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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

蓝色海湾里的绿色煤港蓝色海湾里的绿色煤港
刘庆邦

汉诗

幸福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外一首外一首））
————写写给道德模范青县中心敬老园给道德模范青县中心敬老园

祝相宽

像一块糖，慢慢慢慢地融化
像一朵花，慢慢慢慢地开放
在这里，我必须调整抒情的速度
慢慢地分享老人们的幸福，以及
因幸福而从容的时光

这是一些身披晚霞的人
岁月偷走了他们的芳华和光芒
如今，生活和脚步一起慢下来
慢慢地说话，一字一板诉说人生的传奇
慢慢地咀嚼，一口一口回味生活的芳香

这也是一群被幸福簇拥的人
在这里，每一朵花都向他们微笑
每一片树叶都是关切的目光
在这里，我曾与一位老人攀谈
就像打开一瓶存放多年的陈酿
我必须放慢抒情的速度
像老人们放慢幸福的速度，我必须
用正楷一笔一画地写下这些幸福
像一个认真的孩子，一遍一遍地写
让幸挨着福，让幸福挨着幸福

老人的画

我不愿把这些画叫作“老人作品”
每一幅画分明闪亮着一颗童心
那稚拙的线条、那明快的颜色
任谁也看不出昨天的风尘

你看那些捉迷藏的水果
红桃绿瓜黄鸭梨围成一群
你看那两只爱恋的黄鹂
柳枝上唱着嫩绿的新春

有两幅作品让我沉思
一幅叫“豪气冲天”一幅叫“树大根深”
那雄鹰让我想起老人曾经的气魄
那大树必定是在感激大地的深恩
还有一幅叫“朵朵鲜花向太阳”
而鲜花却是一枚枚军功章
我猜想那位绘画的老者
一定为共和国穿越过弹雨枪林

站在老人们的画前
你不能光用眼睛看，还得
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用手摸用心悟
感受这些不会老去的童心

温故

忠厚老师忠厚老师
徐国忠

我生出了一个愿望：到海
边的煤港看一看

我曾在煤炭行业工作 30余年，
从十八九岁的青年时代，到知天命
的壮年时代，都是在这个被称为

“乌金”的行业里度过的。换句话
说，我大半辈子的宝贵年华都献给
了煤矿。一声煤矿人，双泪落君
前。我一直关注煤炭工业的发展，
对矿山的变化也了解得多一些。

我知道，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
时，全国煤炭年产量仅 0.32 亿吨，
还不及目前一座大型现代化煤矿企
业年产量的一半。到了 2020年，全
国煤炭产量达 39亿吨，增加 110倍
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产煤大国。新
中国成立 70多年来，煤矿职工为国
家贡献了900多亿吨煤炭，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我
知道，在 1957年，煤炭消费占整个
国家能源消费的 92%；随后 30 年
间，这个比例都在 70%以上。近年
来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我国
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替
代能源虽逐年增加，但到 2020年，
煤炭比重仍在 56%以上。我还知
道，原煤从深深的矿井下采出来，
不能老是堆在井口的地面，必须及
时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才能熊
熊燃烧，充分释放效能。可是，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煤炭运输
只能靠骆驼、土牛、架子车、汽车
和火车等在陆路上进行。改革开放
以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煤炭需
求量越来越大，煤炭运输成了卡脖
子的问题。特别是到了冬季，南方
缺煤的告急电报雪片般飞向北京，
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和铁道部几乎成
了“应急部”。我国煤炭资源的赋存
大多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为了解决
西煤东运和北煤南运的问题，1985
年，国家动工修建从煤城大同至海
滨城市秦皇岛的大秦铁路运煤专
线。1992年，大秦铁路开通，大同
及周边的煤炭可以直接运到秦皇岛
港装船，通过海上运往南方。一条
铁路专线和一座煤港还不够，1997
年，国家又修建了西起山西朔州、

