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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眼下，在朔州文化圈，在山西文学圈，
以至于全国煤炭系统的文学圈，有一位中
年女性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引起了读者的
关注。她就是兰花集团朔州分公司的党
群干部史慧清。她来自太行山脚下的兰
花集团唐安煤矿，到朔州工作 12 年来，她
利用工作之余，创作了近百篇文学作品，
以写实的手法，向她的家乡、向全国煤炭
战线的读者，饱蘸浓墨，深情地描绘了雁
门关外的能源新城——朔州。她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写朔州的人物、山水、地貌、历
史、新事，像一根纽带，把朔州与她家乡晋
城的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外界了
解朔州搭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而她也
在真情书写朔州的同时，在跌宕起伏的人
生旅途当中，塑造了一个太行山女儿的美
丽传奇。

近日，在一位领导的引荐下，我有幸采
访了这位令我钦佩甚至崇拜的女性。她给
我的第一印象是爱笑，而且是自己说话就
能把自己逗笑。说起高兴的事来笑，说起
不愉快的事也笑，但要短暂地停顿、短暂地
神伤。她的口音依然是浓重的晋城市高平
口音，朔州人自然听起来费劲，好在有她的
丈夫张永红作翻译。“真的，我当时真的不
想来”，她说，“我是我们兰花集团第一个来
朔州的女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反正12
个年头了，还没听说过第二个女职工来这
里！”说话间自然又是“咯咯”地笑，但在笑
里面却夹杂了女人们特有的那种五味杂
陈，眼眶里的一丝湿润显然不是笑出来
的。在这一点上，女人是哄不了女人的。

到现在想起来就心颤。那是2008年7
月的一个晚上，累了一天的丈夫告诉她，他
想到千里之外的朔州市地盘上工作。起因
是全省煤矿整合重组，山西兰花集团收购
了位于雁门关外朔州市山阴县的口前煤矿
和张庄乡煤矿，整合为新的口前煤矿；之
后，又将平鲁区的永胜煤业有限公司、山西
万鑫煤业有限公司和已关闭的满贞煤业有
限公司整合成新的永胜矿。这些矿多为个
体经营，基础较差。她了解丈夫，作为工作
狂，这个男人总是在不断地挑战自我，尽做
些被别人看来是奇离古怪的事。这不是玩
笑，也不是征求她的意见、是向她通报。男
人的铁石心肠就是这么地道。生性柔弱的
她绝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劝，她立马通
报双方家长，寄希望于家道尊严的力度。结
果，除了婆婆，别人都和她的态度一致——
拖住他！谁承想，男人的心毕竟是男人的
心。当这一年第一场北风吹起的时候，丈
夫还是登上了开往雁北的车。她在站台牵
住他的衣角，想作最后的努力，把他留下
来。他犹豫再三，还是隔着车窗玻璃和妻
子告别。他是那样地平静，乍起的北风一
层一层地落下又飞起的黄叶，就是要击碎
这冷酷的平静吧？她知道，此去千里迢迢、
山高水长。

望看远去的客车，她的心像被一只巨手
攥紧了，但又好像很松，松得一片空白。她
了解丈夫那不甘平庸、不甘寂寞的血性，年
越而立但依然躁动着青春的心，为了理想，
不惜代价，不畏困苦。而且，有一万个理由
能佐证自己的选择。在工作上，丈夫是真正
的忘我状态，家的概念好像是个店，但过去
不着家就在跟前，看不见与看见相差无几，
而目下的不着家是千里之遥。她心酸，但反
过来一想，自己当初选择了丈夫，不正是看
中了那青春、阳光、上进的气息吗？

不过把话说回来，这次丈夫的行动无
论给家庭还是给妻子都造成了不小的损

失。他们在职场奋斗十几年，刚刚拥有了
自己的房子，房款还没有还完。这次北去，
丈夫每月的收入还有减少，在当时也是个
不小的数字。史慧清从刚入职的洗煤工靠
自己的打拼，通过考试成为质检科化验员、
后调到宣教科任宣传科干事、副科长，工作
业绩突出，颇受青睐。如果就这样一直走
下去，收入可观，工作稳定，事业遂心。各
方面堪称气淑年和吧！但现实往往没有如
果。这一下，要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好在
有父母帮衬，上小学的儿子学业没受太大
影响。最难为情的是，不由地想他，尤其是
刚离开的那些天。她这才更深层次地理解
了孙梨先生笔下的女人们为什么骂男人

