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人礼赞■刘志宏

◆一◆
岁月的风，孕育出一树一树的桃红，黑

色的游龙啄破一河的恬静， 温暖的气息轻
抚忙碌的磕头机。

玉门油田、大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长庆油田、 渤海油田……一片喷涌而出的
记忆，踏着荒原艰辛的日子，丰润着石油工
人红色的信念，在洒满汗水的油路上，演绎
拓荒岁月里创造的神奇。

石油人，在太阳底下，有声有色描绘着
光明与希望；在风雨之间，有情有意拥抱着
苦辣和酸甜。

◆二◆
1937 年的寒冬，一路跋涉的孙建初，让

深入岩石的品质点燃玉门的光泽。 一顶孤
寂的帐篷里，火样的热情与目光碰撞，开启
中国第一号石油井的不朽之旅。

老君庙、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夹
皮沟……中国石油之父，溢于言表的幸福
与追求，让祁连山空旷的生命有了追逐的
灵魂。

那一刻， 所有生命的积淀从厚厚的淤
泥里探出头来，推动尘世的钟摆和气息；所
有油苗点燃东方的灯火， 一座里程碑静候
穿越时空的快感。

那一刻，日产量达 10 吨的油脉，凝成
中华民族抗争的忠魂， 挡住一排又一排枪
弹， 在神州大地点亮第一盏希望与不屈的
油灯。

“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
处，就有玉门人。 ”戈壁大漠的风，输入黑色
的血液，指点春天的井喷，让油脉的灿烂将
油城装订成一本史书。

◆三◆
克拉玛依，准噶尔盆地宽阔的胸怀中，

赛里木的马车碾压出一片黑色的液体，伴
着灵性的风景、 美妙的传奇以及黑油山输
油管线，在滚烫的戈壁烙下殷红的印记。
杨拯陆，手握图纸和地质锤的石油女儿，长
眠在沙漠里。那永远奋进的形象，书写出壮
烈雄奇的诗意， 为石油勘探史留下不朽的
章节。

天山晚霞，拥抱着白碱滩、百口泉、乌
尔禾、火烧山的油气田走向遥远，劲舞的姿
态在沙海间结晶成最昂扬的自信； 一串串
岁月的记忆，沉淀在共和国的臂弯深处，让
辽阔的日子一再开屏……

◆四◆
柴达木，在一页历史和一首歌谣之间。

石油的血液， 簇拥着阿尔金山雪峰的豪迈
和希望，铸就青藏高原的刚毅和坚强。

曾经，有八位花朵似的姑娘，怀抱为石
油事业献身的决心，埋没在大漠风沙之中，
赋予南八仙永恒的生命力。那夜的雪，敲打
着坚硬的石油钻塔， 她们的身影构筑起坚
挺的丰碑。

永恒在这里，伟大在这里。 凄美壮烈的
沙粒，任漠风轻柔地舔砺，凝固为黎明的诺

言，成群的钻塔肃穆威严，释放石油汉子仰
天长啸的气息。 从此，冷湖油田，流淌火的
目光和生命的故事， 让无数瞻仰者在南八
仙那座纪念碑前将拳头举起……

◆五◆
千里松嫩平原， 数万石油大军集结于

荒原、沼泽、盐碱地。
铁人王进喜坚毅的眼神，传递出决心。

一个刚劲有力的手势， 一声惊天动地的呐
喊，用生命镌刻“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
下大油田”的誓言。

