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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时节，又见大同。这是我第四
次来大同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
受。受今年山西古建旅游热影响，大同
站在了这股热潮的前端。火归火，但我
总觉得大同不像一个网红城市。大同
人文历史深厚，形象沉稳内敛，加上近
年来开发保护下了功夫，因此，今天人
们再说到大同的时候，“煤都”的形象已
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那句“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了。

大同有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
悬空寺等，都是必看景点，但如果充分
了解了大同的城墙文化，会对大同有更
全面的认识。记得上一次来大同，住
在古城墙内的民宿客栈，我居然没发
现 一 路 之 隔 就 是 大 同 城 墙 遗 址 陈 列
馆。这座博物馆“藏”得太好了，哪怕
步行路过，也容易错过。也许是考虑
到 城 市 的 整 体 感 ，所 以 没 有 特 别 突
出。不过对游客来说，反而获得了开盲
盒般的惊喜。

陈列馆里的古城墙，是有“壳”的。
这个“壳”是用钢结构支撑起来的，外部

是 2009 年用砖铺砌的新城墙，内部是北
魏、辽金、明代城墙的夯土遗迹。也就
是说，想要看到最为原始的城墙样子，
陈列馆是个好去处。顺着梯子，一步步
走近夯土遗迹，古城墙的气息扑面而
来。在这些夯土上，能清晰看见时间的
痕迹。历经风雨、踏踩、修筑，古城墙已
经有了岩石般的质感。同行的朋友用
手指触碰了一下古城墙，却舍不得把手
指上的沙土擦掉，举着手说：“这可是
1000 多年前辽代的城墙土。”

在有着“一眼千年”观感的古城墙
面前伫立，我浮想联翩。古城墙在无声
诉说着它的历史，而在古城墙的内部，
埋藏着北魏、辽金等时期的文物。那是
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使用、修缮城墙
时留下的，包括各种生活用品、生产工
具、武器部件等。

如今，大同古城墙的绝大部分已经
被砖石包裹、保护了起来。当人们行走
于其上的时候，想到脚下的城墙遗址已
有千年，相信定会产生奇妙的感受。每
次来大同，我都会在城墙上散步。有时

是在月下，在大同的城墙上拍月亮，特
别容易出片。有时是在阳光下，耀眼的
光线让城墙显得愈加雄伟。这次赶上
了大同降雪，雪花不大，还没落地就已
化成雨。站在雨雪中的城墙上，远望月
楼、箭楼、望楼、角楼，还可见善化寺大
殿唐代风格的屋顶。整个古城区在雨
雪降临的环境里，显得愈加安静、壮美。

大同目前的城墙，已经将整个古城
区合拢围绕了起来，东西长 1.8 公里，南
北长 1.82 公里。从地图上看，像个四四
方方的印章，结结实实地盖在了这片塞
北大地上。城内有中轴线。这条线是
古城的灵魂，2300 年来从未改变。明代
形 成 的“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绵绵
巷”，如今也被最大程度地复原。我们去
了大同古城的东南邑，现在那里不但是
一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一个文艺格调
浓郁的地方。店面丰富，院子漂亮，道路
洁净，就连公用卫生间对面也设立了休
息长廊，人们可以在那儿饮水、给手机充
电、聊天休闲。在这样一条街巷中，现代
的大同与古老的大同融为一体。

在大同东城墙一处带状公园内，还
隐藏着一座梁思成纪念馆。1933 年，梁
思成与林徽因一行来大同工作了 19 天，
为大同留下了 10 余处古建的详测与略
测数据，以及大量摄影图片。这些资料
对于后期古建修复时追溯大同历史，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同人感念梁思
成，于是将城墙边一座下沉式二进仿古
院落设立为梁思成纪念馆。和大同城
墙遗址陈列馆一样，这座纪念馆也是

“藏”起来的，需要导航或询问才能找得
到。盘桓于馆内，倍感今日之大同与梁
思成之间有着极为细密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古城墙，关注得越多，
就越会发现它的重要。历史流淌到了
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于城
墙的厚爱与依赖。在提供一种安全感
之余，古城墙也是时间流逝中一道似
可永恒的坐标。这些年来，我曾数度
登上过西安、南京、平遥等城市的古城
墙 ，在 城 墙 上 面 骑 车 、散 步 、吹 风 、远
望、沉思……城墙之上，可以做那么多
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这次登上大同
古城墙，除了感受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外溢之外，更多的感慨是，城墙边上
的大同，是一座把历史遗迹充分展示和
使用起来的城市，它充满着怀旧味道，
也涌动着新的活力。

