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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党校淬筋骨，
年近七旬似小犊。
地僻天寒心内热，
誓碑照我赴新途。
重逢故友党徽下，
感悟分享歌自发。
艺馆观摩亲体验，
愿将余热尽情发。
退休九载赛青葱，
底赖撑持不懈功。
力挺大同常撰稿，
百篇发表乐无穷。
行至如今仍要拼，
务农码字未欺心。
光荣在党五十载，
固守初心至殁身。

参加“老年网宣员培训班”有感
李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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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 年：聆听回响 奔赴热望
杨刚

全国煤炭战线的一面红旗—马连掘进组
栗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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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力 煤 ，作 为 一 种 重 要 的 能 源 资
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
的动力。据有关资料记载，从新中国成
立到现在，大同能源基地累计为国家贡
献优质动力煤 30 多亿吨，其中凝结着大
同百里煤海千千万万矿工付出的心血
和汗水。1994 年 10 月，全国煤炭工业著
名英模塑像纪念仪式在山西太原举行，
马六孩被列为首位。2009 年，马六孩被
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劳
动模范”。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2019 年 9 月 25 日 ，马 六 孩 被 国 家 追 授

“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马六孩 1916 年出生于大同市四老

沟村一个贫困鞋匠的家里，8 岁开始下
煤窑背炭。1949 年大同解放后，马六孩
进入白洞矿当了矿工，成为新中国的第
一代矿工。从山坡上的土窑洞搬入矿
工宿舍，收入也增加了，他打心眼里感
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

1949 年 8 月，大同矿务局成立。面
对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的烂摊子，矿工们立即投入恢复生产、
重建矿山的紧张劳动中。马六孩作为
白洞矿掘进组长，创造了手工掘进日进

2.08 米的全国纪录，是定额（0.5 米）的 4
倍。1950 年，马六孩和大同化学厂的穆
维潘被评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成为大
同市涌现出的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

1950 年 10 月，马六孩出席在北京召
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会
上，毛主席称赞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
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
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
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他还应邀参加了庆祝国庆晚会，留下了
珍贵的纪念照片。

1950 年 12 月，马六孩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大同矿务局调马
六孩、连万禄到同家梁矿，成立了马连
掘进组。马连掘进组调到同家梁矿大
井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通 501 通风
巷。这是一条水巷，作业条件非常差，
巷道里的积水没过了脚脖子，顶板上的

水如连阴雨般不停地往下泻。那时候，
矿上没有更衣室，工人们下井后找一块
不太湿的地方把衣服换好，等干完活后
再换上出井。出了井，被寒风一吹，棉
袄、棉裤如盔甲一样箍在身上，脱都脱
不下来，回家后围着火炉转着圈烤热才
能脱下衣服。就这样，经过 27 个日夜的
艰苦奋战，终于提前贯通了 501 通风巷，
最高效率超过定额的 66%。

1951 年 ，马 连 掘 进 组 首 创 双 孔 道
循环作业法，并创煤巷月进 318.71 米的
全 国 煤 炭 掘 进 最 高 纪 录 。 同 时 ，在 生
产 实 践 中 创 造 了 打 炮 看 绽 纹 、拉 槽 从
软面开口等工作法。马连掘进组还把
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进操作经
验 无 私 地 传 授 给 工 友 们 。 马 六 孩 说 ，

“我们一同改进生产技术，共同为国家
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1951 年 7 月
10 日 ，双 孔 道 循 环 作 业 法 在 全 局 推

广。11 月，中央燃料工业部在全国各
地煤矿推广马连掘进组的经验，从此，
马连掘进组成为全国煤炭生产战线的
一面红旗。

马六孩运用在矿工速成中学学到
的知识，结合工作实践，带领团队不断
创新。马连掘进组于 1960 年又创造了

“深孔作业法”“运搬机械化法”“多孔道
循环掘进工作法”，这些先进操作技术，
取得了月进 1300 多米的惊人成绩。他
们不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没有发生过
重大事故，而且推广和创造了 54 项先进
经验，培养出 46 名干部和大批技术工
人 。 后 来 ，这 些 先 进 经 验 被 推 广 到 京
西、阳泉、峰峰、焦作、井陉等煤矿，推广
后各地煤矿掘进速度在原来基础上普
遍提高了 2~3 倍，最高提高了 5.8 倍。如
京 西 城 子 矿 推 广 后 ，日 掘 进 速 度 35.7
米，是推广前的 3 倍，不但解决了采掘矛