人拉肩抗，旋进的钻头释放着火热，敲
击着冻土，用身体制伏井喷的勇气，让困难
颤栗；吃窝窝头、住干打垒，黑色的弓箭在

黑色岩石下潜伏， 所有誓言义无反顾变为
现实，缩短痴迷油海的距离。

岩芯、油浪、管道与阀门组成井口采油
树，奔涌着深褐色的诗情画意，手握刹把的
烈烈罡气，将奉献凝铸成时代的标本，将平
原上满目的风情，雕塑得无比清新。

◆六◆
热烈、瑰丽、坚韧、深沉。 一望无垠的黄

土，仿佛一碗米酒酿香的信天游，在长庆的
旷野中燃烧。

先驱们曾将希望植入黄土的苍茫中，
生长成家国情怀中壮丽的一朵；曾经，井架
的林立、号子的高亢、石油铁军大会战，让
不朽定格为史诗般的风景。

这里承载过石油人 70 多年创造的灿
烂和奋斗的激情， 这里流淌过红色石油河
浪花簇拥的铁人精神， 这里诞生过一个民
族的信仰和火焰浇铸的希冀……

长庆，紧紧拥抱着陕甘宁盆地，一腔肝
胆赤忱，让每一寸黄土冲开束缚，展读千年
的积淀，迸发千柱明月的壮丽，放飞永新的
神奇。

◆七◆
黑色的乳汁喂养祖国， 伟大的胸怀包

容生活。
石油人发动起新时代的引擎， 一节节

钻杆结成兄弟连的默契， 一把把管钳紧抱
飞旋的转盘，一次次吹响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的号角。

东望千里，西望万里，满目都是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馈赠的肝胆和意志，在世界的
任何地方，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
抖三抖”演绎成一部长诗。

眺望未来，万物蓬勃的大地上，无数座
石油丰碑屹然挺立。

（作者供职于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地质
勘查院）

■吕灵芝

记者节那天， 手机里不断收到节日
祝福，欣慰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深知，
这幸福缘于记者这份职业， 源于自己扎
根在煤矿，工作在矿工们身边。

身为山西焦煤集团的媒体人， 我和
同事们不曾忘记， 深入矿井时的满腔激
情， 疾书感人事迹时的湿润眼眶……井
上井下、机关矿厂，我们穿行如梭，用脚
步丈量初心，用汗水浇灌使命，记录企业
发展，讲好煤矿故事，捕捉矿工们的艰辛
与不易，展示煤矿人的奉献情怀。

我们看到， 升腾着希望的矿区人才
济济；我们听到，滚滚乌金中澎湃着高质
量发展的强劲回音；我们感受到，矿工们
千方百计创新技术，精采细采，保证能源
安全的决心……

一个个生动的场景， 一篇篇鲜活的
报道， 一幅幅感人的画面……我们用笔
和镜头记录着煤炭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迁，展现着煤矿工人苦干实干，提档加
速创一流的信心。

十余载，我们走基层、转作风、抓落
实，走遍矿区寸土，触摸发展脉动， “接
地气”“捉活鱼”， 找到了煤矿新闻的根
与魂。

在马兰矿，先进的智能化采煤、盾构
机掘进、 机器人巡检……令媒体人直呼
“有智能化作引擎， 能源供应有了硬底
气！ ”而今，山西焦煤集团正锚定数字转
型，建成了 6 座智能化矿井、92 个智能采
掘工作面，矿工变身白领不再是梦。

在汾源煤业采访其创新技术开采高
难度“三软”煤层，让宝贵资源颗粒归仓
时，我们遇雨不停步，赶赴山腰位置，目
睹“三软”软至何等程度。 脚上沾满泥土，
新闻才会有温度， 以汾源煤业为样本的
报道， 告诉了人们山西煤炭产业智能开

采、绿色开采的积极实践。
在经坊煤业， 当看到处理后的污水

能养鱼，煤矸石可制砖建房，煤矿产煤不
见煤， 洁净一如机场时， 记者们深感意
外：“若非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 ”

是的 ，只有到了现场 ，才能心怀
感动 。

在双柳矿采访时， 一名基层管理者
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直到现在，在
家但凡看见孩子打开水龙头洗手， 自来
水哗哗流走，就忍不住会训他。 ”问及原
因才知道，双柳矿人 20 多年在大山里采
煤、生活，由于地下水质特殊，生活用水
都要去县城里拉。平日里，一盆水要经历
洗脸、洗脚、洗袜、拖地、冲厕后才能完成
使命，只是到了今年，才解决了这个用水
难题。 双柳矿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建
成了现代化的煤矿， 而且开采出优质资

