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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拥民

■王晓伟

在煤矿工作多年，竟未发现矿井里的一切是
多彩的。大概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所以矿灯照
耀过的地方似乎都黑乎乎的。从顶板到底板，从
设备到人员，以及工友们的脸上，都藏着乌黑。

那天，班中小憩时，工友们打趣，有人提问多
彩矿井背后的“谜底”，瞬间引起大家的思考。我
用矿灯扫视周围，漆黑的空间里哪有什么多彩。
见大家不作声，提问的工友扭身摸出了随身携带
的自救器，灯光中一抹红艳亮起，那是自救器的皮
外套。随后，他又用矿灯照向采煤工作面，一个多
彩的世界竟然呈现。

鲜红的支架用力撑起黑色的顶板，强劲的柱
体发出闪耀的金属光泽，橙色的采煤机趴卧在
棕红色的溜子里，赤褐色的管线错落连接在各
种设备上，乳白色的护帮板紧紧贴护着煤帮，蓝
色的通讯线穿插在各种精密仪器上，标盘里闪
烁着不同颜色的数字。原来，我们身处的工作
环境中，真是这般多彩。

多彩背后的“谜底”到底是什么？我们接续
思考，煤矿井下出现的多种颜色，它们的用意是
什么？难道只是为了丰富色彩？见我们一脸疑
惑，提问的工友给出了答案——艳丽的颜色有
警醒意味，温和的颜色给人舒缓的感觉……听
着他的讲述，我们再次望向周围，果然有了不一
样的感受，原来每一种颜色的出现，都代表着一
层含义，当多种颜色组合在一起，就有了更大的
用意。

支架的鲜红是提醒你，穿越工作面时要当心；
橙色的采煤机告诉你，它是个庞然大物，一定要小
心操作；乳白色的护帮板告诉你，它有千斤之力，
有它保护，可以安心……每个设备，每个仪器，不

同颜色都有不同的用意，就连我们随身携带安全
帽、矿灯、自救器、工装等，也都颜色各异，这些色
彩汇集在一起，悄然点亮了矿工的日常。

这也难怪，多彩的矿井就在眼前，我们也身处
多彩的矿井中，天天相处，日日相对，却不知这里
是五颜六色的。这是因为在长期和固有的印象
中，似乎煤矿工人天然地与黑色纠缠在一起，束
缚了思维，遮蔽了视线，潜意识里也认为一切都
是黑的，于是忽视了其它颜色的存在。

回想工作中行走在井下，我们也知道避让

和自我保护，知道观察周围环境中的危险和隐
患，操作机械设备时也分外小心，可再联想到刚
刚所看到的多种颜色，才知晓原来这些色彩早
已融进了工作，于细微处提醒着我们：安全生产
重于泰山。

不过，这下可不一样了，我们于新奇中更带有
一丝兴奋，观察着矿井中的一切，就连头顶的矿灯
都变得五光十色起来，心底亦慢慢涌现出两个
字，那便是充溢着多种色彩的“安全”。

（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新三矿）

        ■■董刚松董刚松

西藏一天天更好

我们一天天变老

当年的栉风沐雨
如今的珠联雪域

总有一天
小李会成长为老李

此勇会惦念起彼勇
老彭会感慨着老冯

…………

我们的岁月啊

因了援藏
从此藏缘

原来
人生最刻骨的

是抉择

是闪念

因原

曾经一次次挑战了海拔
生命

由此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华

我们战胜过高寒缺氧

我们经受过冰雪狂沙
我们忍耐过乡愁想家

血压高了、记忆力低了
皮肤黑了、头发白了
心率快了、反应慢了
皱纹多了、头发少了

…………

大家
知苦不避苦

吃苦不记苦

每一位西藏建设者
都是高原勇士

勇士们

在高原上逐梦奋发

高原上

随处开门见山

随时抬头望天
随意俯首瞰川

梦萦里

美丽的雪莲花
圣洁的布达拉

山巅的天路铁塔
…………

那方净土

现今何样啊？

我们
还想回拉萨

■尚继慧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
处 寻 。”这 是 宋 代 曾 几 在

《大暑》诗中的开言，意为
大暑节气，酷热无比。作
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大暑正值“三伏天”里
中伏前后。但恰是这暑热之最，也造就了浓绿之盛、鲜花
之艳、雷雨之快的大暑之美。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时值大暑，大
地被绿色覆盖包裹，漫山遍野由碧绿、深绿、墨绿交织染
就，绿得浓烈、绿得稠密、绿得壮观。连绵起伏的绿色，
彰显庄稼的蓬勃与旺盛、草木的葱茏与葳蕤。