东至河北黄骅的朔黄铁路运煤专
线，并在渤海湾建起更大的煤港黄
骅港，使得山西平朔乃至陕西、内
蒙古的煤炭，都可以从黄骅港装上
轮船，运向南方。

我生出了一个愿望：到海边的
煤港看一看。我在煤炭系统做了 20
多年新闻工作，去过全国天南海北
的许多煤矿。我去过用骡子在井下
拉煤的小煤矿，也去过吉普车可以
直接开进采煤工作面的大型现代化
煤矿，就是没去过运煤出海的煤
港。2001年我调到北京作协，去煤
矿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去海边
看煤港的愿望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实
现了。

不承想，这个愿望，在这个夏
天，终于得以实现。

一条鱼儿都能搁浅的地
方，建设者们挖出了平均水深
14米的港口

芒种刚过，夏日的熏风吹拂着
古老的沧州大地。从沧州一路向
东，就到了沧州下辖的渤海新区黄
骅市，这个城市以纪念在抗日战争
中牺牲的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烈
士而得名。

在我的想象里，黄骅港应该有
巨大的轮船、林立的塔吊、庞大的
抓斗、高耸的煤山，机车如梭，机
器轰鸣，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既
然是煤港，那么地面可能会撒满碎
煤，空中也飞扬着煤尘。可是，当
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开上延伸于海水
中的一座平台时，我下车举目四
望，看到的景象却完全不同。平台
一侧倒是停泊着一艘巨轮，雄伟的
巨轮见头不见尾、见舱不见顶，让
人惊叹不已。平台上没有塔吊，没
有抓斗，看不见运煤的汽车，更看
不见堆积的煤山，一切都静悄悄
的，没有一点儿噪声。再往地面上
看，地板一律是荷叶般的嫩绿色，
在阳光下闪着绿莹莹的光，完全可
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海水碧蓝，
白鸥点点，水天一色，空气澄明，
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除了装载煤炭的轮船，在出海

口一侧，我们还看到了一艘正在作
业的挖泥船。据介绍，处在渤海湾
穹顶的黄骅港，在未建港之前，各
方面条件很差。海边是盐碱滩涂，
长不成树木，只有一些稀疏的荒
草。不断被水流冲击的海岸，多是
粉沙质的淤泥，黏合度很低，抓一
把在手，会很快从手指缝里漏下
去。水里别说载运货物的大型轮船
了，连打鱼的小船都没有。这里一
度被业内视为建港禁区。黄骅港的
首批建设者们，在无路、无电、喝
苦水、睡板房的艰苦条件下，硬是
开创了在淤泥粉沙质海岸建港的先
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黄骅港
如今已成为全国煤炭吞吐量最大的
港口。仅拿海港的深度来说，在过
去一条鱼儿都能搁浅的地方，建设
者们使用我国自己生产的大型挖泥
船，挖出了平均水深 14米的港口。
挖泥船之所以还在风雨无阻地继续
作业，是为了防止流沙和淤泥把海
底抬高，同时要拓展出海口的宽
度，使进出港湾的水路更加宽广。

一路探究黑色变绿色、煤
港变“美港”的秘密

走出平台，我们一路探究黄骅
港从黑色变成绿色，并被评为全国
3A级工业旅游景区和五星级绿色港
口的秘密。

登上翻车机房二楼的观景台，
只见翻车机房外面的两条铁轨上，
停着两列装满乌黑煤炭的列车。车
厢没有加盖子，也没有封苫布，就
那么朝天敞着口子。列车快速运行
时，车行带风，不会把煤尘吹得飞
扬起来吗？不会的。因为车厢一装
满，他们就在煤的上面喷了一层凝
胶剂，把块煤、碎煤和面煤都固定
在一起，使整个车厢 80吨的煤炭凝
结成一个巨大的煤炭块，不管车开
得多快、风吹得多猛，都不会有煤
尘飞扬。装满煤炭的四节车厢被定
位车牵引到翻车机，翻车机像一头
头巨大的狮子，张开怀抱将车厢紧
紧抱住后，来一个“狮子抱摔”，整
体打半个滚，翻转约 180度，只需
20秒时间，320吨煤炭就倾斜而下，

