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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成

殷春银是徐矿集团徐州庞庄矿运搬一区的高级
工人技师。 1976 年深秋，22 岁的他积极响应国家“支
援煤炭生产建设”的号召，从泰兴老家来到庞庄煤矿，
与这座火热的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 年初，庞庄
矿、张小楼矿两矿合并，统称庞庄矿，我调到庞庄矿工
作，认识了殷春银。

上世纪六十年代， 殷春银初中毕业， 农民吃苦耐
劳、勤奋耕耘的好传统培养了他。 工作之初，他不仅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初、高中文化课本，还买来专业技术
书籍，一门一门地啃，一段一段地抠。

在单人宿舍里，他找来一块木箱当书桌，如饥似
渴地学习。寒冷的冬天，工友们都跑到会议室烤火取
暖，兴致勃勃地看电视，他却裹着棉被看书，手脚冻

伤了直痒痒，他只好使劲搓，一刻也没放下学习。 炎
热的夏日，他额头的汗水直往下流，尤其到了晚上，
蚊虫蜂拥而至，他只好用被单包住双腿，手臂抹上防
蚊药水， 细心绘图。 外出开会时， 他总忘不了去买
书，书本笔记随身带。

学绘图时，他一边“啃书本”，一边求教于城里的授
课老师。 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他冒雨骑车 10 多
公里找老师解答。 剖面图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他灵
机一动，下班后钻进废旧物资堆，找来锯割过的物件
对照原来的图纸分析，很快掌握了奥秘。就这样，他
用三年的业余时间，自学完成高中课程和一些机电
专业知识，顺利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和专业证书。

学习知识和钻研技术，“武装” 了这名普通矿工。
殷春银运用液压原理设计制造的矿车清扫机，比人工
清扫车底提高工效 15 倍，少报废矿车 47 辆。 从 1985
年投入使用至今， 这个矿车清扫机为矿上累计创造
效益 400 多万元。还有，他设计制造的悬臂式矿车整
形机，能 360 度转动，配合特制的整型模板，挤、压、
拉、调整运用自如。 一些专家、现场观看后感慨：这
部灵巧的机器竟然出自一名普通矿工之手！

2003 年 7 月，庞庄矿原矸石山厂房、设备因电厂改
扩建，需拆除、搬迁。 卸矸大架重约 30 吨，长 28 米，
宽 3 米，要整体移动 3000 多米，拐 8 道弯，技术难度
很大。 殷春银顶着烈日，蹲在现场，测量分析，决心

制订出科学合
理的方案。他带
领会战人员，不
顾酷暑和大雨，
利用液压原理
进行整体 “迁
移”， 愣是把卸矸大
架子这个 “庞然大
物”毫发无损地移挪
并安装到位，为矿上节约资金 20 万元，成为
企业的一大创举。

殷春银个子不高，身体瘦弱，不善言辞，几十年如
一日潜心钻研技术，是庞庄矿响当当的技术大拿。他革
新成功 50 多项技术，其中多项获省、市、公司级科研
成果奖，获得 4 项国家实用专利，为国家创造效益 500
多万元，被工人们誉为矿山“爱迪生”、矿山发明家。从
上世纪 70 年代扎根矿山至今，他凭借一身本领，获得
荣誉无数，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04 年春天， 我到运搬一区工作， 看到了殷春
银发明的矿车修理一条龙系统在煤车组使用，已初
步形成研制、试验、应用系统，便萌发了创建“全国
劳模殷春银创新工作室”的念头。 与矿领导班子沟
通后，当年 8 月 9 日，庞庄矿 “全国劳模殷春银创新
工作室”正式揭牌。 揭牌仪式上，殷春银说：“以我的

名字命名，是对我的激励，我要继续努力，创造出更
多的成果回报企业。 ”

殷春银出名了，成了发明家、技术明星，冲着他的
名气，当时一些外单位的农机厂、机械厂、修配厂纷纷
登门，想高薪聘请他当技术顾问，均被他婉言谢绝。 用
他的话说：“人活世上要讲良心， 是矿山培育了我，让
我成长高级工人技师，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自己的所
学所长贡献给矿山和煤炭事业。 ”

退休后，殷春银无偿将自已的实用型专利转让给
一些企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很多人都说，他
就像一块矿山的“乌金”，默默燃烧，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于无声无息中释放出光和热。

