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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这是全体宝武人盛大的节日——“公司日”。有一种力量，与风雨同行；有一种忠

诚，与炉火同映。在历史的长河中，宝武人始终坚守心中的那团炉火，成为宝武改革发展道路

上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钢铁报国，铸梦启航。让我们勇毅前行、赓续荣光，锻造成

新时代的钢铁战士，推动宝武实现“老大”变“强大”，助力宝武创建世界一流伟大企业！

逐梦年华44

冬日暖阳冬日暖阳 □□林林 寒寒

每当我回到崇明，总要到

家乡的小河边转转，找寻儿时

的记忆，再捋一捋乡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崇明

以田为生，岛上河沟纵横，土

地肥沃，素有“二横九纵”水利

之称。家乡的小河——新陆

港即为其中纵向的一条，位于

崇明岛中部，是两乡三镇两农

场的水路交通要道。我从小

在河边长大，沐浴过小河的春

夏秋冬，直到我十八岁参军离

开家乡，这里留下了我美好的

人生记忆。

冬天，河面上结着薄薄一

层冰，我们看着小船在船老大

的指挥下破冰航行，船尾不远

处有一群鸭子摇头摆脚、奋力

追赶。此刻的我们全然忘记

数九寒冬的冰冷，被眼前的画

面吸引得目不转睛，成为冬日

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春秋时节，河两岸的芦苇

随风摇曳，乡亲们种的茭白慢

慢长高，为小河增添了绿色屏

障。妇女们在水桥边洗菜洗

衣，有时被过往船只卷起的浪

花打湿衣服，妇女们哇哇叫，

孩子们哈哈笑。

对孩子们来说，夏天的小

河是充满激情的地方，我的游

泳就是在这里学会的。大热

天，河两岸的沙土被车辆碾得

飞扬，阳光将沙土晒得滚烫。

听大人们说，在热沙土里跑跑

能预防脚气，于是我们便不停

地来回打闹，扬起一阵阵童真

的欢笑声。

我上学到初二便参加农业

劳动，自此小河与我形影不

离。生产队干旱，我们奋力抗

旱，河水犹如滴滴甘泉滋润着

庄稼。碰到涝季，农田里的雨

水排入河道，小河犹如泄水壮

士，为民排忧解难。我曾参加

了小河挖深改造工程，寒冷冬

季连续挖掘两个月，让全程河

道更加畅通。在大队畜牧场工

作时，我每天骑着满载豆制品

的自行车，送到崇明北部两个

农场食堂，累了就在河边的树

林下休息片刻，看着河面涟漪

心旷神怡。担任业余邮递员，

我骑着自行车在河边行驶自

如，走遍乡村每个角落，将报

纸、邮件及时送达百家农户。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神州

大地，家乡小河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小河拓宽到 40 多米，

昔日的芦苇茅草不见了，河两

岸笔直陡峭，白杨、水杉茂盛

挺拔，泥泞小路变成水泥马

路。满载着各种物资的货船

南来北往，呈现一派繁荣忙碌

的景象。

虽然家乡的小河变了，可

我对小河的深情一往不变。

家乡的小河
□苏忠能

敦煌不仅有着莫高窟、月牙泉、玉门关等历史遗

迹，也有着众多精美的艺术品。这其中，夜光杯与石板

画算是极品。

夜光杯是甘肃酒泉的特产之一，因在月光下闪闪

发亮而得名。听导游介绍，夜光杯的用料极为难求，杯

体采用祁连山的老山玉、新山玉、河流玉等雕琢而成；

制作工艺也极其复杂，要经过选料、验料、钻棒等 38道

复杂工序。店里的一个老师傅说，它所用的工具有磨

床、钻床、切砣、钻筒等 20 余种，操作全靠手工精雕细

琢，因而制作出的夜光杯造型多样而优美。

我们仔细观赏着夜光杯，只见它外观小巧玲珑、色

彩斑斓、晶莹剔透。老师傅笑着告诉我们，夜光杯抗高

温、耐严寒，盛烫酒不炸，斟冷酒不裂。如在夜晚，把酒

倒入杯中，对着皎洁月光，杯体顿时莹莹生辉。难怪乎

唐代诗人王翰赞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

催。夜光杯也成为敦煌艺术品中的佼佼者。

在工艺馆，我的眼光被一幅石板上的画吸引了。敦煌

石板画的创作构思，起源于中国敦煌文化中的石窟壁画艺

