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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董沁樑，我感到有点意外。

这个 90 后小伙子，额头上有几道深深

的抬头纹，似乎和他的年龄不太相符。董

沁樑是山西鹏飞集团沁和能源公司候村煤

矿通风科的一名技术员，27 岁时被评为“山

西省特级劳动模范”，28 岁时又获得了“全

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他为何如此不简单？我想一探究竟。

一

2010 年，董沁樑高中毕业，没能考上理

想的大学，便决定出门打工。一路闯荡，他

到镇上做过后厨学徒，去苏州当过保安，可

终究觉得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

有一年春节，董沁樑回到山西沁水老

家过年。家人团聚，董沁樑忍不住谈起了

自己的求职，父亲告诉他：“听说候村煤矿

正在招人，要招好几百人，只要高中毕业就

可以去应聘。樑儿，要不你也去试试？”

当时，正在南凹寺煤矿当机电技术员

的大哥也在家里过年。他说：“煤矿工作比

较稳定，近些年效益不错，刚入职的普通员

工每月都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可比当保安高，而且，煤矿

离家近，几乎就在家门口，每天都能和家人

在一起。

董沁樑开始琢磨：煤矿都是在地下挖

煤，在几百米深的地下，怎么挖掘？怎么运

输？如何照明？听大哥说，大的煤矿一年

就能产煤上百万吨，人均产煤数千吨，那又

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切都在吸引着他，让他内心充满

了好奇和憧憬。

5 月，董沁樑应聘通过，正式到候村煤

矿上班。每名新员工都有一位带工的师

傅，师傅一般带徒弟两三个月。

第一天上班，董沁樑和师傅陈军明一

起，坐上专门的缆车下井。矿井通常都要

垂直下降 300 米以上，巷道有的长达 1000
多米，到达工作面最长的距离有几千米，如

果工人步行前往，势必耗时耗力，因此一般

的 矿 山 都 有 特 殊 的 缆 车 装 置 ，用 于 运 送

工人。

董沁樑第一次下井，感觉一切都是陌

生的、新奇的。

新员工先要做清煤工。清煤工负责清

理浮煤，也就是在煤矿井下工作面，对那些

机器够不到的碎煤、煤渣进行人工清理。

说起来似乎很简单，然而，只要综掘机一开

动，整个工作面到处都是浮煤。

当时，候村煤矿基本上是半机械半人

力，作业环境差，劳动强度大。董沁樑当时

只有 19 岁，正值年轻力壮，但每天也累得够

呛，下班回到家倒头就能睡着。

在师傅的带领下，董沁樑虚心请教，用

心琢磨，逐渐掌握了安全生产技能，成为一

名合格的煤矿工人。

回忆起当初带过的这个“徒弟”，陈军

明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董沁樑能吃苦，

也好学，有什么不懂的喜欢追着问。”

