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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伟

“我离开咱们班组，又不是离开了单位，每天
还可以见面的！ ”老孟话音落下许久，我和工友依
然高举酒杯，谁都不舍得饮下。 见状，老孟笑称这
劳模是借的，工友却是永久的。

借个劳模做工友， 让我想起一年前的劳动节，
老孟获颁企业“劳动模范”荣誉。 他去总部领奖，全
区干部职工守着电视， 表彰会的镜头里还给了他
一个特写。看到那闪闪发亮的奖章、红艳艳的绶带
及证书，大家都为他喝彩。 劳动模范何等光荣，趁
着大家高兴，我们采煤三班班长提议，等老孟回
来，就借到我们班，让我们也沾沾劳模的光。

老孟本是采煤一班的工人， 因为能干又肯吃
苦，深受班组工友喜欢。 听闻要把他借走，一班工
人不情愿了，吵嚷间引得全区工人炸了锅，最后还
是领导一锤定音，表示劳模确有借调打算，因为过
几天三班工作的采煤头面将面临断层， 正值攻坚
关键点，等老孟回来，就借调三班班组。 听说要把
劳模借来，我们全班都高兴极了。

借个劳模做工友，为期一年。 几天后，老孟果
然进入我们班组，刚好赶上生产困难时期。我们在
井下煤头，看着采煤机干“哼哼”，就是不往前进，
因为断层出现， 暴露的岩体像一块铁疙瘩， 机组
“牙”被啃坏了不少，累得我这个修理工跑前跑后

忙着更换。 机组后支架上的顶板
更不乐观，由于断层影响，顶板破
碎严重，渣石块哗啦啦往下掉。

那几天，不但进尺少，而且受排
渣影响，各个设备常出毛病，可把头面
上的工人累坏了。 老孟与我们战斗在一
起，他号召几名工友，配合着将百斤重的
大木头从工作面上一根根扛进来， 自己则
探寻支架上方的情况， 看准位置再将木头
用力塞到支架上方。 木头要一根根叠摞起来，才
能用上力，他愣是双手托举，尽管累得身体打颤，
却依旧咬牙坚持，直到支架用上力，支护住破碎的
顶板。

要过断层必须顺应地势，煤层在上就得仰采，
但采煤机组和支架向前用力就会受影响。 老孟二
话不说，从外面背进一根铁点柱，哪里需要就背到
哪，戗住需要用力的地方，配合着各处起落点住。
回忆那段日子，生产困难重重，机组频频出问题，
惹得我情绪烦躁， 老孟经过时见我在使小性子，
便坐下来鼓励我：“煤矿生产遇到困难是正常现
象，但一切总会过去。 不信，你看，风雨后就是彩
虹了。 ”说完，他又忙着向正后放顶处走去。

正后放顶处在工作面最后方，由于仰采原因，
工作面部分水流至这里， 看着一团团煤泥像沼泽
一样，里面的点柱需要回收，工人们犯了愁。 老孟

见状，直接进入，煤泥湿了半个身子，却依旧将点
柱一根根泄压收回。 他满头大汗， 用一只胳膊擦
汗，画的满脸黑道，弄得周围人都笑了。 攻坚阶段，
难得听到这样的笑声，有老孟的鼓励，大家苦中作
乐，就这样一点点度过生产最艰难的时期。 之后的
时间，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创产创收，已然成为
一个集体。

时光如梭，转眼就是一年，要不是班长提议和
老孟坐坐，我们竟忘记之前的约定，下班相邀至矿
门口的饭店，感谢老孟一年来的陪伴，但提及送别
一词时，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都低头不语。

回想一年来的时光，老孟就像一束光，照耀我
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带动和鼓舞我们不断前
行，更让我们学习和收获了很多。 此时，老孟举杯，
眼中亦有不舍， 但正如他所说的， 劳模虽然是借
的，但工友情谊却是永久的……

（作者供职于冀中股份新三矿）

借借个个劳劳模模做做工工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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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进 毛春初 刘杰 毛雨贤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广西东兰县阳光明媚，
该县坡峨小学、隘洞小学、武篆小学的学生们听说
有科学家和作家要来学校，早早就来到教室等候。

4 月 20 日-23 日， 南方电网公司联合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以“南网知行书屋”为载体，在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已建成的 260 间“南网
知行书屋”开展“我的文字会唱歌———2023 知行儿
童读书节”系列活动。 活动主场设在广西河池市东
兰县 3 所小学，并邀请周家汉、何林两位老科学家
走进校园授课，郝景芳、莫景春等知名作家与师
生一起朗读文章，寻找书中的新世界。 南方电网
公司组织蓝公益志愿者，在“南网知行书屋”开展
红色故事阅读、能源科普等活动。