术。先由工匠挑选上等的环保板岩石材精心打磨，再由专

业美术师精工制作，将东方神韵和西方经典的图案展现在

一方石材上。石板画表面经特殊保护材料加工处理，具有

不褪色、工艺精美、长久保存的特点，可以挂在墙上，也可

摆在桌上，是馈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纪念品。

敦煌还有很多工艺品，都特别精美而别致，非常具

有敦煌特色。如敦煌沙画瓶、蜡染、丝绸，还有胡杨木

工艺品、手工地毯、罗布麻茶等，数不胜数。大漠没有

淹没敦煌的痕迹，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斑驳的壁画上，

在这些艺术品中，窥见敦煌过往千年的辉煌。

千年辉煌在 敦 煌
□吴树华

一天，母亲从微信上发来几张照片：漫山遍

野的板栗树，父亲手拿竹竿在打板栗，地上是堆

得像小山丘的毛球球……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

都栽种了板栗树。春天，放眼望去，整个村子笼

罩在绿海黄浪之中；一到秋天，家家收板栗，户户

飘清香。

今年秋来早，还没迈入十月，板栗已进入采剥

时节。前段时间，我带了几个朋友一起回去，让她

们也亲身感受采剥板栗的喜悦。远远望去，河堤

上、田野里、山腰间，甚至村民的房前屋后，到处都

栽种着板栗树。板栗树，有似白杨高大的身姿，有

似桔树婆娑的枝叶。枝枝叶叶浓荫覆盖，每一株

果树都高大蓬松，像一把撑开的遮阳伞。

我们走进板栗林，看见树上都缀满了圆圆

的、浑身带刺的小球，有的青绿、有的已成青黄，

猛然一望，仿佛成千上万个小太阳挂在树间，发

射出绿绿的、金黄的光芒。成熟的板栗果球还会

裂开一道小口，露出红褐色的板栗。秋风乍起

时，树叶也将由绿变黄，纷纷飘落，满怀眷恋地

扑向大地的怀抱。腐叶给板栗输送养分，来年便

会有更大的收获。

果农们正忙着用长篙敲打着成熟的果球，妇

女和孩子们用土筐、箕畚兜着。看我们走过来，

一个中年妇女抓起一把板栗递过来。我们一人

拿了一个，看着绛红色的板栗，都不忍下口。“吃

吧，吃吧，甜着呢！”妇女笑着看我们，一再催促。

我咬开板栗，红褐色的果壳内还包裹着浅红

色果衣，一股板栗特有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

脾。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咀嚼着果肉——香、

甜、脆、爽，回味无穷。

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忙着招呼我们，拿出

自家种的桔子、炒熟的板栗。母亲告诉我们，板

栗可以生着吃，也可以炒着吃、蒸着吃，无论怎么

做都好吃。过节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新鲜的糯米

炒板栗，再撒些姜蒜葱花，那就更美味了。难怪

每到秋季，母亲总让我回家，她是要我感受丰收

的喜悦呀。

清香的板栗
□张皓月

30年前，我与丈夫相识。

那时的丈夫是个平头小男生，

胖乎乎的脸蛋上常挂着傻乎

乎的笑容，而我是个害羞内向

的小女生。小学同窗 6年间，

我从没主动与他说过话，只依

稀记得课间偶尔嬉戏玩耍时，

彼此相视而过的眼神。

2012 年 12 月 22 日，我与

丈夫“一花定情”，开始了我们

的爱情故事。那天晚上 6点，

我们相约见面。我先到入座，

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出现。而

他确实给我了一个惊喜，皮肤

白皙、面貌俊秀，挺拔的鼻梁

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手

拿一枝娇艳的红玫瑰，步履轻

盈地朝我走来，嘴角带着自信

而挚爱的微笑，虽没表明爱

意，却给了足够的暗示。也许

从那刻起，我的芳心就被他俘

获了。之后的每个情人节、圣

诞节、生日，都是鲜花与巧克

力相伴，整个恋爱期像泡在蜜

罐里一样甜。

2014 年 10 月 12 日，当幸

福的大门打开，我身着一袭洁

白美丽的婚纱，脸上挂着平生

最幸福的笑容，缓缓地走上梦

幻般的婚礼舞台。舞台上炫

