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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史进，是柳湾煤矿党委宣
传部的一名基层宣传干事。每一次
的采访过后都会感觉收获颇丰，每
一位受访者都让我感觉到有趣。尤
其是好多可爱的工人师傅们，他们
朴实而又憨厚，每次采访前都感觉
他们滔滔不绝的可以讲好多东西，
但是一上镜就会紧张和抵触，并且
还会伴随着难懂的乡音。每次采访
前都需要和本队的支部书记共同鼓
励他，为了不耽误受访者的时间，我
们都是选择在班前会前进行采采
访，采访的过程中多次去鼓励，让他
保持最好的状态。到后期听同期声
时就会遇到“乡音”听不懂的问题。
每次都是与单位领导多次去确认，
有些时候单位领导听不懂，就用队
部的电话打到工作面去确认……。

让我感悟最深的就是采访
61120井下智能化工作面，从19年
12月设备到矿开始，我们单位领导
敏锐的察觉到这会是一期非常好的
汾西焦点素材，并马上安排我从前
期开始进行素材收集与跟踪报道。
从智能化设备的地面联合试运转成

功，到井下的安装准备工作，每个关
键的节点我都去实地进行拍摄，记
录了这些瞬间。尤其是在拍摄井下
素材过程中，因为不懂工作面建设
情况，每次拍摄完才发现其实还有
更好的镜头可以体现智能化，所以
就需要多次下井。

电液控支架成组动作是智能
化工作面的亮点之一，为了能更好
向大家展现我们的亮点，我与厂家
人员、现场安全员反复确认一个最
为安全且拍摄视角最好的地方。在
拍摄过程中心里也充满了紧张，看
着四十多吨的“大家伙”在我的侧面
移动，脑海里也想到各种意外情况，
现场安全员看我有点抖动，就站在
我身后陪我给我鉴定信心。最终，
我们顺利完成拍摄，这个镜头也被
上级媒体多次采用。

《汾西焦点》之路任重而道远，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为我积累
了丰富而又宝贵的安全生产素材，
同时借此平台，向所有奋战在一线
的记者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工作单位 柳湾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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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后的母亲。母亲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后
期，那时候家里穷，姊妹们多，吃都吃不饱，一
个学期的学费是五毛钱，但是对于母亲来说
读书上学是一件很奢望的事。看着比自己小
的孩子也背上了书包，9岁的母亲终于决定为
自己的人生抗争一次。上山割猪草卖了几个
月攒了两毛钱，又趁着大人们出工，悄悄拿了
姥姥藏在舅舅枕头底下的三毛钱勇敢的跑去
学校交给老师，并一再央求姥姥，答应不耽误
家里的活计这才上了学。因为母亲儿时的最
大梦想就是———能读书多好啊！

教室是村里的文庙改建的，坐的满满当
当实行复式教学，从一到五年级，一名老师轮
着上课，大家各带各的凳子各坐一溜互不影
响。母亲尤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读书机
会，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晚上常常就着煤油
灯写毛笔字，一笔一划唯恐浪费了不多的几
张纸，眼睛常被煤油灯熏成“熊猫眼”，被姊妹
们取笑“描先生”。为了读书学习母亲没少挨
训，姥姥让干活，母亲总是不舍得抬起头来，
一遍一遍嘴里应着，在母亲一次次把奖状贴
满家里的那面墙时，姥姥也默许了这个爱读
书的二姑娘。一次放学稍晚天已渐黑，母亲
着急想操小路回，遇见一个放羊的老大爷好
心提醒母亲，“小姑娘，这头太僻有狼，你走那
面有人家的地方”。就这样母亲坚持小学又
上了初中，16岁一毕业就去另一个偏僻的小
山村当代教。一周回一次家，自带干粮翻山
越岭，后来因为写的一手好字，算盘打的那叫

“一把清”，通过文化考试、政治审核才招了
工，吃上了“公家饭”，当了一名纺织工人，改
变了一生命运。找对象的时候也是因为两家
大人觉得和大学刚毕业的父亲很般配，用媒
人的话说：“你们俩呀都是读书人，有文化，能
说到一块”。

