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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德福

工人的信工人的信

远上桃花岭远上桃花岭

青山御风  

■吴长雷

如果说反应堆是核电站的“心脏”，那
么堆外中子测量系统就是核电站的“心电
监护仪”。反应堆和核电机组的安全稳定
运行，一刻都离不开这个“心电监护仪”的
严密守护。

为 了 实 现 机 组 状 态 从 冷 停 堆 到 满
功率运行的全状态监视，堆外中子测量
系 统 的 信 号 跨 度 达 11 个 量 级 ，低 至 单

个中子触发的脉冲信号，高至机组满功
率 运 行 时 的 信号，其中探测中子信号难
度极大。

2011 年，我来到公司仪表计算机部负
责堆外中子测量系统的维修，刚加入班
组第一天，师傅就告诉我：“你知道劳斯
莱斯汽车不？咱们的系统一套价值好几
辆劳斯莱斯汽车，一块板件价值一辆宝马
三系轿车。”

彼时，我就记住了那块价值不菲的

电路板，并在后来与其结下不解
之缘。

有一天，我终于见到可以检
测到中子电流信号的设备，瞬间
就被折服，深深感慨其精妙的设
计，不愧是微弱信号检测领域皇
冠上的明珠。同时，也从心底里
钦佩能力卓越的工程师，在远远
欣赏其作品的同时，暗自发誓要
努力钻研，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与
其比肩。

不久后，我参加了仪表首次大
修。期间，堆外中子测量系统一块

电流采集板件（ACCG4）闪发信号被更换
下来。但是，因为这块板件的技术分析报
告无从下手，整个项目组都很消沉。

作为新人，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那 块 昂 贵 的 板 件 ，可 师 傅 怕 我“ 新 手 上
路”，一开始不让我碰，最后证明我有分析
能力后，才放心交给我。

从那天起，我经常一盏灯、一块万用
表、一个电路板、一个人奋战到深夜，经过
一周多努力，终于绘制出电路板的原理图，

并分析出板件的工作原理以及闪发信号的
原因。

当我拿出分析报告时，同事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至今我都记得他们赞赏和激动
的笑容。如今，还有很多堆外中子测量系
统的维修人员留着那份报告，每当大修期
间 ACCG4 板件闪发电流波动时，它依然
是最有说服力的技术研究资料。

近年来，由于这块板件频繁故障被集
团定为十大共性技术问题 CEMG 项目，
我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牵头解决该问
题。项目落地后，如何检测板件参数、如
何判断板件状态、如何给板件注入测试
电 流 、如 何 采 集 量 程 切 换 信 号 等 难 题 ，
也接踵而至。

针对这些难题，我和团队进行了无数
次尝试，多次试验后最终设计出了板件
离线测试工具。这个工具能够测试和分
析单块板件，性能指标远超厂家试验平
台，可以实现板件的功能参数以及性能指
标的验证，同时能实现板件状态的评估。

不止于此，我们还趁热打铁做了个全
新尝试，凝练现有堆外中子测量系统，将

其小型化用于中子探头的源试验以及烤
机。为攻克其中微弱电流检测难关，我搜
集了几百份资料，并研究了国内外微弱电
流检测领域最前沿的设备和数据资料。
在艰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不断的
试验和改正提升产品质量，最终设计出
了性能达到 ACCG4 板件的设备。

从高门槛的无人区，到摸索、学懂、研
制成功，一路走来，我与核电站的“心电监
护仪”打交道已十年有余。每一个技术上
的细微之处，每一次坚持不懈，都深深印
刻在珍贵的青春岁月中。我相信，这个领
域要做的探索还有很多，我和团队会在不
断的努力中进一步提高核信号探测水平，
提高现场设备的安全运维水平，守护好核
电站的“心脏”。

（作者供职于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孙新志

桃花岭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西南的姚庵村，貌
似一顶礼帽中间凸起的帽顶，一圈浅浅的沟壑好
比青色的扎带，四周微微鼓起的山坡像是帽沿。
这里，因千亩桃树而得名，是个休闲娱乐游玩赏
景的好去处。每年春天，桃花开时，漫山红遍，云
蒸霞蔚，再佐以黄灿灿的菜花金，绿茵茵的草木
青，俨然一个打翻了的调色板。

