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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散文

在岁末的寒风中，那列火车宛

如一条钢铁巨龙，静静地卧在站台

边，车身的油漆在灯光下闪烁着斑

驳的光，像是在诉说着无数个归乡

的故事。 它承载着游子们沉甸甸的

思念，连接着故乡与远方，见证着

时代的变迁，也勾勒出社会交通发

展的轨迹。

小时候，过年回家的路是一场

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 那时的火

车，是绿皮车，车身破旧，车厢狭

窄，窗户上还挂着泛黄的窗帘。 每

次踏上这趟旅程，都像是一场未知

的冒险。 提前几天去火车站排队买

票，人群拥挤，推推搡搡，为的就是

能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 买到票的

那一刻， 心中满是喜悦与期待，仿

佛已经闻到了故乡的味道。

登上火车， 车厢里弥漫着各种

混杂的气味，有泡面的香气，有行李

的皮革味，还有人们身上的汗味。 过

道里挤满了人， 行李堆得像小山一

样，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人们在狭

小的空间里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寻

找着自己的座位。 找到座位后，还要

费力地把行李塞到头顶的行李架

上，那是一场体力与耐力的较量。

火车缓缓启动，车轮与铁轨的

摩擦声， 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在

耳边回荡。 窗外的景色渐渐后退，

城市的高楼大厦逐渐被田野和村

庄所取代。 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

每到一个小站，都要停留许久。 透

过窗户， 可以看到站台上的人们，

有的在焦急地等待着火车，有在与

亲人告别，脸上写满了不舍。

漫长的旅途中， 时间仿佛变得

很慢很慢。 坐在硬邦邦的座位上，腰

酸背痛，却又不敢乱动，生怕一离开

座位就被别人占了。 为了打发时间，

人们开始聊天，分享着各自的故事。

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讲述着在城

市里的艰辛与不易；有年迈的老人，

回忆着故乡的点点滴滴； 还有天真

无邪的孩子，在车厢里嬉笑打闹，给

沉闷的旅途带来了一丝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交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绿皮车逐渐

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舒

适快捷的高铁。 如今，过年回家的路

变得轻松而又愉快。 网上购票，只需

轻轻一点，就能轻松搞定。 走进高铁

站，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现代化的

设施，让人眼前一亮。 登上高铁，车

厢里安静舒适，座椅柔软宽敞，还有

免费的 Wi-Fi 和充电插座。 火车启

动后，平稳得几乎感觉不到晃动，窗

外的景色如闪电般飞逝而过。

坐在高铁上， 回想起小时候的

回家路，心中感慨万千。 曾经的漫长

旅程， 如今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到达。

社会交通的变迁，不仅缩短了时间和

空间的距离，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 它让游子们能够更加便捷地回

家与亲人团聚，让故乡不再遥远。

过年回家，不仅仅是一次身体

的迁徙，更是一次心灵的回归。 故

乡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童

年回忆；故乡的亲人，是我们永远

的牵挂。 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

我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 在火车的

轰鸣声中， 我们离故乡越来越近，

心中的思念也越来越浓。

当火车缓缓驶入故乡的站台，

看到站台上熟悉的身影， 心中的喜

悦与激动难以言表。 拖着行李箱，快

步走向亲人，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

烟消云散。 与亲人紧紧相拥，感受着

彼此的温暖，仿佛时间都停止了。

过年回家，是一种信仰，是一种

对亲情的坚守。 火车，作为我们归乡

的交通工具， 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

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在这个日新月异

的时代，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交

通如何便捷， 故乡的情、 亲人的爱，

永远都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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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程———铁轨上的岁月与乡情