2019 年，南方电网公司发起“南网知行书屋”
项目。 2021年，南方电网公司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共同设立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 资金规模 1.5
亿元，计划“十四五”期间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海南等南方五省区脱贫地区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

县、革命老区等援建 300 间“南网知行书屋”。 截至
目前，已建成 260间，上架图书 100万册。

“受限于软硬件阅读环境，相较城市儿童，乡村
儿童的课外阅读面比较狭窄，甚至课本就是全部阅
读量。 ”从省城回到河池东兰坡峨小学任教的谭美
英深有体会。 据南网知行教育发展基金发布的
《2022年我国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乡村小
学生阅读课外纸质书人均 3.3本， 低于全国同年龄
段群体的 10.2本。 基于此，“南网知行书屋”以体系
化的硬件为载体，改善乡村儿童阅读软环境，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为建好、管好、用好书屋，南方电网公司组建
专业设计团队对书屋进行设计，书屋采用适合小
学生身高的木书架，板凳也契合儿童身高，书架
上不再密密麻麻，漂亮书封正对着孩子，明亮宜
人的阅读环境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同
时，成立书单研制工作组，遴选适合乡村小学生
阅读的书籍形成书单，从儿童文学名著到动植物
地理科普图书， 不仅有助于树立儿童的远大理
想、增强本领，也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爱祖国、爱家

乡的情感。
“一到放学时间，书屋就成了孩子们最喜欢去

的地方。 ”贵州省紫云县洛麦小学校长任启烨说，
“南网知行书屋”的建立，让孩子的午间课间多了
一个很好的选择，不仅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更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

乡村阅读是改变乡村教育、 提升乡村教育品
质最基础、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其中教师是关
键。 为进一步探索适应乡村学校的数字化教学模
式，“南网知行书屋”广泛运用数字化手段，订制
具备远程教学、同步课堂等功能的多媒体教学系
统，邀请各地名师、演讲团“走进”书屋，通过组织
面向教师能力提升与学生知识拓展的课程，打造
“没有围墙的课堂”。

“南网知行书屋”给乡村儿童的阅读状况与图
书供给带来很大改善。 截至目前，已建成的 260 间
“南网知行书屋”， 上架近 100 万册图书、 投入超
1500 件电子设备等，正惠及 5 省区 40 县（市/区），
受益人数 23 万人（次）。 现有书屋平均每周使用时
间超过 20 个课时，使用频率、欢迎热度持续攀升。

书书香香萦萦绕绕乡乡村村校校园园
———260间“南网知行书屋”带来乡村阅读新体验

““三三月月三三””前前夕夕，，广广西西东东兰兰县县花花香香乡乡坡坡峨峨小小学学的的学学生生们们排排练练过过壮壮族族舞舞蹈蹈后后，，来来到到学学校校里里的的““南南网网知知行行书书屋屋””看看书书。。 李李志志杰杰//摄摄

■周天红

响水坝是个大山里的老场，能唤起记忆
的，要属那条老街，而老街最有历史的就是
那家米铺。

从大山流淌出的一条小河，绕着老场的
场头场尾缓缓从西到东流出。 小河流到场口
处，恰遇一滩石坝石沱。 那水呀，常年哗哗直
响，也就有了响水坝这个名字。 石坝石滩口
正对着的回水沱，水深却不急，正是场子上
的一个水陆码头。 场上人要出山进山或运东
西，都得在码头上进出，所以码头是响水坝
的繁华之地。

响水坝的老街呈 “7”字形分布 ，街两
边全是老式房屋，有木质的，有竹料的，有
全是石头砌成的。 米铺位于两条街道的拐
角处，全是石头砌成的墙壁，石头铺着的
地坝和廊道，后堂正对且连接着码头。 那石头可不一般，
长条形的居多，长两米多，宽小半米，厚大半米。大的条子
石，少说也要四五个大汉才能抬起来。米铺分三层，最上面
一层与老街平齐，是一个大四合院，两进三出，前后有二十
几间房屋，前面是米铺，后面是生活场所和仓库。 二层和
三层全是用长条石砌成的石墙，厚有一米多。 很显然，二
三层是保存粮食和财物的关键场地。 米铺第三层开一道
后门，后门外是一条石梯步，直通码头。 石梯步共有十八
步石梯，是米铺运送货物的通道。石梯步两边高中间低，单
看石梯上的脚印痕迹，就知道米铺的年龄。