兜底翻进地下煤仓。以前我见过煤
厂的站台上卸车的场景，工人们爬
进车厢，用铁锨一锨一锨往下攉
煤，煤尘飞扬，工人们的脸上和头
上也沾满了煤黑。但是用翻车机卸
煤，煤炭卸进地下煤仓的同时，翻
车机两侧瞬间喷射出强有力的白色
水雾，迅速把翻腾欲起的煤尘压制
住了。煤炭卸载完毕，像大礼堂一
样的翻车机房仍宽敞明亮、清爽如
初。

接下来的一系列储存、运输、
装船等程序，黄骅港都采取了有效
的防尘和除尘措施。在储存方面，
他们建起了 48座筒仓，形成了最多
同时可存放144万吨煤炭的世界最大
储煤仓群。煤炭被储存在像粮仓一
样的水泥圆筒仓库里，风刮不着，
日晒不着，雨淋不着，不但彻底避
免了扬尘，还避免了水冲流失。受
仓储能力所限，还有一部分煤炭垛
放在露天煤场。为抑制露天煤垛扬
尘，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用
轻型材料在煤场周边建起防风墙，
挡住了从四面八方吹向煤垛的风。
二是采用自主研发的本质长效抑尘
技术，在煤垛中分层洒水，使煤垛
保持湿润固化状态。往轮船上装煤
时，采用皮带运输机直接往船舱里
运煤，长长的运煤皮带在封闭长廊
里运行，带起的煤尘、碎煤不会扩
散出去。

扬尘问题解决了，保证了空气质
量的清新。但是，在向煤垛洒水时，
在清洗皮带和皮带长廊时，难免会有
一些污水流出来，怎么保证地面不受
污染呢？他们的办法是，把污水都收
集起来，在一个大池子里沉淀、过
滤、净化。沉淀在池底的煤泥定时清
理，加工成煤泥饼出售，每年可以增
加上千万元收入。经过净化处理过的
水，再次循环使用。

黄骅港还在生态环境方面大做
文章，力争把煤港变成“美港”。目
前港区已建成三个湖泊和两片湿
地，绿化覆盖率达到全区面积的
31%以上。我参观了莲园和和园两
个湖泊公园。公园建有长亭，湖边
有木质观景台，远可观树观花，近
可观水观鱼。对岸垂柳依依，绿草

茵茵，花儿争彩斗艳，鸟儿在树上
鸣叫，蝴蝶在花丛中起舞。观景台
旁的彩色塑料桶里盛放着颗粒状的
鱼饵，我兴之所至，抓一把鱼饵撒
进湖里，仿佛点豆成兵，平静的湖
水顿时沸腾起来，红色的锦鲤蜂拥
而出，一时间水面像是开满了红
花。正值炎夏，湖畔却海风习习，
清爽宜人。

世上万物以水为净，黄骅港淡
水资源匮乏，他们使用的淡水是从
哪里来的呢？归纳起来，港区每年
生产、生活、生态保护所需的数百
万立方米淡水，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接受大自然的馈赠，用好
天上落下的雨水。他们建起 70多万
平方米、互相连通的“两湖三湿
地”，每年平均可接收利用雨水40余
万立方米。二是“海上南水北调”，
把轮船里的压舱水充分利用起来。
在古代，我国内陆河道运输使用的
是压舱石。现代巨轮海运，压舱石
的重量远远不够，就改用压舱水。
一艘轮船从江南驶向黄骅港，需要
抽入万吨以上的长江水压舱。在以
往的操作中，轮船靠港后，需要将
压舱水排入大海，空出舱位，才能
开始装煤作业。这样一来，千里迢
迢压舱过来的江水就浪费掉了。黄
骅港视江水为宝，修建专用管道与
货船出水口对接，把每一艘轮船的
压舱水都收集起来，再通过管网输
送到生产一线和湖泊湿地，每年可
获取110万至150万立方米的压舱淡
水。三是把污水净化后再行利用。
他们把此三种获取淡水资源的方
式，总结为向天空、大海和科技要
水，每年可节约420多万立方米、近
2000万元的购水费用。