盾，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
马六孩为新中国的煤炭事业作出了

突出贡献，先后被授予“大同矿务局一等
劳模”“山西省劳动模范”“煤炭部劳动模
范”，是闻名遐迩的“全国劳动模范”。
1956 年后，马六孩先后担任了大同矿务
局工会副主席、大同市总工会副主席、山
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第九届
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
八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无论身处什么
岗位，马六孩的心始终和矿工在一起。
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总在矿上食堂、澡

堂转悠，看看矿工是否满意，生活有没有
什 么 困 难 ，积 极 帮 助 工 人 兄 弟 解 决 问
题。每次看到他，矿工们从来不称职务，
一张嘴就是“老马哥”“马大爷”。

马六孩 1989 年退居二线，1990 年 2
月离休，1998 年 12月病逝，享年 82岁。

历经 70 余载春秋，马连掘进组这
面 红 旗 仍 然 熠 熠 生 辉 。 他 们 的 光 辉
事 迹 体 现 了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的 主 人 翁
责 任 感 和 艰 苦 创 业 精 神 ，体 现 了 忘 我
劳 动 的 热 情 和 无 私 奉 献 精 神 ，体 现 了
良 好 的 职 业 道 德 和 爱 岗 敬 业 精 神 。
这 种 精 神 激 励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矿 工 砥
砺 前 行 。 同 家 梁 矿“ 马 连 掘 进 队 ”在
跨 越 发 展 中 继 续 书 写 着“ 马 连 品 牌 ”
的新纪录、新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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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乡村

雁门关外野人家，
当代乡村数字加。
富庶文明生态美，
南人亦赞一枝花。

幸福社区

城厢尽是画中人，
品质生活普惠民。
遥望西天频战乱，
祥和静好要知珍。

体验绿牌车

全电靓车着绿牌，
一身科幻智能开。
几时传统遭颠覆，
我自翩然入未来。

聊天机器人

有人相伴漫聊天，
非故非亲谈甚欢。
不只休闲添趣味，
更堪大任解疑难。

高速飞车

天上翔龙地下蛇，
龙飞蛇怍无奈何。
化不可极深可测，
此际龙蛇比翼歌。

无人机表演

十月苍穹万点星，
飘忽幻化几多形。
生民翘首享华宴，
国庆国潮时代风。

自媒体

皇皇媒体下神坛，
有意人人可自传。
直播视频尤热捧，
但期优质事行端。

观欧锦赛

欧陆足坛夺锦标，
中华质造领风骚。
智能绿色新生面，
观赛球迷兴致高。

算力之城

算力之城享桂冠，
大同不畏转型难。
两端产业连环起，
新质动能华彩篇。

城墙漫步

城上秋高眼界清，
危楼瓦顶两分明。
一轴双翼腾飞起，
天下大同千古情。

大冬天，冰雪覆盖着原野，北风喘
着粗气，“呼呼呼”地跑来跑去，大地白
茫茫一片。饥饿的麻雀们，面临着巨
大的难题。它们飞了好久，也没有找
到一小片可以觅食的地方，这样的环
境，麻雀们要想得到一点食物，显而易
见是多么困难。

不顾寒冷，想要捕捉麻雀的人立
即抓住这个时机，在打谷场扫出一块
空地，支起了一面筛子，并在支筛子的
小竹竿中间拴上了一根长绳子，然后
在筛子下撒了一堆谷粒，引诱麻雀上
钩，自己则躲到一个麻雀们看不到的地
方，仔细观察着麻雀们的一举一动。很
快几只麻雀便飞到了筛子下面，捕捉麻
雀的人拉动绳子，支筛子的小竹竿悄无
声息滑落在地，正在筛子下啄食谷粒的
麻雀们被扣在筛子下捕获。

这时，未落网的麻雀们纷纷议论，
一只麻雀说：“假如我们的小伙伴们能
动脑筋想一想，就不会被捕获了。”另
一只麻雀说：“假如人心不这样险恶，
就不会设下罗网，做出这种让我们麻
雀 十 分 震 惊 的 事 儿 。”还 有 一 只 麻 雀
说：“假如没有冰雪覆盖，我们就不会
这般忍饥挨饿，小伙伴们也不会冒险
去觅食。”

就在麻雀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议
论不止的时候，捕捉麻雀的人已第二
次支起了筛子。刚才议论的麻雀们又
和先前被捕获的麻雀们一样，纷纷飞
到了筛子下被捕获了。

假如后来的麻雀们能够吸取先前
飞 入 筛 子 之 下 的 麻 雀 们 被 捕 获 的 教
训，就不会一样被捕获了。不过，这麻
雀们能做得到吗？

仰首天晚日暮，俯身水寒草枯。
往事多悠悠，诸君言欢踟蹰。前路，前
路。余生皆是坦途。

假如（寓言）

侯建忠

新生活十唱
邹玉义

如梦令

初冬晚步文瀛湖
何磊太

冬苇 李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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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不止一次站在大同古城内
坐西朝东的华严寺里思绪涌动——如
果时间的指针可以回拨 980 个年头，那
我们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还会思索
什么？