（原载 11月 4日《人民日报》）

城墙边的大同
韩浩月

敢啃“硬骨头”的绞车司机王凤梧
管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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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大同煤峪口矿的绞车司机
王凤梧代表司机组全体人员去北京参
加全国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他以
操作、保养、维修最旧的蒸汽绞车，连续
2000 天安全运转的优 异 成 绩 ，被 授 予

“全国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当时的
王 凤 梧 从 来 没 有 出 过 远 门 儿 ，没 有 在
任 何 会 议 上 讲 过 话 ，大 会 分 专 业 交 流
经验时让他发言，他站在主席台上，把
帽子摘下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
然 后 一 边 用 双 手 使 劲 揉 搓 帽 子 ，一 边
有些口吃地说：“小心谨慎，没啥！真
的没啥！”他一连说了五六遍，脸和脖
子 涨 得 通 红 ，那 顶 新 买 的 帽 子 几 乎 要
被 他 揉 搓 烂 了 ，也 没 有 再 说 出 一 句 话
来。这件事情在大同百里煤海传为佳
话，而且王凤梧的事迹越传越奇，情节
越细致感人。

王凤梧是河北省宁晋县人，1949 年
来到煤峪口矿当工人，被分配在 4 号井
绞车房当司机。这台绞车还是 1910 年
日本东方机器厂生产的，在中国东北的
一个小煤矿使用了十多年，该矿井报废
后，1938年由日寇拆运到大同煤矿，安装
在煤峪口矿 4 号井口。这台绞车制造质
量本来就很次，又经过几次运输、拆装、
摔打、磕碰，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新中国
成立后这台绞车仍在使用，绞车一开，除
去水泥基础不颤动，大轴、滚筒、木制井
架、天轮、罐笼一起跟着摇晃。矿工们上
下井时站在罐笼里，也跟着摇晃。如果
有人提着材料、背着工具上下井，两只
手就显得不够用了，要么把东西放下，

要么在罐笼里跌跌撞撞，真不安全！
1950 年 1 月，华北煤管局一位工程

师来煤峪口矿检查安全，乘罐笼下井又
出井。离开煤峪口矿时，这位工程师留
下一条建议：“这绞车不能用了，赶快停
下来修！”

这件事很快被汇报给当时刚刚来
煤峪口矿任职、还没有下过井的矿长习
秉聪（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开始习矿
长认为来检查的工程师说得有些夸张，
说：“等我亲自下井体验一下再说！”习
矿长乘罐笼上上下下遛了两趟，站在罐
笼里下不来了，汗流浃背，脸色通红，脑
门儿上的青筋胀得鼓鼓的，嘴唇颤抖着
说：“快！快扶我下去！”当时把大家吓
坏了，搀着习矿长进了绞车房，让他平
平地躺在长条凳子上，有人抓起电话正
准 备 打 给 井 口 医 疗 室 ，被 习 矿 长 拦 住
了，他说：“我有高血压，休息一下就好
了！”果然，过了半小时，没事了。

当 时 ，绞 车 司 机 王 凤 梧 一 直 在 现
场，心里暗暗着急。他想：“全矿就这么
一个上下人的井口，工人们把出入井看
成受罪，提心吊胆，虽然他们嘴里骂的
是蒸汽绞车和罐笼，但自己作为绞车司
机，听着真不舒服。”于是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

王凤梧每天上班开绞车，下班钻研
绞车，跟绞车较上了劲。他甚至把行李
卷儿从单身宿舍搬到了绞车房，把绞车
房当成了自己的“家”，开始了没日没夜
的学习、钻研、试验。

技术问题闹不清，请教技术人员；
理论知识弄不懂，自己买书“啃”！他在
绞车旁、井架上、罐笼里、井口边，一蹲
就是一两个钟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
用心琢磨着，用粉笔在地上画着，有时
把书打开与实物对照着……就这样，他
把每个零件的形状、尺寸、材质、转速、
性能、工作状态，都摸得清清楚楚，把绞
车的每个零件都牢牢地刻在脑海里，就
像 从 鸡 蛋 里 挑 骨 头 一 样 ，非 要 挑 出 绞
车、井架、罐笼颤动的症结所在。他脸
上的煤尘有时比下井工人还厚，脸比下
井工人还黑，身上的机器油比检修工人
还多！他成了这台最老、最旧、最破蒸
汽绞车的“贴身保健医生”。

