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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惊 中 外 的
唐 山 大 地 震 已 经
过去 44 年了，尽管
时光渐行渐远，但
那 场 气 壮 山 河 的
抗 震 救 灾 斗 争 却
让 人 难 以 忘 怀 。
作为当年的亲身经历者，每每回忆起那
段岁月，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拥有百万人
口 的 工 业 重 镇 河 北 省 唐 山 市 发 生 7. 8
级大地震，并波及京津冀和整个北方地
区，一场由党中央直接指挥的抗震救灾
战 役 ，旋 即 在 灾 区 、在 华 北 、在 全 国 展
开 。 一 声 令 下 ，西 山 矿 务 局 矿 山 救 护
队、医疗队不远千里，驰援灾区，同解放
军和各路救灾队伍一起，冲上了抗震救
灾决战决胜的最前线。

为反映前方抗震救灾事迹，西山局决
定由企业报派出记者，到救灾一线执行采
访报道任务。大家纷纷请战，最后决定由
我们一行三人组成采访组，前往唐山。

8 月初，我们搭乘矿务局给救灾队
伍运送给养的大卡车出发。沿着弯弯
曲曲的盘山路，穿过莽莽太行的崇山峻
岭，越过满是青纱帐的华北平原，我们
进入灾区。路越来越难走，地震造成的
破坏景象越来越严重：高高耸立的大烟
囱只剩半截，桥梁断裂垮塌，公路裂缝，
铁轨扭曲，心情也逐渐沉重起来。

车到丰润县时正值中午，一股夹杂
着来苏水味和不明异味的热浪扑面而
来，让人不敢呼吸。进入唐山市区，只
见路两旁楼房、厂房、平房全部倒塌，到

处是残垣断壁和砖石瓦块。在临时清
理出的空地上，用油毡、塑料布和木板
搭建的防震棚，默默地立在那里。远近
高高低低的废墟堆上，一群又一群的救
灾人员还在忙碌地挖着、刨着，搜寻着
遇难者的遗体。

我局矿山救护队的驻地在开滦煤
矿唐山矿的篮球场上。他们是 7 月 28
日中午接到原国家煤炭部命令后，立即
抽调 3 个救护小队共 35 名队员从太原
搭乘飞机，于下午 18 点左右到达尚能
使用的唐山机场，然后又乘军用卡车来
到位于市区的唐山矿。

本来，救护队按其专业
职能是来下矿井执行抢险
救援任务的，谁知大地震对
井下巷道、采掘工作面造成
的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除个
别伤亡外，万名井下夜班职
工全部安全升井；倒是地面
建筑设施被地震破坏殆尽，
他们的家人亲属在睡梦中
遭受灭顶之灾，损失惨重！

时间就是生命！在余震不断发生
的威胁中，救护队员到唐山矿家属宿舍
区展开搜救。没有工具，大家就用木棍
撬、用手搬，残墙断壁在余震中摇摇欲

坠，水泥块的棱角、钢筋头扎破了手脚，
谁也不停手。被埋压的老李一家四口
找到了，救护队员一鼓作气掏开通道。
洞口横七竖八的都是钢筋头，被困家属
又都光着身子，为了防止划伤群众，救
护队员便爬在钢筋上，让被救居民从自
己身上爬过去。

连续几天几夜，队员们紧张搜救，
一个个幸存者被抢救出来。接着，他们
又投入到搜寻和搬运遇难者遗体和下
井排水、疏通巷道的工作中。

整 个 唐 山 灾 区 就 是 一 个 大 战 场 。
军 用 卡 车 沿 着 颠 簸 不
平的街道慢慢地行驶，
卡 车 马 槽 上 分 别 站 着
两排女兵，她们戴着大
口罩、背着喷雾器向两
旁喷洒着消毒水雾；一
架低空飞行的“安—2”
型双翼飞机，在人们头
顶上盘旋，好像是观察
巡 视 着 救 灾 现 场 。 下

午，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军医来到救护队
驻地，点名要求我们必须赶快修建临时
厕所，这么多救灾人员再不能随地解决
大小便。

在去局医疗队驻地滦南县的路上，

只 见 路 两 旁 大 片 的
庄稼地里，冒出一团
团 细 沙 ，这 一 洼 、那
一堆，星罗棋布。滦
南县农村的院落，除
倒塌损坏的外，许多
房屋是整体下陷，有

一米多深。进门就跳坑，窗户也成了屋
门。

医疗队是由局总医院和各矿分院
抽调组成的，以外科医护人员为主。医
疗队一到灾区，就立刻投入到抢救伤员
的战斗中。手术一台接着一台，24 小时
连轴转，根本顾不上休息。

采访中，我们撰写了救护队救灾的
长篇通讯和几篇报道，代表救护队全体
队员写了一封致后方职工家属的公开
信。返程时，我们乘解放军飞机先回到
北京，再转回太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
乘坐飞机，竟然是军用飞机。

40 多年过去了，唐山浴火重生，凤
凰涅槃，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出现在世人
面前。那场抗震救灾中彰显出的“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和“泰山压顶不弯腰”
的民族精神，则在华夏大地不断传承，
尤其是在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和今年的
抗击疫情斗争中更加发扬光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灾
难，我们的矿山救护队员、医疗队员像
唐山人民一样不屈不挠，像解放军战士
一样英勇顽强，他们的功勋与精神，像
燕山山脉的青峰一样高耸，像奔涌的滦
河 水 一 样 长 流 ，历 史 将 不 会 忘 记 他 们
的。 （作者单位：机关退休干部）

