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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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单位一女职工不幸患上乳腺
癌， 前来请病假， 满脸愁容， 含
泪拨弄着自己一头浓密乌黑的头
发， 自言自语， 我怎么患上这种
病， 我的天都塌下来了……我忙
安慰她， 快别想那么多， 治病要
紧， 心情放宽些， 你发现此病及
时， 治疗起来肯定很顺利， 单位
等着你早日康复前来上班……她
擦干眼泪， 连声对我说， 谢谢，
真如你说的就好了！

女职工再来续假时， 脸色蜡
黄得像一张苍白萧条的树叶， 她
头戴一顶深色的帽子 ， 步履蹒
跚， 说话显得十分吃力。 看她羸
弱的样子， 我一边给她让座， 一
边有点埋怨她， 你这身体， 打个
电话或让家人来办理续假手续就
行了， 何必你亲自来！

她一边吃力地流泪， 一边轻
声地说着， 是我犟着要来谢谢公
司的， 这次化疗多亏公司给我办
了医疗保险， 不然， 我真付不起
昂贵的医药费呀！ 身体受的苦，
我能忍受， 可我欠公司的情实在
难以承受， 你们在我看病期间不
但给我发放工资， 还继续为我交
保险……我刚说了一句， 这是单
位应该做的， 你安心养病吧！ 她
却做出要下跪的动作以表谢意，
被我一把拉住……

女职工离开办公室， 一阵风
刮过， 戴在头上的帽子被她惊恐
地压住， 我分明看到她一头浓密
的头发因化疗所剩无几。 看着她
渐行渐远弱不禁风的背影， 我心
酸得真想为她做点什么。

捐助倡议书张贴在公司宣传
栏， 员工一传十， 十传百， 几乎
片刻工夫， 一张张憨厚的面孔涌
进办公室， 他们油腻腻做着机械
加工粗壮的大手， 丢下十元、 二
十元 、 五十元 、 百元不等的钞
票， 容不得我逐一登记， 就像一
阵风离去……半个小时不到， 近
万元的捐助钞票凌乱堆在我的办
公桌上， 像一颗 “心” 型山峰，
仰视得我双眼含泪。

捐助的钱送到患病女职工手

里，她除了无声流泪，还喃喃地向
我索要捐款人的姓名和数额，她
说，等她病好了，逐一还大家的情
分。当我说出捐款现场的实情，她
竟像一个孩子失声哭了起来。

事后， 我把患病女职工索要
大家捐款额和姓名一事告诉公司
的职工， 他们憨笑着不答， 个别
被我问急了， 涨红了脸， 答， 谁
家没有个难事呀！ 力所能及捐点
钱帮她， 不足挂齿， 我们图个心
里踏实。

另一位普通女工， 普通得让
人不敢相信她几年前和丈夫曾经
营一家红红火火的羊毛衫厂。 每
天上班、 下班， 在班工作兢兢业
业， 在家勤劳料理家务。 可有谁
知道， 普通的她， 内心一直藏着
一块心病———羊毛衫厂停业后 ，
家中积压着的500件准备出口的
羊毛衫如何处理 ？ 如果削价处
理， 她能得到一笔钱贴补家用，
可一想到物有所值， 削价处理太
浪费。 如果分给左邻右舍亲朋好
友， 她又怕他人误解， 因而她次
次把一件件羊毛衫整熨、 打包，
犹豫着。

“5·12”汶川大地震的现场报
道，看得她哭得像个泪人。 那晚，
她擦干眼泪，重新把500件羊毛衫
熨烫一遍、打包。 第二天一早，喊
来人力车，载着5个大包裹，去了
红十字会。 在等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上班的当儿， 她看看自己上班
的时间快到了， 匆匆在包裹上写
下 “共计500件羊毛衫， 急捐汶
川！ ”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写，丢给
门卫就走了……

这位捐了500件羊毛衫给汶
川灾区的女人， 也是公司里的一
名女职工。 偶一次， 我和她一同
下班， 聊起此事， 她淡定一笑，
说， 力所能及的小善举而已， 捐
了， 心里图个舒坦……