目前，黄骅港已建成 17个煤炭
泊位，平均每年有2亿多吨煤炭从这
里下水起航，连续4年煤炭吞吐量居
全国港口首位。港区还建起了四个
散杂货泊位和一个化工泊位，可以
预见，黄骅港会谱写出更加波澜壮
阔的新篇章。

依依不舍地告别黄骅港，我想
起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如今的黄
骅港，也许正是实践道法自然的一
个典范。

江南水乡 王志伟 作

诗三首诗三首
刘 霞

湿地
雨霁江川着夏虹，天高野阔绿摇风。
青芦踏浪逐烟翠，白鸟衔云催晚红。
羽翼轻翻光照水，珠玑乱点影横空。
莲塘有约寻归棹，不慎偷闲入画中。

夏夜
蝉鸣阵阵闹黄昏，冥落洲头北斗新。
弦月依檐随鸟倦，渔灯度影逐潮频。
竹床畏暑阿娘唤，葵扇摇风小女嗔。
屐齿忽惊虫语断，笙歌渐远夜归人。

纳凉
扇底含嗔催伏暑，夏蝉声动越山林。
地连炎日野田绿，海接天风沙渚金。
闭户贪凉浮簟飒，倚窗爱月入帘深。
小舟无主凭栏系，独对星河忆水心。

又是一年教师节，对忠厚老师
来说，这是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教师
节。

他叫张忠厚，我们不喊他张老
师，都亲切地喊他忠厚老师。忠厚
老师是沧县汪家铺乡孙佛庄人，和
我老家马士庄，仅一公里之隔。他
1962 年河北大学数学系毕业，那
时，我们大多还未出生，有的刚落
生。那个年代上河北大学者寥寥无
几，就是现在的多数学子也只能望
其项背，而不能逾越。忠厚老师教
学的学校是离家两三公里外的七里
淀中学。我和同学们在他手下毕业
后，一别就是40多年，很少联系。

据“张忠厚同志生平”介绍：
1980年调到沧县中学，长年任教三
个班级数学，并担任班主任和学校
教研组长。1984年，他所带班级，
高考预选率达到 100%，录取率达到
90%。《沧州晚报》“园丁之歌”栏
目，以《他的名字叫“忠厚”》为
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忠厚老师有
多篇教研论文在《河北教研》等教
育刊物上发表、获奖。担任教导主
任期间，他根据生源特点，因材施
教，开创了“低起点、小台阶、大
容量、严要求”教学法，影响深
远，至今沿用。

忠厚老师中高个儿，偏瘦，大
眼睛，短发，前额左面有一块光亮
的皮肤，像是烫伤留的疤痕，激情
讲课或训导学生时会很亮。他上下
班都骑一辆加重自行车，风尘仆仆
的样子至今还留在我心中。

忠厚老师喜欢戴帽子、扎围
巾，以应对来回路上的不好天气。
经过我们身边时，他会亲切地说：

“来，谁上车？”但我们谁也不好意
思坐上去，快步或小跑儿跟在他身
后。

尽管是大学毕业，是人民教师
国家干部，但忠厚老师安家农村，
老人、妻子都是农民，有十来亩耕
地，三个孩子，生活很艰苦，但他

总是乐呵呵。40多年过去了，忠厚
老师的业务水准、诲人不倦的形
象，至今学生们仍津津乐道。

毕业后始终从事教育的邵广才
同学，对忠厚老师无比敬仰：“当年

‘省特级教师资格评选考试’，全县
唯有忠厚老师答卷满分，而且又是
唯一一个上台答对‘挑战题’的
人。”

王建勋同学深情表白：“忠厚老
师有个习惯，单独给你讲数学题
时，在右鬓角处，用笔把帽子往上
一杵，灵感突现，题马上有解了。”

班长曹振杰同学充满感激：“我
毕业当了民办教师，教学时，每逢
遇到难题，即使是深更半夜，忠厚
老师也会披衣相迎、耐心辅导。”