暑热难耐，周末带家人上桃花岭寻找清凉。
一路上，新修的沥青路蜿蜒曲折，象一条遒劲有力
的臂膀，漫山遍野的桃树挂满果实，或白里透红
或红里带丝，散发出诱人的香甜。

桃花岭大门口，路边摇曳着桂花、紫薇和香樟，
虽不遮天蔽日，却也葱茏茂盛。远远望去，眼前是
一条山上有树、树下有坡、坡下有塘的纵向景观带。

步入山间小路，挺拔葱绿的树，纷至沓来的
草，褪了春时的稚嫩，肆意生长着，满眼满怀的绿，
氤氲着山里特有的湿润，似乎随手抓一把空气，都
能攥出绿汁来。

小路四周错落有致分布着几个拱形特色长
廊，不是那种刻意建造、刷着油漆的木廊，而是钢
管折弯插在地上固定好，任由草木包裹装扮而
成。顶上虬枝盘旋，四周青藤缠绕，古朴简拙。
博古通今长廊的围栏上悬挂着十几帧古诗词，全
是描写农家田园的，尤其那句“桃花坞里桃花庵，
桃花庵下桃花仙”格外应景。

走进农耕长廊，可以看到犁、耙，米筛、簸箕等
农具，还能认识麻、麦、黍、菽、粟等五谷杂粮，一粒
种子从播种到走上餐桌的历程清晰呈现眼前。
二十四节气长廊，以二十四幅画搭配农谚，讲解
节气由来，穿越这里，仿佛走过四季。

沿小路下行，就到了桃花岭研学基地。说是

教学点，却没有教室，几乎全部敞露在野外现场教
学。人们可以在豆腐豆浆教学点，现场见证豆子
变身的过程，也可以到军事拓展点攀岩野，还可以
到农耕体验田小菜园里下地干活儿……

再往下，是一片开阔地、三个大水塘。桃花潭
独处一隅，水面干净又平静，倒映着云影。荷花池
里，荷叶还未达到莲叶接天的境地，但几丛怒放的
鲜艳，依然显现出“待到百花残，唯我任白红”的傲
气。到“茅檐低小，溪边青青草”的垂钓园，几个
朋友隔着水塘打听今天的收获，许是嗓门太大，
扑棱一声，惊得草丛中一只白鹳腾空而起，撩起
一道弧线滑向远方。

很快到了中午，山庄那边已经轻烟缭绕。庄
前几棵大树下，密荫笼罩，凉风习习，孩子在树下
荡秋千，一张石桌，几条石凳，大人们早已围坐好，
等待一顿山间美食。

与山庄工作人员攀谈得知，十几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荒山秃岭，为长远发展，当地政府专门
从外地引进早、中、晚熟三个品种的大批桃树种
植于此，便有了桃花岭的雏形。后来，一名吴姓
中年汉子带着全家二十几口人，来这里垦荒种
地，养鸡养鸭，渐渐初具规模，后来又开发旅游景
点、农场庄园、劳动教学等项目，将桃花岭打造成
了一个集休闲娱乐、餐饮旅游、习农研学的综合
性生态园区。

临别桃花岭，站至最高处的看家台四下眺望，
南边的动车呼啸而过，不知道哪一天，母亲就会乘
着它，跟我一起来这里再讲一段关于桃花的故事；
北边的新民居，灰瓦白墙，散落在树林间，像一只
只熟睡的白鸽，平静又安详。

此行，远上桃花岭，感受新乡村的火热和活
力，于一方天地间收获清凉惬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邱俊霖

赣南地区有一种簸
箕粄，当地人称为烫皮。

制作烫皮需要用到
竹匾，也就是圆形簸箕。
制作时，将大米研磨成米
浆，用大勺舀上一勺，倒
在竹匾上，摊均匀，再把
竹匾放入铁锅 ，锅中有
水 ，锅下火旺。盖上锅
盖，差不多两分钟，蒸气
就能把米浆蒸熟，形成一
层薄薄的粉皮。揭开锅
盖，取出竹匾，用小木棍
在粉皮上画一个端端正
正的“十”字。这样，粉皮
就被划成四个大小匀称
的部分 ，将每一部分轻
轻掀起 ，小心翼翼卷起
来，就成了一份素烫皮。