那一年是公元 1044 年，在中国的北
方雄踞着崛起的契丹族大辽政权，中原
地区北宋王朝虽然面临种种压力但依
然繁荣，西北区域的党项族西夏力量正
在上升并试图获得更大话语权。有人
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国时
代，三足鼎立。

那 一 年 是 赵 宋 仁 宗 庆 历 四 年 ，范
仲淹作为副相主持的庆历新政因为触
及部分官僚利益而维持不到一年就宣
告失败，但留下了可以窥见时代的千古
名篇《岳阳楼记》。在军事和外交上，宋
辽依托“澶渊之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关系，“诗书更胜征战多”。宋与西夏签
订了“庆历和议”，双方结束了长期的敌
对状态，西夏在获得“岁赐”后接受宋廷
册封。

那一年是辽重熙十三年，大辽与西
夏关系日渐紧张最终演变为战争，辽兴
宗耶律宗真决定出兵讨伐西夏。正是
在向西征伐、向南防御的战略需求下，
兴宗在冬季升格面向宋与西夏的战略
要地云州为西京，设立西京道大同府。

“大同”这个城市称谓由此进入历史舞
台，曾经的北魏都城迎来发展史上的又
一个辉煌期。

那一年距离 2024 年已经过去 980
年。

时光总是在悄悄地流淌，2024 年大
型游戏《黑神话：悟空》大火，取景地华严
寺也在智能传播的加持下迎来了高光时
刻，游人如织。从东向西望着一个个背
影拾级而上走向大雄宝殿，不由得在想，
在崇佛的辽代是否盛景如此？今天脚步
声声，有多少人注意过曾经的帝都、今天
的大古都已经获名“大同”980年？

“大同”，这个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
地名是如此金灿灿——回望一段时光，
在 980 年的记忆里迎接城市的未来、追
逐沉淀的热望。

从地缘学上看，大同地处晋北黄土
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带，西北部属于阴山
山脉与吕梁山脉的结合部，东南方耸立
着太行山的支脉北岳恒山、太白山等山
脉；桑干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斜贯全境，
使大同地区具有山地、丘陵、平川与盆
地相兼的多样性地貌。

由于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
同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热短暂、干燥
少雨。日照丰富和肥厚的黄土地层与
适当的河川灌溉可以发展农业，丘陵平
川又是适宜放牧的草场，独特的自然环
境使大同地区兼有北方农耕和畜牧业
两种生产方式，同时决定了其为华北地
区危安的军事屏障。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
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万
骑入武州塞。”因为处在便利的交通位
置上，大同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北方草原
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交往融
合的孔道，也是反目争夺相互厮杀的疆
场。寄寓憧憬，西汉政府给这处连年征
伐鏖战之地命名“平城”，寓意和平、和
合、和谐、和睦，期望“天涯静处无征战，
兵气销为日月光”。

公元 4 世纪末，这个承载着汉族政
权和人民期望的城市迎来了一个从大
兴安岭深处辗转而至的少数民族政权
——这个以“魏”为国号的政权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朝代断代
的国家。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文化遗
产云冈石窟的巨佛前，还是一头扎进史
籍《魏书》中，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
到拓跋鲜卑的自信、开放、包容。

《魏书·序纪》中关于拓跋鲜卑族源
的叙述，综合运用了中原文化与北疆文
化不同来源的资料，建构了源自黄帝、居
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
述体系。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身份的再
度书写，也是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

天兴元年（398）六月，拓跋珪下诏
议定国号。朝堂上，一个中原汉族士人
的声音振聋发聩。这个名为崔宏的清河
人力排众议主张以“魏”为国号，理由是拓
跋珪所建政权“虽曰旧邦，受命惟新”，且

“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
征验，利见之玄符也”。拓跋珪的想法与
此若合符契，于是一锤定音“魏”。

一个“魏”字，承载着拓跋鲜卑继承
中华正统、争为中华之主的雄心远略，
也反映了中原汉族士人认同拓跋政权
的政治心理以及尝试改造拓跋政权的
政治理想。就这样，16 个世纪前，农耕
和畜牧两种文化在平城轰轰烈烈地相
遇了，和平相处、交流交融，没有征服与
被征服。随之，从草原丝路而来的西域
文明源源不断，胡商络绎不绝，平城一
跃成为民族融合的国际级大舞台。