不久后，董沁樑被调整为支护工。

参加工作不长时间，他便发现自己对

煤矿机械装备的工作原理一无所知，迫切

地感觉到自己理论知识的匮乏。这时，矿

上许多年轻人都在函授学习大专或大学本

科，公司也鼓励员工们在工作之余自学大

学课程，并且给予学费补贴。董沁樑动心

了。2012 年，他申报了山西大同大学矿山

机电专业大专函授课程。

除了向书本学习外，在日常工作中，董

沁樑也格外用心地向身边的同事们学。在

井下，有清煤工、支护工，还有矿井安全监

控工、机电工等在各处忙碌。每当劳动间

隙，董沁樑都主动走上前去，一面观察他们

的操作，一面在心里揣摩着那些蓝色的线

路、灰色的接线盒、各处的接点。遇到看不

懂的地方，他就主动请教。师傅们看到这

个小伙子总在旁边帮忙递工具、拿材料，很

是热心，因此也乐意给他解答问题，顺便教

他一些安全监控或矿井机电方面的知识。

二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机会总是垂青

那些有准备的人。

听说监控中心缺人，需要补充新的人

员，董沁樑主动跟监控中心领导打了一份

申请，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担任监控

维修工作。

监控中心主任见过董沁樑多次，知道

他在矿上的安全生产知识竞赛中获过奖，

对他印象不错。于是，监控中心接纳了他。

在监控中心，董沁樑一如既往地保持

谦 虚 谨 慎 、勤 奋 好 学 的 工 作 态 度 。 作 为

一 名 新 员 工 ，董 沁 樑 上 的 早 班 更 多 一

些 。 早 班 的 检 查 任 务 比 较 多 ，活 儿 也 比

较重。和董沁樑同时加入监控中心的另

一名员工，就因为受不了这份苦和累，后

来辞职了。

但 是 ，董 沁 樑 对 于 新 工 作 充 满 了 热

情。别人都不愿意上早班，他却愿意多上，

因为可以跟着老师傅多看、多学。别人花

几个月时间才能独立上手，他因为有书本

知识的储备，又特别刻苦认真，只花了一个

多月，就弄通了各种设备的性能和结构，掌

握了多种故障的处理方法。

渐渐地，监控中心遇到急难险重的故

障，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董沁樑。只要有

他在，大家心里就有了底。

一天，董沁樑正在值班，监控中心的人

员定位系统突然出现故障，井下的信号传

不上来，监控中心的人员急坏了！董沁樑

和同事立即下井，去检查每一个分站和线

路。董沁樑发现，井口有一个分站数据是

正常的，他据此分析，地面的软件系统应该

没有问题，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分站把数据

断了传不上来？

首先是查看最近的一个定位，把后面

的几个分站电源都断开来，结果数据也传

不上去。由此董沁樑判断，应该是井底到

井口的这段线路存在故障。于是，他们顺

着井筒陡峭的斜井一米一米地往下捋，细

细找寻。井下的各种线路很多，外表皮都

是蓝色的，很难区分。董沁樑只能凭借经

验去判断，顺着那条线路一点一点地往前

摸索。

最后，在距井口 200 多米处，他发现，

原来是监控室与井下连接的一处光缆接

收盒出了故障，里面的线路分开了。问题

找出了，故障很快得到排除。地面监控室

立刻传来消息：主机显示通信恢复正常！

这次事故让董沁樑意识到，寻找排障

难度高，与井下线路繁多密切相关。由

此，他们汲取教训，在监控线路和接线盒

上做一些区分的标志，每条线路和每个接

线盒也都编好了号码。有了这些标志，下

一次排查就方便多了。

类似这样突发性的设备故障，对监控

中心来说并不罕见。凡遇急、难、险、重的

任务，董沁樑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把这当成

了锻炼自己的机会。

三

候村煤矿开展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工作，董沁樑被选为排头兵，负责安装与调

试设备传感器。

一天晚上，单位通知董沁樑尽快安装

新系统。第二天一早，董沁樑与两名工友

就下了井。

然而，安装第一天，从早上 6 点到下午

5 点多，11 个小时的井下工作却很不顺利。

虽然董沁樑他们提前进行了准备，但毕竟

是新设备，再加上需要重新布线、选点，有

些地方布线异常复杂，即使很近的距离，也

要花费 1 个多小时。因此，这一天的工作进

展相当缓慢。

回到地面后，董沁樑没有气馁，又开始

反复研究新设备，认真琢磨线路走向。他

心里想着，早一分钟安完，就能为矿上减少

一分钟的危险。

在随后的几天里，董沁樑加班加点、连

续作战。4 天时间，他和两名工友走遍了井

下所有巷道，完成了 70 多个新设备的布线、

安装、调试。这个速度在整个煤矿行业都

是很优秀的。

在监控中心煤矿事故风险分析平台的

建设过程中，董沁樑同样付出了许多心血。

2019 年，候村煤矿开始建设“煤矿事故

风险分析平台”试点。这个平台是新事物，

涉及计算机软件应用、传感器安装测试等

诸多知识，包括董沁樑在内的许多员工都

没接触过。但是，这么多年来，董沁樑对于

新事物的探索与学习从未停止。为了确保

万无一失，他积极联系厂家技术员，解决系

统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难点，对不符合

要求的设备亲自动手进行整改。通过不懈

的努力和严格的把关，2020 年 6 月，安全监

控系统升级改造验收顺利通过，系统运行

稳定，数据上传正常，为煤矿安全生产发挥

了重要作用。

董 沁 樑 说 ：“监 控 中 心 作 为 煤 矿 的 眼

睛，需要做到‘目不转睛’‘火眼金睛’，要能

够实时监测井下各地点环境数据，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处理，我感觉自己的责任非常

重大。”

他不但以身作则，也把安全生产的意

识传导给同事。每次上班之前，他都要站

在班组前列，举起右臂，带头宣读候村煤矿

安全誓词。日复一日的宣讲，让安全意识

在员工们心里扎了根，实现了从“要我安

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

四

董沁樑说：“每当我修好一台机器，心

里就特别高兴，我不觉得工作苦累，反而觉

得挺充实的，我热爱这份工作。”