后来母亲通过自学成为单位的会计，不
用再风风火火下车间三倒班，每天有更多的
时间教我们识字、写字检查作业，兄妹三人先

后考上大学走出小城。如今七十五岁的母亲
依然喜欢静静的坐在阳光下读书，依然执着
于心中的读书情结，文学、科技、健康、养身等
等都是它阅读的范围，生活充满了阳光的味
道。并感慨万分“人这一辈子，必须要有知
识，读书就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70后的我。我出生于70年代中期，跟母
亲那代人比，我幸福了太多。虽然吃穿不富
裕，但比同龄人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缺少过
书看。从我记事起，家里窑洞的墙上永远有
一个大夹子夹的一厚叠《中国少年报》，上面
有个和蔼可亲扎着两个麻花辫的“知心姐
姐”，这在那个连白面都不能顿顿吃，有的家
庭甚至都吃不饱的那个年代，父亲一年给孩
子们花二十多块钱买书订报纸的举动无疑是
令村里人刮目相看的。父亲是知识分子，爱
看书也爱买书，我就经常在父亲的书堆里翻
看，他看什么，我看什么，能看懂感兴趣的就
认真看看，完不懂的就随便翻翻，而小人书、
连环画、《故事会》那是我的最爱。吃饭时我
们兄妹三人和父亲耳朵听着收音机里单田芳
妙语连珠的讲评书，碗放在床沿上，再坐着一
个小板凳，左手把着书，右手拿着筷子夹着面
条，吃的津津有味。《隋唐演义》、《水浒外传》、

《白眉大侠》都是听了评书意犹未尽又千方百
计借来书看的。家里虽然没钱甚至比起别人
家有些穷，但家里的书到处都是，孩子们出去
个个都很体面。我想今天有感能发都得益于
爸爸那时营造的读书氛围。

小县城那个阅览室是我每星期日风雨无阻
必去的地方，总是抓紧时间想多换几本看；技校
阁楼的那个旧图书馆是我每天下了学最向往的
地方，如果能遇到那个认识的张老师上班，允许
我能借回家一本书无疑是最欣喜若狂的。印像
最深的是和父亲一起去太原出差，一下火车就
走了好远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厚厚的书，虽然
自己看不懂，竟也是满满的喜悦和满足感。当
然我最喜欢的是语文课，马老师帅帅的，老穿一

身白西服，我总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耳朵竖着，唯
恐漏了一个字，所以我的作文总被马老师当做
范文念，那种感觉也是好得不得了哦。有一次
我们班得了年级第一，学校奖励了班里一百多
本书，马老师一下抱过那么多崭新的书给我们，
并且宣布每人可拿3本书回家看，那种兴奋的感
觉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10后的女儿。转眼间我的女儿去年也背起
书包上学了，学校里宽敞明亮的教室、温馨舒适
的寝室、功能齐全的活动室和宽阔安全绿茵茵
的户外活动场地……当然女儿最喜欢去的就是
学校包罗万象的图书馆，几面墙都是绘本，楼道
每层都有图书角，校园里充满了浓郁的书香。
而晚上的亲子读书更是女儿最期待的时光。洗
涮之后躺在床上，女儿选一本喜欢的书，我和孩
子相依相伴，一起细细浏览绘本故事，一起讨论
故事中的情节。她总是说“妈妈，接下来呢？还
有呢？为什么是八十天环游地球而不是七十九
天呢？鲁滨孙干嘛非要叫那个野人是星期五
呢？”女儿常去书城购买自己心仪的书籍，或者在
当当网上挑选，比如《爱丽丝奇遇记》、《海底两万
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有一次女儿学完
钢琴在得一广场书店看到日本作家、主持人黑
柳彻子创作的文学作品《窗边的小豆豆》兴奋的
叫起来，“妈妈，我在大舅家看过，可好看了，你给
我买一套吧”。我说：“里里面没有拼音，不认识
的字怎么办？”女儿说：“我们发下《新华字典》，成
老师教我们了，不认识的字我会查，”看着女儿
脸上自带光芒抱着那套书，如饥似渴津津有
味地读着。我想女儿阅读的精神满足和快乐
体验，已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一笔宝贵的财
富，给她的一生留下幸福美好的回忆。