彩的灯光与鲜花交相辉映，让

我仿佛置身于梦境中。此时，

对面的丈夫手捧一束鲜花，深

情款款地向我走来，深邃的眼

睛里喜悦的泪珠不停地打转，

而透过那晶莹剔透的泪珠，我

看到了一个多次陪我加班的

熟悉身影，看到了我们闹分手

时那个悲伤不舍的眼神，看到

了那一日三次体贴入微的问

候短信……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像

童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美好，

恋爱期的甜味渐渐淡去，婚礼

当天的那股激情也渐渐消失，

连爱情的影子好像都找不到

了。环绕在彼此间的，更多是

“一地鸡毛”“柴米油盐酱醋

茶”。我是个性格随和、充满

仪式感的琼瑶女，丈夫是个节

俭朴素、精打细算的理工男。

婚姻之初，我们矛盾重重，有

为开灯关灯红过脸，有为家庭

卫生赌过气，还为孩子生病斗

过嘴，可随着我们一点点磨

合，彼此学会了包容忍耐和换

位思考，也逐渐找到了适应对

方的平衡点。

现在的我习惯了随手关

灯，丈夫也开始看古装言情剧；

我学会了买东西算账，丈夫也

成了家里的大厨……我们彼此

都成了双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结婚 8年，丈夫依然

保持早起拥抱、每日问候的习

惯，最近还总冒出“把你照顾好

是我一生的使命”“看着你认真

工作、好好生活，我就放心了”

此类“花言巧语”，虽然有点肉

麻，但我听着心里总觉得暖暖

的，也许这就是我们滋养婚姻

的独特秘方吧。

希望当我们头发花白、手

拄拐杖时，我还能牵着丈夫的

手逛公园、看夕阳，丈夫还能

面带微笑宠溺地喊我一声“喵

咪”。等到那一天真的来临

时，我们也用这一生的经历诠

释着那句美丽的誓言：陪伴是

最长情的告白。

我们的爱情
□星辰

水粉 周建兵

莫名地喜欢艾青的那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 为 我 对 这 土 地 爱 得 深 沉

……”直到日前观看了话剧

《炉火照天地》才明白，在我的

心底，一直就有那么一团熊熊

燃烧的炉火，点燃希望，照亮

前程，永放光芒！

这部剧把马钢人对钢铁

事业的热爱和奉献表现得淋

漓尽致。而我心中的那团炉

火，则更多了一份人情味和烟

火气。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老

炉前工，在转炉炉口通过观察

熊熊炉火的火花特征，准确判

断钢质量波动情况。就是这

团炉火，让文质彬彬的父亲在

工友们的“哄骗”下，从文弱书

生锻炼成能一口气喝下半斤

白酒的粗犷汉子，成为一个为

了一个数据的精确度可以和

领导掰扯到脸红脖子粗的钢

铁工人。与剧中的“爷爷”一

样，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如今还

清晰地记得当年班组里老同

事的名字，还有那些早已被掩

藏进岁月河流里、闪耀着星星

炉火的陈年过往。

就是这团炉火，让我从少

不更事的毛丫头成长为岗位上

成熟稳重的生产骨干，把那些

尝遍酸甜苦辣的时光，编织出

自己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我

曾有幸登上马钢标志性建筑、

四次荣获全国“红旗高炉”称号

的9号高炉，满怀敬仰地在每一

块被岁月侵蚀得有些斑驳的砖

瓦上寻找马钢故事，这里的每

一个角落都镌刻着马钢人矢志

不渝钢铁报国的峥嵘岁月。

就是这团炉火，让每一个

对事业无比热爱的马钢人，心

怀赤子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地

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把爱厂

之情、报厂之志和效厂之行融

进血液中、刻在骨子里，用汗水

和坚韧为每一块钢铁插上梦想

的翅膀，与马钢一起风雨兼程、

执念相伴，用不凡的业绩浇铸

钢铁人生；就是这团炉火，让父

辈们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拼搏奉献”的“江南一枝花”