今天，不论仰望昙曜五窟还是走进
大同文博场馆，北魏平城时期文化因素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令人目不暇接甚至不

敢想象。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认为，隋
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
代，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及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正是通往这个文化高峰的最坚
实基础。这与余秋雨先生走读大同、
研究北魏后所言“中国由此迈向大唐”彼
此呼应。

一股浩荡之气、一种自信之气贯穿
了北魏隋唐，也延及了华夏后世，黄钟
大吕般回响在公元 10 到 12 世纪，回响
在曾名云州的大同。

二

公元 10 世纪初，鲜卑族已经融入华
夏。在他们曾经兴起的北方草原上，一
个继承者——契丹走到了聚光灯下。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契丹
是东胡种（即今所谓通古斯族），鲜卑宇
文氏的后裔。他们从唐末兴盛起来，直
到北宋的末年才被金国灭掉。在这二
百余年（10 世纪初至 12 世纪初）之中，
他们是亚洲最有势力的一个国家，汉族
始终俯首在他们的下面。他们的国号起
先唤做契丹，后来改名为辽。二十四史里
有一部《辽史》，即是专记他们的事的。”

入列二十四史，就是对王朝正统性
的确定，意味着辽政权进入了中华历史
演进的标准时间轴。

公元 5 世纪前期，契丹部落成为北
魏帝国的属部，《魏书》记载其“班飨于
诸国之末”。隋时，契丹发展到十部，结
成部落联盟。唐代，设松漠都督府管理
契丹部落，唐末大批中原人口流入契丹
境内。9 世纪末，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
契丹逐渐强盛，阿保机成为诸部之王，
并走向建政立国。

今天的大同在隋唐五代时有过云
州、云中、云内等名，在唐末藩镇和五代
十国地方实力派的角逐中战略地位更
加重要。割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和镇
压农民军的朱温曾是争霸中原的两支
重要力量，彼此也是劲敌。利益驱使
下，李克用邀约耶律阿保机结盟以打击
其他政治对手，当然阿保机也想找个盟
友借力壮大契丹。于是，中国历史上的
一次重要结盟“云州会盟”发生了。

唐天祐二年（905）十月，耶律阿保
机 率 七 万 大 军 南 下 云 州 与 李 克 用 相
会。“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
之役，太祖许之。”可以想象那时的两巨
头高调高规格会晤，“易袍马，约为兄
弟”，更重要的是此举开创了中原政权
或地方割据势力联合契丹打击对手的
先例。

两年后的公元 907 年，朱温篡唐自
立，建立后梁政权；耶律阿保机在草原
上当选为可汗。晋王李克用再次与阿
保机会于云州，按照《资治通鉴》的说
法是，“阿保机率众三十万寇云州，晋
王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
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
击梁。”

李克用和耶律阿保机结盟各有企
图。结盟后，李克用控制下的云州暂时
不用考虑安全问题，来自北方的压力得
到缓解；阿保机则提高了政治威望，直接
保证了其远交河东、近攻燕蓟、兵指中原
计划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南下的阻力，成
为契丹竞霸中原的起点。此后，五代政
权或势力集团都和契丹发生着或主动或
被动的联系，并直接导致公元 936 年幽
云十六州在行政归属上的变化，影响了
辽、宋、西夏的关系和国家走向。

幽云十六州归属契丹以后，中原政
权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
和人工防线，中原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宋代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说，“幽、燕
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藩、汉之限，诚一
夫当关、万夫莫前也。”这段话足以阐释
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后来，对幽云十
六州的争夺几乎贯穿了 10 至 12 世纪宋
与辽金战争的全过程，并成为汉人政权
的一个情结，直到明朝一统才得以解开。

云州会盟、获取幽云地区后，契丹
政权实力开始突飞猛进，形成了北方游
牧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在军事政治上
的优势地位，大量汉族人口的流入更是
推动了单纯的游牧文化向游牧与农耕
并存的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
位的碰撞，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
民族大融合。

公元 916 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
（今内蒙古奈曼旗西北八仙筒附近）举行
燔柴祭天典礼正式称帝，尊号“大圣大明
天皇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确立
父死子继制度，废除部落世选制。两年
后，在西楼（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
乡石房子村西北）筑城，有了上京的前身。

耶律阿保机称帝的当年八月就开
始东征西讨，很快就攻克云州之南的朔
州（今山西朔州），俘虏了李克用的养
子、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十一月，契丹
大军东进乘胜拿下蔚州（今河北蔚县）、
新 州（今 河 北 涿 鹿）、武 州（今 山 西 神
池）、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
延庆）等地。按照《辽史》载，“自代北至
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契丹逐步征服
漠南地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