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淑兰

仲春时节，漫山遍野的花儿装点着大山。 风一
吹，红的白的粉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发出阵阵
清香。 蓝天白云下，身着红色工服的三名采油女工
正在栽花种草。

听说我来采访，这三朵“石油花”显得有些拘
束。 我说：“随便聊，都是自家姐妹。 ”她们这才放下
手中的活儿，坐到我身边。

有着“诗人”称号的芳姐，主动讲起往事。 她说，
二十年前，这里一片荒凉，一间铁皮房，一个大通
铺，就组成一个家。 刚来时，感觉自己就是个巡山
的，每天跟在师傅身后量油、取样、换皮带，日子过
得忙碌而枯燥。 同样的工种，女工要比男工付出得
多，为了作业安全，酷暑天也得穿着厚重不透气的
工服满山跑。 白天忙，时间过得快一点，但一到晚
上，孤独感就会袭来。 后来，在师傅鼓励下，她买了
很多书，晚上就用阅读打败寂寥。 因为读书多，一些
负面的想法逐渐消散，也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就会
不由得写上几句。

“也曾想过逃离，但一想到肩上的责任，就硬着
头皮继续干下去。 其实，生活处处是诗歌，只要我们
善于发现美，还是有很多浪漫的。 ” 芳姐笑着说。

听到浪漫二字，李丽急着插话：“都说女人是水
做的，但采油女人是用汗水做的。 ”每天，当中人们
还沉浸在梦乡时， 李丽和工友就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换皮带、换电机、调平衡、抡大锤、修路，这些男
人能干的活她们都能干。

“在工作中，我不懂浪漫，只知道要埋头苦干。虽
是女人，但从不把一些能做的事推给男人。 原本也想
娇柔地活着，谁知一不小心就活成了女汉子。 ” 李丽
爽朗地笑了。

晓乐看起来比较腼腆， 但当谈起女人这个话题
时，她打开了话匣子：“谁不喜欢花前月下的浪漫，谁
不向往缠绵温情的柳间河畔， 但当我们选择做一名

采油女工时，就必须学会坚强，学会享受寂寞。 ”说话
间， 她指着抽油机旁的一片花海说：“我们三个虽然
平时干得都是脏活累活，但闲暇之际，也懂得享受生
活。 你看，这些花，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

顺着晓乐手指的方向望去，鹅黄涌动，油菜花
一朵接一朵，一株挨一株，一片连一片。 一阵风吹
来，花香溢满了井场。

油菜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 没有玫瑰的娇
艳似火， 也没有茉莉的洁白芳香， 但它一身的金
黄，却带给人无限的希望和畅想。 它不造作、不骄
傲、耐贫瘠、耐严寒，随风绽放、坚毅顽强的品性不

正是采油女工的写照吗？
在我心里，美有很多种，唯有劳动之美、奉献之

美是内在的真实的美。 大山里这些“石油花”，默默
生长在荒山旷野之中，不用浇灌，不引人注目，却以
顽强的生命力，释放着自身的价值。 她们没有轰轰
烈烈的感人事迹，但日复一日的坚守，演绎出了女
人的别样风采。

离开井场时，阳光灿烂，风轻云淡。 上车的瞬
间，我发现那高远的半边天温柔且璀璨，与光芒映
照下的“石油花”们相映成辉。

（作者供职于陕西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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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石油花”

■王晓伟

一大早，太阳还没升起，老王就带着我和几个
工友背着镐锹，爬上矸石山。

借着东方的鱼肚白，可以看到山顶上歪歪扭扭
的树苗，紧靠着矸石坑里不多的泥土，延续生命。灰
黑相间的矸石，层层垒叠堆积，给人一种荒凉寂寥

感，也让那一点点绿色变得萎蔫。
我们把工具放在地上，擦擦额头的汗珠，看着

眼前的景象，心生退缩。 将整个矸石山变成绿色，
谈何容易？ 何况矸石坚硬，没有一点营养，植树恐
怕也是枉然。 正当几人议论时，老王上前说道：“大
家别气馁，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说完便向前走，
带我们穿过成排的树苗， 走过一条隐约盘旋的小