听人说，那米铺曾是官仓。方圆二三十里，官家收的粮食
都堆在米铺，所以才建得那样扎实。 防盗不用说，米铺还防
火，因为后面码头的回水沱是最大的保障。 米铺四合院一角
还放着一口大水缸，由一砣整石头挖打而成，三个人要花小
半天功夫，才能从回水沱挑水将其灌满。平日里，水缸装生活
用水，一旦有火情，水缸就能发挥灭火作用。

米铺侧边是茶铺，都由一个老板经营。老板很会打理生
意， 米铺前堂门市除了卖米， 还卖油盐酱醋， 茶铺除了卖
茶，还卖烟酒凉菜和豆花饭。 山里人来米铺卖米买米，走山
路累了困了，先在茶铺里喝茶或喝点小酒，吃点豆花饭，再
说卖米买米的事。

米是山里人的主要出产，响水坝那条小河，滋养了几湾
几坝几坡的好田好地，土质适合稻谷生长。 早春时节，秧苗
插下去，施肥、除草、打药等一系列田间管理下来，稻谷很
快就能迎风生长。 秋收时，金黄的稻谷、白花花的大米，笑
得庄稼人美滋滋。 米铺的生意也红火，大挑小挑挑着稻米
黄谷来卖的，大船小船拉着稻米出山的，做生意谈生意拉
生意的，齐刷刷都来了，那几天的米铺门庭若市，街巷里
车水马龙。 收稻米时生意旺，卖稻米时也热闹，逢年过节
或乡下青黄不接时，来米铺买米的人便扎了堆。 稻米或黄
谷，是乡下人主要的经济来源，家里缺钱，就去米铺卖米
卖谷，换钱求急；家里没米时，想方设法挣钱往米铺跑，只为
日子能过下去。

卖米买米，米铺在大山老场老街不可取代。 但随着时间
流逝，米铺终究还是谢幕了。 从响水坝场前场后数起，眼下
卖米买米的店铺有好几家。 再说，老街老巷进出不方便，靠
公路方便的地界设门市和店铺的居多， 老街米铺就只有荒
草丛生和满地记忆了。

于我而言，对米铺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卖米买米的日
子。 秋收后，挑着家里的黄谷送到米铺，七八里的山路，全
是爬坡上坎。 大清早起来还算凉快，挑起一担黄谷，跟在父
亲后面出门。 正午前后阳光火辣， 晒得难受， 只得加快步
伐。 要是挑累了实在走不动， 就想想米铺旁茶铺里的凉拌
猪头肉或豆花饭，脚步就轻松多了。 那时，家里再穷，卖了
黄谷， 父亲总会买点肉或凉菜回家， 让一家人感受丰收的
喜悦。

逢年过节，家里没米，父亲会说：“娃啊，我们进山挑竹片
去响水坝的收购点卖了，买点米，打粑粑或吃纯正的白米饭。
桌子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家里就有了年和节的气氛。 生活
就是这样，过得越简单越实在，心里越踏实。 有米就卖，无米
就买，只要家有粮，心里就不慌。 ”

一个老场，一条老街，一家米铺，一段时光。光阴虽已流
逝， 米铺只剩空空的房屋和几层石头墙壁， 但那里仍堆放
着不会消失的记忆和过往。

（作者供职于泸州市纳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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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冀中股份新三矿井下采煤作业的老孟。 王晓伟 /摄

■郝嘉璐

色如曜石，触如凝脂，紫色绿
色交映间，格外喜人。 走进保定高
碑店市泗庄镇智图现代农业园区，
经过高科技培育的各色番茄令人
眼花缭乱，其中尤以紫色番茄备受
瞩目。

特殊品种的番茄对水肥、光照、

湿度等条件要求极为严苛，
生长环境需精心把控。 面对
“难题”，程序化的自动控制
让一切变得简单又轻松。

“棚内每一株番茄的成
长状态都被环控系统实时监
测。 温度、湿度通过多个传
感器将数据传到电脑上，我
们只要在电脑上输入指令，
温室顶部的天窗就会自动
打开降温，通过水帘喷雾增
湿。”园区生产部主管杨新宇
介绍。

为确保番茄顺利培育，
国网高碑店市供电公司也设

置专职台区经理， 建立常态化服务
机制，主动跟踪了解园区用电需求，
对用电线路设施进行全方位 “问诊
体检”，还积极开展“电力+能效”
服务，助力园区进一步降本增效。

小小番茄甜了消费者，也“鼓”
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 2022 年，该
园区整体年产值 3 亿余元，带动周
边 2300 多名农民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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