（作者曾供职于徐矿集团庞庄煤矿）

老家的堂屋里，至今还搁置
着爷爷生前留下的那盘老石磨。
它像个隐退的孤独老人，默默地
蹲在墙根，满目尘埃。

这盘石磨， 是爷爷一凿一
凿，一锤一锤，精雕细琢而成。
石磨上扇凹陷， 形成纳粮的磨
膛；下扇凸起，与四边构成微坡
度流线， 阴阳结合； 圆孔穿上
扇，是通往磨膛的粮道。 石磨还
安装了一个便于推拉的把手 ，
推拉之间，上下两扇吻合，齿沟
旋转，添粮纳福。

悬挂在横梁上的绳索，套在
推磨的木把上，爷爷的左脚立定
不动，右脚前后踏步式，推动磨
盘转圈。 磨面、磨米粉时，他将小
麦和、米以及所要加工之物放置
盘顶上。 磨盘旋转之时，便似流
水依次流进磨膛，借旋研磨力，
使之细碎，筛漏成面、成粉。

磨黄豆打豆腐时，爷爷一人难以完成。 浸
泡好的黄豆，需要奶奶坐在石磨旁，一瓢一瓢
往磨脐眼上添，添的时候半瓢水半瓢豆，等豆
水穿磨膛过，才会挤出乳白的甘汁来。 奶奶
将豆浆放进大锅烧开，再用石膏水调和，便
成了我们最爱吃的豆腐脑、豆腐花。

小时候，我曾给爷爷打过下手，添过
磨，也接替他推过磨。 还别说，这添磨推
磨都需要很大的技巧。添磨时，需掌握好
磨盘转过去时的间隙及时添料， 推磨人
要顺着石磨转圈时的节奏，掌握好力度，
一推一拉之中，磨出性子与耐力。 开始学
推磨时，很难掌握力度，石磨不听话，怎

么使劲，都只肯转半圈，便不肯
动弹了，让人吃力又不讨好。

石磨使唤久了，齿轮会磨光
磨平，需要重新剔齿，乡亲们称
之为“洗磨”。 这是一门技术活，
要在光滑坚硬的石头上凿出槽
来，可不是一件易事，力道轻了
不成，劲使大了，石头凿飞一大
块，就前功尽弃了。

1980 年，我们村已有了第一
部电动打米机和打粉压面机，从
此告别了吃米面靠磨推的时代。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石磨似
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它却见证
了爷爷那一代人筚路蓝缕的艰
辛岁月。

听爷爷讲，有一年大旱，乡
亲们都没有粮食可磨了。 曾祖
母将米糠、麦麸子，还有干红薯
藤和花生秧子剁碎， 掺杂在一

起，搁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磨成粉，再掺杂薯
渣巴粉烙成饼充饥。 每每想到这些， 想起那
手推磨，我就在想，如今人们生活富富裕裕，，早早已已
告告别别食食不不果果腹腹的的年年代代，， 可可越越是是这这样样，， 越越要要忆忆
苦苦思思甜甜，， 越越是是要要珍珍惜惜眼眼前前的的一一粥粥一一饭饭，， 珍珍惜惜
来来之之不不易易的的美美好好生生活活。。

矿矿山山发发明明家家

■王晓

父亲从老家带来一把蒲扇，香蒲编制，前
后各 16 根蒲草，相对穿插，向上伸展，铺排成
扇面，往下捆扎，束成扇柄，向上向下，均一丝
不苟。 扇子中间部分因为编织起头，有一条绞
合编织的小梗，像中分线，由此向两边延展。
一圈是纯手工收边，几乎未用辅助工具，既要
有外延的放，更要有兜底的收，收放之间流
畅无痕。 正反两面看，整个扇子没有任何疙
瘩，精美似一幅画。轻轻一摇，有蒲草香味，还
有夏日水塘的青草淤泥味。

傍石蒲草瘦，傍湖蒲草肥。 老家地处冲
积平原沼泽之地，通湖通江通海，蒲草多而
肥，人们习惯将蒲草的嫩茎做菜，据说这与
梁红玉有关。 梁红玉镇守淮安，十万金兵围
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 偶然发现马吃蒲草
嫩茎，因此取蒲菜代食，解决了官兵粮食供
应，军民同心协力，打败了金兵。儿时去淮安
走亲戚，一道茶撒烧蒲菜，味道很好，得知
蒲菜就是我们说的香蒲嫩茎，颇不以为然。

