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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西山 心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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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 胡秋莲 摄 （作者单位：退休职工）

是你 矿山卫士
王红标

是你 矿山卫士
是你将我救起
将我的生命延续

是你 矿山卫士
我会记住你的身躯
高大 勇猛
让我与兄弟相聚
让我与亲人相拥

矿山卫士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我记得你英俊的容颜
在人生的旅途上
给了我自信

当事故发生
你会冲锋在第一线
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博弈
挽救生命财产

当进军的号角吹响
你英勇 出征
用理想守卫信念
用行动践行使命
在不息的劳作中
奋斗 奋斗 奋斗

矿山卫士
矿山卫士
是你
让多少家庭美好
让多少梦延续
是你
矿山卫士
赞美你

（作者单位：西铭矿）

这一天，因为小区施工挖断了
电线，家里停电了。现在这日子，
干啥也离不开电啊。电视不能看，
电饭煲不能用，手机也不敢敞开看
啊，因为还确定不了啥时候才能来
电。趁着天还亮，早早收拾吃了晚
饭，领着两个孩子去广场吧。幸亏
是 暑 假 里 ，儿 子 也 不 用 着 急 写 作
业。因为广场这边有电，人是分外
的多啊。领着孩儿们在广场嬉戏
到晚上九点多了，家里那边还是没
有来电，可也得回了。

借着手机上的光，一路摸上五
层楼进了门。老公说电路还在抢
修中，不知道啥时候能修好。我想
起来家里还有半根蜡烛，赶紧翻出
来救救急吧。烛光亮起来了，比起
灯光，这烛光显得极其昏暗，可是
也添了一些温馨的感觉。我着急
让孩子们借着烛光去洗涮，可小女
儿却对烛光发生了兴趣，跑过去一
下吹灭了烛火，并发出银铃般兴奋

的笑声。我再点着，她又去吹灭，
于她来说，这是难得一玩的游戏。
我 把 蜡 烛 放 在 桌 子 上 ，她 爬 上 板
凳，踮起脚尖，凑着头，撅着嘴，终
于又吹灭了一回。看着女儿脸上
那取得胜利后的骄傲神情，我想起
了自己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矿区的电力不稳定，
停电是常有的事。其实，那时我是
喜欢停电的，因为停电后也不能看
电视，父母也不能干家
务活。这个时候，我们
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父母会给我们讲故事。
和 我 们 现 在 经 常 给 孩
子 讲 的“ 标 准 版 ”童 话
故事不同，那时父母讲
的 故 事 往 往 更 有 民 间
乡土味。妈妈讲的还是她自己儿
时姥姥讲给她的故事，毛人的故事
啦，各种民间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
啦，听得我们一个个既觉得恐怖又

忍不住想继续。爸爸爱读书，讲的
故事比较有文化味儿。我记得他
会讲“卧冰求鲤”的故事，还讲过魏
征梦斩泾河龙王的故事。长大后
我自己读原版的《西游记》才知道
这故事的出处。听故事的时间过
得很快，不一会儿，父母就说不早
了，让赶紧睡觉。我们带着不舍，
带着对故事的回味，极不情愿地钻
进被窝，盼着能在睡梦里再听一回
故事。也因为这样，我就盼着下次
再有这样一个停电的夜晚。

如今，停电的时候少了，除了
电 视 ，人 们 的 娱 乐 活 动 也 多 了 许
多。可也正是因为这样，反而不再
有那样认真讲故事的时间了。我
也会给孩子讲故事，可是好像其中

完成任务的意识比较
强，多是照本宣科，想
着 快 快 讲 完 让 她 睡
觉，我好刷一会儿手
机 。 感 谢 今 天 的 烛
光，让我将儿时的温
馨 时 刻 重 新 回 忆 起

来。我想，一会儿，我也要给孩子
们讲一讲我小时候听过的，姥姥和
妈妈讲过的毛人的故事。

(作者单位：镇城底选煤厂）

烛光里的记忆
贾爱红

咱们都知道，从地理位置上划分，
太原有东山和西山之说，我是西山煤电
的职工，西山煤电的前身就是大家常说
的西山矿务局，而我，是一名土生土长
的西山人。

由于我爷爷奶奶去世早，父母工作
比较忙，我小时候经常在姥姥家待着，
算是姥姥家长大的孩子吧。今天，我想
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姥姥一家人和西
山之间的故事。

我的姥爷 1926 生人，从十四五岁开
始就在旧社会的煤窑挖煤，1956 年招工
来到白家庄矿南坑井下一线工作，直至
退休，2016 年去世，享年 91岁。

姥爷在世时，经常说，西山对我们
一家人有大恩。

这得从“钱”字上谈起。姥爷这辈
子经历了旧社会的苦痛和 1959-1961 年
的困难时期，穷日子过怕了，把钱看得
极重。我记得，2010 年中秋节，西山为
企业包括离退休职工发放了 1000 元的
慰问金，这是老爷子这辈子除了工资以
外第一次领到这么多的钱，我记得慰问
金发放的前一天，姥爷挨个给家里人打
电话，说的话都一样：“你们知不知道，
咱西山要给发慰问金了，一人一千，我
算了，咱家能领一万六哪！”（姥爷共有
五儿两女，加上孙子外孙，全家共有 16
人是西山职工。）到年底西山又为职工
发放了跨越“双亿”的纪念金，姥爷又给
全家人挨个打电话，说的话一样，又多
加了一句：“加上今年中秋节的一万六，
西山给咱家发了三万二了！你们可得
好好干工作啊！”