捐助， 不为利， 不图名， 只
为心里踏实舒坦！ 总说现在人情
淡薄 ， 但这每一点小小的善意
里， 却饱含了浓得化也化不开的
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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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 ， 给我背着矛头 。”
班长老孙把一个沉甸甸的水泵似
的家伙送到我的怀里， 郑重其事
地叮嘱道， “咱全班老采都靠它
吃饭呢。 如果把它弄坏了， 今天
咱这个班都白来了。”

老孙扛着六根近乎两米长的
螺旋铁钎杆， 腰里挂着十多个三
角钻头往井下走。 我扛着那家伙
和另外两名背着火药、 雷管的放
炮工一起跟在老孙后面， 深一脚
浅一脚， 不一会儿， 走进了黑洞
洞的掌子面。

工作面不长， 只见老孙拿着
雪亮的矿灯在掌子面乌亮的煤壁
上照了一会儿， 然后在煤壁上中
下位置分别画了几个碗口粗的圈
圈。 先把钻头安在铁钎杆上， 再
把铁钎杆安在那家伙上， 最后把
那家伙往怀中一抱， 走近煤壁，
把带有钻头的铁钎杆对准他早已
经画好的圈， 对我说道： “来！
跟我学……” 说着他把防尘口罩
戴上 ， 随着那家伙发出 “嗡嗡
嗡” 的轰鸣， 钻头处煤尘乱溅，
很快深深地扎进煤壁。 不到5分
钟， 铁钎杆就完全插进了煤壁里
面。 老孙前后移动脚步， 铁钎杆
在煤壁内伸缩了一下 ， 拔了出
来， 那家伙停止了轰鸣。

1987年 5月 ， 我中学辍学 ，
从山东背井离乡来到煤矿， 这是
我第一天下井时的情景。

1997年6月 ， 我和20多名矿
工被抽调到我们矿区的一座大型
煤矿。 该矿原设计能力80万吨/
年， 经两次矿井挖潜改造将矿井
生产能力提高到100万吨/年。

走进 100多米长的掌子面 ，
已经不是小煤矿那种爆破落煤、
人工装煤的炮采工序了。 取而代
之的是普采， 落煤和装煤完全靠
一个庞然大物———一座锯齿式采
煤机。 这种采煤机远远望去就像
一只昂着头、 张着嘴巴、 露着獠
牙趴在掌子面的大恐龙。 启动采
煤机， 随着 “嗡嗡” 的响声， 只
见 “恐龙” 身子慢慢从掌子面一
端靠近煤壁， “恐龙” 头就像一
个巨型的锯齿， 随着它的飞速旋
转和摇臂上下移动， 煤块迸射，
纷纷落地， 然后顺着 “恐龙” 身
子的刮板镏子就淌到了掌子面外
的运输机上。

升井后， 我在班组的收工会
上得知， 我被抽调到这座煤矿的
第一天， 这整个小班一台采煤机
所采的原煤产量竟然是我在小煤
矿时20多个工人一个月的产量。
而且再也不用天天背着矛头下
井、 升井， 再也不用担心放炮时
出现哑炮， 再也不用挥舞着大板
锹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地往镏子
上攉煤了， 再也不用担心敲帮问
顶出现意外事故伤人了。

2015年3月 ， 我开始担任我
们这座大型煤矿综采机组的司
机。 这座煤矿设计能力150万吨/
年。 当时有采煤工作面3个， 全
部为综采生产工艺 。 到了掌子
面， 看到大功率双滚筒联合采煤
机， 这才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才是
现代化采煤。

煤矿200多米长、 5米多高的
掌子面， 采煤机采用先进的计算
机控制系统， 操纵台上配有大屏

幕工控机显示系统， 开机有操作
步骤提示、 采煤机状态显示、 故
障自诊断功能和故障处理提示的
图文界面， 并同时具有语音提示
操作及语音故障提示功能。 这一
切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使用这种采煤机除了自动完
成落煤、 装煤任务以外， 还能自
动完成运煤、 掌子面支护和采空
区处理， 真正做到了矿工抱着膀
子， 动动按钮就能采煤。

