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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培亮

我与《西山煤电》报：一件大皮袄的缘分

七一颂歌

七一有感
 





































刘 崇

说起我和《西山煤电》报的缘分，
不能不让人想起我曾经十分喜爱的
一件大皮袄。

在井口等人车即将下井的时候，
身上披一件既崭新又展刮的皮袄，在
1982 年的煤矿工人眼里，不亚于今天
新开一辆宝马或者特斯拉。我那时
就有一件这样的大皮袄，曾经吸引了
多少羡慕嫉妒的目光啊！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煤矿工人
下井大都穿得破破烂烂，一件棉袄缝
了又缝，补了又补，有的还露着一团
一簇白里透着黑的棉花、吊着七长八
短花里胡哨的布条。我那时在西铭
矿下井，亲眼看见老工人下井的衣服
破了，用放炮线一拧，就算完事。真
是既不雅观，也不保暖。

一次，回到老家，和娘舅聊天，聊
起煤矿工人破破烂烂的工装。老舅
说：“这儿正好一件朋友从内蒙捎回
来的山羊皮袄，我也不穿，你试试能
不能穿。”

于 是 ，他 从 柜 子 里 翻 出 一 件 崭
新 的 白 板 山 羊 皮 袄 。 两 人 推 来 让
去，终于拗不过他。于是，这件白板
大皮袄就随我历经车马劳顿来到了
矿上。

第二天，当我穿着这件大皮袄来
到井口时，立即吸引了来自各个采煤
队、掘进队、开拓队、通风队、机电队、
运输队黑哥儿们的各种各样不同的
眼神。受着这样的目光检阅，我很惬
意很自豪很不一般地走向坑口，感觉
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晕。这时，有人
在背后捅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老
姜头，我们班里的一个老工人。他伸
出大拇指：“小伙子，牛啊！这坑口几
百个下井的，你这头一份啊。”

牛啊，咋不牛呢？我一个下井的
新工人，平时穿得烂走得慢，放眼望
去，哪个不比咱强？穿上一件新皮

袄，能满足一下虚荣心，也蛮不错的。
再说，这大皮袄到了井下也挺实惠
的。大巷里，冷风嗖嗖地吹，别人冷
得瑟瑟发抖，咱大皮袄身上一裹，那
个舒服啊！到了工作面，干活儿累了
小憩的时候，小弟兄们围拢在一起，
一个个冷得上牙和下牙闹意见，咱抱
着大皮袄，在大伙儿嫉妒羡慕恨的眼
神中，不多一会儿就朦朦胧胧进入了
梦乡。

事情就是这样，乐极了，就可能
要生悲啊。这件心爱的大皮袄，我还
没过足赢呢，就在井下，竟然不翼而
飞了！那天早班，工作面干活儿，我
把大皮袄叠一叠，放在溜子头，就进
了工作面。这一个班，攉煤、打柱子、
顶溜子，好一通忙乎。终于干完了活
儿，我到溜子头一看啊，当下就蒙了。
别人长长短短、龇牙咧嘴的棉袄都
在，唯我的那件十分显眼的大皮袄不
见了！我问遍了班里所有人，没人知
道大皮袄去了哪里。

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入深谷。一
连几天，上班没精打采，走路魂不守
舍，吃饭没滋没味。唉，真是懊恼极
了，心疼极了。

心 里 有 气 ，没 处 排 解 。 怎 么 办
呢？找是肯定找不回来了。干脆，我
就拿这个事，写篇文章，挣点稿费安
慰安慰自己呗。

下了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
了篇一千多字的小小说。听说西山
五中有个南开大学毕业的赵克诚老
师，文学造诣很高。我约了好友边树
堂，满心忐忑地来到赵老师家，希望
得到高人指点。第一次登门造访，没
想到赵老师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俩，
不仅认真地看
了 我 的 稿 子 ，
还主动提出要
推 荐 给《西 山

矿报》副刊编辑明祥老师。时隔四十
多年，至今每每回想起来，我都会被
赵老师当年提携、帮助此前并不认识
的晚辈的情谊所感动。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十多天后，
《西山矿报》的明祥老师居然通过赵
老师传话给我，看我哪天有时间到报
社一趟，说说稿子的事。

迫不及待的我，第二天就匆匆来
到编辑部。明祥老师完全没有编辑
老师的架子，还给我倒了杯水；“你就
是常培亮啊，稿子写得不错，有几个
地方我们探讨一下。我可有言在先，
只是个人看法，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
己对生活的理解做一些修改。”

于是，我们除了稿子，还聊了些
别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居然和
明祥老师聊起了山药蛋派、荷花淀
派，聊起了赵树理的乡土气息、孙犁
的简约风格等等。直到到现在，我
还为自己当时对文学的一知半解和
粗浅卖弄感到脸红，但这并没有影
响我们以后成为亦师亦友很要好的
兄弟。

不久，在明祥老师的帮助下，我
的小小说处女作《一件大皮袄》，在

《西山矿报》墨玉文学副刊发表，记
得发表时还配发了 200 多字的短评。

那件心爱的的大皮袄虽然丢失
了，但却引出了我和赵克诚老师、明
祥老师几十年的师生情谊，引出了
我 和《西 山 煤 电》报（原 名《西 山 矿
报》）的 缘 分 ，更 成 全 了 我《西 山 煤
电》报三十年的编辑记者生涯。

这 段 回 忆 ，让 我 想 起 了 一 句 很
有名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作者退休）

昨日红霞满天
今日彩环映日
应是先烈思中华
特来乘云化风复游
想当年那一点微弱的星火
已燃遍了中华大地
近代的耻辱
几代人的不甘
是你们在风云突变下横刀立马、追穷寇
战犹酣、缚苍龙力挽狂澜
打破枷锁恢复失地将列强踩在脚下
又是你们挺起了中华的脊梁推着他大步向前
如今航母下海、天宫登月、载人深潜
哪一个不让国人自豪
在你的带领下弱小可欺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了
百姓不但吃饱穿暖而且精神和谐富足
所以那所谓的信仰啊
是用你们的血泪换来的强大力量
山河壮丽岁月无恙
让我们在流火的七月
用全部的激情与感恩
高唱一曲党的赞歌

（作者单位：屯兰矿）

七月的天空流光溢彩，

七一的旗帜飘扬豪迈。

百年的风雨兼程，

铸就了今日的辉煌时代。

红船启航，划破黑暗的阴霾，

星星之火，点燃希望的火柴。

镰刀锤头，闪耀信仰的光芒，

热血忠诚，书写不朽的情怀。

为了民族的独立，

为了人民的期待，

党引领我们勇往直前，

跨越无数艰难险阻。

看如今，山河壮丽，国泰民安，

党徽闪耀，初心不改。

新的征程，新的使命，

让七一的精神永远传承，

让党的旗帜永远飘在心怀。

（作者单位：屯兰矿）





















誓言

幽冷，凝重
那是镰刀铁锤的光芒
他收割的是垄脊上的希望
锻造的是通向幸福民主的桥梁
我从未怀疑他的力量
和他的信念
一块块特殊材料
风吹不动，雷打不垮
真理在肩头，信仰在东山之巅
日出日落，车轮滚滚
任何腐朽终将碾压成泥
镰刀铁锤下
无须一个稀泥软蛋
无须一个腐化变质的分子
镰刀，是农民的镰刀
铁锤，是工人的铁锤
多少梦想成真
多少誓言铿锵有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