精神，开创了在荒芜之地结棚

为营、风餐露宿的艰苦事业，为

这座长江边的小城书写马钢历

史；就是这团炉火，让我们用

“钢铁报国、开放融合、严格苛

求、铸就强大”的宝武精神，加

快绿色、精品、智慧化转型升级

的发展步伐，演绎出一部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

的鸿篇巨制。

还是这团炉火，让无数个

马钢人学会了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和勇气，精益求精、勇攀

高峰，为马钢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产品转型升级贡献一己

之力。马钢相继建成我国第

一座火车轮箍厂、第一套高速

线材轧机、第一条热轧H型钢

和重型 H 型钢生产线，让“钢

二代”“钢三代”们跟随着父辈

的脚步，为了热爱而燃烧自

己，为了无悔而奉献青春。这

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让马钢

这团炉火薪火相传、生生不

息。如今，加入宝武大家庭后

的马钢，作为“超亿吨钢铁航

母”中的一员，正在宝武创建

世界一流伟大企业的征程上

乘风破浪，演绎不朽乐章。

与炉火同映
□方晓茜

这是一座奋进的钢城

高炉巍峨，耸立在云端之巅

轧机轰鸣，奏出雄浑交响

奔涌的铁流裹挟滚滚热浪

走进钢城，走进心灵的故乡

站在永远珍藏的时刻回望

我们的企业——中南钢铁鄂钢

在新中国每一程前进道路上

都义无反顾地挺直脊梁

肩扛荆楚重任，砥砺奋进

成就一段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荣光

这是一座英雄的钢城

这里，传出金属呼啸奔涌的声响

这里，劳动者操枪炉台，冶炼光芒

通红的铁流、钢坯夹杂着灼灼热浪

钢铁战士瞩望未来

在历史的星光与火光之中

奏响一曲又一曲奉献之歌，高亢嘹亮

每一座高炉，每一台轧机

每一处轰鸣，每一片火光

都镌刻成守望者的信念

都站成守望者的姿态

这一切，都彰显出钢城的力量

鄂钢，以钢铁书写誓言

将赤诚浇铸在祖国大地上

港珠澳大桥，融入了我们的优质板材

螺纹钢，为“凤舞九天”撑起钢筋铁骨

上海、武汉的最高地标上

鄂钢的名片栩栩生光

岁月无痕，水流云在

沸腾的铁流，璀璨的钢花

一次次在无言的文字里激荡

我们把奔放的热情

把忠诚的守望交给鄂钢

走进钢城
□洁 瑶

高炉旁重新点燃的炉火，映红了江水

也映红了父亲的幸福路

父亲的背影，在鱼肚白的晨光里

或是落在锦鲤般的夕阳中

村里人说我，是火车司机的儿子

我自豪的眼神，淹没在同龄人中

有时，我也会戴着宽大的柳条帽

缠着父亲，问火车问高炉

他古铜色的脸庞，不出声

嘴上的烟头，火一闪一闪地冒

前额的轨道上，飘过一缕烟

偶尔，也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声

眺望大高炉，看火车拖着鱼雷罐

从铁厂到钢厂，喷出的蒸汽

像渔船剪开江水的花

其实，我更喜欢

骑着一个芦苇秆，手举着芦花

或推着铁圈，在江堤上奔跑

想象父亲开火车的样子

那时，我还不知道一块钢铁

与一座城的关系有多大

直到那年，火车退休了

父亲也退了休

我才知道，在钢城的茎叶下

静静地，住着一代人

父亲与钢铁
□薛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