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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映霞

在稷山县档案馆，珍藏着许多具
有特殊意义的珍贵资料，它们记录了
稷山县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无数人的
奋斗与梦想。在这里，一张摄于六十
余年前的照片被精心保存，岁月的长
河不断流逝，这张照片始终如初。

那是20世纪60年代，时任稷山团
县委书记的赵扶义与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珍
贵合影照片。这张照片不仅是稷山县
的光荣见证，更是赵扶义见证历史的
荣耀时刻。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赵扶义1931年出生在万荣县西村
乡南仁村（以前隶属稷山县）。在这片
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赵扶义亲历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整个
历史进程。无论是在基层最前线，还是
领导岗位，他都以坚定的信念和切实的
行动，深刻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与担当。1949年参加工作不久，由于
表现突出，他被调入了共青团稷山县
委。29 岁时，他凭借卓越的才能担任
共青团稷山县委书记。1960 年 5 月 12
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稷山
视察工作。其间，赵扶义和时任晋南
地委副书记李立功赴运城代表全国卫
生模范村太阳村全村人民，请胡耀邦
同志题词留念。自此便有了催人奋进
的诗句：天上有个太阳星，地上有个
太阳村。天上太阳照人脸，地上太阳
暖人心。

1976 年~1981 年，赵扶义担任稷
山化肥厂书记。化肥厂当时是稷山县
的支柱产业，赵扶义带领职工日夜奋
战，为确保化肥厂早日投产运行和化
肥厂以后的发展出了力、流了汗。此
后还历任县计委主任、县经委主任等
重要职务，每一个岗位都留下了他坚
实的脚印。

1964 年，对赵扶义来说是意义
非凡的一年。他作为稷山县团委代
表，赴京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

堂那庄严的氛围中，他怀着无比激
动的心情，亲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他回忆道，那天清晨，他早早来
到人民大会堂内，目光紧紧锁定主席
台，心中满是期待。当 7 点钟左右，
掌声雷动，中央领导们步入会场时，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目不转睛地看着
领袖们和蔼可亲的面容。那一刻，他
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也为能够
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而无比自
豪。如今，那张记录着这一历史性瞬
间的集体合影，被稷山县档案馆精心
保存着，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每当
赵扶义看到这张照片，往昔的场景便
历历在目，中央领导们的微笑仿佛就
在眼前，激励着他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

赵扶义在担任经委主任期间，面
对稷山县工业发展，同样不遗余力，
他深入企业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为企业“把脉问诊，对症下
药”，在他的推动下，稷山县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企业家，
发展壮大了一批洗煤、炼焦、陶瓷、
肥业等优质企业，带动了全县工业振
兴，经济腾飞。如今看到稷山县工业
的发展态势蓬勃向上，煤化工企业一
家家落户西社工业园区，赵扶义老人
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离休后的赵扶义，虽然离开了工
作岗位，但他的心始终与稷山紧紧相
连。他时刻关心着稷山的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每当听到稷山在经济建设、
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新
成就时，他的脸上便洋溢着欣慰的笑
容；而当了解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时，他也会皱起眉头，认真思考，积
极建言献策。他常说：“我在稷山工作
了一辈子，这里就是我的根，我希望
稷山能越来越好。”他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为稷山的发展贡献着力量，他的
奉献精神如同璀璨星光，照亮着稷山
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激励着后来者不
断前行，续写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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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厚

时光荏苒，韶华过驹，历岁
月之沧桑，经风雨之凋容，感人
生之须臾，叹世事之无常，转眼
间已成为步履蹒跚满头飘雪的
耄耋之人。和许多老年朋友一
样，到了这个年纪很容易怀
旧，追思那艰难的创业之路。

1971 年，我脱去军装，换
上工装，投身电力事业，怀抱青
春的理想。五十三载，忘中犹
记，品尝创业之艰辛，感慨步履
之坎坷，在电力事业的岗位上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工
地就是现在西花园对面的线路
工区。1971年的深秋，我奉命
从事基建工作，因公司成立不
久，条件非常艰苦，可以说上无
片瓦之遮挡，下无立足之寸土，
员工们都分别租用盐湖区（那
时叫运城县）第二招待所、盐化
招待所、虞乡招待所办公和休
息。我深感责任之重大，任务
之艰巨，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
了施工现场。看着眼前的场
景，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盐碱茫茫，枯草凄凄。秋
风坠黄叶，霜花送寒意。遍地
小水坑，一片湿洼地。稀疏而
干枯、像筷子似的棉苗秆在秋
风中颤抖，不远处两棵挂着几
片枯叶的桐树好像在迎接我这不速之客，
原来是一片荒凉之地。

万事开头难，路从脚下起。于是，我
垒起木板床，结庐在工地，一把椅，一张
桌，就是我的办公地。

秋日的夜晚，显得有些清冷，初到
陌生之地，辗转难以入眠。索性披件大
衣，拿着手电，巡逻在工地，只听秋虫

“唧唧”地叫，更衬托夜的寂静和深沉。
眼望星辰，明河在天，月光如水。我望
着眼前这成山的木料，数千吨的钢材，
不能有半点马虎，日夜守望在工地。正
所谓：皎皎银河汉，长有众星随。月光
冷如水，照我无眠人。为消除夜的孤独
和寂寞，我边走边默诵杜甫的名句：“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
现此屋？吾庐独破死亦足！”在萧瑟的秋
风里，在泥泞的工地上，我边走边吟，
不觉月斜河星稀。

