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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妻带子 翻山越岭
八道水，太行山八泉峡水源发源之

地。境内绝壁对峙，飞瀑横流，风景如
画，是集险、奇、幽于一体的清净之地。
八道水离我家仅二十里路程，却一直未
曾得行。七月十日，我、妻、子三人从家
乡庙郊出发，一路东行，爬沙驼岭，至
仙居，返暖泉，沿千余级石阶下到八道
水发源之地，稍稍逗留片刻，经暖泉、北
洛峡回到庙郊。一路走马观花，匆匆拍
照留念，好些景点未能尽览，有点意犹
未尽之感。

早八点，沿村路向东顺着山沟一路
攀爬，这条路是我初中到外校求学的必
经之路，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多年
未曾踏入，如今还是如此的熟稔。顺着
退耕还林的推进，这里已是山连山，林
连林，据说豹子野猪等珍惜动物都在此
出现了。爬至山顶是一段沿山而建的
平缓车道，这条路北通新城，南至仙居
方向，当初铁矿兴旺时可谓车水马龙，
顺着矿产的枯竭，路面已被树木侵占了
一半，左看是一片青绿，右看还是一片
青绿，前方绿从中有一团红黄，不知是
什么东西。行至跟前却是一树青杏，摘
个尝尝，别有一番滋味。只是如今没人
在乎这些东西了，偶有采摘者，也是去
其皮，留其核，据说一斤杏核能买一两
块钱，一天也能挣个百来块钱左右。沿
路下来，尽是杏树。偶有苹果树，尚未
成熟。杏的品种不同，味道也不同，有
的酸涩，有的甘甜，捡大的甜的摘了一
点，由于贪心，一路上负重前行消耗了
很大体力。

这段平坦路段经过沙驼岭，再走几
里便是仙居岭，说是仙居岭，也没个准
确叫法，这段山岭是沙驼、仙居、东门、
孤 山 沟 的 接 壤 地 带 ，各 村 有 各 村 的 叫
法。仙居村位于岭东下面的峡谷之中，
水泥硬化的路面仅能容一辆车通行，蜿
蜿蜒蜒，曲曲折折，坡度陡峭有俯瞰下
坠之势。稍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下
一会，停一会。妻说了句，有个车捎咱
一程就好了。我说这样的天气，谁来这
里。接下来，就说到买车的事上，儿子
说，要买就买个好的。妻子不吭气，我
说，以后不过了。儿子颇有意气风发之
气，好像马上就要顶天立地了。

说着走着，身后还真有一个轿车缓
缓驶来，谈兴正浓，不寄希望，让路等待

车辆通过。车至跟前，司机点下刹车，
摇开窗户，示意我们上车，看看妻子走
路蹒跚的模样，身不由己的拉开副驾驶
车门，妻子和儿子也上了车。车上拉起
家 常 ，知 道 司 机 是 仙 居 某 基 地 的 采 购
员，又问我是哪个村的，确切报上地址，
竟然是一位本家的亲戚，好多年没走动
了。行至仙居村口，司机刹车说，我以
为你们是摘连翘的，既然是来玩的，就
到 此 下 车 吧 ，沿 路 好 好 看 看 这 里 的 美
景。

说起仙居村，有个故事不得不提。
相传村东有一古庙，院内菊花芳香四溢，
有仙女下凡曾到此驻足，故起名叫仙居
村。当然这也只是故事，对于仙居村的
认识，我一直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时光中，
停 留 在 老 一 辈 的 言 传 中 ，
停留在我的臆想中。山那
边 有 一 条 鬼 斧 神 工 的 峡
谷 ，一 条 小 河 从 中 间 缓 缓
流 过 ，河 岸 南 边 依 山 矗 立
着 几 所 石 头 房 子 ，青 色 的
石 头 院 墙 ，青 色 的 石 板 小
路 ，还 有 那 青 色 的 小 河 边
有一个姑娘站在河畔遥想
远 方 。 如 今 ，仙 居 村 的 村
民 大 都 外 迁 ，剩 下 的 也 都
是老弱病残了，那青色石头房子没了，那
石板小路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硬化
的大路，路面中央浅浅的渠道尚有几丝
水在流淌，那遥想远方的姑娘也不知去
往何方，也许正蜗居在城里的水泥笼子
里回望故乡。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
弯水，只是人工痕迹改变了心中的期望。

