中的蒸红薯，支开尾随的土
狗，换上大门外的草鞋，用钓竿轻轻荡开路边
的藤蔓和露水而缓缓前行。当他穿过河湾来
到光线开阔的崖头，掏出衣袋里的塑料布作
垫子，坐在青石包上下钩、抽烟时，晨光熹微，
晨风轻拂，一个天高云淡的清晨就在他轻轻
默唱的山歌中快活着。

当一只四寸长的花鲢被钓上来，他不将
其入篓，而是走到河边的沙滩上，用手持竿、
用脚刨沙，在沙滩里刨出一个两尺见方的沙
坑，又用脚挖渠，引来河水做成鱼塘。他把小

鱼放入塘中，观赏着、哼唱着，鱼儿在水里潜
入翻出，他在塘子周边手舞足蹈。玩尽兴了，
他用鱼竿捣开塘口，赶鱼下河，放生了。当一
条半斤重的鲤鱼钓上来，他抽了一袋旱烟，收
了钩，伸开腿，竟然半躺身子，仰望着天空火
红的朝霞，朗声背开了唐诗：“霅溪湾里钓鱼
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着
荷衣不叹穷。”

看着这些打柴的刀梢与弯刀，木工的斧
头与刨子，园丁的花锄与剪刀，我便看到了奔
走于山地和村庄之间的樵夫。他打回一担担
干柴，在村头垒石支锅，生火做饭。他砍回一
根根木头，在锅灶后方挖地起基，打墙盖房。
当四面合围的天井院子盖起之后，他用自制
的尺子、斧子做出了粮柜、衣橱和桌椅板凳，
给爱妻做了雕花的木床，给儿子做了带抽屉
的书桌，给女儿做了箱子、轿子等陪嫁。把家

人的家具都制作好了，他在后院的老槐树下，
给自己做了书案、书柜和书房。当炊烟升起，
生活启航，他在前庭种梅兰、后院植竹菊，又
于后坡栽满松杉、椿杨等用材林，在山边、路
边、地边、田边撒播橡科、柳科之类薪炭林和
缠绕其间的藤蔓、花卉、果树与百草，让房屋
周边、青山之上因这些木材、柴火和花香、果
香而得以绿化、美化，并因其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果、冬有景而静中有闹，动静相宜。
那蕴含其间的诗情画意，滋润着他的儿女如
松般成材、如花般秀美。

这些置于案上、地上、墙上的农具，让我
看到了扛犁荷锄、左手牵牛、右手拿镰、头戴
草帽、腰挂篾笼的农夫。他迎着午后的太阳，
哼着汉调二黄，健步走向村子东边，把耕牛和
犁头交给夯筑田坎的儿子，把篾笼交给地头
拌粪的女儿，把镰刀交给山边放羊的孙子。
于是，祖孙三代从各自原有的工种闪亮转身，

依着他的安排忙开了新的农事：儿子给耙好
的秧田封了水，下了一道田坎去犁藕田；孙子
把吃饱的山羊拴在竹林里，上到山腰去割牛
草；他和女儿在新翻的旱地里播种杂豆，头一
块是供做酱用的胡豆，第二块是打豆腐用的
黄豆，再一块是吃两掺面的豌豆，最后一块种
的是小孙女最爱炒着吃的蚕豆。

当夕阳西下，儿子扛犁提耙的倒影在水
田里飘闪成画，荷锄挂笼的女儿在头发丛中
插满了飘香的山花，骑牛拉羊的孙子把“牧童
遥指杏花村”的古诗吟成了儿歌，怀抱娇子的
儿媳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喊他们回家吃饭，他
似乎闻到了白米、玉米糅合成“金银饭”的闷
香，葱蓉、蒜苗、花椒叶子炒腊肉的喷香，以
及老伴刚从火盆里提起的拐枣酒的清香。他
喊了一声“快点回哦”，就和孙子争抢着赶牛
赶羊、一路欢笑着小跑回家。

