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孝云

古渡悠悠流水长，高峡筑坝起苍茫。

平湖潋滟沉岫色，旖旎景致神韵彰。

古
渡

新
篇

4 副刊 2025年1月10日 星期五 广告热线：3350822 3333548
攀枝花新闻网 http://www.pzhkai.com邮箱：scpzhrb@163.com

编辑 胡波 版式编辑 蒲正娟

□马晓燕

悄然间，又快过年了。记忆的风，
裹挟着往昔宝鼎矿区过年时热闹浓郁
欢腾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矿区的年
味，因为大秧歌而愈加浓烈。随着岁月
流转，文化娱乐方式日益多样，质朴热
烈的大秧歌场景已难觅踪迹，但我却愈
加怀恋那些充满烟火气的秧歌时光。

矿区过年，若说最受职工及其家属
喜爱的，莫过于大秧歌，这是矿区过年
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矿区有很多秧歌
队，几乎是一个单位就有一支。秧歌队
在本单位表演，也到其他兄弟单位拜年
演出，传递美好友谊，还要参加矿区的春
节汇演或是秧歌比赛。那时，秧歌队格
外受重视，往往是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筹
备和排练了。谁家若有被选中参加秧歌
队的，于全家而言，是一种荣耀。二十出
头的那几年，我接连几次作为单位秧歌
队的成员到处表演，既踩过高跷，也扭过

“地蹦子”，心里甭提多美了。
秧歌队之间也充满了竞争。每到一

个单位，领头的大卡车披红挂绿，犹如儿
时看过的电影《大蓬车》，车上坐的是秧
歌队的灵魂人物——敲锣打鼓的。最醒
目的当属车上打出的橫幅——某某单
位给矿区职工家属拜年了！不用高音
喇叭宣传，就知道这支秧歌队是哪个单

位的，有的单位还有舞龙队、舞狮队。
自然，秧歌扭得好，龙耍得棒，狮舞得精
彩，人们便会争相传颂，说那个单位如
何了得，秧歌扭得那叫一个好，龙耍得
那叫一个精彩。这个单位就会觉得脸
上特有光彩，来年会更卖力地组织，在
服装、道具、队形、人物造型等方面创
新，期待再次博得个满堂彩。

秧歌队之间的这种竞争是善意和
谐的，图的是让辛苦一年的矿区百性放
松心情，过一个乐乐和和的热闹年。对
于每一支来表演的秧歌队，无论精彩与
否，大家都会报以最真诚、最热烈的掌
声和喝彩声。因此，秧歌队备受矿区职
工家属青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在学校念
书。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天天有秧歌
看，什么跑旱船的、踩高跷的、猪八戒背
媳妇、唐僧、孙悟空、沙僧、大头娃娃、跑
驴、青蛇、白娘子、许仙等造型，风趣横
生。秧歌队伴着锣、鼓、镲、唢呐奏出的
热烈而欢快的曲调，扭动着轻快上路。

秧歌队中难度大些的属踩高跷、舞
龙、舞狮、跑旱船，不仅生动活泼，技巧
高，造型也美。但我最爱看的还是秧歌
队中几个年轻的小伙儿扮成老头子和
老太婆，老头子手持笤帚或烟袋，老太
婆有的是徒手，有的也持一杆长长的烟
袋或棒槌。他们左扭扭、右晃晃，扭摆

很强烈，身段极为灵活，动作也很夸
张。老头子一般是弓腿哈腰，老太婆腆
腹仰首，一步三扭三探头，做甩烟袋、捋
头发等动作，还不时去挑逗那些扮相俊
美的大姑娘、小媳妇，惹得人群中不时
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再看那两对跑旱船的，真如同在水
上漂，扮成手持船桨的老汉在前面像醉
翁一样扭来舞去，船里那水灵灵的大姑
娘忸怩作态。大伙正看得兴起，忽然从
秧歌队的后面冲出一个头戴小黑帽，身
穿大青布衫，脸上还点着一颗如黄豆大
的黑痣，手持一根棒槌的“刁老太婆”，
面部表情气势汹汹，三蹿两跳来到旱船
跟前，与老汉开始周旋，似撕似打，似挑
似逗，把大伙乐得前仰后合。

扭秧歌多是在正月初一到十五。
若是在晚上，气氛更浓。球场的灯光通
通打亮，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周围灌木点
缀着星星点点的彩灯。这时，敲锣打鼓
的声音响起，本是空荡荡的灯光球场转
瞬便挤满了人，跑得快的自是能站到有
利位置，小孩子们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瞅
准一个人缝，泥鳅般滑到了最前面。