如今，村子兴修了不知名的基地，
开办了接待游客的旅店，水泥池里的虹
鳟鱼也成为了一大特色。拍几张相片，
来不及细看，天空再次下起雨来，潇潇
洒洒，无拘无束，急忙奔到村中木质小
厅暂避，后见雨势不减遂转到旅店。旅
店集仙居建筑于一体，询问得知，半山
腰的木头房子一个床位八十，旅店所属
楼房五十，村中散落的砖瓦房二十，来
时做过功课，和老板娘说的一致。旅店

饭食大多是家乡特产，一人点了一碗最
廉价的刀削面，老板娘也不嫌弃，照样
端 茶 倒 水 。 提 起 八 道 水 ，老 板 娘 坦 言
道，那里没什么好看的，坡陡，路窄，小
时候常到下面去偷炭，一袋一袋地扛着
往家跑，老怕他们追上来，路上也不敢
歇 ，现 在 真 是 伤 透 了 ，空 手 也 去 不 了 。
然尽览八道水是期待多年的心愿，再次
询问前往八道水的方向，老板娘遂详细
告知具体方位，并建议沿暖泉、北洛峡
回家的这段较近路程。

吃过饭后，雨也停了下来，告别老
板娘，踏上了前往八道水的行程。八道
水，因父辈口口相传而记忆深刻。在那
靠天吃饭的日子，村人们到天旱时节要
去八道水取水，回程沿路走沿路洒，也

就 是 祈 天 降 雨
的 意 思 吧 ！ 据
说 一 个 贪 心 的
取 水 人 在 自 家
田地多洒了些，
那 年 别 的 庄 稼
风调雨顺，唯独
他家颗粒不收，
因 此 也 成 为 村
人 茶 余 饭 后 的
笑 谈 。 沿 仙 居

村北岸的水泥路步行三里左右至暖泉
之间有一段土路，这里属平顺暖泉和壶
关仙居的交界，两不管地带，即使遥远
的无人居住的山村都通了水泥路，这两
个比肩而立的村子之间却是无法对接。
土路尽头的暖泉村下游就是八道水了，
谷口石阶前正在修筑门楼，想来不用多
久这里也要画地为城收取门票了！

站崖边向下俯瞰，一粗一细两根管
子直插谷底，崖壁如刀切，似斧砍，团团
青草绿树点缀其间。石彻阶梯悬于崖
壁，外有围墙加固，抬头悬石林立，低头
崖深千尺，崖间有一段围墙塌陷，路面
虽 二 尺 有 余 ，但 还 是 有 眩 晕 感 隐 隐 传
来 ，深 吸 一 口 气 ，侧 身 靠 墙 缓 缓 通 过 。
路顺崖走，崖牵路行，沿石阶攀渊而下，
中途分出一铁梯岔路，踌躇功夫，拍几

张相片，继续沿石阶下行。谷底坡势渐
缓，部分石阶损毁，繁茂树草塞路，流水
潺潺声传来，扒路下行数十米，石头房
子显于眼前，旁有小厅，内有石碑，碑文
风吹日晒字迹不清，不看心里也略知一
二。这里是长治西安里铁矿提水工程
一级泵站，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
矿石枯竭，铁矿工人外迁，泵站仍服务
壶平两县部分地区正常用水。这里离
山顶垂直高度约有千米，分三级提水，
上游分别设有二、三级加压泵站。

石头房子前面有一道百米悬桥，上
铺木板，经风吹日晒，有几块木板已经
腐烂，而且这吊桥是向对面的高处走，
落差很大，走起来有点心慌，趴在桥头
拍个照，原道返回来，寻着树木掩映的
小道下行几米就是谷底水域了。流水
来自上游，远看有几股瀑布从崖壁往外
喷涌，大概在吊桥的下面，试着从谷底
向上攀爬，然水势较大，只得原道返回。
下游是八泉峡景区，可以从景区大门出
去，也可以沿小路去往桥上，只是时间
已近三点，而且体力有点透支，下行约
百米，拿矿泉水瓶子取一瓶水，抱着难
舍难分之情踏上回家之路。

沿石阶上来，询问去往北洛峡具体
路线，当地村民告曰，前面通往仙居有
一岔路，沿这条路上行翻过山岭就是。
一路走走歇歇，儿子一路问快到了没，
我一路安慰，快了，快了，看着离山顶很
近，然迟迟难以到达，路遇几处岔路，我
深信，一路向西，没错。下午五时，历尽
艰辛来到北洛峡。北洛峡，对我来说是
多么的熟悉，踏入社会，很长一段时间
混迹于这里的山山沟沟，进出于这里的
铁矿石坑坑道道。现今资源枯竭，塌方
重重，路迹难寻，一路爬塌方，越沟壑，
爬上北洛峡岭，顺山顶公路往南约百米
左右，沿上午上岭方向原路返回已是晚
上八点整。