因为，蒲草跟我们太熟了。
早春二月，大地敛寒，春水回暖，蒲草在

水底悄悄地发芽。 待春色渐浓，蒲草的叶子
尖尖，那嫩黄嫩绿的芽儿，便从水面冒出来。
一时间，长河碧水，无限生机。

四五月， 蒲草疯长， 叶子一片抱着另一
片往上蹿，叶叶狭长，如长剑出鞘，个个纤
碧。 一丛一丛，长成气势后，成了水鸟的天
堂，一种叫切刮子的鸟，也许喜欢水边清凉，
也许喜欢随风晃荡，最喜在蒲草中做窝。

六月可采蒲草茎， 人们用其编扇子、编
席子、编蒲包。 大蒲包留在除夕，放上白石灰
粉，房前屋后打稻屯印，预示来年粮食满仓；
小的蒲包，可卖给熏烧店、豆干店，做蒲包
肉、做香干，大人拳头大，肉或者干子都带蒲
草香味。 手巧之人还能编篮子，小孩子去放
牛，往牛角上一挂，里面放弹弓、鱼钩，还有
知了、天牛、鱼，也有的孩子会放书……

蒲草柔柔的， 编织之物也轻柔绵和。 东
汉前，官员有过失，用皮鞭惩戒。 东汉汉恒帝
时，任南阳太守的刘宽，主张以德从政，蒲鞭
惩戒，不用苦刑。 此举重警示轻惩戒，成为咏
仁吏宽刑的典故。

到了七八月， 可以在水塘边采蒲棒头。
儿时这个季节，傍晚收工的父亲会带回好多
蒲棒头，晚上乘凉，竹床边插一圈，点燃驱
蚊。 母亲把它当作常备药，磕了碰了，捣个蒲
棒头，将绒毛敷于伤口，几天就会结痂。 那
时水边的孩子，靠着一枝枝蒲棒头，便能平
安喜乐地生长。

盛夏之时，蒲扇有风，故乡徐来。

香香蒲蒲扇扇底底故故乡乡风风

■应红枫

涛声为闪烁的星光伴奏， 晚风随着清朗的
月色“合唱”，海岛的夏夜温婉又迷人。

趁着夜色，沿着圆滑溜光的山岭石阶，我又
踏上了铺满大树浓荫的西溪岭。翻过山岭，循着
溪水的声音走去，很快便能到达西溪岭村。只有
一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站
在山坡上远眺，在竹林树影的掩映下，一条铺满
鹅卵石的小道蜿蜒而下， 通向小村的每一个角
落。 山岭脚下有一池水库，每天清晨或傍晚，常
有一群白鹅嬉水高歌， 给安静的山村增添几分
活力。

爬上低矮的山岭，路边是农户敞开式的庭
院，一群孩童正在奔跑嬉戏，银铃般的声音飘
向远方。庭院的墙跟下，手摇蒲扇纳凉的老人，
一边喝茶，一边惬意地聊天。 再看西溪岭村道
路两旁的民房，建造得非常别致，矮墙外大多
设置有长条型花坛，栽种着月季、百合等花卉，
亦或栽种丝瓜、蒲瓜之类，青藤蔓延，将一幢幢
农家小院装扮得生机盎然。路基斜坡下的田园

里，栽种的玉米、豆子长势正旺，葱郁之中掩藏
着果实。

西溪岭村的南面是一座小型水库，供当地村
民浇灌田地。 离水库不远的农田里，几亩莲藕茎
秆挺拔，荷叶肥硕，像是在夜色里放置了一盆巨
大的盆景。 田田碧叶笼盖，一支支莲花亭亭玉立
在茂密的荷叶间，微风过时，分外婀娜，眼前的场
景，活脱脱就是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月色》。

行走在月光里 ，荷塘不断靠近 ，塘中景致
也更加细腻地逐一展现眼前。 绕着荷塘的田埂
走过，蛙鼓声声，糅合在水库溢洪渠泄下的潺
潺流水声中，悦耳动听。 硕大的荷叶在齐腰的
高度，舞动着华盖般的“银盘 ”，挨挨挤挤凑上
来，掩盖了脚下的小道，难道是要让我们“兴尽
不知归路”？

远山含黛，峰峦叠影，碧叶下的流水，淙淙
有声。 月光如泻，踏着蛙声原路返回时，星斗依
旧灿烂，几缕云彩丝絮般飘动，就在头顶不远的
地方，慵懒地涂抹在苍穹之中。

海岛的夏夜，甚美甚好！
（作者供职于中化兴中石油转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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