忠厚老师是学校数学组的组
长，不但自己教学好，还主动热心
帮助其他年级的数学老师。我清楚
地记得，同样教数学的孙兆恒老
师，就常常拿着教案上课前向他请
教。

上面的同学都是 1979以后沧县
七里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我是
1979级的，那时，高考恢复才第三
年，大家基础都很薄弱，必须在高
考当年“恶补”“猛加油”，但初中
基础太差了，“小马拉大车”“低车
高配”，学起来都吃力呀。忠厚老师
模拟摸底，两班70多名学生，“吃鸡
蛋烧饼”的 60多名，32分第一名，
得3分5分的都手舞足蹈，好像取得
了优异成绩。

为“提速”，学校鼓励我们住
校，“挑灯夜战”。忠厚老师作为班主
任，也不能回家了，晚上在班里“巡
视辅导”，陪读陪伴我们迎接高考。

忠厚老师讲课音色略带沙哑，
很有特色，轻重缓急，节奏快慢，
音调大小，字字句句动听悦耳，能
最大限度激发我们学习的热情。他
语言凝炼、精准，多用眼神交流，
好多同学数学好，都是受益于他的
讲课语言魅力。高芳、杨海鹏、邵

广才、苏喜彬数学成绩那时总是名
列前茅。

徐建勋数学成绩也很好，他还
有骄傲的一点儿——他爸爸和张老
师是中学同学。徐建勋个子小排在
前排桌上，离讲台老师近，有问题

“近水楼台”。他同桌和他同名不同
姓，叫王建勋，一旁侧听也很受
益。徐建勋有时拿他爸爸买的数理
化丛书上的题目问张老师，张老师
给解后告诉他，不要醉心于偏题怪
题，要以教材为主。

为激发同学们学数学的热情，
忠厚老师提议学校搞了数学比赛，

“大奖”分别是“三角尺、圆规、半
圆仪”。同学们学习的热情一下子全
调动起来了。

我备考的是文科，数学跟不上
理科的前几名，但也是忠厚老师关
照看重的学生。一天，忠厚老师问
我：“高考有信心吗？”我说：“语

文、数学、政治觉得好些，但历
史、地理没底。”那时到了高考冲刺
阶段，文科的七八名考生没有史地
辅导老师，全凭自学。

备战高考，有时被喊去参加劳
动，若让忠厚老师碰上，会及时说
服化解，以保证我们全身心投入学
习。

忠厚老师功课上要求我们认真
学习，争取好成绩，生活上也照顾
我们，叫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住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专读备考书，但意外有时也会光
临。一天早晨，我发现右眼肿得像
个大铃铛，急忙找到忠厚老师请假
去看医生。他问我怎么了？是不是
昨天中午和几个同学去捅马蜂窝
了？我说我没参与捅，只是在旁边
看，他们跑了，我被蜇了。忠厚老
师两个疑惑的大眼睛瞅着我：“真
的？少调皮，多影响学习呀！”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耳边回
荡着几个同学幸灾乐祸的咯咯笑声。

“快去！骑我车子去，会骑不？”
忠厚老师脾气好，不爱着急，

但“咆哮”起来，也能“喝退三
军”。有次，不知谁扔了吃剩下的馒
头，忠厚老师捡回来，放在讲台
上：“撑得你饱腹万丈！”吓得全班
同学个个魂不附体，以后再也没有
浪费饭菜的事发生了。

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艰苦朴素
内容的传统教育，我们走向社会后
能吃苦耐劳、奉献敬业、爱国爱
家。同学中既有国家干部、公务
员，又有部队首长，还有企业家
……行业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
的，这就是个个做人也像他老人家
的名字一样：忠厚！

忠厚老师虽然走了，但他渊博
知识和高尚情操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和精神食粮。

稻草人稻草人
刘国莉

你扎根在田野忧伤的样子
你用身心填充寂寞的样子
目光始终向着的
是那一片绿过的田野
多像我

你用风吹过和鸟斜飞的，满是疤痕的肩膀
你用雨打湿衣襟发亮地疼
你用你没有生命裸露的肌肉
像一棵树摇晃的影子，
和每一阵伤痕累累的风声
多像我

也许有一天
你会在一缕风的吹拂下
化作轻烟
和我一样，用藏不住的忧伤，和寂寞
就像月亮沉入田野
长着你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