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继辉

当凛冽的寒风，愤怒地撕扯着树
枝上的残叶时，路上的行人都急匆匆
向家奔去。我静静地坐在值班室里透
过巨大的玻璃窗看着隔壁供热收费
大厅里熙攘的人群，心里感叹这世界
变化太快！不禁回忆起热电公司刚成
立时的艰难岁月。

27年前，十八岁的我和七十多位
同样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成为热电
企业的第一批学员。我们和其他的建
设者共同经历四年时间，终于使一座
现代化热电厂矗立在泉城人民面前。
因为经历过创业的艰辛，我们倍加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努力学习理论
和实践知识。

最难忘第一次炉膛内抢修的经
历。那是腊月的一个晚上，天上飘着
雪花，气温在零下十二三摄氏度。
省煤器爆管了，许多热用户家被迫
停暖，我们要在当晚把设备修好。
我跟随师傅爬进孔门时，里面炙热
难耐，至少有六、七十摄氏度，而
且空间很小，一米多高，人工作时
要佝偻着身子。我们立即拉倒链、
锯管子、打破口、焊管子。一会
儿，薄薄的衣服湿透了，裹在身
上，很难受。但裸露的皮肤上并没

有太多汗，因为里面太热、太干
燥，汗水被蒸发了。在这样的环境
下，二十多分钟身体就没力气了，
需要两拨人倒替着干。临近子夜，
抢修快要结束了，要搬运沉重的机
器，但我们的体力在三小时的鏖战
中已消耗殆尽。大伙一起抬着机器
一寸一寸地挪。那干得冒烟的喉
咙，声音嘶哑的号子，快速抽搐的
喉结及贲张的血脉，在我脑海留下
深深的记忆。当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已没有力气站立，躺在楼道口，
任肆虐的寒风冻住被汗水浸透的发
梢……

27年弹指一挥间，27年从青春
到白头，在这段时期我们第一批热
电职工都在各自的岗位作出不俗的
成绩。当我们欢聚一堂回首逝去的
青春时，我们无悔把金色的年华奉
献给泉城的热电事业，我们自豪成
为热电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
人。

我在工作了二十年后离开了锅
炉岗位，离开了并肩战斗的工友。
但是那激情洋溢的青春、热血沸腾
的日子不曾忘记，进厂时的誓言不
曾忘记；我们热电企业的第一代职
工一定会努力工作，让严寒中的济
南变为温暖的泉城！

难忘烧锅炉的二十年

□牛胜强

“儿子病了！肺炎！高烧不退！你
还是不是他爹了？”老婆气愤地在电话
那头喊着。

2013年8月5日，儿子出生了，当天
晚上我一夜没睡，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忽然，儿子笑了，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
笑容，我也跟着傻乐了半天，心里暖暖
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早上走的时候儿
子睡着，晚上回来的时候儿子睡了，媳
妇出了月子干脆带着儿子回了外地的娘
家。现在儿子越来越大了，我却再也没
能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黑夜一
样陪着他。

“说话啊，你就知道工作，儿子怎
么办啊？儿子这么小，让住院。”老婆
急了。

“这个冬天比往年要冷一些，我不
希望别人家的孩子因为挨冻也病了，我
是老百姓用热的桥梁，还有好多孩子在
等我送去温暖，老婆，辛苦你了，带孩
子住院吧。”说完，我哽咽了。

儿子，原谅爸爸，等你长大了，等
你有了自己的责任，你会理解我的。

儿子，原谅爸爸

□赵鹏

去年冬至，与父母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室外寒
意袭人，屋里却暖意融融。因为有集中供暖，室内温度
达到20多度。但在我小时候，却享受不到如此温暖过冬
的待遇。