2016 年，鹏飞沁和集团公司举行第七

届职工职业技能比武大赛。董沁樑被候村

煤矿监控中心推选为参赛选手。

得知这个消息，董沁樑无比激动。当

天起，他就利用闲暇时间反复操练设备的

安装，并请老工人帮助监督检查，请他们直

截了当地提出哪些环节还可以改进、哪里

速度还可以更快些。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能

出现任何失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比武大赛上，董

沁樑出色完成了整套监控设备的安装和调

试，一举夺冠。

也正是因为这次出类拔萃的表现，董

沁樑被沁水县劳动竞赛委员会记一等功。

后来，他又荣获“晋城市五一劳动奖章”“山

西 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山 西 省 特 级 劳

模”……这些荣誉，激励着他继续努力。

2020 年，鹏飞沁和集团公司举行第十

一届职工职业技能比武大赛。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一年监控工比赛用的是安全监控

系统升级后的设备，还增加了故障排除比

赛项目。这对每名参赛者而言都是一项新

的挑战。董沁樑又被选拔为参赛选手。

当知道自己又要上场时，他意识到这

次比赛的不同寻常。对于这套新设备，董

沁樑也是刚刚接触不久，但是，他骨子里有

一股不服输的劲，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

最好。

抓紧时间，反复操练。这一次，他又夺

冠了！

这 一 年 ，他 被 授 予“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

称号。

2022 年 3 月，董沁樑正式调到候村煤

矿通风科担任技术员。像以前一样，他很

快适应了新岗位。通风科科长郭兆刚对我

说，沁樑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一如既往

地爱学习，爱琢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精一行。

上图为董沁樑在矿井下查看线路。

山西鹏飞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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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啦，通航啦！

