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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我看望了原大同市酒
厂总工程师黄道伟，86 岁的他仍充满着
活力，谈论起酒厂过往的那些事，他除
了略显激动，还记忆犹新，滔滔不绝能
一口气把酒厂的历史从头说到尾。他
是大同市酒厂建厂初期的元老，1979 年
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是 1992 年山西省
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
献的专家”。

黄道伟个头不高，满口湖北口音，
1955 年，他从广州糖酒工业学校一毕业
就分配到了大同市酒厂工作。那时候，
市酒厂刚建厂 3 年，性格耿直的他怀着
对党、对祖国的满腔热忱，把所学专业
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始终保持着旺
盛的工作状态。上世纪 60 年代初，市酒
厂承揽硼砂的加工，每一批加工好的硼
砂必须化验合格后才能出口，当时周边
只有内蒙古集宁商检局才能化验。他
积极报名承担这项任务，有时误了乘坐
火车时间就骑自行车往返 200 多公里。
上世纪 70 年代初市酒厂上啤酒项目时，
他翻阅大量资料并请教有关单位人员，
潜心研制出以青铜为蜗轮、钢铁为蜗
杆、能上下调节的蜗轮减速机。同时在
分 离 麦 汁 的 过 滤 板 上（6 毫 米 厚 的 铜

板），他和一名维修工花了 4 个月的时
间，用电钻打了 24 万个孔眼。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被提拔为市酒厂的总工程
师、第一副厂长。

在领导岗位上，黄道伟处处严于律
己，从不以权谋私。上世纪 90 年代初，
他分管技改工作，有人提着装满钱的大
提包上他家，并说，“黄总，只要您点头
同意把工程给我，不仅这些钱归您，而
且我还会陆续给您。”他笑了笑说，“你
找错人了，我是总工程师，更是一名共
产党员，绝对不能乱来。”黄道伟一生光
明磊落，忠诚党的事业。

黄道伟从事酿酒技术工作 50 多年，
把全部精力都奉献在酿酒事业上，为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市酒厂生产的啤酒一
度时期受市场同类产品的冲击，不仅销
量萎缩，而且价位也上不去，企业的经
济效益受到了严重影响。黄道伟心急
如焚，他跑青岛去北京，最后在五星啤
酒厂生产技术科看到了干啤的生产报
表，他喜出望外，回厂后立即组织科研
团队搞研发。产品配方是企业的高度
机密，没有捷径，只有研发。“干”，就是
不甜的意思，要想研发出低糖含量的啤

酒，必须在发酵过程中用酵母把糖分分
解掉。黄道伟决定提高发酵度，从 50 度
提高到 70 度。这个新产品的问世，不仅
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那时普通啤酒售价每瓶 1元左
右，云冈干啤酒一上市每瓶售价 1.3 元
以上，市酒厂日产近 5 万瓶啤酒。此项
新技术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
年获大同市首届“科技重奖”。

黄道伟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
名冠三晋。1964 年至 1965 年，受山西
省轻工厅委派，他主持太原酒厂白酒试
点，研究利用生香酵母提高白酒香味，
在全国首创生香酵母浅盘培养工艺，该
项成果在山西省“六曲香”等白酒工艺
中一直沿用至今并广泛推广。同时，他
在国家食品行业权威性杂志《中国食品
工业》发表了论文《生香酵母菌的浅盘
培养》，在全国酿酒行业中引起了很大
的反响。

黄道伟抓科研新技术总是盯着企
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上世纪 80 年代
后期，云冈啤酒在市场上越来越供不应
求，但由于发酵生产能力的限制，无法
扩大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科研
团队力克难关，采取薄板冷却器倒酒，
把高温快速变成低温，在不影响啤酒质
量的前提下，加速啤酒的成熟，使啤酒
发酵的周期大大缩短，当年增产啤酒
3200 吨。该科研成果获山西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他立足本地资源，在全国首
创“黍米干啤”，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优秀新产品奖”。上世纪 90 年代末，他
被聘为朔州啤酒厂总工程师、厂五人领
导组成员，又首创“芦荟啤酒”，成为市
场销售的一大亮点和企业销售利润的
主要增长点。

