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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杂
谈谈

冬日，淡青色的雾霭，给宽阔的江面披上一层
薄纱。 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这样的景致，
57 岁的郭世洪已经看了 41 个年头。

1980 年，原川西南矿区大塔场气田会战，钻机
轰鸣，采气树林立，在战天斗地的火热场面中，郭
世洪成为宜宾采气 2 队的采气工。 走进当时日产
量 30 万立方米的塔 1 井，呼呼的天然气流，让他
满心兴奋，彻夜无眠。

四年后，凭着勤学肯干、吃苦耐劳的劲头，郭
世洪从井站调到队部维修班，“当电工、 做钳工，
搞维修，像万金油一样啥都干、啥都能。 ”时隔多
年，郭世洪仍然记得离开塔 1 井时日产量已降到
23.74 万立方米的情景：“当时用户少，用量也小，
气源主要由塔红线进入纳安线输气干线。 ”产量
任务和落后的工艺技术，加快了大塔场气田产量
的衰减。 郭世洪和维修班的同事起早贪黑，设备

修理，维护保养，应急抢险，忙得脚不沾地，恨不
得再长出两只手来。

1998年，机构重组，宜宾采气 2队和自贡采气队
合并，考虑到爱人在宜宾，家也安在宜宾，郭世洪选
择留在新组建的宜宾江北天然气公司。 新公司最初
只有 18 个人，郭世洪主要负责市场、物资供应，兼顾
工程和结算工作。 万事开头难，望着长江以北那片空
旷的原野，每个人心底都像茫茫杂草滩一样荒凉。

在郭世洪记忆里， 之前送气都是小敲小打，哪
里需要安装就去哪，公司成立两年仅发展用户五六
百户。 后来，宜宾市 2000 年启动的江北旧城工业
园区开发建设，让郭世洪和同事吃下了“定心丸”。

开发区成立后，有蓝图有规划有步骤，燃气管
线跟着市场走， 光大型酒厂职工宿舍小区的 1600
户民用户，每天用气就达 2000 立方米，开发区拆迁
建设大批安置房， 加上大型工业用气等燃气市场，

让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规范管理渐入佳境。
“原先靠自己去找工资 ， 后来发现除了工

资，还可以挣到奖金。”不仅郭世洪没想到，几乎
所有人都感叹：“大伙辛苦都是值得的， 这些年
的努力没白费！ ”

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郭世洪见证：伴随公司
一路走来，无论地方政府部门还是企业，所有跟他
打过交道的人， 都称赞他 “对人热情， 做事讲原
则”。 走在大街小巷，绝大多数用户都认识的郭世
洪绝对是公司一张响当当的 “名片”。 在宜宾 41
年，一半时间采气，一半时间卖气，他最大的感受
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和这座城市一同成长。

合江门，风平浪静。 望着大江东去，郭世洪目光
坚毅而温暖：“从旧变新，从新到发展，每天做着和百
姓生活、城市建设息息相关的事，这种成就感让自己很
幸福，很踏实。 ” （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华油公司）

江江北北送送““气气””人人

围围
炉炉
晨晨
语语

■■金雪泉

东汉末年，任会稽郡太守的刘宠，因扶
持农桑、体恤民疾、为官清廉，赢得百姓信
任。奉调离任时，会稽郡的父老持钱相赠，刘
宠执意不收。 盛情难却之下，他只好从中收
下老者的一文钱， 行至山阴县的西小江边
时，将这一枚钱投入江中。 后人敬慕刘宠的
清廉，临江建亭名曰“一钱亭”，“一钱太守”
的美名从此传开。钱清，也因此而得名，被寓
意为官者应看淡金钱，清廉淡如水。

东晋后期的广州刺史吴隐之， 赴任途
中行至广州石门，看到一池“贪泉”，当地人
传说饮了此水就会贪婪成性，他不信这邪，
照饮不误。上任后，吴隐之廉洁自律，奉公办
事，始终不渝，成为一位受人敬重的清官。

《汉书·郑崇传 》记载 ，西汉时期 ，尚
书仆射郑崇手握重权 ， 每天都有很多的
登门拜访者，门庭若市。 有人便向皇帝报
告，面对皇帝的质疑 ，郑崇坦然说 ：“臣门
如市 ,臣心如水 ”，意思是门前宾客众多
热闹如市 ，但我的内心像止水一样宁静 ，
像清水一样纯洁 ， 遵守了清正廉洁的从
政准则。