径，绕过一个小山丘后，一番不一样的景象便呈现
眼前。

只见几棵桃树相拥在一起， 枝上桃花绽放，像
跳动的粉色火焰。 桃树周围，翠绿环绕，几棵松树向
上而生，像一个个身着绿色军装的战士，守卫着中
心的一抹娇艳。 一阵晨风吹过，桃花香气袭人，在
这番毫无生机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甜美。 欣赏此景，
我们满脸惊讶，老王却笑着说：“绿色就是希望，谁
说这地方努力是枉然的，有志者事竟成，这里就是
最好的证明。 ”

矸石是开采煤炭的产物，日复一日堆积，最终
成山。 建设绿色矿山，将矸石山变为绿色，是矿山绿
色发展的必要一环。 所以，每年植树节，矿山都会组
织种树。 作为新人，我们要跟着老矿工上山植树，看
到树木生长的环境与状态，心中满是感慨，尤其是
山丘后那一抹粉红，惊艳得出乎意料。

老王说，矸石山后那抹粉红，是矿工前辈们留
下的。 当年开采矿山，治理矸石山，绿色植物很难生
长，树苗下那仅有的泥土，都是大家辛辛苦苦从山
下挑上来的。 镐锹挖坑，将大块的矸石刨出，底部铺
上细小的矸石，再填上土壤。 一棵小树苗从栽种到
成长，日常浇灌、病虫害防治、修剪护理，一步步，一
天天，为了让矸石山披上绿色，矿工前辈们付出了
很多心血。

以前的矿山，大风一起一身土，如今变绿的矿
山，是矿工们坚持努力的结果。 说话间，老王又带我
们来到矸石山最高处，俯瞰山下，矿山绿树成荫，山
脚下仿佛是碧波荡漾。 老王早已熟悉这山和这绿。
他扶起一棵歪扭的树苗，抠出流入矸石缝隙里的
泥土，又小心翼翼覆盖在树苗的根部，眸子里映
出的是怜惜和希望。

植下一棵树，就是植下对矿山的情怀。 矸石山
上植树忙，大家高举铁镐铁锹，开始刨坑，尽管汗
流浃背，但看着前方用力的老王，想起他讲述的往
事，浑身顿时充满力量。 直到旭日东升，再到日上
三竿，矸石山上人头攒动。 大家刨坑、挑土、植树、
浇水，把一棵棵树苗种下，让希望生长，让绿色长满
矸石山。 (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

春春风风又又绿绿矸矸石石山山

企业发展离不开精益高效的管
理，更离不开每个成员的责任心。日常
工作能否完成，查找问题的根源，主要
在于当事人是否具备责任心。 有了责
任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没有责任
心，再简单的工作也会出漏洞。

责任心是什么？ 俗话说， 不患无
策，只怕无心，这里的心指的就是责任
心。笔者认为，责任心是爱
岗敬业的思想基础， 是强
化落实的内在动力， 是团
结奋进的理念支撑。

没有责任心， 就会认
为企业的兴衰与自己无
关， 对待工作就没有积极
的态度和工作热情， 缺少
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
消极应付；没有责任心，就
不会认真务实， 工作只求
应付， 不会深入研究和主
动创新， 工作水平停滞不
前；没有责任心，会过于自
我，不讲团结，追求个人得
失，不顾集体利益。

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有的人
总会想方设法完成， 有的人
却想方设法找借口搪塞。 想
尽一切办法完成工作的人，
会经常受到肯定， 成为值得
信任依靠的人； 想方设法寻
找借口逃脱的人， 久而久之

就会失去组织和团队的信任，逐步被边
缘化。总之，没有责任心，能力再强，本事
再大，也不可能有成效。

其实，无论做任何事，首先要对自
己负责。我曾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个老
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要回家与
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 老板不舍他离
开， 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

老木匠欣然答应。 但此时
的他， 心已不在工作上，
建房用的是软料，出的是
粗活。 房子建好时，老板
将 大 门 钥 匙 递 给他说 ：
“这是你的房子， 是我送
给你的礼物。 ”这个小故
事告诉我们， 做任何事，
归根到底都是于己有关，
如果对自己的事情都不
负责，那更谈不上对工作
负责。 没有责任心，受到
影响最大的人是自己，绝
不是别人。