黄道伟退休后，老当益壮，为云啤
集团分立改制的大同云冈白酒有限责
任公司（现大同云冈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传承了老厂白酒、黄酒老品牌而欣
喜不已，经常为该公司提高酿酒技术工
艺水平发挥余热。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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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家 乡 在 阳 高 ，阳 高 有 座 大 泉
山。以大泉山为代表的家乡，给了我骨
子里的自豪和荣光。退休后，有了大把
的闲暇，自然少不得饱览家乡山水，触
摸历史，感受变迁，体悟乡情。

去守口堡正值“杏花节”举办之时，
杏花如海，游人如潮。守口堡地处山西
和内蒙古交界地带的山口，历经沧桑仍
巍 然 屹 立 ，是 万 里 长 城 少 有 的“ 闪 断
边”。作为主体的明长城遗迹和东汉长
城遗迹，相距不远。因“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的特殊位置，在明代“九边重镇”
之一的大同地区，这里自然是重兵防戍
之地。守口堡现在的身份可是不一般，
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所以成了阳高县的“眼睛
珠”。“杏花节”的文艺节目令人眼花缭
乱，我的一位亲属还领队表演传统节
目，我默默地站在人群里观赏，并由此
产生了像当年老舍先生一样的观感：

“舞帕飞旋锦扇开，万人争看二人台。
霸王鞭响春风起，花雨缤纷燕去来。”

云门山就在眼前，来之前我做了点
功课，还在手机上记下北魏时期地理名
著《水经注》里的一段话：“《山海经》曰，
雁门之水，出于雁门之山，雁出其间，在
高柳北，高柳在代北，其山重峦叠巘，霞
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辽塞。”县里的
史志专家老郭说，唐代以前这里的山叫
雁门山，后来叫成云门山。“土木堡之
变”时，瓦剌军队的铁蹄就是从这里破
关而入，导致明英宗朱祁镇被掠走一年
多。直到“隆庆和议”之后，烽火狼烟熄
灭，守口堡得以开放马市。我们边聊边

漫步到沟边一块没有任何遗迹和标志
的空地，老郭说这里就是当年的马市，
再往北走，有一座刚刚建起来的水库。

哦，黑水河，从上游的内蒙古丰镇
远道而来，在这里被截住，我看到波光
粼粼的一湾水面。从水库管理人员处
获知：这是我国首座胶凝砂砾石试验坝
水库，山西省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属海
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校核洪水标准 500
年一遇，能发挥工业供水、农业灌溉及
防洪等综合作用。参观完水库，我们马
不停蹄地游览附近的镇边堡段长城，这
段长城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
要点段名单。当年这里发生过明军与
蒙 古 俺 答 汗 十 万 铁 骑 的“ 鹁 鸽 峪 血
战”。走访、选景、拍照、伫思，留下一抹
感性认识，便又赶往相邻不远的长城
乡，这是万里长城沿线唯一以长城命名
的乡镇，是县里的一个纯山区乡。年轻
时我在村里当基干民兵，被抽调参加过
县武装部组织的冬季集训，在山间演练
投弹、射击，旧地重游，感慨良多。

如今，性价比高、轻松自在的县域
旅游时兴起来。那天，刚从国家机关退
休的工合国际委员老许，带着放暑假的
女儿等一行人来到大同，参观完云冈石
窟后，邀我同去阳高游览。作为大同历
史文化爱好者，我尽己所能为他们提供

“素材”。阳高在秦汉时是代郡所辖的
高柳，距今已有 2300 余年的置县史。秦
汉时的代郡包括今天大同市东部、河北
省蔚县怀安张北部分，还有相邻的内蒙
古市县，是名副其实的边防要地。代郡
郡治初设在河北蔚县的代王城，到东汉