我家那时离球场只几分钟路程，在
屋里听到热热闹闹的锣鼓声，放下手中
碗筷，不顾父母的吆喝，飞奔着出了门
去抢占有利位置，然后向远处张望，每
次见到几辆彩车沿着公路缓缓驶来，我

都激动万分。很多次，扭秧歌的队伍已
经远去了，我仍久久不肯离去，望着远
方出了神。常常是母亲强把我拽回家，
但我的心仍长时间停留在那欢天喜地
的气氛中。

矿区秧歌的“改良版”在二十一世
纪初。春节前夕，矿区各单位的秧歌队
先是集中在灯光球场或矿工俱乐部参
加迎新春表演。到了大年初一，各单位
的秧歌队、舞狮队、舞龙队、威风锣鼓
队、腰鼓队、现代舞蹈队集中到宝鼎一
条街，为矿区职工家属献上一顿丰盛的
文化大餐，以这种温馨热闹的方式向矿
区职工家属拜年。

这个时期的秧歌融入了传统和现
代的元素，更具多元化和观赏性。与过
去不同的是，此时的秧歌队不再讲究京
剧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的扮相，但种类更
齐全。那个热闹欢腾喜庆，让人目不暇
接、眼花缭乱，恨不能多长几双眼睛、多
长几条腿，生怕把哪支队的精彩表演漏
掉了。我时常被那欢快的节奏、红火的
场面所感染，仿佛回到了自己作为秧歌
队员的那个时代。

如今，令人陶醉的矿区大秧歌毫无
征兆地消失于视野，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
与画面，只留在记忆深处，成为一抹难以
忘怀的温暖亮色，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平
凡的过往，那些照亮漫漫人生路的微光。

□陈小荣

那天，我陪爱人逛超市。买好猪肉
果蔬，看着货柜上搭配好的各种五颜六
色的粥米，爱人说：“马上过腊八节了，
咱们买点腊八粥吧！”我知道爱人喜欢
煲粥，就称了一斤。坐在回家的车上，
我想起儿时母亲煮的腊八粥。

那时农村的生活拮据，生产队分的
粮食不够吃，母亲将麦麸面、高粱米掺
和入少量的细米作为日常主食，秋冬以
红薯、萝卜为主，兼以野菜，解决每日两
顿之需。我幼时挑食，拨开麦麸面和红
苕，专拣极少的米饭吃，母亲很是生气，
却又无可奈何。

有年冬天特别寒冷，临近过年依然
没有年味。那天晚上，我看见母亲喂完
猪，又打扫完屋里屋外的卫生，然后在
灶房里用几个土碗分别泡上大米、玉
米、花生、红豆等，我问母亲：“妈，你这
是做啥好吃的呀？”母亲看着我笑道：

“明天过腊八节，我给你们煮腊八粥。”
那晚躺在床上，脑海里全是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几乎一夜未眠。

早起，我站在灶屋后面，看见母亲
先是把半锅水烧至半沸，然后依次加入
大米、花生、红豆等，烧至沸腾后转成小
火慢煨，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粥香。看
着锅里汩汩地冒着细密的气泡，闻着
阵阵诱人的粥香，我的口水都快流出
来了。母亲看着我的馋相，笑着说：

“看把你馋的，去把妹妹叫起来，每人
只吃一碗哈。”等我把妹妹叫到灶房
时，母亲已给我们兄妹各盛了一碗。
问母亲咋不吃，她说等外公外婆回来，
中午一家人好好吃一顿。我捧着热气
腾腾的粥坐到桌前，来不及等粥放凉，
便把腊八粥喝完了，还把碗细细地舔
了一遍。看着妹妹们还在慢慢地吹着
热气，用调羹舀起花生或者红豆细细
地品尝着，我祈求地望着她们希望再
匀点给我吃。妹妹们用手紧紧地护住

碗，我只得怔怔地走开。我怕忍不住
抢夺妹妹的粥，被母亲揍。

好在中午的时候，我又喝了两大
碗，我确定那是我喝过最好的粥。比起
之前吃过的掺杂着各种杂粮的饭来说，
这不啻是人间美味，之前母亲咋没有给
我们煮过这样的粥呢？要说粮食其实
一直都很紧张，可这回煮腊八粥母亲却
像变戏法似的弄出好些以前几乎都吃
不到的东西。那年春节，母亲还第一次
买了猪肉给我们吃。有那么一阵子，我
甚至想以后该不会再吃杂粮饭了吧，事
实上，刚过完年，每天依然吃着杂粮饭，
看着外婆每天早出晚归去生产队挣工
分，可分得的粮食依然不够吃。那时
候，我最大的心愿是天天有大米饭吃，
那样的话，母亲随时都可以给我们煮香
喷喷的腊八粥了。

后来，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母
亲把分得的水田都种了水稻，土地都种
了红苕，有了粮食，母亲又养了鸡鸭猪

