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治全

父亲刘腾芳是老萍矿（安源煤矿）工人，早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就病逝了。几十年来，家人一直以为父亲
只是名普通的煤矿工人，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从
《旧萍矿监委人事档案》 中看到父亲亲笔填写的一份
《中国共产党员调查表》和一份《学习鉴定表》，才得知
早年他曾经参加了安源工人运动，参加了北伐战争，还
参加了秋收起义，解放前夕是萍乡的中共地下党员。

记忆中，父亲是个性格刚烈、严厉、直率而又善良
的人，他能写会画，会修钟表，会缝制衣裳，会做纸马
匠，还会制作土电池和家具。 小时候，他给我们做玩具
步枪，上面有枪栓、扳机，看上去跟真枪一样。 他还常
教我们看图识字、 唱歌识简谱， 还曾在黑板上写上
字，守在马路上教过往行人识字。 小时候没有电灯，
晚上我们常常在星光或煤油灯下听父亲讲故事，却
很少听他讲关于他自己的事。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跟他讲起了打仗的

事，隐隐约约听他提到，前边有敌人到处搜捕，喊杀
“黑脑壳”， 他便背着枪往岭上跑。 我当时虽然不懂
“杀黑脑壳”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是反动派特
指在煤矿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但这话在我脑
海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我便肯定地认为，父亲
曾经打过仗，至于什么时候，跟什么样的敌人打仗，
在我看到他的档案前一直不得其解。

很多年来，我一直尝试去了解父亲，想知道他有
哪些亲友，有哪些昔日的同事，甚至去他工作过的安
源煤矿问过，但始终未找到答案。 直到 1997 年 7 月
的一天，我意外地看到了父亲那份档案资料，真是又
惊又喜。原来，父亲出生于 1905 年农历 9 月 6 日，祖
籍湖南醴陵，3 岁时就同祖父母来到萍乡安源。 1912
年，祖父在安源煤矿井下因事故而亡，父亲由继祖父
抚养长大。 15 岁时，父亲在乐平煤矿下井挖煤两年，
因不忍欺侮抵抗工头， 于 1922 年回到安源煤矿，同
时接受了李立三同志的指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
加了安源工人运动。 1924 年，中共党代表胡建从广

东来安源招兵， 父亲应征人伍， 到广东练兵两年。
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父亲随所在的北伐军部队
从广东一直打到江西鄱阳湖畔。当时，党组织要他留
下， 在乐平县组建鄱乐煤矿工会， 但因革命形势突
变，父亲不久又回到安源，参加了秋收起义，所在部
队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父亲填写的《党员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文字：“16 年
（指民国 16 年即公元 1927 年）8 月 10 日（农历），在武
功岭 （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旧址右侧那座山） 开会议
决，16 日出发打萍乡城，没攻开，一路打醴陵，往浏阳
到平江，去与毛泽东合一处。 到浏阳遇了国民党 35 军
和 6 军打散了我军，我退回。 ”那之后，父亲与起义的工
农革命军失去了联系。当时安源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避
开敌人搜捕，父亲离开安源，去了吉安的天河煤矿。

秋收起义后，父亲虽与队伍失去了联系，但从未
对革命失去信心， 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追
求真理，把个人的事全都抛在一边。 1948 年，他 43 岁
时才与母亲结婚， 1949 年 5 月 9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全力投入当时的护矿斗争，迎接全国彻底解放。

父亲身体不好， 1954 年就办了病退， 因家住安
源，有时会去安源煤矿工会义务帮忙。 后来单位退管
会叫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显示他有矽肺病，给他
办了矽肺证， 他却执意不去领：“不就是个矽肺病
嘛，领个证干什么？ 怕组织上不相信你呀？ ”

三年困难时期， 父亲为了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
题，拖着病躯，扛着锄头去山上开荒种地。1961 年下半
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甚至咳出血来，后
来在冬日一个寒冷的清晨，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 母亲身体不