我的少年时光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那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为取暖每年冬季都要去拉蜂窝煤。有一年冬
天，十几岁的我与母亲拉着一辆地排车，去十几里外的
地方拉蜂窝煤。返回的路上，经过村头一座小桥时，我
和母亲都已精疲力尽。母亲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推
车，快接近桥面时，母亲实在无力将车拉上桥，我小小
的躯体在后面推也已无济于事，沉重的车子倒退着滑
下来。

母亲怕车子轧着我，一直死命地抓着两个车把，我
也一直在车后面推着车子，但却无法阻止快速下滑的
地排车。最后车子还是滑到了路旁的沟里，还好没有滑
到沟底，被一棵大柳树挡住。如果不是这棵大柳树挡住
车子，我就会被重重的地排车压在下面，甚至会小命不
保。

面对这瞬间发生的事情，母亲吓呆了。她以为车子
从我身上轧过去了，惊恐地抱住我，嘴里喊着：“孩子，
轧到你哪里了？你哪里疼呀？”我看到母亲的眼里充满
了焦急、担心、自责、内疚和关切。这时，一位同村的人
骑着自行车路过，母亲赶紧拦下人家，让他用自行车把
我带到村里的卫生室检查。幸好我只是受了点儿惊吓，
并没有受伤。

这件事虽然过去30多年了，但在我的记忆中不曾
被磨灭。现在年逾七旬的母亲，有时看到我已上高二的
女儿还那么孩子气地在我面前撒娇，就会对自己的孙
女说：“你爸爸比你现在还小的时候，已经能帮我一起
去十几里路外拉蜂窝煤了。”母亲转过头来又对我说：

“现在的孩子们多有福呀！冬天有集中供暖，再也不用
寒冬腊月去十几里外拉蜂窝煤受那个罪了。”

是啊，现在的孩子赶上了好时代，每年冬天都能坐
在温暖的教室里学习，回到家里也是暖意融融。这要感
谢热电工人的辛勤劳动，是他们的付出，保证了我们温
暖过冬，热电工人是在严冬给人们带来温暖的天使，向
热电工人致敬！

为取暖险些丧命

□杨子慧

每到冬天，我就盼着春天快点到来，因为冬天，姥
爷的腰又要因为寒冷而疼得不能下床了。

可能是因为老房子的原因，在冬天时感觉冷得像
冰窖，烧炉子也不太管用。以前冬天去姥爷家，在屋子
里也要穿羽绒服，手里还要抱着盛满热水的杯子。寒冷
让本来就因腰疼而走路有些吃力的姥爷动弹不了了，
只能在床上躺着度过几个月。那时我还在上高中，看着
从小把我带大的姥爷这个样子心疼得无以言表，有的
时候会偷偷掉泪，怪自己为什么不快点长大买套有集
体供暖的房子让姥爷跟姥姥住。

终于，就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冬天，姥爷家也有暖气
了，我一直盼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欢喜的我在供暖第
一天就去跑去姥爷家，看着姥爷像个小孩一样好奇地
摸摸暖气片，露出满足的笑容，还说：“哟，真热！”说完
他就拿着马扎、哼着小曲儿靠到暖气上去了。看着姥爷
那个高兴劲儿，我觉得眼睛有些湿润。

我想，热电给的这份温暖不只是带给了我们这一
家，泉城有更多的家庭因为热电的存在，少了份牵挂，
多了份满足。家，一个可以在寒冷中取暖的地方，它温
暖的不仅是房子，还有我们的心。

热电带给我的温暖

百姓故事

真情流露

□春深

父亲终于要退休了。
父亲退休的前一晚，我半夜去客厅

倒水，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抽烟，面
对着厂内滚滚蒸汽的背影有些落寞。我
轻轻地走到他身边，帮他披上外套。

他扯了扯身上的衣服，扭头挤出一
个勉强的笑容，轻声开口：“丫头，陪你爹
喝一杯？”我点点头，挽着他的胳膊回到
客厅。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拿出酒
杯斟满，一口闷下才缓缓开口：“终于有
时间陪你了，你却长大了快要飞走了。”