“大暑不热，五谷不鼓。”大暑时节，是庄稼生长的关
键期，强烈的光照使其能量倍增，加快成长。放眼望去，
满目绿色遮挡阳光，掩映出片片树荫，人们得以坐下来纳
凉。青山披绿装，荷塘泛碧波，田野涌穗浪，村庄飘果
香，绿之盛情，衍化出一派繁华。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节气位于
农历六月，花信风为荷花，即荷花是大暑的信使。伏天的
暑热，荷花盛放，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娇艳无比。碧波
之上，硕大翠绿的荷叶，托举柔美的粉嫩，再热也觉清
凉。除了荷花，大暑节气盛开的花还有紫薇花、凌霄
花、玉簪花等，鲜艳的花朵绽放枝头，散发浓烈的芬芳，

回应骄阳的抚慰，回应绿
叶的情义。

“渚香吹散 荷 花 雨 ，
几点流萤出苇丛。”暑热
伏天，蛙声阵阵，蝉鸣声
声，山林间的蝈蝈也爬到

田间地头、院房角落鼓叫。野虫的拼命鼓噪，将热浪推
向高潮，但就农家小院而言，倒是越显恬静。尤其夜幕
降临时，晚风吹拂，虫声合唱，加之流萤飞舞，反而使气
氛变得恬淡清凉。虫鸣、萤光，都是盛夏一景，还有一
挂艾蒿拧成的火绳，驱着蚊蝇，月光下一坐，蒲扇一摇，
竟也惬意。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大暑时节，雷
雨频至，但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常常是这边下雨那边
晴，恰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小暑
后，稻田禾苗长得飞快，池塘水面眼看就干，但一场大雨
尽情浇洒，密密匝匝的禾苗油然一新，恣意畅快。雨水
滋养下，苞谷挂须、稻禾抽穗、棉花挂桃……庄稼加快孕
育成熟。

大暑，大美，绿色盎然，万物蓬勃，是生命的奔放，是
岁月的凝芳。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能生发万物的时
节，但物极必反是自然规律，大暑之后即立秋，届时，自
会在彩虹之后伴随着稻花飘香，而那丰收的金黄，正是
人们的美好期盼。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吴孔文

岁月如瓜，人人皆为瓜农。
种稻、种麦、种花、种草，其实都是

在种瓜。瓜菜半年粮，瓜和菜丰富了，
吃饭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万家灯火中，滋滋作响的小锅里，
除了鸡鱼肉蛋的丰腴，还有众瓜荟萃的
清芬。

种瓜是最真实的托付，把种子交给
土地，把希望交给季节，翻地、起垄、撒
种、间苗、除草、上架、开花、结实，循序
渐进，规规矩矩，直至收获。

南 瓜 最 霸 气 ，一 窝 瓜 ，藤 蔓 能 长
半亩地，花也开得恣肆。南瓜头、南
瓜杆均可素炒，小南瓜可从初夏吃到
深秋。冬天来了，收起老南瓜堆在墙
角里，瞄上一眼，如同品读老饕的一
篇散文。

冬瓜可清炒、炖汤、凉拌、腌制，吃
法多样，只是味道淡些。秋后，一只只
冬瓜半人高，青衣之上泛着白霜。冬瓜
怕冻，冬日雪天，将其放在火塘边烤火，
它们安安静静呆着，憨厚得像一个个
农人。

葫芦让人想起《诗经》，想到悬壶济
世。古代青年男女结婚，用葫芦瓢当酒
杯，喝酒定情。古代郎中用葫芦装药丸
治病救人，颇有佳话。

苦瓜又名癞瓜，当年上学，一周一
缸老咸菜，没有咸菜时，只能带苦瓜。
一周一缸炒苦瓜的日子，的确有些煎
熬。如今人们食苦度夏，首选苦瓜，可
见成了青睐之物。

黄瓜是桌上一年四季的“常客”。
当年我家种的黄瓜多，每次去摘，都要
装大半筐。吃不完，就晒成黄瓜干，或
者将黄瓜留在架上，让嫩黄瓜变成老
黄瓜。老黄瓜口感爽脆，通常会被收
集起来，用来烹饪久炖的美食或腌制
咸菜。

…………
我所种的瓜中，还有丝瓜、茄瓜、甜

瓜、木瓜、佛手瓜。这些瓜，你对它好，
帮它除草、施肥、上架，它就百倍报答
你。儿时住在乡下，方俚语中有“人不
及瓜”四个字，意思是说那些不知感恩
的人还不如一只瓜。

种瓜养瓜，其实是滋养自己。万
物成熟并非易事，面对成长，珍惜而不
丢弃，助力而不拆台，平和且包容，正
是瓜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援藏感怀援藏感怀

大暑有大美

种瓜养瓜

疆电远送

节
令

【作者为国网河南电力宣传

部主任，2014年受国家电网公司

选派挂职援藏（时任西藏经研院

副院长）】

 后记——

    2014年 6月，受国家电网公司选
派，我满怀接受艰苦考验的忐忑、肩
负组织的殷殷嘱托，从河南开启了援
藏雪域之旅。
    两年多的时光里，我深受援藏精
神的教育洗礼和在藏干部老西藏精
神的鼓舞鞭励，始终中原情系高原，
让牡丹伴格桑花开。
    十年回首，往事历历，事业赓续，
感怀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