时迁到高柳城，位置就在阳高县城东郊
的李官屯村。上世纪末，这里出土过汉
代板瓦、条砖、筒瓦，还有不少生活用
陶。陶片上的各种纹饰表明，当时生活
在高柳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建筑
技术。遗憾的是，我们走遍全村，在地
面上没有发现任何遗迹，可三三两两坐
在自家门前纳凉的村民们，还是和我们
骄傲地交流着东汉初年代郡太守“四战
高柳”的故事。老许并不扫兴，他常遇
这种“不可能”，但仍然兴致盎然。于是
转而沿着阳高通往天镇的县级公路，去
追寻北魏立国决定性的“参合陂之战”
遗址，此战拓跋珪消灭了北方强敌后燕
国，为统一北中国、开启南北朝的历史
奠定了基础。同样遗憾的是，无迹可
寻。于是老许决定转往内蒙古凉城东
北，那里是传说中“参合陂之战”的
另一处遗迹地。在路经阳高县长城乡
天桥村时，我建议顺便看一下“天桥
战国窖藏货币”出土地。老许在央视
看 过 与 此 相 关 的 节 目 ， 他 回 忆 说 ，
1963 年天桥村一位村民在村东北半里
处挖出一堆“小铲子”，便以 300 元将这
堆“废铜烂铁”卖给当地供销社，后来这
批古钱币被确认是战国货币，引起全国
轰动。老许的女儿临别时感慨道：想不
到您的家乡这么有看头，这次来不及
了，下次我要动员更多同学，将许家窑
遗址、104℃的温泉等古今热点“鸿爪从
头细细看”。

大泉山曾经是我心头最绕不开的
一个结。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大
泉山公社，后来改为大白登镇。有一年

我到北京出差时在王府井街头随意抽
取到一本全国性水土保持宣传小册子，
细读发现竟然没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
的水土保持典型大泉山。接着在参观
大寨、西沟、贾家庄等老典型的“二次创
业”时，对家乡的大泉山渐生了“恨铁不
成钢”的惋惜之情。2004 年初，《大同日
报》将我的《大泉山，何时再振雄风》一
文刊发。6 年后我喜获一份中央档案馆
提供的毛主席批示影印件，连夜写出

《从一篇文章的修改看毛主席的扎实文
风——读<看，大泉山变了样子！>有
感》，该报又配图刊发。之后我精心打
磨的《文章百改见精神——研读毛主席
修改文章的三页花脸稿有感》在一家央
刊发表，另外在《党史文汇》等报刊还发
表了多篇大泉山观感文章，加之各方面
的舆论助推，催生了县里修建大泉山纪
念馆的决心。前不久旧地重游，我看到
多处山坡上郁郁葱葱，绿树成荫，毛主席
当年所说的“花果山”吸引着国内外很
多游人前来打卡。大泉山水土保持展
览馆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改陈布展
重新开馆，着重还原历史，彰显上世纪
50 年代那种治山治水、久久为功的艰苦
奋斗精神。当年，我担任村主任的几天
后便在县里组织下赴大寨参观，对一首
当红歌曲记忆犹新。当我再次登上凤
凰山顶站在当年创业者纪念碑前，俯瞰
四下如诗如画的绿色盛景，激情难抑，
便 纵 情 演 绎 一 段 自 我 改 编 的 当 年 唱
段：“我站在大泉山上，迎着朝阳放声
歌唱。歌唱救星毛主席，歌唱伟大的
共产党……”

大 泉 山 上 唱 新 歌
李生明

醉心酿酒事业数十载的黄道伟
刘昌印

头头是道（寓言四则）

侯建忠

秋风有信
和智楣

摔碎的罐头

爷爷奶奶带着五六岁的孙子，到
附近的小卖铺买了一个玻璃罐头。小
孙子特别高兴，拿上罐头瓶子就走，谁
知刚出门，一不小心，罐头瓶子便掉到
了地上。瓶子碎了，罐头洒了一地。

爷爷奶奶见孙子没事，怕罐头瓶
的碎玻璃被人踩上，二人蹲下身子，把
玻璃碎片一点一点地捡起来，放到一
个小袋子里。本来十分难受的孙子，
见爷爷奶奶捡玻璃，也加入一起捡玻
璃的行列。

