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陕北志丹县插队时， 笔者曾听过这样的民谣： “旦八寨两头尖， 东靠洛
河西靠川， 背洼洼攻上了刘月山， 身挎盒子炮， 头顶黑毛毡， 翻进寨子里， 杀
得敌胆寒！” 这流传于洛河畔村落间的民谣， 描述了毛泽东在 《抗战胜利后的
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里提到的围攻旦八寨的战斗。 正是这场战斗中的故事， 激
励了后辈人中女石匠的诞生……

最美不过夕阳红

地址： 北京平谷区金海湖旅游区内

电话： (010) 69991201

“这里夕阳分外红———我在北京市退
休职工活动站的休养生活” 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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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再现

女石匠排的诞生

1971年初春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
复电激荡山村， 旦八乡要在洛河上建
电站了！ 当得知工程急需石料工匠时，
年仅17岁的白志萍就奔到指挥部报名。
谁知石工连长唐大伯怕活太苦， 技术
强， 不敢收女娃， 乡间也有落后势力
冷嘲热讽 “人老几辈子没见过女娃子
把锤钻、 当石匠！” “女人长大就是做
饭、 嫁汉、 看娃娃， 怎能跑石堆里扬
灰气！” 一时间老妈也害羞阻止， 一起
来报名的小姐妹也疑惑地止步了！ 这
当儿， 高指导员赶到姑娘们和大妈间，
指着村边的烈士陵园说道： “这里掩
埋着保卫边区围攻寨子的九位烈士 ，
几十年啦， 他们看着、 盼着我们用好
洛河水， 建设新家园啊！” 白志萍抬头
走上前， 再次报名要求当石匠， 老妈
也抹泪支持。 这才破例收下第一位女
石匠。 跟着刘老汉的孙女胡椒， 石洼
庄的梅梅、 芳芳， 边咀子的锁定， 远
山里的琴琴等五六个姑娘， 都首批报
名参加了女石匠。

第二天 ， 姑娘们就来到了工地 ，
在春风中挥舞锤钻， 在汗滴间学习技
术， 吃苦摔打， 脱皮洒血中打出首批
料石， 成料率达到七成。 很快便有更
多灵气的姑娘来报名， 女石匠扩充到
32名， 由此成立了 “旦八女石匠排”，
白志萍首任排长， 这正是红都保安史
上的第一代女石匠。

女汉子们抡锤有劲 落锤精准

以后的岁月里， 女石匠排成了工
地上的 “突击队”， 哪里有困难， 任务
重， 就会呈现姑娘们的身影。

这年十月， 姑娘们冒着寒霜和早
来的初雪奋战两个来月。 为抡锤有劲，
她们脱下右臂上的棉袄别在腰间， 坦
露臂膀， 舞动锤钻， 铿锵叮当， 和着
清冽的洛水， 迎着纷飞的雪花， 映照
山舞银蛇， 谱成西域天籁， 绘成陕北
山川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左手挥锤的
王社社负伤手术后缠着绷带重返工地。
姑娘们顶星出工， 迎月归家， 有时加
班到深夜， 一锤一钻凝聚深情和斗志。

终于在冰冻坚固的河床开石七百
余方， 凿成宽2米、 深1米、 总长354米
的结合槽， 创出古县保安史上的奇迹！
年终总结女石匠排评为 “施工先进集
体”， 白志萍、 胡椒、 社社、 孙琴、 女
娃等评为 “劳动英雄”。

女石匠本领强 石头身上巧梳妆

在二十多米高的大坝上勾缝， 需
悬空作业 ， 劳动强度大 ， 且担风险 。
牛景玲、 张惠英、 曹振平等女石匠骨
干， 就带领大家请教老连长， 边学习，
边琢磨， 边实践， 总结出： “腰系安
全绳， 肩挂灰料斗， 手握钢瓦刀， 逐
行升降” 施工法。 笔者曾亲眼望见姑
娘们在墨红斑绿的坝体间， 腰带飘飘，

