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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

风机耸立于山巅

唱着傲立岐山迎大风的歌谣

水轮机横卧山涧

流淌出长溪低音炮式的缠绵

光伏板寻觅广袤之地舒展筋骨

焕发出清洁高能的旋律

泄洪时激情奔涌

水电送来一段美声

风起时青山难掩

风电献出一首民乐

烈日下斗破苍穹

光伏奉上一曲通俗之声

年复一年的字正腔圆

春夏秋冬的声情并茂

尽情讴歌不知疲倦

曲在地词在天

发电人优雅指挥着新能源

华美乐章徜徉天地间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

绿绿电电乐乐章章

■张淑兰

窗外，秋雨绵绵。
这场雨对于乡村的老百姓来说，真是喜事，

因为天旱了好长时间了， 刚播种的小麦终于可
以“喝口水”了。 可是对于扎营在乡村山头的石
油工程钻井队来说， 这场雨似乎要打乱他们的
工作计划。

钻井队的小李大约 3 个月没回家了，前几
天还在电话里告诉妻子， 等今天打完最后 1000
米的井就回家带她看病。 可是一大早这雨越下
越大，小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宿舍里转来
转去。

“别转了，再转给我出去。 ”坐在门口小板凳
上的老刘被小李转得有些烦躁，终于发火了。

小李没想到一向没脾气的老刘此刻会发出
这么大的声音，而且还带点愤怒的味道。 他赶紧
也搬个小凳子坐在老刘身边，然后从裤袋里掏出
一包烟，点燃一根，顺势给老刘递了过去。

老刘看着烟头里的火苗， 忽然淌出几滴眼泪
来。 他接过小李递过来的烟猛吸一口说：“我对不
起我爹啊，我爹今年都 80 岁了，我都没亲自给他
点根烟抽，每次都说和老人家一起过中秋，可是每

次我都在野外……”
正当老刘跟小李说起父亲的故事时，宿舍门

被人猛然推开，两人定睛一看，原来是队长王刚。
站在他们面前的王刚此时有些狼狈，一身

水，一裤腿泥，头发湿淋淋的，还在滴水。 他用

手抹了额头上的一把雨水高兴地对大家说 ：
“我亲自下井看了，这点雨水打井根本不碍事，
你们愿不愿意早点完成任务，趁过节回去和家
人团聚呀？ ”

王刚的话音一落， 大家伙瞬间抖起了精神，

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 ”
王刚看着井队的队员，虽然个个都是满身油

污，但他们的眼睛里永远都是那么干净明亮。 他
说：“那咱们今天雨中开钻，再创一个新纪录。 ”这
时，司机马海军从门外冲了进来，请示道：“队长，
现在外面的雨还一直在下， 没有一点停的意思，
咱们今天要不要继续下钻？ ”

王刚发红的眼圈紧紧盯着马海军， 几乎吼
了起来：“这点毛毛雨算个啥？ 难道你们个个都
不想回家过节了？ ”不一会儿，一群身影伴着《咱
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站在了钻塔下。

钻机像一个勇猛有力的大汉， 在雨中轰轰隆
隆地怒吼了起来，那声音像宣言，又如同要战斗。

轰隆隆的钻井声钻进了乡民们的耳朵，几
个年轻人打着雨伞跑到
山头赏雨景时， 看到一
面鲜红的国旗下， 一群
红色的身影正忙碌在井
场上。远远望去，他们像
一朵朵盛开的太阳花 ，
分外耀眼。

(作者供职于陕西延
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

一一线线
故故事事汇汇

□主编：朱学蕊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71�20 □ 2022 年 9 月 26 日

我我家家的的““电电保保姆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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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桃芝

父亲是一名电力工人，这是一个抢修永远在路上
的职业。

即将到来的国庆节， 是大家期待休息出游的日
子，但从我记事起，这个节日是父亲最忙碌的日子。 因
为举国欢庆时，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繁，断电故障随之
增多，报修电话也更多。

每年国庆节，不管是不是轮到父亲上班，他都会
在岗或在家待命，只要一来电话，立马出门抢修。 那
几天，父亲和同事们没有时间把酒言欢，没有机会走
亲访友，也没空出城旅游。

小时候，我一直渴望国庆节时父亲能带全家人
到外地旅游，快快乐乐度过一个黄金周，可由于他
的工作岗位特殊，始终没有成行，这成了我心底最
大的一个遗憾。

我清楚地记得 2009 年国庆节那天早晨 6 点多，
一家人还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父亲接到单位的
电话， 通知他到县城郊区的野外抢修断了的电线。
原来是有村民打电话报故障，凌晨凛冽的大风刮倒
了一颗老树，导致老树压断了周围的电线。