羊。不仅每天能够吃上大米饭，而且腊
八粥也多了花样。粥里加了薏米、红
枣，还有猪肉，喝起来软糯香甜，还弥漫
着土猪肉的香味。日子渐渐好起来，我
们却不是特别喜欢喝腊八粥了。每每
到了腊八节的时候，母亲只是象征性地
熬上一锅，给我们盛一碗，吃完后就各
自去玩了。

离开家乡到城里工作，再也没有吃
过母亲熬的腊八粥。不过，我倒是时时
会忆起儿时母亲煮的腊八粥，那粥里饱
含着母爱，也盛满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如今，母亲和父亲都已离开了我
们，我再也喝不上母亲精心熬制的腊八
粥，收不到母亲邮寄来的家乡土特产。
不过，在远离故乡的攀枝花，我依然会
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我会把母
亲给予我的那份深沉的爱埋藏在心里，
迎着人生的风雨，追逐属于我的梦想和
希望。

□胡波

近日，攀枝花本土作家李吉顺的长
篇小说《青春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
版。小说聚焦三线建设的艰辛与成就，
集中展现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和他
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出的贡献。

小说以攀枝花特区第一指挥部医疗
应急救援机动队李雪雁等风华正茂的女
职工的恋爱、婚姻、事业和悲欢离合为经
纬，多视角反映攀枝花开发建设历程、社
会发展变迁和时代精神，折射出中国工
业经济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

小说塑造了“惊弓雁”“火凤凰”
“忘忧草”“疯燕子”等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特殊的红颜形象。她们来自五湖
四海，风华正茂；她们都有一个特别的
外号和不一样的命运；她们的生活经
历动人、质地丰富、情感丰沛，有静水
深流，有苦雨悲风，有惊心动魄，有拨
云见日，有历经磨砺而生气蓬勃的气
象。透过她们的悲欢离合，就能感知
一代女性的恋爱、婚姻、生活、事业的
风霜雨雪。

《青春度》是特殊年代、特殊女性
的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青春韵律，是
对三线建设者激情奋进的青春之旅的
回望与敬仰，是以青春之名诠释“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的三线精神的励志之作。

□罗兴美

他乡的客人很爱攀枝花这座城
他们惊奇冬天的一树繁花
此时我重新审视
那些因为习惯、易得、相隔太近
而被忽略的美
这里有天时、地利
但少了一种心有灵犀
芳华早已落幕
它在深秋姗姗来迟
渐冷的天气会限制激情
即便惊叹、折服其美
也对爱的表达迟疑不决
它专属一座城，装扮一段路
是一对恋人恰如其分的背景
可在被人艳羡的表象下
是战栗的根须
对寒风的隐忍
对剧本外的插曲惊慌失措
它知道一切都有期限
便遇土生根、有水拔节
只要有太阳
就枝繁叶茂、繁花似锦
它知道孤独与离别势不可挡
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拼命扎根
剩余的就自由绽放
不管有无看客，是否获得掌声
与归途、命运握手言和
终将失去的，不必留恋
如潦草的青春、变质的爱情

落叶
飘飞的落叶依然是美艳的
醒目的颜色，洒脱的姿态
从不惧怕年华逝去
我们同样不必伤感
远去的青春有它的残缺
光阴自有公正
让我在老去的路上遇见你
在不敢说爱的年纪爱得深沉
只有光华隐退、繁华落幕
看见你在寒风中孤独飘零
依旧一见倾心
渴望三餐四季、岁岁年年
才是岁月刻骨的忠诚
落叶可以制成花束
可以不成春泥，而在案头风采依然
可以牵手欣赏夕阳的余晖、落日

的跳跃
优雅又幸福地老去

□仇宝德

他以相机为笔，记录城市的变迁，
捕捉钢铁工人的身影和滴落的汗水，
将攀枝花建设和攀钢发展的壮丽诗篇
尽情书写，他就是喜爱工业摄影的盛
晓春。

2016年夏天，盛晓春走进正在施
工的回转窑内。刚踏进去，扑面而来
的热浪仿佛要将人淹没，50多摄氏度
的高温让人感到浑身发烫。此时，刚
好有检修人员查看窑内损伤情况，盛
晓春顾不得灼热高温，快步走过去，端
起相机，迅速构图测光，一连抓拍多张
检修人员工作的照片。但他却不太满
意，觉得没有展现心中的环境效果。
他开始思考，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让照
片既能体现窑内的高温环境和职工的
辛勤工作，又能有一种别样的视觉表
现。他尝试低角度拍摄，弯下腰，让相
机贴近地面寻找角度。越靠近耐火
砖，温度越高，汗水模糊了视线。他抹
去脸上汗水，使用广角仔细选择，最后
利用窑内耐火砖的线条构图，让整个
回转窑呈现出放射状的效果，捕捉到
了窑内独特的光影构图。