顾炎武曾说：“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 ”虽然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同，但涉及责任
就没有小事。 一个人的责任心如何，决定着他在工作中
的态度，决定着其工作的好坏和成败。 因此，凡事都要尽
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去做，从事业出发，以大局为重，勤
奋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若人人都有责任心，
一个团队、一个组织才能高效高质量地运转，所有人心
之所向的目标也会实现。

(作者供职于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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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像一个身披华服，充满
智慧的老祖母， 如果我们能把她
请出来， 她会缓缓地告诉我们流
淌在岁月中的那些绮丽的往事。”
作家黄元琪在提及写作《岁月欢：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以下
简称《岁月欢》）时如此描述。有人
说，中国老百姓年复一年的生活，
就是浸润在四季民俗节庆里的。
翻开《岁月欢》，那掩映在中国传
统节日里的四时欢， 氤氲着民族
记忆里的一缕香气， 会慢慢在读
者心中荡漾开来。

《岁月欢》以独特的观察角度
与行文方式， 在岁时节庆语境中
透视中华民族岁时年节的生存样
态， 于具体文化事象中呈现普通
百姓的生活百态， 为解读传统节
庆文化开辟出一条往返于传统与
现代的路径。该书行文流畅，言语
饱含深情又不乏引经据典， 基于
宏观视角对微观个案的多维阐述
也恰如其分，呈现出一幅幅灵动、
优美的节日民俗生活画卷。比如，
过节是令人一听就心动的词语，
节日是记忆中永远闪亮的灯火，
立足传统的文本叙事， 虽庄重沉
着，但到底枯燥乏味。 但黄元琪着意于一个“欢”字，立足
当代，将节日仪式感融入现实生活中，把力度和温度留给
《岁月欢》，同时将强烈的沉浸式欢乐带给读者。

黄元琪以一位旅行家的目光感知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以切身体验亲近传统节日，更用脚步重新丈量传统节
日背后的文化尺度，使《岁月欢》摆脱了纸上谈兵之嫌，字
里行间浸润着生活本来的质感， 具体的生活意象里流淌
着原生态的生活色彩。

“我记得在云南深山中，布朗人迎接完太阳后一路
跳歌回村。 队伍走得很慢很慢，经常前行三步便停留在
原地跳歌。 人们接力用布朗族特有的调子唱歌，每个人
唱完一段，就有人豪爽地灌他翡翠酒，所有人都齐声叫
好。 大家高举插满鲜花的竹幡， 将米花抛洒到空中庆
祝。 我在不远处等候队伍前行，一点也不着急，享受地
看着寨民们浑然忘我的快乐。 那份快乐随着清风拂在
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现实中的压力与烦恼，只
是微笑地看着他们。 一时之间， 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误
入桃花源的那个人。那些传统习俗明明还在民间留存，它
们的感染力能让人如此喜悦与平和， 为什么我们不再去
在意它们呢？ ”这样的场景，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岁月欢》如花叶露珠般的清新，流露出率真、质朴的
人文气息，看似平淡，实则在各种繁缛的仪程描写中悄然
唤醒华夏儿女对自然与生命最生动的理解。

从南到北，自东而西，看似区区八章，仅写几个节日，
实则具备了中华民族全部节日的视阈。 而且在表达形式
上，《岁月欢》图文并茂，勾连出一幅幅光影交织的图像叙
事，每张照片都来自节日现场真切的情境剪影，也都经过
作者的心灵过滤。 春节的屠苏酒、 年糕宴， 清明的清明
果，端午的各色粽子等，天南海北的节庆美食，让读者垂
涎欲滴。 还有春节的木版年画、剪纸窗花，中秋的明月、金
桂……灿若繁星的民间手工艺、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鲜
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情至深处自然浓。 “翻阅诗词、古文，一些传统的节日
仪式居然在华夏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 而今却日渐式
微。我不甘心在每个传统节日中只是疲于应付商家的打
折活动，或毫无新意地找家餐厅聚餐。一个找寻传统节日
的念头在我心中发酵并终于成形。 ”的确，《岁月欢》里有
节庆历史、习俗、风物、舞乐、美食、游历见闻与百姓的动
人故事，但是更有一位文化学者的缱绻情怀与文化乡愁。
正如黄元琪自己所说，过节，俨然成为一种治愈的力量，
去抚平人们生命中的褶皱。 我虽是这本书的作者，但它
属于每个认真过节的人。愿我的读者能通过此书一瞥中
国传统节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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