好， 也没有工作， 大哥在外做工，13 岁的二哥每天挑
着土簸箕上矸石山捡块炭卖，一个月下来，勉强能凑
够口粮钱。 1965 年，二哥到工厂当了学徒，只能解决
自己的生活费， 养家的重担自然转到了我的肩上。
16 岁那年，我到安源煤矿锡坑小井做临时工，那时
才知道，要是当年父亲领了矽肺证，我们每月就能领
到些抚恤金，生活也就不至于举步维艰。

好在雨过天会晴，冬去春会来。 现在回头看父亲
在档案表上填写的那些文字，才悟出了他的苦心。 档
案表上记录：“你为什么入党？ 对党有何意见？ 对工作
有何意见？ ”父亲答：“为解除生活的困苦；党即是我的
主人翁；工作自管自制。 加强工作进行。 ”他的回答虽
然在语法上尚欠推敲，但表意鲜明：入党是为了解放
劳苦大众，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 ，严于
律己，努力工作。

父亲一心想着革命事业， 不愿让我们知道他参加
革命的事，也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馈赠，他希望子女们
不去依赖什么，靠辛勤努力去创造、去开拓。 想到这
一层，我对父亲不仅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觉得他更
加可亲可敬，也更加深了对他的怀念。

24 □主编：朱学蕊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71��□邮箱：nengyuanren@126.com

□ 2021 年 5 月 31 日

山山
村村
稻稻
香香

父亲的安源往事

■胡晓延

在江南水乡广袤的土地上，农民种植的农
作物大多以水稻为主， 种子是凭经验选取的。
在金色的稻田里，选择长势最旺，颗粒最饱满
的那一块田，除去稗子和凸出的杂稻，待成熟
收获后，另晒另存，留作来年要播的种子。

分田到户那几年，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
了空前释放。 从初春到深秋，他们忙碌着人随
田转，人田两忙，在稻田里轮翻耕种，但水稻种
植的产量一直不高， 一季稻有七百来斤的收
成，算是对精耕细作者的最好回报。

初次结识杂交水稻， 还是农村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的事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镇上的农
技站技术员走村串户，推广未曾播种过的杂交
水稻。听完技术员的讲解，农民顿感不可思议：
每亩只需两斤稻种，亩产却可达千斤以上！ 比
起传统播种方式，不仅能节约稻种二十余斤，
而且具有抗倒伏、抗病害、稻谷优、米饭香等
传统种子无法比拟的优点。

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岂能不知， 亩产平均增
产二十来斤，对一个家庭，一个村庄，都是个不
小的数目，推而广之，那数字一定大得惊人。所
以，亩产增产数百斤，真是破天荒地超出了他
们的想象。 而且，农民们有过成熟稻子成片
倒伏、减产过半的惨痛经历 ，那种无力回天
的痛心疾首，曾深深刻在他们心里。

农民最舍得出力流汗， 最害怕饥荒年景，
一家老小食不裹腹的惊慌失措，不止一次让他
们痛不欲生。 所以，杂交水稻走进在闭塞的小
山村，很快在村民中炸开了锅。

那些学了文化的后生， 一心想着冲破禁锢
科学种田的蕃篱， 胆子大的买上几斤杂交水稻

种子，藏着掖着，在早稻抽穗之时，偷偷整墒育
苗，紧扣技术标准，待幼苗长出两公分后，又按
比例间距，均匀移植，保证每株幼苗尽早分蘖出
子苗来。

那时，距离“双抢”还有一段日子，是杂交水
稻移株的最佳空档期，出现在秧田里躬身劳作
的多是巧妇，还有敢吃“螃蟹”的大胆男人，他
们不惜花上几日工夫， 将未能播散开来的芽
苗，精心移植到合理区间。 移植结束，灌溉、施
肥、杀虫……精细打理，倍加呵护，不长的时
间，秧苗长势汹汹，开始了多头分蘖。

早稻收割上岸，他们又一次将秧苗从秧
田重新移栽到一块块事先备好的大田之中，
那横纵间距，稀稀疏疏，一改往日传统做法，
习惯了密植的保守老人， 见之无不连连摇首
叹息。 可不出一月，杂交水稻株株发育健壮，
田田生长协调。到了拔节抽穗之时，那吸吮了
阳光雨露的穗子，从母腹躁动、娩出，长长的