王娜

安全要禁“虚”才行

王晓伟

煤矿安全最忌讳的是什么？这

是我刚刚被提拔为班组长时老班

长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转眼便是

半年的时间，正好赶上新采煤工作

面的对接， 我与老班长有幸碰面。

想起之前，还没等他开口 ，我便先

奉上了自己的答案。

“安全最忌讳的是疏忽”，我对

自己脱口而出的答案信心满满，这

也是我从事班组成员管理以来所

悟到的心得。 回想半载时光，每天

走入矿井来到工作面，一方面要提

前巡查工作地点的安全情况，另一

方面还要积极排查班组成员的精

神状态和思想状况，就怕安全上出

现什么闪失。 所以，凡事都不敢马

虎，更不敢在安全管理上有任何疏

忽，好在有所成绩 ，亦增加了我对

班组安全的信心。

老班长听后点头表示肯定，但

随之的摇头却瞬时让我眉头紧锁。

他说管理上的疏忽不利于安全固

然有道理，但要问导致疏忽的原因

又是什么时？ 看我作何解释。 我瞧

了瞧老班长，脑袋瓜儿飞速运转起

来，思来想去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井

下高危行业的矿工而言，最忌讳的

还是对安全各项事务上的疏忽。 但

针对老班长再次深究的问题，导致

疏忽的必然是思想上的懈怠。

这次的答案我没有马上出口，

而是联想到了老班长之前带班时

的情形。 原本我亦是他手下的一名

成员，每天与工友们一起跟着老班

长奋斗在井下采煤工作面，与采煤

机为伍，与支架作伴。 老班长肩负

着全班成员们的身心安全，无论是

在安全隐患排查上，还是在人员思

想监督管理上， 他都要面面俱到，

认真对待，思想上可谓绷紧着安全

弦，任何事情都不敢懈怠。

在老班长的带领下，我们班组

曾多次被矿上评为安全班组，他个

人更是荣获了多项安全管理类的

称号和荣誉。 一年前，我们采煤单

位因矿上生产需求，要增加地区和

扩招人员， 我有幸被老班长举荐，

并利用半年的时间跟着他学习班

组管理。 临走时，老班长将班组托

付给了我，自己选择带领管理难度

较大的新群体，肩负起新地区的安

装任务，离开时他向我提出一个问

题，并言之我们新工作面再见时希

望我能给出精准的答案。

如今，我们与老班长所带领的

安装班组对接， 结合种种看来，煤

矿安全最忌讳的就是疏忽大意，思

想懈怠。 这次的答案虽然得到了老

班长的认可，但他却又补充道：“安

全要禁‘虚’才行！ ”说话间他带我

来到一处新装设备前。 他一边掏出

腰间的扳手紧固了几下里面部件

上的螺丝，一边告诉我说安全管理

就像这些设备的紧固连接处一样，

需要实打实的接触才行。

我晓得老班长是话里有话，但

这一个“虚”字着实让我陷入了沉

思。 的确，虽说安全忌讳疏忽大意，

而疏忽又是思想懈怠所致，再归根

结底的话便如老班长所讲的那样。

看着设备上的部件连接处，以及老

班长认真的神情，我恍然大悟。 难

怪自己回答得都不算精准，而对于

煤矿安全管理，一个“虚”字便足以

警示一切，回想之前我对于安全上

的认知，还停留在自我的施压和禁

锢上，该像老班长那样在安全管理

上有一个动能的传输才对。

安全要禁“虚”，不仅在物 ，在

环境，更在于人的认知和思想等方

方面面， 形成实打实连接的同时，

实现有机闭环才好。 正值我茅塞顿

开间， 老班长指着紧固好的设备，

表示交接给我的工作要保证完成，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后，他会心地笑

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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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方格”之间