绞车哪个部位状态不佳，哪个地方
声音不对，哪个零件磨损超限，哪个部
位间隙太大，哪个零件有振动，哪个部
位缺润滑油，哪个部位没有维修好，他
都摸得清清楚楚。为了把所有的问题
都记录下来，他还到文具店买来小学生
用的笔记本、铅笔和橡皮，认认真真地

给这个特殊“患者”写病历。因为王凤
梧识字不多，笔记本上画满了人们无法
辨认的符号和似是而非的汉字，但是当
你向他询问绞车上的问题时，他能把笔
记本上任何一页所画的符号、汉字滚瓜
烂熟地给你讲个一清二楚，工人们都管
他叫“工人秀才”。

“病因”诊断清了，他和司机组的同
志们商量对策，提出“一不向矿上申请
资金，二不向矿上申请停产时间，三不
向矿上申请外援”，一切自己动手，每天
除当班的司机开绞车外，其余人员全部
参加检修。在王凤梧的带动下，当班开
绞车的司机，上早班的、上夜班的每天
下午还要到绞车房，上二班的每天上午
也要到绞车房，按照大家共同制定的检
修计划，该修的修，该焊的焊，该补的
补。找正操平，精雕细作，讲究工艺，注
重质量。在绞车房里，在井架旁边，在
井口附近，绞车吐汽的突突声，榔头敲
打的叮当声，众人拖拉重物的号子声，
互相呼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一
曲“大干、穷干、苦干、巧干”的超大型打
击乐器交响乐！

司机组大闹绞车房的“穷棒子”精
神，感染了大型设备检修组、定检组、电
气组、稳装组的同志们，他们纷纷送来

得心应手的工具、检修急需的材料和设
备，有些人每天下了班，主动来绞车房
帮忙。实事求是地说，在修理技术上，
绞车司机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所以他
们一来，工作进展得更快了，许多重大、
复杂甚至是从来没见过的、稀奇古怪的
问题，都迎刃而解。在短短 4 个月的时
间内，一共处理了大小问题 95 个，其中
蒸汽绞车 25 个、井架 19 个、井口设备 21
个、电气 16 个，其他问题 14 个。1950 年
6 月底，检修工作全部结束后，这台最
老、最旧、最破、最难开的蒸汽绞车竟然
面貌一新，真正达到运行平稳、安全可
靠的要求。工人们上井下井时那种提
心吊胆的紧张气氛没有了，大家在罐笼
里有说有笑，说得最多的是王凤梧和司
机组的钻研、苦干、无私奉献精神和蒸
汽绞车的重大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在检修期间，绞车
司机组每人义务加班 85 个到 110 个，其
他组每人义务加班 45 个到 64 个。通过

这场长时间、大规模的检修作业，全组
人员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人都能
熟练地做到四会，即：会操作、会维修、
会保养、会排除故障。他们还通过民主
讨论，制定了交接班制、定期注油制、事
故分析制、工具材料使用保管制等行之
有效的管理制度，为绞车安全运转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这台绞车自 1950 年 6 月起连续 14
年安全运转无事故。1953 年至 1955 年，
王凤梧司机组连获“山西省王凤梧模范
绞车组”称号。此后的 10 年当中，该绞
车 组 一 直 保 持 模 范 绞 车 组 光 荣 称 号 。
王凤梧在 1954 年、1956 年获“山西省劳
动模范”称号。1956 年，时任国家副主
席朱德视察大同矿务局时，专门到煤峪
口 矿 绞 车 房 看 望 了 王 凤 梧 。 1957 年 、
1958 年、1962 年、1963 年，他连获“山西
省先进生产者”称号；1964 年获“山西省
五好职工”称号。

1979 年，王凤梧在大同矿务局劳保
处退休，1987 年离世，享年 82 岁。他的
模范事迹生动、感人，永远留在大同煤
矿的“英模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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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色宜人 汤青摄

熟透的枫叶，依然留恋枝头
在晚秋的画卷上轻轻点染
菊花绽放着美丽的梦境
大雁衔走，金黄色的掠影
秋慢慢拉起帷幕，染浓了暮色

晚秋，在我看来
是一个温暖的词根
曾经吟唱过的暮歌，轻点月光

那冷风中轻吟的诗句
抗御着悄悄降临的寒霜

秋天褪去了色彩，蝈蝈
早已筹划下一个季节的声音
我翻过秋的最后一页
晚秋的目光，在我的收藏夹里
连接着一个金黄色的记忆

晚秋的时光，静美而短暂
最后一片枫叶，飘落的火红
热烈而奔放，绽放最后的绚烂
涂写着美好的憧憬
足以点亮整个冬天的童话

以微笑迎接微笑
用温馨牵手温馨
风举着树枝摇响冬的风铃
雪花的脚步轻叩冬的大门
紧锣密鼓，秋天已为自己的撤退
做好了一切准备
柿子站在枝头
照亮容易打滑的路段
大雁衔着写满爱的诗歌