穗子随风摇曳， 漾起层层稻浪 ， 醉倒了巧
妇和男人的心， 也让老农锤胸顿足 ， 追悔
莫及……

更有“好事”者，弯腰细数穗粒，多出传统
水稻倍数的数字，惊动了向来不温不火，按部
就班的小山村。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如同春
风吹拂原野，连夜翻过山岭，迅速从小山村传
遍了四面八方。

第二年， 杂交水稻种植大张旗鼓地在小山
村推广开来，如同燎原之火，向着村外的水乡田
野延伸……

几年后， 村里人都知晓， 是那位如邻家大
伯、名叫袁隆平的科学家，把梦想的种子培育成
了一代比一代丰产的杂交水稻， 让小山村的农
民多了丰收的喜悦，有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
己的”资本，有了单季亩产超千斤、超两千斤的
纪录，有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作者供职于国网安庆供电公司）

■汪志

家乡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 土地肥沃，
雨水充足，非常适合种植水稻。 我出生于上
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家里虽然每年都种植早
晚两季水稻，但因产量低，人均田亩少，总是
会缺粮。 家里八九口人，每年春天和冬天，粮
食不够吃时，只好向别人家借，待来年再还。
有一年刚入腊月不久，父亲在村里没借到粮
食， 走了 40 多公里山路去几个舅舅家借了
一担粮食回来。 为了节约这担粮食，母亲几
乎顿顿煮稀饭。

记得刚包产到户不久的一年正月，父亲
从生产队开完会回家，告诉我们村里要动员
每家每户推广试种几亩杂交水稻。 第一次听
说杂交水稻，许多村民怕种砸了，都不愿意
种。 我当时正在离家不远的农学院读书，虽
然也是第一次听说杂交水稻， 但我认为这
是国家新研制的水稻新品种，可以一试。 可
父亲却极力反对 ： “咱家粮食每年都不够
吃，如果试种这个杂交水稻减产了咋办？ ”见
父亲犹豫，我又劝他：“这个杂交水稻，应该
是科学家做过多次试验才推广的，只要按要
求种植，不可能减产，我学农，咱们应该相信
国家。 ”

那时我家有七亩耕地， 四亩地种植早
稻，每亩产量五六百斤。 另外三亩地秋天种
植油菜、胡萝卜、红薯等作物，来年夏收后再
及时种植晚稻，但晚稻栽培时间短，亩产也
就二三百斤。 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忙到头，粮
食还是短缺，在我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了，
我家也成为当年生产队仅有的三家杂交水
稻种植户之一。 说实话，一下种了四亩，我和
父亲心里都没底。

三十多天育种后，我家开始插秧。 我就
读的农学院离家只有几个小时车程，插秧那
几天便请假赶回了家。 之前的传统水稻插秧
都是一棵十多根秧苗，而壮实的杂交水稻秧
苗最多插一根。 父亲问：“这一根秧苗能行
吗？ ”我告诉他，我咨询了乡上的技术员和学
院的老师，杂交水稻根系发达，移栽后及时
施肥，分蘖很快，一根秧苗能分蘖十几根，生
长旺盛，穗大粒多，抗逆性强。 我还告诉父
亲，杂交水稻的水分管理非常重要，要做到
“浅水插秧、寸水活苗、有水分蘖、移苗搁田、
深水抽穗、后期干湿交替”。

从插下秧苗那天起，我人在学校，可心
却牵系着那四亩杂交水稻。 秧苗一天天长大
和分蘖，我天天揪着心，怕出点意外种植失
败，尤其放暑假那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围着
杂交水稻转。

千盼万盼，转眼间，茂盛的田野，杂交水
稻开始抽穗、灌浆成熟了。 与其它水稻相比，
杂交水稻虽株高，但壮实，遇雨水和大风，没
有出现倒伏现象。 秋天收割时，沉甸甸的稻
穗惹人爱，亩产竟高达上千斤，这是以前从
未有过的。 那稻米粒粒饱满，晶莹透亮，蒸出
的米饭粘性强且鲜香耐嚼。 父亲高兴坏了，
乡亲们也后悔了。 杂交水稻晒干后，父亲专
门碾了一担米，给其他没有种植的乡亲每户
分了几斤，分享这新水稻品种带来的喜悦。
而从那年起，杂交水稻就一直陪伴着父亲，
每年金风送爽的秋天， 田园里每一粒稻米
都闪烁着他幸福的泪光……
（作者供职于中核集团甘肃雪晶生化公司）