拍摄完，盛晓春连忙到回转窑控
制室里，迫不及待地细细查看刚刚拍
摄的图片。只见回转窑内金色放射状
线条汇聚向窑内检修人员，展现出了一
种精神和力量，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
画面。后来单位领导看到照片后，不禁
夸赞道：“回转炉里面竟然被你拍得那

么美。”看到照片的职工也纷纷表示，你
把回转窑拍得真漂亮！这张照片被打
印出来挂在党员活动室墙上，大家看
了都赞不绝口，这张照片也得到了攀
钢及市内外摄影爱好者的认可。

这张名为《金色旋律》的照片，在
2016 年获得了“鞍钢杯”全国冶金系
统书法美术摄影比赛二等奖、在四川
省总工会“劳动美·光影”第三届职工
摄影大赛中获（相机组）铜奖。

这次摄影实践让盛晓春非常高兴，
因为这次拍的照片和以往都不相同，之
前拍摄的常用平视角度，视觉表现效果
较平淡，不是很理想。而这一次通过低
角度大面积的弧形构图使画面展现出
了一种恢弘气势，这是他在工业摄影探
索中的一次收获，也是将艺术手法应用
于新闻摄影的一次成功尝试。

曾经一段时间，盛晓春也陷入了
灵感枯竭的状态。他是一个对自己有
要求的人，他深知，眼光不止停留在作
品本身，要不断提升摄影技巧、突破自
我。感人的作品要想拍得好，必须要进
行摄影技艺的突破与创新。在攀钢金
属制品厂建设期间，盛晓春每隔几天就
去转悠，他想寻找灵感，拍出好作品。

相同的题材和场景，盛晓春拍摄
的《金色旋律》与《圆梦》两幅工业摄影
作品的表现效果迥然不同。盛晓春通
过改变拍摄手法，展示了他在摄影技
术上的探索和创新。作品《圆梦》利用
光影为整幅画面增添活力，使人物鲜
活起来。两幅作品相比较，《金色旋
律》更注重构建线条赋予作品冲击力，
而《圆梦》则是通过光影差异让作品增
添了独特的艺术感。

不断探索和实践，盛晓春致力于
用摄影作品展示工业生产真实场景
的震撼力量，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心
得——追求光与影的最佳组合。

遥恋矿区大秧歌

难忘儿时的腊八粥

异木棉（外一首）

□罗辉

站在中国大西南的最高处
清脆激越的钟声
在我们耳边飞扬
春风为钢城梳妆
亲切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欢颜
仿佛要把喷发辉煌的钢铁拥抱
我们的歌声
作为对这块始终拥有豪情与希望
的土地的报答
比往日更加舒展 更加清朗
许是一种迎新的礼仪
那轮朝阳最先收到
春天的请柬
带着满腔的喜悦喷薄而出
此刻 第一缕曙光
点燃 护卫铁流钢花的我们
从火热的家园深处走来
我们的灵魂在翩跹
我们的神思在舞蹈

幸福的我们幸福成葱茏的钢铁
祝愿我们第一个收成
象金子银子一样闪光
许是一种迎新的前奏
那阵阵高昂的劳动号子
最先传递出钢铁汉子的心声
伴随着秦时明月汉时关
穿过唐诗宋词
迎来心和心的相约和跳荡
就让这种声音带路吧
让钢钎跟随炉火
让热血滋养钢铁
让地球运转车轮
让汗水顺着我们的头发
去浸润钢城每一寸辉煌
许是一种迎新的缠绵
那亮亮的矿石 闪闪的炉火
在远处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这是钢城母亲写给
新春最动人的诗篇
也将她们自己的一生

袒露给白天和黑夜
袒露给月亮和太阳
钢城的风很有魅力
它们从矿石和炉火中
不仅能拎出黑黑的甜甜的钢铁
而且还能拎出
钢城母亲对家园那片深情地守望
呵，站在攀西大峡谷弄弄坪的高

坡之上
迎风而立的我们不只是仰望
我们深信漠视雨骤风狂
熔炼坚韧性格的钢铁是我们
永远的家园
世间上有了钢铁便有了传世的荣耀
望着春天那些小儿女同斑斓矿

石亲近的情致
我们自觉变成一只只春燕
来来往往于丰收的矿巢
掘矿 衔矿 护矿
去垒一座属于新时代国泰民安

的钢铁粮仓

拥 抱 新 春

长篇小说《青春度》出版

以青春之名诠释三线精神

追求光与影的最佳组合

金沙评论

《
青
春
度
》
封
面
。

美丽的黑颈鹤。（陈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