诸如上述清廉人物的故事，古人喜欢借物喻志，
用水来比喻其为官清正，用水来衬托其清廉奉公，以
此表达人们敬重水的澄清洁净和一尘不染， 寄托了
人们向往激浊扬清、 风气清朗的廉政环境。 自古以
来，崇廉向善、清廉如水，一直是社会倡导的主流思
想。 老子曾对孔子说“上善若水”，也用“居善地、心善
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七种美
德，道出水的谦逊、公允、无私的美德。 老子认为，人
应该向水学习，像水一样存在，有水一样的秉性，泽
被万物而不思图报。

水的秉性是清明宁静，随处而安，无欲
无求，无风不起浪。以水的秉性作为衡量标
尺，有利于我们每个人自律自省，从而在工
作和生活中找到正确的定位。 每当自己身
处繁复芜杂的人际关系时， 每当自己遇上
盛情难却的应酬宴请时， 每当自己面对世
俗习惯的歪风邪气时，需要以水为师，不管
面前如何喧哗，不管外面如何奢华，要耐得
住性子，守得住内心；要心境如明镜，多一
些沉稳、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奉献、少一些
索取，能够始终如静水一般安宁，如净水一
般清透明亮，如清水一般不染污垢。

我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说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要淡得像水一样， 而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不要含有任何功利之
心，不要裹挟着贪欲杂念。 对普通人来说，
如果往来之间存在的只是个人利益， 不仅
很容易断绝，而且也极易被他人所利用。从
为官者角度，清廉自律又如常饮白开水，品
之清淡， 尝之淡然。 为官者有水一般的秉
性，坚守底线不营私舞弊，秉公办事不中饱
私囊，往往让钻营之人无利可图。

清廉 ，需要有一颗寡欲之心 ，也需要
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 清廉之人，需要有简单做人、
清白做事的不懈坚持，更需要有甘于清廉如水、看淡
生活的精神操守。纵观历史，古人为官就有清水的情
节，以水的清白警示自我 ；面
对当下 ， 为官做事更需培养
水一般的秉性 ， 像水一样的
清澈透明 ， 有清水般的做人
情怀，有清水般的清白操守 ，
以清为美，以廉为荣 ，以淡明
德，让清廉之水源远流长 ，让
清廉之味长留人间。

清清
廉廉
之之
味味
淡淡
如如
水水

■■宫凤华

夏丐尊感慨李叔同，“我常见他吃萝卜白菜
时那种喜悦的光景，我想，萝卜白菜的全滋味、
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到了。 ”可见，白
菜不仅滋味深刻，更蕴涵着无穷气韵，淡、嫩、
清、甘、柔、脆，透着丰润而水灵的气质。

农家菜园里，一棵棵白菜比肩而立，个大
腰圆，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 。 近观之 ，白
生生的水嫩 ，洁净素雅 ，丰腴肥硕 ，叶如翡
翠 ，茎似凝脂 ，敦厚中显露端庄 ，清秀中蕴
藏妩媚。

青霜斑驳 ，白菜修炼得干净脆爽 ，碧玉
颜色里， 浮躁褪尽。 跟霜前的披散相比，此
时更显端庄静穆，安然稳重，犹如打坐参禅
一般，外表粗犷却永葆一颗柔嫩之心。

村庄简约，如同古代寒士，风神俊朗，温润
如玉，高远辽阔。我喜欢雪天出门，听踏雪咯吱
声，如蚕嚼桑叶。 在屋后，轻铲几棵沾雪青菜，
连同一棵大白菜，天寒霜重，哈气成烟，地上现
出几笔清简素描。

寒风袭人，夕光惨淡，寒雀啁啾，兜一身寒
气入屋。 逼仄小屋里，火炉上一锅白菜煨骨头
香气缭绕，满屋弥漫。

风雪天，炖白菜汤、做白菜烧豆腐最佳。清
淡的菜肴，像恬淡的日子，波澜不惊，平实到
极致。 如此，是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执拗，
是安贫乐道、宁静致远的境界 ，充满温情和
慈悲。