■李云亮 田晓君

“谢谢你们，大晚上帮我检查用电故障，真是不
好意思。 ”“不客气，刘师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一
定要尽快将漏电的水泵换掉，保证用电安全。 ”不久
前的一天夜里， 正在值班的国网山西电力 （太原小
店） 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志明接到用户电
话，反映家中突然停电。 他立即和同事赶到现场帮
助排查，最终发现是鱼缸中的水泵漏电导致开关频
频跳闸。妥善解决问题后，张志明反复叮嘱用户安全
注意事项后，才放心离开。

小店区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成立于 2012 年，30
名队员中有 26 名党员， 服务范围覆盖太原市中心城
区面积 35%以上，服务客户 23 万户，工作体量位居
太原供电公司所属 7 个县（区）供电公司第一。 几年
来，服务队主动延伸服务，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一
项重要承诺努力践行，用张志明的话说，“咱是金牌
服务队，就应当有金牌的样子，不能眼睁睁看着群
众有电用不上，有困难没人帮。 ”

今年 4 月下旬，罕见的大风和沙尘天气持续了一
天一夜， 为保证全区工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用电不
受影响，小店区供电公司和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全
天候全部在岗，及时处置了数起断线掉闸故障。

4 月 26 日下午，正当劳累了一天的队员们感觉风

力有所减弱时，10 千伏三九开闭所 1 号进线开关掉
闸，年近花甲且刚做完肺部手术没多久的任农生拎起
安全帽就往外冲。队员们考虑他年纪大了，身体状况
不佳，劝他不要去现场，可他态度坚决地说：“你们
忙了一整天，现在轮到我接受考验了，我希望退休
前能为咱金牌共产党员服务队多作些贡献。 ”

真心不怕困难，真金不怕火炼。 近年来，黎明共
产党员服务队面对的考验日渐增多。 比如，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 2019 年在山西举办， 太原作为主
赛场地保电任务繁重，服务队连续奋战了 120 多个
日夜；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保证辖区内各
单位的防控保电任务更加艰巨， 服务队创造了仅

用 48 小时，就完成一个口罩厂从递交用电申请到
启动设备生产的办电纪录。还有，这两年山西被确
定为国家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大批新上项目不
断落户太原，其中大部分就在小店区。 对此，再艰
巨的任务，队员们没有退却半步。

张春翔是山西综改区太原市承接产业转移（甩开
区）招商服务中心公用事业部部长，在他眼里，黎明共
产党员服务队沟通及时畅通，配合积极给力，与用户
亲密无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研究所是 2019 年入驻产
业园区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人员王翔、王学伟由
衷地为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点赞：“他们服务态度
好，业务技术精，办事效率高，两年先后为我们架设
了 5 条 10 千伏专线，最快的2 条施工周期只用了 15
天。 最近又开展了架空线入地工作，进一步提高了
供电可靠性， 还针对我们备自投装置反应慢的问题
提出合理化建议，真是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 ”

近三年来， 服务队队员平均每人每年在岗 310
天，比正常上班多出近 60 天；队长张志明达到 330
天，比正常上班多出近 80 天，且 4 年没有休过一次
年休。 不只这些，在各项工作上，服务队的金牌效应
也在充分显现。 今年 1 月，针对部分小区“三供一
业” 改造后用户的内部线路开关易发生故障等问
题，为消除安全隐患，提高供电可靠性，服务队组织
开展了“紧固螺丝”活动。 短短几天，队伍由一组变
成三组，由每组三五人变成 20 多人，住户们看到身
穿共产党员服务队红色马甲的他们后，纷纷伸出大
拇指，称赞他们是群众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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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牌牌““贴贴心心人人””

四四亩亩““杂杂交交稻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