工作单位 员工学校

说到安全，我们不由得回想起那一串串令
人触目惊心矿难数字，远到2009年屯兰煤矿的
瓦斯爆炸，近到正升煤业“9.28”重大透水事故和
宜兴“8.1”井筒坍塌事故，一个个悲情的瞬间、
一声声哀痛的呼唤，像一块块寒冷的冰，撞击着
我们的眼球，刺激着我们的神复制经，搅动着我
们的心灵。

在我的身边有过一段这样的往事，虽然时
光已久远，但它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印象……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在原张家庄
煤矿的一次事故之后，给一个职工家庭带来各
种不幸的凄惨故事……那本是一个充满温馨和
欢乐的家庭。那时，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一些。
但人全自有快乐生。男主人朱延廷是张家庄煤
矿采一队的开炮工，每天下班之后，妻子给他准
备好饭菜，儿女们围绕在身前身后，欢声笑语不
时地传出屋外，一家人清贫之中倒也有享不尽
的天伦之情。然而，就在一家人充分享受着这
清贫怡然的生活的时候，灾难的阴霾却悄悄地
笼罩了这个充满温馨和欢乐的家庭，而这场灾
难的根源正是违章……

那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四点半，
朱源亭像往常一样上了班。那天他在十八采取
零六上山工作面开炮，由于他安全意识不浓，思
想麻痹，当炮开到工作面中部的时候，他没有把
母线从防炮器上摘掉并扭结成短路，就违章地
进行连炮。结果两分钟后炮响了，而朱延廷也
随着这一声炮响永远地到了下去……

正值中年的朱源亭，带着对白发苍苍二老
爹娘未尽的孝意，带着对四个尚未成年的儿女
和一个尚未出世的遗腹子未尽抚育职责的愧
疚，带着对结发相伴几十年的妻子无限的留恋，
带着许许多多的遗憾，走向了另一个天地。随
着他的离去，这个家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与温馨。望着几个年幼的儿女，身怀六甲已感
到腹内婴儿隐隐蠕动的妻子悲痛欲绝，长夜孤

灯相伴泪泉已经干涸，无声的哭泣在彻夜诉说
着她对丈夫无尽的思念和埋怨：亲人哪，你不该
过早地离去，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让俺一个
妇道人家可怎么办？亲人哪，你真糊涂，干活怎
么那么莽撞，你怎么就不替和孩子们想象；亲人
哪，你好狠的心肠……

丈夫死后，家里的经济来源也随之断流，矿
上发的抚恤金远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之用。
买不起菜，她就到菜市场捡几片人家扔掉的菜
叶放在锅里翻一番便是一家人的下饭之物。为
了供养几个孩子上学，他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
两半花；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去找些活干，打扫
厕所挖水渠……女人们干的活她干了，男人们
干的活她也干了，就这样，她用她那柔弱的身躯
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
艰难困苦中度过，从孤独思念中走来。

多少年来，无尽的思念时时在齿咬着张梅
英那颗孤独无助的心，为了掉念亡父，逢年过
节，她都要为死去的丈夫上一炷香，总是一个人
对着那毫无反应的排位说上一句:源亭，回来吧，
回来过年吧，孩子们给你拜年了！话说不完。
人就早已泣不成声了……

这个凄惨的故事直至今日仍回荡在我的脑
海，每当想起心中不免有无限感慨。这里我想
对所有的矿工同志们说，为了你，也为了千千万
万个和孩子和母亲，注意安全吧！搞好安全生
产吧！不要让这样的悲惨故事在发生，不要让
这样的孤寡家庭再出现了！

矿工朋友，愿平安时时刻刻围绕在你的身
边，让幸福永远永远与你相伴！让我们用生命
之力去创造与呵护平安吧！

作者单位 新产业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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