洪德文

上小学的时候偏爱语文，喜欢

写作文。 上语文课特别是老师讲作

文时，总觉得一堂课过得太快了。

参加工作以后，发现班队里的

一些好人好事，就写成广播稿投到

矿广播站。 刚开始还有点害羞，不

好意思，迅速地将稿件塞入机关大

楼一楼大厅的广播站稿件箱，扭头

就走，生怕别人看见。

为了能够写出质量较高的稿

件， 我到新华书店买了关于新闻写

作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学习。

我还准备了一个剪贴本， 见到报纸

上好的文章，就剪下来，按照消息、

人物通讯、 工作通信等内容分类贴

在本子上，一有时间就看，仔细揣摩

领悟，写稿子的水平逐渐提高。

1990 年初，我们机厂铆焊组的

几位老师傅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研

制出矿车挡车器，在井下巷道使用

后，安全效果非常好。 我经过采访，

写了一篇广播稿投到广播站被播

出。 然后我以《朱仙庄矿机厂成功

研制“挡车器”》 为题写了一篇消

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给《淮北

矿工报》社，几天后稿件刊登了出

来。 那可是我的处女作啊，喜悦的

心情激动了好几天。 而且，有些兄

弟矿井了解到矿车挡车器这个情

况后，还来到我矿学习取经。

从那以后， 我撰写新闻报道

的积极性特别高 ， 一些稿件陆续

被 《淮北日报》《淮北矿工报》采

用。 由于我撰写的稿件质量较高，

还被党委宣传部吸收为只有六七

个人的矿中心报道组通讯员 ，经

常到宣传部培训 、学习 ，按照宣传

部 的 要 求 在 全 矿 范 围 内 进 行 采

访、报道。

后来我调入机关 ， 先后在团

委、公安科 、人武部和工会等部门

工作，“爬格子”写新闻报道、计划、

总结、 论文等各种材料成为常态。

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我报考了淮北

煤师院函授大专文秘专业，系统地

学习了新闻报道和各类公文的写

作。 1992 年 7 月的一天中午，炽烈

的太阳像一个火球悬挂在天空，连

空气都是热热的。 机关团支部组织

团员青年自掏腰包买了几百斤西

瓜，到井口送凉爽 ，给上下班的干

部职工吃，受到大家的夸赞。 我经

过采访，以《送瓜到井口》为题写了

一篇现场短新闻，被《安徽青年报》

《淮北矿工报》采用。

对于没有从事过文字写作的人

来说， 可能认为坐办公室写材料是

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夏天有风扇、空

调，冬天有暖气。 但是，“爬格子”写

材料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自

己知道。 加班加点熬夜， 抽烟喝浓

茶，挑灯伏案。 为了一个词，一个句

子，或是补充素材，查阅相关资料，

绞尽脑汁。以至于第二天早上，眼眶

发黑，就像“熊猫眼”一样。

1996 年，我在矿公安科负责内

勤和宣传工作。 年底，公安科因为

成绩突出，被评为省公安厅、淮北

矿务局、朱仙庄矿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有十几个，全部要报送事迹

材料。 领导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

我， 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 采访、召开座谈会、收集

素材，挑灯夜战 ，我连续多天吃住

在办公室 ， 不分白天黑夜地写材

料。 困了，用凉水洗把脸；饿了，泡

一袋方便面，边吃边写；数十个烟

头把烟灰缸塞得满满的……当我

把最后一个先进事迹材料写好后，

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我在朱仙庄矿从事了 20 余年

的机关和基层科区党群工作，离岗

后返聘至埇桥区三八街道金园社

区负责党建和关工委工作，有数百

篇消息 、工作通讯 、人物通信等各

类稿件 ， 被 《学习强国》《当代矿

工》《中国煤炭新闻网》《东海民

兵》《安徽日报》《安徽先锋网》《安

徽经济报》《安徽省企业文化网》

《安徽网视》《安徽公安》等几十家

国家级、省市级和县区级新闻媒体

采用 ，被聘为《安徽经济报》特约

记者和《当代矿工》特约通讯员 ；

有 40 余篇调研报告、 论文获得国

家级 、 省市级和县区级优秀论文

奖，其中论文《突出“三全”管理思

想推行新班组建设》 获得 2012 年

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优秀论文二

等奖。

多年来的笔耕不辍，使我养成

了善于学习 、勤于思考 、严谨自律

的习惯。 有写作时的激情，也有稿

件被采用的兴奋，更有退稿时的沮

丧。 在“爬格子”的道路上，我不断

摸索与成长，在“方格”之间，抒发

出思想共鸣和情感畅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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