严冬拖着长长的尾巴降临大地，透
风的草庐、潮湿的地板、微弱的灯光及
毫无生气的小火炉，使我无一点睡意，
我掀开草帘，顶着凛冽的寒风，消失在
茫茫的夜里。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
我照亮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工
地，寒冷寂静的旷野，不远的市区里闪
烁着稀疏的灯光，犬的叫声划破夜空，
使我犹感清冷和孤独。我思绪万千，想
起鲁迅的一句名言：“世上本无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此时此刻，
我忽然明白，现在正在开辟一条新路，
这是一条创业之路，是一条促进企业发
展、繁荣富民之路。想到这里，我感到
受点累吃点苦划得来。夜越来越深，凄
冷刺骨的寒风吹来，似乎有凉凉的东西
飘落在我的脸上，可能下雪了。

清晨，刚掀草帘，雪花扑面而来，
狂飞乱舞，广袤的原野白雪皑皑，银装
素裹，正如唐代诗人岑参在《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中的两句诗“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人的名
句，眼前的雪景，深深地感染了我。我
触景生情，自吟诗一首：“惊风折寒
木，琼花漫天飞。原野雪皑皑，条山银
蛇舞。身虽透骨寒，心却暖如春。甘愿
做春蚕，为人作嫁衣。想此心自慰，苦
累何足论。”

年关将近，工地上的人都
购置年货回家与亲人团聚。未
完工的房子，成千吨的钢材、木
料需要有人看守，我必须留守
在工地。

除夕之夜，我同往常一样，
在工地巡逻，仿佛听到了新年
的钟声。远处的鞭炮声告诉
我，新的一年来到了。我望着
天上闪烁的星星，不由得思念
起年迈的祖母，花甲之岁的父
亲、母亲，年轻的妻子，幼小的
女儿。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
王维的两句诗：“独在异乡为异
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免有
点惆怅。我想，此时此刻，他们
是否还在等着我回家团聚？他
们是否在埋怨我？我想起了李
商隐的一句诗：“心有灵犀一点
通。”他们会理解我，原谅我。
工地实在离不开人。

正月初一是晴天，太阳的
光送来了初春气息。为了有一
种过年的气氛，我写了副对联
贴在草屋的门两边：“雄心创大
业；壮志写春秋。”横批是“坚
守”。

过了春节，天气渐渐暖和
起来，宋人张栻在《立春偶成》
一诗中描绘了早春之景：“律回
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
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方吹

水绿参差。”阳春渐暖，草木吐绿，万物回
春，皆含生意。然而满目春色，却无法眷
顾到工地。

气温升高，大地解冻，却给工地带来
施工的难度。地势低洼，盐碱茫茫，人走
过去一脚一个水坑，即使晴天也得雨靴
行走，如果再下点雨，简直寸步难行，为
此，我吟诗一首：

片片湿洼地，处处小水坑。
被褥常潮湿，墙壁结白霜。
泥泞人难行，雨打漏草房。
车毂陷泥潭，人推肩又扛。
夏天更是使人难熬，灼热的太阳炙

烤着大地，闷热而潮湿的空气使人窒
息。太阳一落山，成群结队的蚊子追着
人叮咬，加上湿气的侵蚀，两条腿出湿疹
流黄水，使人钻心疼痒，彻夜难以入睡，
灯下，我又自嘲了一首打油诗：

热浪滚滚人窒息，浑身上下汗津津。
蚊虫如蝇大又黑，成群结队叮咬人。
前胸后背结痱子，两腿湿疹流黄水。
胳膊脚面起疙瘩，钻心疼痒实难忍。
彻夜翻转难入眠，过夏掉肉八九斤。
困难再大要克服，坚持工作守岗位。
安得广厦为工友，甘做敬业供电人。
李白云：“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

丝暮成雪。”苏轼把人的短暂一生比喻
为：“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而今，作
为一个虚度八十二岁的耄耋之人，回首
过去，品尝创业之艰辛，深感自豪，终无
怨无悔；喜看今朝，目睹电力企业之繁
荣，犹觉欣慰，享受收获之甜美；展望未
来，我们供电人必将“更上一层楼”，再展
宏图，铸造电力事业新的辉煌，不断地砥
砺奋进。

那是我们运城地区电力事业构筑梦
想的激情时代，那是一段举步维艰、栉风
沐雨、难以忘怀的岁月，那是个锻造人的
意志、铸就人的美好灵魂、志存高远的年
代。

李商隐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
晴。”刘禹锡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今虽赋闲在家，有道是：“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我永远不忘党的恩情，我深
深地感受到这些年来，企业对我们老职
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关爱。我将在有生
之年，继续为电力事业出一份力，献一份
热，发一份光，度一个有意义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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