排队从天空飞过
清脆的声音，柔软了阳光的翅膀
大山，竖起耳朵
一遍又一遍，仔细聆听
小河静静流淌
一粒粒细沙画出一个个
欢乐的酒窝
这斑斓的人间啊
总是有希望不停地闪闪烁烁

雁去秋叶老，漫漫呈缤纷。
殆尽春夏美，收归绚丽身。

静静悄无息，默默化作尘。
待到重逢时，片片争阳春！

晚秋
张宏宇

聆听冬的脚步
袁秀兰

落
叶
满
坡

盛
利
者
摄

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激动
从来没有一份表白像现在这般赤诚
新闻记者，我们共同的名字
中国记者节，我们共同的节日

1949 年的春天，古都大同迎来和
平解放

一份崭新的报纸带着清新的墨香
被一双双欣喜的手传送到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
这座古老的城市充满了全新的能量

75载风雨兼程
大同日报与共和国同频共振，步

伐铿锵
75载砥砺奋进
大同报人笃行实干，不断写就新

的篇章

那一年，挥手作别象牙塔内的青
春岁月

带着蓬勃奔涌的新闻理想
我们踏上工作岗位
一支笔，一个采访本，一部照相机
情感从此便燃烧得格外炽热

我是那个以雨为令、深夜出发的人
冒雨蹚水，记录汛情的同时
也被所见所闻感动着
我是那个在密密麻麻的稿库里百

般挑选的人
为了制作一个个标题和版面
黑了眼圈，白了头发
我 是 那 个 按 下 印 刷 机 启 动 按 钮

的人
隆隆的机器声中
新鲜出炉的报纸，仍有余温
我是那个投送报纸的人
抢在第一时间，把报纸送达千家

万户

我，可能在唐家堡
头顶星空穿梭在黄花采摘田间采

访丰收的喜悦
我，可能在福州
记录大同入选全国数据标注基地

建设任务城市的荣耀时刻
我，可能在某个工地
在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的

第一线
我，可能在云冈石窟
跟着悟空直面天命，感受大美大同

我，可能在桑干河湿地公园
手持“长枪短炮”
蹲守拍摄东方白鹳展翅的瞬间
我，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拍摄文明城市创建的火热场景
我，可能在电脑前
揉着酸涩的双眼，一帧帧地剪辑

每一段视频
我，可能在纸与屏之间穿梭
为您推送最新的报道

第十六届省运会开幕式激情如火
这场运动盛会的背后

镌刻着无数报人的默默付出
他们用夜以继日的努力
用精益求精的追求
诠释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

你看到的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
井然有序、精彩纷呈
但你不知道的是
在半个月的筹备工作中
百余名报人集体上阵，克服种种

困难
将这场赛事圆满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三百六十五天，党的宣传舆论阵
地从未懈怠

二十四小时，记者奔赴现场的脚
步从未停歇

一个线索，记者主动出击采访、挖
掘真相

一个通知，记者深夜奔赴一线、逆
行而上

办公室中键盘声声，编辑部里灯
火通明

那是党报人奏响的旋律
会议室里领导认可，评论区里点

赞连连
那是对党报人最美的褒奖

大同是记者成长的沃土，报社是
记者成长的家庭

这 里 有 党 委 的 关 怀 ，有 政 府 的
期 待

这里有前辈的教导，有“家人”的
鞭策

渐 渐 地 ，我 们 从“ 新 丁 ”成 为“ 老
兵”

我们把手中的鲜花献给他们
他们的情怀与担当
是引领我们前行的力量

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
一代又一代的报人
见证历史、记录时代
责与诚，新与变，融与合……
进入新时代的报人
服务大局、引领时代
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
我们要把掌声献给自己

多少年里，我们记录了多少发展
故事

多少年里，我们定格了多少精彩
的瞬间

记者，一个神圣的名字
记者节，一个荣光的日子

从 今 天 起 ，有 过 的 骄 傲 ，让 我 们
继续

从今天起，将有的骄傲，我们从头
做起

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
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
我们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锚定“跨入第一方阵”总目标
讲好大同故事，传播大同声音
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我们的节日
——献给第二十五个中国记者节

郑苗苗 韩云峰

落叶
郭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