若有亲朋到访，白菜煨牛肉足见待客厚
道。 若放入自家熬制的辣椒油或麻虾酱，热
气腾腾，色泽鲜明，定会令人涎水流淌。 窗
外雪花翩跹， 风声飕飗， 聆听一曲老歌，顿
生伤感与怀旧，音符辗转间，又见天长地久
的渺远与旷达。

古称白菜为“菘”，尊其有松树耐寒的品性。
苏轼用一句“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将白菜
类比作乳猪和熊掌。 郑板桥赠友“白菜青盐糙
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道出清贫寡淡、澄明
清雅的人生境界。 白石老人笔下的白菜。 水墨
淋漓，青白肥壮，缀以蛐蛐，妙趣横生。

身居小城，凝望故园，遥想白菜娉婷立于
田间地头，寒风中吟唱成一首宋词小令。 才长
出几片肥硕鲜嫩的绿叶，便滋养点缀着农家饭
桌的清香。母亲头顶芦花白发，躬身菜园，夕阳
下周身镶锦，于暮色中清凉而欢悦。

霜天雪夜，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炉火之
上，煨白菜汤，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传遍全身。
做一棵清爽白菜，尘世之外，烟火之中，守望田
园，无需雕琢，恪守本真。

（作者供职于江苏朱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清清爽爽白白菜菜

■■沈沈军军

■■马庆民

有人说，冬日能让人想起来就温暖的，莫过于
一家人吃过晚饭后，闲坐灯前，围炉夜话。 正如汪曾
祺所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但在我记忆里， 围炉晨语远比围炉夜话更温
馨，更难忘。

小时候的冬天，没有手机电脑，也没有户外娱
乐。 晚饭后，家人围着火炉看电视，往往还没等电
视里的剧情开始，我便打起了瞌睡，钻进被窝不出
片刻，便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盖火炉的铁板上，

馍片已焦黄酥脆，满屋生香，趁母亲不注意，我迅
速摸上一片，躲在被窝里偷吃起来。 这时候房门
开了，寒风拥着父亲走进来，还有趁隙而入的雪
花。 母亲一边帮父亲扑打身上的雪，一边说：“外
面下这么大的雪，你今天得把房顶和菜窖都检查
检查，还得再去买点白菜屯着，看样子是个寒冬
……”父亲一边应和，一边端起火炉上的水壶泡
上一杯茶，再点起一袋烟。

屋外天寒地冻，晨雪纷飞，屋内其乐融融。 在一
团炉火的温暖氛围下，父亲和母亲合计着一日的生
计，盘算一天的日子，我把这叫做围炉晨语———一

家人围炉而坐，欢声笑语，生活温馨而又有奔头。
上学时，学校冬天需要烧煤取暖。 天一冷，

每个教室都要砌一个红砖煤炉， 这种砖炉不好
管理，需要烧特制的潮煤，尤其晚上封火，不用
潮煤炉火很容易熄灭。 那时，我们除了有书面作
业，每天还有一个固定的作业，就是必须带几个
玉米芯或者劈柴。 虽然都是男生管炉子，但怎么
说都是孩子，炉子几乎天天灭。 所以，早早来学校
生火的男孩子们， 几乎每天都会围在炉子旁，烤
着火畅想未来，谈论梦想，一阵阵笑声，一阵阵读
书声，融化了冰天雪地里漫长的冬天。

后来， 我当兵去了东北， 那里的冬天出奇的
冷。 新兵下连队时， 正好赶上我们连队去山上值
守，山上条件很差，一个烧柴的小锅炉成了全连取
暖供水的宝贝。 每日执勤的岗哨中，烧小锅炉是
最令人向往的事。 每天起床，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围着小锅炉，取点热水洗漱，在炉壁上烤一
烤鞋垫，然后天南地北侃大山，肆无忌惮谈天说
地， 直到突然哨音响起， 寒风涌着班长走进来：
“大清早咋这么多话咧，快点准备集合早操了。 ”
然后，大家带着炉火的余温一哄而散……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直到有一天，我发
现所漂泊过的地方再也难寻到火炉， 那团炉火就
变成了乡愁，变成了青春，变成了怀念……而那些
清晨在炉火边的窃窃私语，谈天说地，侃侃而谈，
都伴着炉火的燃与灭，忽明忽现地回荡在过往的
岁月中，悠扬成生命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