我从一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
伙子， 在掌子面经过近30年的洗
礼， 已经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
煤矿人。 我亲眼目睹了采煤工艺
的变化， 从炮采到普采、 综采，
我们煤矿的采煤技术一步步从落
后 、 原始 、 低效走向先进 、 安
全、 高效， 这不正体现了我们煤
矿与我们伟大的祖国这近40年来
的变化同步吗？

煤矿掌子面的变迁 □周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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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善善大大爱爱
□胥加山 文/ 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叱
咤风云的人物， 他不仅是著名
的政治活动家、 学者， 在文学
上也颇有建树。 他的 《梁启超
家书 》 文笔清新 、 意境悠远 ，
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而 《梁启
超家书校注本》 则对收录的梁
启超家书进行了详细的校勘
和注解， 对于了解梁氏家族在
这段动荡历史时期的际遇， 以
及梁启超在时局背景下所作
出 的 家 国 相 关 的 种 种 选 择 、
探索、 思考， 都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全收共收录梁氏家书 655
封， 根据所收书信内容分为与
父书、 与弟书、 与妻书、 与儿
女书， 从1898年10月29日写出
第一封家书， 到1928年10月17
日留下最后一封家书， 时间跨
度长达30年。 这30年间， 积贫
积弱的旧中国， 既横遭西方列
强的百般欺凌， 国内各政治势
力又你争我夺， 人民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 近代中国的出路
到底在哪里？ 普罗大众又该以
怎样的情怀去看待这场危局 ？
梁启超以政治家的敏锐， 深刻
洞察着这场时局的变化。 一方
面， 他积极投身救国大业， 呼
吁通过民族自强达到振兴国
体； 另一方面， 他又在著书立
传提振国民信心的同时， 还笔
耕不辍地给自己的家人撰写家

书， 从修身、 齐家、 立国的高
度， 给他们以鞭策和鼓舞。

这些家书感情真挚， 思想
隽永， 每一封都特点鲜明， 满
含着梁启超那浓浓的关怀与挚
爱。 与父书， 绵长厚重， 字里
行间尽显其深沉博大的孝子之
心。 与弟书， 亲切朴实， 每一
次提醒与告诫， 无不流露出一
种宽厚的兄长情。 与妻书， 情
深意重， 浓情之中又彰显出他
理性与担当的一面 。 与儿女
书， 言辞恳切， 汩汩流淌出他
对儿女绵绵不绝的慈爱。 纵观
梁启超的这些家书， 虽然谈的
是一家之言， 但其涉及的话题
却大到政治、 历史、 文化和教
育 ， 小到读书 、 修为和持家 ，
洋洋洒洒皆有感而发 ， 不矫
情、 不装作， 总是给家庭成员
以莫大的精神慰藉。 即便在饱
受疾病困扰的晚年， 他依然深
切关注着当时的社会走向， 在
收入锐减甚至断绝的情况下 ，
仍然资助他人。 如在众多与弟
书中， 有一封写给梁启勋的家
书就格外令人动容。 他在家书

中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吩咐梁
启勋道： “前属拨五百元与宪
广， 想未交去， 闻渠将行， 即
交为希 。” 虽寥寥数语 ， 却显
其一腔 “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
爱国热忱。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 既是
记录梁氏家族亲情往来的情感
读本， 还可以管中窥豹地一睹
他们家庭成员间的那份温馨
与 关爱 ， 又能从不同的侧面 ，
生动地映照出当时的社会风貌
和时代变迁， 并从中感知梁启
超那真诚宽广的家国情怀。 虽
然， 这些家书已逾百年的历史，
但岁月的风尘丝毫掩没不了
它的独特价值， 其循循善诱的
劝喻， 温良敦厚的教诲， 古道
热肠的引领， 醍醐灌顶的启悟，
时至今日， 依然以余音绕梁的
思想张力， 被人们所铭记和感
怀。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 的
出版 ， 让这种共同的记忆越
发清晰而有力， 并让这些家书
历久弥新， 在时代的风云与变
幻里 ， 散发着越来越夺目的
光辉。

□黄东光

饱含家国情怀的挚爱家书
———读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