源助力国家建设， 坚韧和奉献令人肃然
起敬。

在万家团聚的节日里，记者们走进官
地矿，除夕与矿工一起下井，同在掌子面
吃饺子， 体验并记录矿工们开采乌金的
豪迈，感受他们假期坚守岗位、全力采煤
的心境。 当被问及是否想念家人时，质朴
的矿工眼含泪光，转身抹了把双眼，继续
甩开膀子，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双脚沾上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 置身矿山，走进矿工之中，方能体
味平凡中的不凡，感悟到坚守的力量，收
获珍贵的感动， 也才会写出带着温度和
真情的报道。 有人会问，记者苦吗？ 我们
无法回答，只相信，一支笔、一盏灯、一份
责任、一颗真心，便可绘出一个大梦想。

我们自豪， 自己是矿山发展的记
录人！ （作者供职于山西焦煤集团）

■施立夫

库尔滨雾凇，是中国最美的雾凇。 大自然
将其藏娇于八百里小兴安岭的深处，原是“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但随着各地旅行者尤其是
摄影爱好者的到来，它才为世人所知。

雾凇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吕忱所
编的《字林》：“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
谓之雾凇。 ”这是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的雾凇。

雾凇俗称树挂，是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
尚未凝华的水蒸气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
积聚冻粘的结果，呈现为乳白色、不透明的粒
状结构冰晶沉积物，是难得的自然奇观。 雾凇
非冰非雪， 形成需要很低的气温和充分的水
汽， 同时具备这两个极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
自然条件，很是难得。

别处的雾凇大多需要在特定的天气条件
下才能偶尔出现， 可库尔滨的雾凇不仅整个
冬天一直都在，存在周期长达 4 个月之久，而
且广布于库尔滨河下游沿岸长达 15 公里以
及方圆 300 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 在这个区
域里，雪野无垠，粉妆玉砌，宛若一尘不染的
童话世界。

库尔滨是鄂伦春语的译音，翻译过来就是渔场。 库
尔滨雾凇因库尔滨河而成，库尔滨河由梅山、西丰、阳
光、克林、丰桦和翠北 6 条主要河流汇聚形成，发源于
伊春友好林业局，经逊克县注入黑龙江，河流长达 300
多公里。 位于黑龙江黑河市行政管辖区和伊春市红星
林业局施业区交叉地带的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建有库尔滨水库，属高山堰塞湖。 库尔滨水
库的水电站每天发电都要释放零摄氏度以上
的水，河水常年不冻，形成了浓浓的雾气。 每年
冬季，大量的雾气和冷空气融合交锋，便形成
了壮观清丽的雾凇奇景。

冬日来临，库尔滨河谷两岸每天清晨都
挂满雾凇。 东岸峭壁如刀削般巍然屹立，河
中怪石嶙峋；西岸火山岩高低错落，撒满银
雪玉屑，若再有瑞雪洋洋洒洒地飘落，整个
风景区更是成了晶莹剔透的世界。 举目远
眺，好似“斗罢玉龙三百万 ，败鳞残甲满天
飞”；近处端详，好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 奇松佩玉、怪石披银、山峰耀
目、花草晶莹……让这银妆素裹的冰雪世界
更显得素雅、神秘、隽妙 ，仪态万方不似人
间，倒像广寒宫一般莹澈圣洁。

偶读现代诗人甄树哲的一阙词《念奴娇·
雪柳》， 觉得似乎道出了库尔滨雾凇的妙处。
词曰：“寒江晓雾，正冰天、惊看凇花云叠。 树
树琼枝千万缕，谁剪条条晴雪？ 冰羽思飞，霓
裳欲舞，疑入高寒阙。 烟波照影，翩翩思与谁
约？曾见崖壁奇松，云溪新竹，未及伊清绝。一