驰援唐山追忆
马小君

现在我给您读《一个人越活越
好的样子》……

晚饭后或双休日在家时，我常
常会抽空给母亲读一些文章，是读
给母亲，也是读给我自己的。有时
遇到我认为适合孩子阅读的文章
时，我会分享给远在异国他乡读研
究生的孩子，共勉。

母亲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
中专生。曾经在我幼年时生活的
小县城当过老师，做过会计工作。
随着年岁的增长，近年来眼睛不适
应看书了，只能是听广播看电视。

自今年春节前开始居家防控
新冠疫情期间，我一直
与 母 亲 生 活 在 一 起 。
我在关注新闻，关注疫
情的同时，便有了更多
的 阅 读 时 间 。 在 看 到
一 些 可 以 与 母 亲 共 读
的文章时，我常常读给
母亲听，有时放一些有
声书与母亲一起聆听。比如，我非
常喜欢的纪实文学《梁家河》、《荆
棘与荣耀》，当我推荐给母亲听时，
母 亲 也 特 别 喜 欢 ，反 复 听 过 几 次
后，仍然还想听。

《梁家河》讲述习近平总书记的
七年知青岁月。我与母亲都有过农
村生活的经历，对书中记录的生活
状况、劳动情景等都能感同身受。
我们对那段青黄不接、苦难贫穷的
日子有着深刻记忆。今昔对比，我
们更加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们
的生活由曾经的温饱不足走向如今
的小康，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荆棘与荣耀》真实记录中国

女排的成长故事。排球比赛是我
和母亲喜欢看的电视节目。郎平
从运动员生涯到教练员也是母亲
非常熟悉的人物。听着故事，仿佛
电视画面呈现于眼前。我在学生
时代曾是学校体育队的成员，中国
女排的拼搏精神，从我的学生时代
起就一直鼓舞激励着我前行。

有时我也会吟诵诗经、唐诗宋
词给母亲听，有些也是母亲耳熟能
详的诗词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 ”“ 红 豆 生 南 国 ，春 来 发 几 枝 ？”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安”我们在阅读中共同体会

诗词中的唯美故事。
在 这 场 全 民 抗 击

疫情的防控阻击战中，
从寒冬到初夏，我与母
亲 就 是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以“读”攻“毒”，在阅读
中窗外逐渐草长莺飞，
繁花似锦。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单位早
已全员复工复产。口罩已由曾经
的时时戴，转变为现在的随身带。
高、中考如期进行，一切都在逐步
向好发展。我从早上上班走出家
门直到傍晚下班后回家，给母亲读
书的时间只能是晚饭后或双休日。

我曾经和孩子一起读书，如今
我和母亲一起读书。与母亲一起
阅读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阅读使我们的心灵宛如秋天
雨中的池塘逐渐丰盈。在脚步到
不了的地方，阅读可以让我们穿越
时空，拥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作者单位：西铭矿)

读书给妈妈听

庚 子 初 春 ，忽 起 大
疫；泱泱中华，举国震惊；
如 魔 疫 情 ，横 扫 河 山 ；人
民安康，突遭祸殃。

夫 危 难 之 时 ，党 中 央
激发全民力量，中华儿女
奋起勇担当。白衣天使，
飞 奔 荆 楚 ；三 军 将 士 ，封
城 控 防 ；三 山 镇 疫 ，网 力
铺 张 ；上 下 齐 抗 疫 ，举 国
谋 良 方 ；今 世 华 佗 倾 全
力 ，同 仇 敌 忾 战 疫 狼 ；中
西辨治出奇效，妙手降魔
春晖朗！故曰：悲恸兮赋
离 骚 ，难 舍 兮 道 别 殇 ，思
念兮寄明月，赤心兮诉衷
肠 。 有 赞 曰 ：大 爱 美 德 ，
情动穹苍。

美 哉 ！ 浩 浩 马 兰 ，爱
似 甘 露 ；党 政 施 令 ，声 震
新 月 ；措 施 频 出 ，纲 纪 严
明；干群同心，瘁心竭力；
众 志 成 城 ，逆 势 而 往 ；夜
不 能 寐 ，昼 不 可 歇 ；温 恭
有 礼 ，恪 尽 职 守 ；一 善 存
心，万疴不随；厉守乾道，
敬 遵 坤 德 ；众 施 智 能 ，齐
心 抗 疫 ；戮 力 同 心 ，共 克
冥顽。

歌 哉 ！ 党 政 工 团 ，女
工协管；党员干部，牢记使
命；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运筹帷幄，勤防严控；擂豪
迈之战鼓，怀忠勇之胸襟，
塑“煤亮子”形象，铸大爱
之丰碑；无惧生死，重任在

肩；群星璀璨，力挽狂澜；
举财捐物，有令奋行；友善
捐 助 ，仁 爱 慈 心 ；隔 离 有
爱，消毒果敢；复工复产，
百业盎然；天衍众生，各赋
其 性 ；合 力 抗 疫 ，并 行 不
悖；凝聚力量，毕其功于一
役，众志成城，同其心合其
力，终换得职工无恙，百姓
安康。

壮 哉 ！ 幸 甚 所 至 ，万
物灿灿！东方绕紫气，华
夏入新元！

噫 ！ 多 难 兴 邦 ，百 炼
成 钢 ；巍 巍 华 夏 ，屹 立 东
方！愿吾中华，乾坤朗朗；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馨香祷祝，赫赫扬扬！

抗疫颂
李建平

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 。《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荣获第四届
茅盾文学奖。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
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被教育部列
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 160 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
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

4责编：侯晓燕2020年7月28日 星期二 本版邮箱：xsmdbs4@126.com

侯美梅 读读

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