这次旅行，步行二十五公里，用时
十二小时，消耗了很大体力，几日下来，
大腿酸涩，小腿肿胀，然我不后悔。多
年以后，我会忆起这段时光，一个男子，
携妻带子，爬山越岭，只为探索未知的
梦境。我相信，今后的某日，我还会以
不同的方式踏入这段峡谷，邂逅曾经遇
到的那些人，赏看未曾见到的那些景。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王红岗

七十年，风雨兼程；
七十年，阔步前行；
七十年，沧桑巨变；
七十年，见证辉煌。
七十年，弹指一挥间。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伴随着新中国
七十年的风雨成长，我所居住的矿山小城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由
贫穷变富裕，由单纯追求温饱到安逸享受
生活。我们一路辛勤耕耘，走过崎岖和坎
坷，迎来光明与幸福。

三十年前的冬天，我出生在这座普通
的小城，三十年来，我的成长见证了矿山
的发展，矿山的变化也记录了我的成长。

三十年前，矿山工作艰苦，交通不便，
印象中，爸爸都是走路或是骑自行车去上
班，现在，大家上下班途中除了使用摩托
车、电动车等代步工具，私家车也成为一
种时尚，一道风景。特别是到了节假日，
带上妻儿老小，或到景区游玩，或到商场
购物，私家车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矿区
家属小区里，道路平坦，家家户户窗明几
净，一派祥和的生活景象。

三十年来矿山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记得以前到煤矿是这样的写照：

“未进矿山门，已是满脸尘，晴天一身灰，

雨天两腿泥。”不难
看出，当时的生产
环境确实很糟糕。
自从进入新世纪，
矿山旧貌换新颜。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建设美丽中国等理念的提出，
矿山人以环保为助力，打造绿色矿山。坚
持秉承“煤炭不落地”的先进理念,建成了
原煤仓、末煤仓、块煤、矸石仓，生产的煤
产品先分别进入煤仓，再通过汽车、火车
销往全国各地。并积极开展矿区绿化，分
别种植柳树、杨树、槐树、榆树、松柏等树
木和绿篱等景观植物。如今，当你漫步于
每个矿区，映入眼帘的是蓊蓊郁郁的花草
树木，造型优美的亭台楼阁，绚丽多彩的
霓虹彩灯，绿篱环绕的洁净大道，道路两
旁的风景文化墙……这一切都是新中国
发展的成果，也是广大矿山工人不断努力
的结果。

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记得
小的时候，能看动画片就是最大的乐趣
了，文化生活单调，枯燥，落后。如今的矿
山，文化广场设施齐全，健身器材错落有
致，活动室、健身房、棋牌室应有尽有，文
化氛围变浓了，小城的文化生活也变得丰
富多彩。在中心广场的大屏幕上，播放着
大家喜欢的电视节目。每当晨曦微露，广
场上总会有很多人出来晨练，鹤发童颜与
朝霞相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到晚上
华灯初上时，茶饭后的人们到中心广场散

步，跳广场舞，听着动听的旋律，跳着优美
的舞姿，尽情享受着美好的夜晚。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黑白照片早就
被彩色照片所代替。商贩在街边叫卖的

“老冰棍”也早被商店冰柜里各式的冰淇
淋所代替。传统家具已被现代型时尚家
居所替代。无轨电车、红星牌收音机、粮
票等等，这些带有记忆的物件也早就淡出
了人们的生活。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经
济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
也在不断改变。

矿山小城的变化只是新中国发展道
路上的一张缩影，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

代潮流浩浩荡荡，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眺
望苍穹，浩瀚星空。回首来路，不忘初心 ，
展望新图，继续前行。矿山小城正迈着坚
定的步伐走向远方。未来还有更多的七
十年，需要我们去拼搏，去奋斗，还有更多
的美丽梦想，需要我们去憧憬，还有更多
的宏伟蓝图，需要我们去构象，去描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们要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我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笑声之后，余音绕梁，
不绝于耳，让我们砥砺奋进，铸就辉煌，与
祖国共奋进!

（作者单位：古交给排水分公司）

庆祖国华诞 看矿山巨变
李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