飞上飞下， 真像雁阵凌飞， 山鹰翱翔，
映着奔流的洛水， 彩绘出西域今朝的
“神女飞天图”！ 第一个登上坝顶完成
头天勾缝任务的牛景玲， 高兴地在落
日夕阳下挥汗舞瓦刀。 经过姑娘们近
一个月的奋战， 七天勾缝1560米， 又
在没膝的污泥中打钢筋、 固石料， 昼
夜浇筑水泥护堤270立方， 使72米长的
大坝主体抢在洪期前完工。 跟着完工
三道闸门， 机房建成， 电机到位， 女
石匠们不仅承担了整个工程备料的
70%， 还突击完成了多项关键任务。

金秋， 旦八古寨下明亮的电灯第
一次点亮山村静夜。 此刻， 姑娘们望
着洛水银河， 脸上挂满了笑容……

□冯军

红都洛河畔的女石匠

最美不过夕阳红， 如何让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过的更加丰富多彩。 是我
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有幸这次参加社区组
织的游玩金海湖，让我感悟很深。

清晨，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 又是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当车抵达金海
湖时， 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四
面环山， 宁静的小湖， 漫步于山水之

间， 似乎一切都不值得一提。 万物生
灵沐浴在柔美的阳光中 ， 很想躺下
来， 静静的享受这难得的惬意。 湖里
时而会有一些小鱼游来游去， 时而清
澈见底的湖面层起一片片波浪。 在船
上， 慢悠悠的划向湖的中心， 宁静而
安逸。 像我们这些城里的老年人， 出
门就是高楼大厦， 难得在这么安逸的

环境下聊天， 散步， 给我们的晚年生
活带来很大乐趣。

风景， 生活中随处可见。 一片不
起眼的小草 ， 是风景 ； 一棵苍天大
树， 是风景； 微波粼粼的湖面， 也是
风景。 在他人的眼中， 风景只是提供
给人们欣赏而已 ， 并没有其他的价
值， 但在我的眼中， 这一道风景线，
确是那么的别具一格。

总觉得是一眨眼的功夫， 夕阳便

挂在山尖上了，它深情的俯视大地，舍
不得离开这个多彩的世界， 慢慢地脱
下一件金红色的衣裳，披在了大地上。

高玉利

记得我11岁那年的国庆日， 学校
为了庆祝国庆， 组织附近10所小学4、
5、 6年级的师生共同参加爬山比赛 ，
目标是山顶上的一面五星红旗。 老师
一声令下， 同学们争先恐后的向山顶
跑去， 我也随着同学们奔向山顶。

我第一个奔向红旗， 把红旗举过
头顶挥舞着 ， 自豪的心情无法形容 。
这时， 老师宣布比赛结束， 我获得了
第一名。 我们聚拢在老师身边， 老师
望着我手中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激
动地说： “同学们， 今天是祖国的生
日， 这面红旗是用无数革命先辈的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 咱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 你们要好好学习， 天天
向上。 学好本领， 建设我们伟大的祖
国。” 我们举起右手， 仰望太阳映照着
的美丽鲜艳的五星红旗， 和老师一起
合唱 《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
亲爱的祖国， 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我
们的歌声传的很远很远……

时间过的飞快， 转眼已到了1997
年。 这时我已参加工作了， 这一年正
好也是香港回归祖国。 我也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 婚礼就订在1997年的国
庆日那天。 婚礼结束后， 我和爱人一
起来到天安门广场， 一同感受祖国的
喜庆节日。 广场上人山人海， 布置了
“万众一心” 中心花坛， 灯箱组字花坛
分别位于广场孙中山像两侧。 站在天
安门前仰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我耳
边仿佛听到1949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
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饱
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
于重新站起来了！

国庆伴随着我成长。 每年国庆来
临之日， 我都会想起记忆中的国庆日，
都会想起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我与祖
国共同分享这喜庆的日子！

□王秀艳

■家庭相册

祖国的生日
也是我大喜的日子

首位“洛河畔女石匠”白志萍(右)当年劳动照 女石匠姑娘们开山放料石

“首位女石匠” 白志萍与儿媳携
手经营的小商店洋溢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