人们站在运河大桥上欢呼

雀跃，庆祝引江济淮工程迎来试

通水试通航的关键时刻。

我的家乡安徽肥西县，千里

运河穿越主城区而过。初升的

朝阳，照耀在江淮运河上，霞光

伴随着波涛跳跃，浪花拍打着河

岸，发出哗哗的声响。站在运河

大桥上，两岸高楼林立，河道上汽

笛声声……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和

淮河两大水系，供水范围涉及安

徽、河南两省，输水线路总长达

到 723 公里，可通航 2000 吨级船

舶。引江济淮，让流经肥西县城

的派河蝶变为江淮运河。派河

用甘甜的河水哺育着 97 万肥西

儿女。如今，引江济淮工程改变

的不仅是派河的走向，更增添了

人们的福祉。

肥 西 有 着 光 荣 的 历 史 。

1958 年周恩来总理亲临肥西视

察 ，参 观 了 正 在 兴 建 的 一 处 水

库 。 人 们 将 水 库 命 名 为“幸 福

坝 ”。 如 今 的 合 肥 地 铁 3 号 线

上，“幸福坝”赫然成为站点的名

称 。 1978 年 ，肥 西 较 早 地 踏 上

了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道路，

也被载入史册。

40 年 前 ，我 来 肥 西 县 城 参

加 高 考 。 那 时 候 ，县 城 只 有 一

条 主 干 道 ，房 屋 低 矮 破 旧 。 适

逢 梅 雨 季 节 ，派 河 洪 水 暴 涨 ，

洪 水 漫 到 我 们 借 宿 的 县 招 待

所 。 县 城 几 乎 年 年 如 此 。 家

乡 的 小 城 啊 ，何 日 才 能 告 别

水患？

好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肥

西 举 全 县 之 力 进 行 派 河 治 理 。

派 河 上 早 先 有 一 座 石 拱 桥 ，当

地人习惯称之为“老大桥”。这

桥建得早，结实耐用，又地处要

道。派河治理就将老大桥以下

至 巢 湖 入 口 全 长 25 千 米 的 河

道截弯取直，拓宽河床，加固河

堤 ，让 派 河 的 防 洪 能 力 极 大

提高。

整修后的派河航道直达巢

湖 ，由 裕 溪 口 可 进 入 长 江 。 派

河 上 船 帆 点 点 、桨 声 欸 乃 ，小

火 轮 的 突 突 声 不 绝 于 耳 。 船

上 捎 来 了 大 江 南 北 源 源 不 断

的 大 宗 货 物 ，还 将 本 地 盛 产 的

稻 米 、油 菜 籽 运 往 外 地 。 小 城

枕水却无“眠”，一天比一天热

闹、繁华。

后 来 ，随 着 县 城 规 模 的 扩

大、市政道路的增加，派河上又

架设了气派的金寨南路桥和青

龙 桥 。 多 少 次 ，我 漫 步 派 河 岸

边，看夕阳余晖、鹭鸟翔集；多少

次，我在梦里憧憬，江淮运河竣

工后会有多么神奇！

如今，江淮沟通，千年圆梦。

江淮运河就像一条蓝色的

飘带，一头连着长江，一头接着

淮河，通江达海，流光溢彩。江

淮沟通，凝聚了设计者、建设者

的心血和智慧，成就了江淮儿女

数千年的梦想。

派河上的桥梁随之进行了

升级改造，始建于上世纪的“老

大 桥 ”和 其 他 几 座 桥 梁 相 继 成

为历史。它们曾承载肥西人的

美 好 记 忆 ，见 证 了 肥 西 从 农 业

大县到“工业强县”，并一步步

走 向“ 全 国 百 强 县 ”的 非 凡

历程。

现在，穿城而过、沟通南北

的 黄 金 水 道 上 ，一 座 座 现 代 化

的 桥 梁 气 势 磅 礴 。 青 龙 桥 、翡

翠路桥、集贤路桥、金寨南路桥

……单凭这些名字就让人浮想

联翩。它们将城市快速路连接

起 来 ，实 现 与 合 肥 市 区 无 缝

对接。

周末，我常坐地铁去安徽省

图书馆看书，或自驾走亲戚。若

出远门，肥西高铁站、合肥南站、

新桥国际机场就在家门口，方便

快捷。越来越多的外来投资者

和高校毕业生选择来肥西创业、

安家落户。

广场上、河道边、派河公园

里，有练太极拳、跳广场舞的，有

唱庐剧、说安徽大鼓的，还有悠

闲的散步者，人们各得其乐。

华灯初上，星河灿烂。运河

上的桥梁倒映水中，桥影与灯火

在河面上绘就了一幅幅如梦似

幻的画卷。

下图为肥西县青龙桥风光。

张 磊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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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我离开湘西沅陵已经有三十

余年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于湖南省沅

陵县麻溪铺乡马家村。村子坐落在距 319
国道四五里山路的一条狭长盆地里。从

记 事 起 ，我 就 知 晓 马 家 村 是 个 贫 困 的 村

子 ，家 家 户 户 都 靠 编 织 草 鞋 来 换 些 零

钱 。 我 家 当 年 有 两 台 编 织 草 鞋 的 鞋 床 ，

爷 爷 奶 奶 一 人 一 台 。 出 完 集 体 工 ，回 家

吃过晚饭，他们就各自端坐其中，在昏暗

的 煤 油 灯 下 编 织 草 鞋 ，直 到 深 夜 。 每 逢

半 月 一 次 的 集 市 ，爷 爷 奶 奶 天 不 亮 就 起

床，把成捆的草鞋挑到二十里外的麻溪铺

集市上售卖。

村子四面环山，山上没有树木，只有低

矮的荆棘灌木。当时村民为了生火煮食，

常常把山岭上植物的兜根都挖出晒干，用

作燃料。小溪里的水流细小浑浊，蚊蝇繁

殖迅速，寄生虫病常危害乡邻。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家人离开了马家

村。后因我在外省求学与工作，与故乡的

联系越来越少。去年腊月初，我们三兄弟

决 定 一 起 回 马 家 村 过 年 。 一 为 祭 祖 ，二

为 重 拾 儿 时 记 忆 ，体 味 故 乡 久 违 的 年 节

温情。

离开故乡三十多年，这是我们第一次

回出生地过年。临近年关，我们兄弟三人

带着家人沿公路进入村子，远远就看见一

栋栋砖木结构的楼房，这里早年是低矮陈

旧的瓦房。有乡亲看见我们的车辆进村

后 ，主 动 在 房 前 燃 起 喜 庆 的 鞭 炮 以 示 欢

迎。近乡情更怯，但乡亲们火辣辣的热情

化解了我们心头的顾虑。

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一大家子住在

儿时的邻居三炫哥家里。如今他早已搬离

旧居，在乡村公路旁建起一栋三层楼的大

砖屋，仅卧房就达十间之多。小的时候，他

家曾是村里的贫困户，一家五口挤在不足

十平方米的旧木房里。前些年，乡村振兴

工作队入驻马家村，三炫哥在工作队的帮

扶下找到了工作、盖了新房，一家人过上了

小康生活。

久违的乡情，让我对故乡重新燃起了

强烈的好奇心。在与乡亲们的闲聊中得

知，近些年村里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一百

来户人家的马家村，几乎家家建起了砖木

结构的楼房，买车的人家也很多，曾经的晒

谷坪已扩建成篮球场。过去，乡亲们整天

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也享受到了城里人

生活的惬意。而当年家家户户用以编草鞋

的鞋床，已不见踪影，男女老少穿的全是时

髦的皮鞋或舒适的运动鞋，走起路来虎虎

生风。

我 们 还 沿 着 水 流 寻 访 了 小 溪 源 头 。

近年来，这里修建起一座大型水库，不光

能保障农田灌溉，还是村民的生活用水基

地。清澈的山泉流经深埋地下的管道，送

入各家各户。站在岸边，看着一汪碧水倒

映着连绵青山，仿佛欣赏一幅立体的山水

画卷。

大年三十晚上，我睡在三炫哥家窗明

几净的大房间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和烟花

爆炸声不绝于耳，仿佛在争相宣告马家村

人富裕而又美满的好生活。

回乡过年
马 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