2016 年，姥爷 90 周岁大寿，正好是
“五一劳动节”那天，全家人商量着要为
他去小区门口的芙蓉酒家大办，可姥爷
不答应，说：“为什么要给饭店送钱，我
要在家过。”我们劝他：“饭店方便，地方
也大，不用收拾。”老爷子坚决地说：“你
们 嫌 做 饭 麻 烦 我 做 ，我 现 在 住 的 房 子
100 多 平 米 ，人 多 也 不 憋 屈 ，我 要 在 家
过 ！ 你 们 谁 去 饭 店 谁 就 去 ，反 正 我 不
去！”没办法，只好依他。“五一”那天，全
家 人 除 了 上 班 走 不 开 的 ，能 去 的 全 去
了，共有 40 多个人为姥爷祝寿。看着一

家人齐聚一堂，姥爷和
姥姥乐坏了，吃饭时，尽
管家里人一再拦着，姥
爷还是喝高了。老爷子
端 着 酒 杯 ，激 动 地 说 :

“ 我 今 年 90 岁 了 ，能 吃
的不能吃的苦都吃了，
能受的不能受的罪都受
了。十四五岁就下煤窑
给日本人挖煤，那时候
大冬天都没有衣服穿，
光着身子，披一个麻袋，
巷道低，猫着腰一锹一
锹地往外，一天干十几
个小时见不着太阳，全
家人都吃不饱，人们叫
我 们 窑 黑 子 。 那 时 候
哪 能 想 到 我 能 活 到 90
多岁，还活得这么好。我现在一个月拿
着公家 3000 多块的退休金，住着 100 平
米的房子，天天穿的是过去过年也穿不
上的新衣服，吃的是过去过年也吃不上
的 好 东 西 ，想 一 想 ，真 像 是 一 场 梦 啊 ！
我 住 医 院 看 病 ，公 家 又 为 我 报 销 了 四
万。让我这把老骨头恨不得年轻四五
十岁给咱西山去好好干活！”看我们都
笑了，姥爷说:“别笑，我是不能做贡献
了，就靠你们吧。人常说父债子还，你
们就替我还咱企业的恩情吧！”全家人
都站起身，端起酒杯，祝姥爷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姥爷说：“别光祝我，也祝咱
西山越来越好。”说罢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全家人坐在一起天南海
北地聊着，我却发现姥爷不在了，去卧
室一看，老爷子躺在阳台的太师椅上，
晒着太阳，睡着了。老人家睡得那么香
甜 ，布 满 皱 纹 的 脸 上 仿 佛 还 有 一 丝 笑
意，满足、安祥……

我的姥爷只是西山煤电无数离退
休职工最普通的一个，他们那一辈人的
前半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所以更能感
受现在生活的可贵。他们没有受过什
么文化教育，不明白所谓的“企业文化”
是什么意思，但他们从企业和国家的发
展中得到了实惠，感受到了企业和国家
为他们带来的幸福。在他们朴素的思

想里，这就是恩情，就要铭刻在心，就要
让儿孙好好干工作，回报企业，回报国
家。

一直以来，人们对煤炭企业的印象
就是环境脏、空气污染严重，就连我们
也叫自己是“煤黑子”，但 2016 年 1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官地矿说：“你们常年
在黑暗的井下工作。有人说你们是‘煤
黑子’，我说你们是‘煤亮子’。你们不
仅是山西的脊梁，更是国家的脊梁。”共
和国总理的这一句“煤亮子”，叫得我们
30 万西山儿女心情激荡、热泪盈眶，煤
炭是黑色的，可我们煤矿工人的心是红
的！

朋友们，当大家在宽敞明亮的环境
中学习、生活时，我们煤矿工人们却在
黑暗、潮湿的井下挥汗如雨、辛勤劳作；
当大家过年过节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时，我们的矿嫂和孩子们却眼巴巴地
盼着亲人平安回家。在今年的六一儿
童节，有一位矿工的 10 岁孩子说，她
一天中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听到爸爸
平安下班回家的脚步声。

这世上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是有人一直在为你负重前行！

近年来，国家压缩落后产能，企业
面临转型升级，人们常说“船小好掉
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西山煤电

却是一条满载着 30 万职工家属的巨轮。
要转型，要升级，何其艰难！但西山煤
电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我们提出“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
祉”的办企理念，对内实行契约化改革，
实现转岗分流，鼓励职工创业创新；对
外托管国家困难企业，充分显示着国有
企业应有的职责与担当。

现在的西山，蓝天白云，环境优美。
万亩生态园盛开十里桃花，我在西山等
你；“三河三路”改造，快速路、高架桥四
通八达，横贯东西，我在西山等你；玉门
河保障小区拔地而起，我在西山等你！

西山人正满怀企业和国家感恩之
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新时代！在这
崭新的时代里，我们家在西山，心向光
明！

（作者单位：屯兰选煤厂）

阎惠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