任群芳争艳去，独抱冰心孤洁。 梅影风姿，莲花品质，
俗手谁能折。 流连如梦，忽觉诗心清澈。 ”

八百里小兴安岭在萧索的冬天里一点也不寂寥，
她将春天的万紫千红，夏日的蓊郁葱翠，秋季的五彩
斑斓，变幻成了冬时的纯白无垠。 即使在严寒里，雾凇
点缀的世界依旧楚楚动人，依旧风姿绰约，令人魂牵
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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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雪雪落落成成诗诗
■■邓邓训训晶晶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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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季节的渡口，终于等来了小雪。
智慧的古人将小雪分为三候 ：一

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三候闭塞而成冬。 意思是，由于天空阳
气上升， 地下阴气下降， 导致阴阳不
交，天地不通，所以万物失去生机 ，天
地闭塞而转入寒冬。 “小雪气象而将雪
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 ” 古籍《群芳
谱》解释，小雪时节整个大地还未彻底
变冷，河流未彻底冻住，降雪量相对较
小。 但同时，寒冷的西北风频频光顾，
随着气温下降和降雪， 冬季的序幕缓
缓拉开。

从远方而来的小雪，从秋的韵脚走
出了冬的平仄。 似乎大雁刚从头顶飞
过，叫声还回旋在耳畔，小雪轻轻的步
履就踏出了一地清寒， 凋零了最后的
落叶，冷风也开始肆虐。

可那广袤的大地上， 依然热火朝
天。 小雪点青稻，说的是南方此时才开
始收割晚稻，播种小麦 ；果园里苹果 、
梨、柿子等都已下树，只有柑橘粉墨登
场。 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好吃的柑橘
新品种上市，果园里忙得不可开交，树
影中全是摘柑橘的身影。

提起柑橘， 自然会想起我下乡时，
生产队那一座山的柑橘园。 每年小雪时
节，队里就开始采摘，这是知青和队里
的年轻人最喜欢的工作。 大家可以尽情
地爬树，除了不能拿回家，满树的果子
随便吃。 我会选一棵大柑橘树，爬上去

先摘两个又红又大的柑橘大饱口福，然
后摘果子递给树下的大婶们，待她们分
拣后，再让小伙子们挑回生产队的保管
室里储藏。

摘完柑橘，生产队会组织人给树打
枝整形，修剪冬梢，剪除病害枝。 然后
施足冬季肥，待来年春暖花开时，满山
又是柑橘花香。

以前的小雪节气，北方人纷纷储冬
菜、腌菜，储备最多的就是大白菜 、胡
萝卜、南瓜、冬瓜。 冬菜藏在地窖里，够
一家人吃上一冬。 北方的冬天，冰天雪
地，干不了农活，男人们就藤编草编 ，
女人纺纱织布，或修渠积肥，为来年的
农事做足准备。

初冬，走过春的明媚，走过夏的葳
蕤，走过秋的丰饶，人们能看到冬繁华
尽褪的清简。 明知道小雪与是否下雪
没有关系， 但还是期盼漫天飞舞的雪
花铺满大地。 远远看着雪地上那一行
行诗韵， 好像读懂了雪花的浪漫和纯
净的灵魂。

雪花飞舞、飘落的世界，正如已经
收割的原野， 毫无保留地袒露世间的
黑白底色。 热闹过后的宁静，展示了大
地博大的胸怀、 铮铮风骨和抗击严寒
的坚韧。

雨水给人离愁之情，雪花却令人心
怀憧憬。 人生须臾，恰如小雪，与欢喜
有缘，与沧桑有染，与清简相伴。 看啊，
雪花一冬深，小雪落成诗……

江山如画 ■■ 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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