放下电话后，父亲立马赶到单位，带上电力工人
特有的全身“标配”———一顶安全帽、一件工作服、一

个工具包、一双绝缘胶鞋和绝缘手套、脚扣，迅速和
同事乘坐抢修车赶赴郊区。

父亲后来回忆说，那天上午 10 点，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将通过电视直播， 大家一定会守在
电视机旁等待收看， 所以一定要赶在直播前抢修好

电线，恢复供电。
到达事故现场后， 父亲和同事们立即着手抢修

受损电线，不敢有丝毫松懈，不一会儿大家身上的工
作服就都湿透了。 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抢修，终于
在 8 点半左右接通了全部受损电线， 确保了停电区
域的居民及时收看盛典。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和同事们一起
在“电力五线谱”上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图案，为千
家万户送去了光明。 每当身处华灯初上的城市，走
过灯火闪烁的大街小巷，我能深深地体会到，这美
好的一切凝聚了电力工人辛勤的汗水和无声的坚
守。 那照亮黑夜的万家灯火，是许多和父亲一样平
凡的电力人经年累月默默奉献的成果。

多年以后， 我不再抱怨父亲没有在国庆节陪伴家
人外出旅游，我告诉他：“您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 ”
父亲抿着嘴，嘿嘿一笑：“傻孩子，可不敢这样说，我只
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不管何时何地，不管
是工作日还是假期，千千万万的电力工人在自己的岗
位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尽职尽责、无怨无悔。

电力工人，就像一颗颗螺丝钉，哪里有需要就去
哪里，一心一意做好全社会的“电保姆”，为万千家庭
送去温暖和光明。 我为父的职业感到骄傲，也为自己
是电力工人的孩子感到自豪。

民民谚谚话话秋秋分分

胡锋 （作者供职于中煤新集公司）

■聂难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通过对秋分时节
气象和气候的观测，总结出了许多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的民间谚语。

“秋分秋分，昼夜平分。 ”这是描写昼夜等长的民
间谚语，说的是到了秋分这天，白天和晚上一样长。 西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曰：“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
夜均而寒暑平。 ”秋分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
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但此时各地的温凉更迭大
不相同，北方已是轻寒，塞北已见初霜，而江南通常是
“冷至春分，热至秋分”。

中国古代的民谚用十二个字将秋分分为三个阶
段，即所谓的“秋分三候”：秋分一候“雷始收声”，古人
认为雷电乃龙所为，龙在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因此春
分雷乃发声，秋分雷始收声；秋分二候“蛰虫坯户”，
蛰虫们并非完全封闭门户， 而是将洞穴垒得结实一
些，洞口开得小一些，等到天寒再封堵洞口，安然过
冬；秋分三候“水始涸”，不是水体都干涸了，而是夏
雨遗存的积水逐渐干涸，加之秋季降水锐减，河流舒
缓，流水不再湍急。

秋分均分了昼夜，平分了秋天，也带来了丰收，是

个五谷丰登的时节。 放眼望去，大地上是满眼的金黄和
丰收的喜悦。 “稻黄一月，麦黄一夜”“秋分无生田，准备
动刀镰”“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秋季降温快的特
点使秋收、秋耕、秋种显得格外紧张忙碌。 所以，民间还
有“秋忙秋忙，绣女也要出闺房”的俗语，说的就是秋收
之际，要及时抢收稻谷、玉米、棉花、烟叶、芝麻等主要
的秋熟作物，避免遭受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

秋分是农民们喜迎丰收的幸福时刻，也是最紧张
的抢种季节。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华
北地区的农谚明确了该地区播种冬小麦的时间；“秋
分天气白云来， 处处好歌好稻
栽” 则反映了江南地区播种水
稻的时间。 “粮食不到囤，管理
莫松劲” 说的是秋收作物成熟
收获期间常会遭遇阴雨、大风、
冰雹等恶劣天气， 导致作物早
衰、倒伏、发芽、霉变，应强化管
理，丝毫不能放松。 此外，人们
对秋分节气的禁忌也总结成谚
语，如“秋分只怕雷电闪，多来
米价贵如何”。

秋分这天下雨，会有什么预
兆呢？ “秋分有雨，寒露凉”“秋
分有雨，天不干” “秋分雨多雷电

闪，今冬雪雨不会多”，说的是秋分若下雨，到了寒露天气
就会变凉了，而且近期会阴雨不断。 如果这天下雨且电闪
雷鸣，冬天雨雪就会相对偏少。

“秋分有雨来年丰” “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对
农民而言，秋分还是一个预测年景的节气。 如果秋分有
雨，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和丰收，所以农民不希望这
天天晴，而是希望细雨绵绵，滋润大地。

民间谚语是劳动人民生产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
民间文化宝贵的智慧财富。 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农耕时
代，这些谚语对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