父亲结婚晚，我九岁时，他已经四十
岁了，小时候并不理解父亲的职业，只知
道冬天到了，下雪的时候就找不到爸爸
了。

那时候刚刚认字，看完青蛙冬眠的
故事后，我竟然天真地跑到厨房问母亲，
父亲是不是小青蛙变成的，冬天到了就
回到地洞里冬眠了。

母亲转述给父亲时，他乐得哈哈大
笑，捏了捏我肉嘟嘟的小脸：“小青蛙是
替人类捉害虫，守护庄稼，爸爸是替市民
供暖，守护温暖。”

大概是超人看多了，一瞬间脑海里
全是爸爸变成了超人在城市上空播洒阳
光的画面，自豪感油然而生。

七岁的时候，四十岁、穿着灰色工作
服的超人父亲是我的骄傲。

超人父亲

往事如烟

□蒋淑萍

掐指算起来，今年刚好是用上集
中供暖的第十个年头。衣食住行随着
供暖的到来也变得更加便捷和舒心。

先来说说“衣”。没供暖之前家里
是靠烧蜂窝煤取暖，哪怕烧得再旺，
也免不了要多穿衣。衣物穿得多了自
然行动笨拙起来。而且随时会因为蜂
窝煤灭了而受冻。现在有了暖气可好
了，穿得少了不说反而更暖和。做个
家务、收拾个东西动起手来也行动利
索。像是冬天少不了的帽子、口罩、手
套这些外出“装备”。哪怕是回来洗一
下，也耽误不了第二天用。我习惯出
门前把围巾放在暖气片上烘一下，再
戴上是格外的温暖。如果有什么小件
衣物需要换洗了，烘干也是很方便
的。相比供暖之前，急着穿戴了，烘干
还要围着烟囱固定一下，真是方便太
多了。

说到“食”，供暖让有吃货存在的
家庭大为方便。没暖气之前，做好饭
就得招呼家人过来抓紧吃，因为室温
低，饭菜盛出锅，没一会就凉了，又得

“重新加工”。自从有了暖气，吃什么
都是方便的。像是买来了烤地瓜、烧
饼、包子、馒头什么，就先用自制的小
饭盒放到暖气上热着点。这边家人也
不必慌着吃，那边干粮烘着也不用怕
凉。另一方面，二天早上要喝的牛奶，
乳制品饮料都可以睡前放在暖气上。
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可以喝上热乎乎

的牛奶了。
至于“住”，那更是有显而易见的

变化。10年前还没供暖时，尽管是烧
蜂窝煤，温度上不去易感冒不说，味
儿还呛，还有煤气中毒的危险。到了
晚上，家人迫不得已挤在一起看电
视，孩子在另一个屋做作业到很晚，
封了炉子还要另开电暖气。睡觉了还
需要暖水袋，当时暖宝宝还没流行起
来呢。说句不怕笑话的，夜里上个厕
所都要做几次思想斗争。那日子真是
又受冻又不踏实。现在好了，有了暖
气，晚上大家各干各的互不干扰，反
正不管在哪个房间都很暖和。孩子现
在上班了，学个业务知识、加班到深
夜也不必担心了。对老人而言还省去
了换蜂窝、封炉子等麻烦，可谓是省
心省力又安全。

说到“行”，一开始会觉得供暖和
“行”不沾边。但仔细一想，其实不然。
从前上班、出门之前都得收拾好烧过
的蜂窝煤捎下楼扔了，而回家时还要
再搬几块蜂窝煤上楼。现找袋子装蜂
窝、全家上阵齐搬煤，哪有集中供暖
方便。

宿舍集中供暖了10年，也体验了
10年的暖气，说没感情是不可能的。
每当把手放上热乎乎的暖气片上，嘴
角是笑的，心里是满满的踏实和满
足。

生活随着暖气的到来变得更舒
心。我的衣食住行，随暖而变。我离不
开它，你呢？

衣食住行，随“暖”而变

生活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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