外地朋友常常以为
烫皮是用土方法制作的
肠粉，其实不然。广东某些地方，有用圆簸箕蒸肠粉
的习惯，但赣南老乡喜欢在烫皮卷里包上各种小
菜，尤其喜欢酸菜，有的也会包淡味的土豆丝、包
菜、茄子或者萝卜丝类的素菜。

在我的观念里，烫皮和肠粉是有些区别的。肠
粉一般很少加小菜，即使加些小菜，也是作点缀或
提味之用，其灵魂还是粉皮的香味。而烫皮则不一
样，其很大一部分滋味皆源自包裹的小菜，除了米
香味浓，小菜的味道更浓。赣南老乡口味偏重，即
便包上小菜，食用之前，还要再加一点卤汁或蘸料。

烫皮的吃法更多样，如果蒸好的粉皮不现吃，
那就把一整块粉皮掀起来，切成片后晒干，用来佐
茶下酒。有的地方把这种晒干的烫皮叫烫皮干，有
的叫烫皮骨。若嫌晒干的烫皮口感太硬，便待其晒
到半成干时，再切成丝，就是烫皮丝，吃的时候，像
制作汤米线或汤面一样，做成一碗粉汤，当然也可
以炒着吃。不过，烫皮丝比粉面更加柔软易熟，无
论煮或炒，时间都不宜过长。煮食时下锅过水，捞
起便吃，上桌后还得加上一勺卤汁蘸料。

在赣南，人们的口味以咸、辣为主，老乡们管卤
汁不叫卤汁，管蘸料也不叫蘸料，而叫酱油辣椒。酱
油增咸提鲜，辣椒添辣，这种蘸料的作用正如其名。
大部分小餐馆里卤汁蘸料的确就两味料，酱油和辣

椒，偶尔桌上还放一瓶醋，不过大家普遍爱吃酸菜，
大概喜欢的是那股淡酸味。

大部分赣南老乡对于臭味也有一点执念。除
了喜欢吃油炸臭豆腐，还有一种当地特产的臭豆
腐——用雪水和草木灰以及各种香料特制的卤水
腌制型臭豆腐。将新鲜豆腐放进卤水里浸泡半天
或一天，浸泡时间越长，味道越重。捞起洗净后，加
点香油调料可直接开吃。当地人将这种臭豆腐称
为“盐蛋豆腐”，据说其口感细腻顺滑，味道比之油
炸臭豆腐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品尝过不少美食。有
的地方口味偏淡，有的地方偏甜口，有的喜麻，有的
嗜酸……各地有不同的饮食风味，不管你吃不吃得
惯，当地人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有喜欢美食的朋友曾说，有些美食家不喜欢重
口的食物，原因是调料下得太重，容易抑制食物的
本味。我觉得，从品尝美食 的 角 度 看 ，这 种 说 法
是 有 道 理 的 ，可 对 于 普 通 百姓而言，故乡的味道
大 概 都 是 难 以 替 代 的 ，也 是 无 法 抹 去 的 味 蕾 记
忆，很难用某个标准去评判。就好比我的一位朋
友，虽然在广东生活多年，可每次去粤菜馆子吃清
远鸡，还是会忍不住对着服务员说上一句：“来一碟
酱油辣椒。”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闫相达

钢牙啃食寂静的夜空
天幕洒满星辰
工程师扛起沉寂的钻机
井口和井架巍然矗立
家化作未寄出的信笺
深藏心底

仿佛没有归巢的鸟
没有固定的地址

隆隆响起的战鼓声里
地址是未知的远方
邮戳是看不见的勋章

不怨天不尤人
无法言说的思念
化作千钧之力
默默扛起重担
挺起的腰板坚韧如铁

家书化作井底的回声

    在黑暗中雕刻着光阴
时间的痕迹爬满井壁
魂牵井水澄清
鼓声渐渐消沉

回声悄然跃出井口
影子拉长在荒原
归期如约，一心向阳
在激荡的井底守望
期盼久违的团圆

（作者供职于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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