蓦然，那半边磨损的戒尺、掉了一
颗珠子的算盘，与那破旧的笔架映入
眼帘，让我看到了走出瓦房、砖房、石
板房和木屋、土屋、茅草屋的孩子们，
正走上村子西头那高高的台阶，走入
台阶上那宽阔的学堂。紧随其后的是
这位从河边回来的渔夫，从山林回来的
樵夫，从庄稼地里回来的农夫。此时，
一身素洁的青布长衫，一顶深灰的半旧

礼帽，一面明亮的石头镜子和夹在腋下的书
本、握在左手的戒尺、提于右手的算盘，让他
成了标准的乡间文人。他走进学堂，先听所
聘老师上的英语，又亲自上了一节国学，便
在东厢房里与应约而来的乡贤们商议着义
学的房屋得扩大两间教室、三间教工宿舍，
学堂的义道得铺上石子、栽树植花。最后，
他又给学堂捐了两亩义田。从学堂回来，他
铺纸挥毫，书写了《义学扩办告示》，命人制
碑。然后吃一碗饺子，喝两杯果酒，诵三首
唐诗，读一会儿线装古籍，他又提上鱼竿，做
渔翁去了。

秦岭南坡的渔湾田园风景区，是一曲古
韵新意交相辉映的田园牧歌。村庄、民宿与
山水间自然演绎的渔樵耕读情景剧，这是当
地山民和我的祖先共同以其火辣辣的激情所
展示的，便如烧酒般那么热烈地引诱着我、召
唤着我。我目光发亮，心向往之。

岭南渔湾
□李焕龙

站在巴山火车
站往山坡下望去，瞬
间愣住了，曾经的老
工房、后期改造的小
楼、运动场荡然无
存，取而代之的是两
栋现代化建筑物。

安康工务段线
路车间黄朝海书记
似乎看出了我的困
惑，笑道，这之前的
一切现在只留下了
几棵树。

我努力在脑海
里回忆着曾经的样
子，我对这里太熟悉
了，当年创作长篇小
说《平·安》素材背景

就是巴山工务车间。
修建襄渝铁路的时候，铁路修在了

半山腰，站房倚绝壁而建，巴山站成了
悬于半山的一座“空中车站”。为了建
工区造工房，在山底下开石炸山开辟了
一块平地，一位铁道兵的营长还在这次
爆破中牺牲了。

襄渝铁路修建艰难，养护更艰难。
工务工区几代铁路人在这里面对艰苦的
环境，默默坚守，精心养护着这一段线
路，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他们的这种奉
献精神锻造了一支优秀的团队。

工作之余，他们在这个弹丸大的地
方，用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开辟了一个
运动场，并且坚守 40 余年，年年组织
当地民众和铁路职工一起举办山区运
动会。

几十年来，在组织的关怀下，办公、
生活设施也在一年一年改善，但毕竟身
处山涧小小的一块平地，只能缝缝补补
地东一下西一下或改建一栋小楼或开挖
一小片空地。

两年前，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大格局、大手笔、大视野的魄力，
把老建筑物全部推掉，使一座集工作生
活休闲为一体的造型别致的五角大楼拔
地而起，改善了职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同
时建造了巴山精神教育基地和一个标准
的体育场，成为巴山锦绣。

同时，还建造了一座高近 39米的巴
山露天直梯。以前，职工每天上班先要
爬几百个台阶，上到半山腰才能到线路
进行施工作业。一旦遇到冰天雪地、急
风暴雨，行走就极其困难。电梯的建成
解决了职工出门爬山的艰难，以前抬着
工具要走近 30分钟才能走到线路上，现
在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到达，让一线铁路
职工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艰苦奋
斗、艰苦创业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

“艰苦”不是“理所当然”，我们之所以努
力、之所以奋斗，不就是在为旅客提供安
全舒适旅行环境的同时，努力改善自己
的工作生活水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美好吗？

“企荣我荣，企耻我耻”绝不可能因
几句精彩的口号、标语打动人心，员工的
自豪感、优越感和存在感唯有来自组织
实实在在的关怀和支持，让他们拥有良
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在美好的感受中激
发创新、工作的积极性。

我想这才是企业文化的真谛。

厂
房
的
变
迁

□
萧
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