祖孙三人的举动，刚好被小卖铺
的主人看到。他颇为感动，二话没说，
从货架上取下一个罐头，作为奖赏送
给了小孙子。爷爷奶奶掏出钱要给小
卖铺主人，被主人退还，爷孙三人向主
人道谢后，高兴地离去了。

望着爷孙三人远去的背影，小卖
铺主人也是满心的愉悦。

了不起的光头

小饭店内，一位中年男子正低着
头专心吃饭，猛然间一个七八岁的小
男孩从邻桌跑过来，莫名其妙地在他
的光头上摸了两把，没有丝毫的胆怯。

谁家的小孩子这样没有礼貌？光
头男子抬起头正要发作，看到男孩的
父亲微笑着向他走来，然后轻轻地附到
他的耳边，悄悄说道：“对不起，打扰您
了。孩子得了病正在化疗，头发也脱光
了。我对孩子说，光头人都是了不起的
人，将来都会有出息。他信了我的话，
好奇地摸了您的头，实在对不起。”

见爸爸和光头男子说话，小男孩也说
话了：“叔叔，爸爸说光头的人都是了不起
的人，叔叔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是的，叔叔是个了不起的人，大家
都羡慕叔叔有能耐。小朋友现在就成了
光头，将来一定比叔叔更了不起。”听了
父子俩的话，光头男子转怒为喜，拉过小
男孩的手说：“来，再摸摸叔叔的光头。”

顽童认“头”

从前，乡下有个小顽童在私塾上
学，特别贪玩儿。一天，先生在黑板上
写了一个“头”字，让大家念，但小顽童
心里却想着尽快放学，去掏自家屋檐

下的一窝小麻雀。
第二天，先生检查学生的认字情

况，依旧把“头”字写在黑板上，让小顽
童先认。小顽童明知是个“头”字，却
因脑子里整天搁记着麻雀的事，一时
忘了该怎样念，就信口说：“脑袋！”先
生 摇 了 摇 头 。“ 脑 瓜 子 ！”小 顽 童 回 答
说。先生又摇了摇头。“脑壳子！”小顽
童第三次回答。

先生见小顽童几次都没读对，就
走到他的身边，无可奈何地在他的头
上磕了几下。经生生这么一磕，小顽
童猛然想起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要
一头，没一头，脑袋像个磕烟袋。”急忙
站起来，大声说道：“磕烟袋！”说完长
舒了一口气。其余的孩子们听了，全
都笑了。

一心不贪二意，贪玩影响学习。

宝贝石头

从前有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在村
里当农民，有一天到邻村赶集，看到一
户人家大门口放着一块四四方方的大
石头。当时，正在习武热头儿上的将
军不由眼睛一亮，如果用这块上百斤
重的石头练臂力，该有多好。他没顾
上多想，便急匆匆迈入院内，向主人提
出要买大门口的石头。起初，主人以
为是在开玩笑，心想这个人是不是大
脑有毛病，要买一块没用的石头，便半
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将军出多少钱。

当将军说出买价后，主人看出他
诚心要买，开出的价自己干几个月农
活儿都挣不来，脑子便转动开了，既然
肯花这么大的价钱买，这石头一定不
一般，便开始和将军讲起了价钱。一
直把价涨了两三次，足够主人全家人
干半年活挣的钱了，主人还是不卖。

将军是个爽快之人，见石主如此
贪心，大为恼火：“我要你这块石头，是
喜欢它能帮我练臂力，才开这么大的
价，我不买它它就没有任何用处。既
然你不想卖，就把它当作宝贝自己留
着 吧 ，我 从 哪 里 都 不 愁 找 一 块 大 石
头！”说完扬长而去。

任何事物都有个极限，一旦超出
限度，就会把事情办糟，留下不该有的
遗憾。望着将军远去的背影，石头的
主人悔之莫及，一直懊丧了很长时间。

风一次又一次
捎来远方的消息
给我若干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想起小时候，想起地里
蓝色的胡麻花，粉色的荞麦花
想起觅食的麻雀，筑巢的燕子
想起过节时的新衣
想起自己脚上那双

让小伙伴妒忌不已的
红色绒布鞋
一粒石子，一枚柳笛
足够点燃一丛又一丛笑意
玩泥巴的小小手
质地润泽细腻
童年倒映在清澈的小溪
流连在绿色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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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 出 门 ，有 凉 风 拂 面 ，心 神 俱
清。展目望去，天高地阔，山明水净，
万物的眉目间，全染了淡淡的秋色。

循着风来的方向走，一路上，葱茏
的绿，还未完全褪去，菊花的黄，还在
轻轻点缀。时令已至立秋，清清凉凉
的秋风，吹落了花，吹红了叶，吹熟了
庄稼，也吹老了岁月。

静下心，从秋风的细微处，细细感
受世间万物的变化。丝丝缕缕的凉风
中，徐徐传来无数秋的消息，里面有味
道，有色彩，有声音，有感动，令我瞬间
感受到生命轮回的美妙和神韵，体味
到秋的辽阔、淡然与从容。

作家木心说：“秋天的风，都是从往
年吹来的。”此刻，秋风有信，轻叩着记
忆深处的往事，一种染了秋霜的情愫，
缓缓漫进心底。我仿佛回到从前的某
一场秋风里，生活再次展露出忧喜不同
的颜色。这种情感，有青春年少的绿肥
红瘦，也有人至中年的霜满枝头，超越
了年龄，超越了岁月，无法忘怀。

事实上，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对
秋风的感受已截然不同。那些发生在
秋天的往事，虽然令我恍然想起某年
某月、某个人、某件事，但曾经跌宕在
秋风里的失落与惘然，缠绕在心头的
不舍与伤感，却已不复存在，此时的心
境，与当年已全然不同。

年过不惑，度过一个又一个秋天后，
我如同历经了一场生命的修行，被无数
岁月里的秋风治愈，获得了某种豁然开
朗的境界。在这样的修行过程中，我有
过独自行走的经历，有过忽然顿悟的坦
然，慢慢找回一度丢失的初心，找到曾经
怀揣的梦想，找到平静归零的勇气。

飒飒秋风，不疾不徐，人生漫漫，
款款而行。年少时的执着远远淡去，
岁月的斑驳渐渐染上鬓角。人间四季，
从春到秋，从蓬勃回到沉寂，从绚烂归
于平淡。读懂生活的酸甜苦辣，就会懂
得人生历经悲喜后，内心深处获得的平
静安详，拥有一份淡定与从容。

秋风有信，落叶有情，这世间没有
永恒不变的事物，漫长岁月里的多种
滋味，唯有自己才能懂得。那是不语
的秋风在人间留下的声音，需要用心
解读，才能明白其中深藏的意蕴。不
停地前行，不停地倾听，去悟自己，悟
世事，悟岁月。不断地对自己进行重
塑和完善，与岁月达成真正的和解，将
生命之美沉淀在岁月的褶皱里，不再
追逐浮华和赞誉，不再一味怀疑与否
定，沉淀时光，沉淀心情，也沉淀自己，
静享岁月带来的温暖与欢欣。

一 任 时 光 流 逝 ，内 心 坚 定 而 丰
盈。秋风有信，寄往属于我生命的每
一个秋天。

水墨山峦 张成林摄

远方的童年
袁秀兰

秋天是一幅五彩的画卷
金黄主宰了广袤的田野
那是阳光沉淀的色泽
火红在山林间跳跃
似烈焰燃烧如红绸舞动
为山峦披上热烈的披风
橙红的柿子挂满枝头
像一盏盏温暖的小灯笼
在秋风中轻轻摇晃

清澈的湖水宁静深邃
倒映着蓝天白云
褐色的土地沉默而厚重
承载着万物的生息与希望
秋虫的清音在草丛中流淌
生动了最绚烂的一季
秋天的色彩
丰富而深沉
铺陈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秋天的色彩
杨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