“狠心贼”。一个月过去了，她似乎稍稍习
惯了眼下的生活，但丈夫探家了，再启程时
又经历一次如前的离别，这是十几年恩爱
夫妻能忍受的生活吗？问丈夫新单位怎么
样，丈夫只是说“冷”“没水，要到镇上买、一
桶一元”。丈夫轻描淡写，她心疼的发怵。

一年后的那个国庆长假，她毅然踏上
北去的路，到丈夫单位探亲顺便体验一下
晋城的汉子是如何能在雁门关外扎住脚？
乘着大客车，就是丈夫北往坐过的那趟车，
从山西的最南部出发，过长治、走太原、越
忻州，出雁门，走过明长城、穿过月亮门，来
到几乎是山西的最北端。丈夫单位的名称
是兰花集团下辖的口前煤矿，位于朔州市
山阴县的玉井镇。玉井在山阴是个偏僻地
带，但口前矿的弟兄们能到玉井镇走上一
趟，大概相当于玉井人下朔州抑或到太原
城观了光。他们面对的是私人煤老板留下
的一堆烂摊子，煤层易燃、管理混乱。光用
水一项，就令人胆寒。煤矿汉子们升井后
最惬意的事便是能洗个热水澡，但口前矿

的弟兄们没有那种福份。他们用水得到玉
井买，而玉井的水也是买来的。玉井贩水
人比卖油翁的获利肯定大得多。张永红是
个特爱干净近乎洁癖的人，但他洗澡也仅
仅是用个小水盆苟且。最是冬来寒起，北
风肆虐、冰雪狰狞，而汉子们住的是未裹泥
的生砖墙房舍，当地稳个大火炉，烟筒粗阔
直通房顶伸出去，很难说是人舍或是土作
坊。再加上水土不适、文化存异，前所未有
的艰难排山倒海般向他们涌来。作为兰花
集团先遣口前矿的20几名汉子，为了祖国
的煤炭事业，为兰花集团的发展壮大，在这
个不太适宜居住的地方工作、生活，以非凡
的毅力塑造着自己的青春，书写着自己的
人生。若不身临其境，就无法感受煤海人
的伟大，无法体验采煤者的人生有多么壮
丽。诗人秦岭曾以《我挖掘太阳》为题诗颂
过矿工，其意境为人称道，是因为他首先挖
掘了矿工的真实生活。

一周口前矿山行，使自小爱好文学的
史慧清受到莫大的震撼。她既心疼丈夫，
也敬佩矿山的汉子们。她突然觉得，她应
该把自己的“后青春”也奉献在朔州，至少
能给艰苦环境中跋涉的丈夫提供一个暖心
的窝。渐渐地，这种意想由萌生变成了坚
毅的决定。

就在2011年孩子即将上初中的时候，
史慧清申请调到兰花集团朔州分公司。这
样，她的上班地点在朔州市内的国发大厦，
而丈夫依然坚守把玉井当闹市的口前矿。
其距离仅仅是从千里之外变成百里之遥。
不管怎样，走近一步算一步。起码在理念中
走到一市所辖，想起来不是那么远得可怕。
即便打个的，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见面。

比起张永红来，史慧清北往的代价会更
大一些。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生性要强应
该是第一特色。从上学到参加工作，各种荣
誉频至，学业事业争上。人生的每个节点，总
有常人不及之处。初中任班长时，曾因调解
学生矛盾右手不慎烧伤。恰逢期末考试，班
主任只好找来一位代笔者。她口授，代笔者
照录。结果，她这次考试成绩全年级第一
名。她被评为晋城市“优秀学生干部”，这是
多少学生求之难得的荣誉。中专在校时她被
评为“优秀团干部”，在唐安矿参加工作后，被
评为矿“十大先锋”；到朔州分公司连续多年
被评为兰花集团“优秀党务工作者”。在唐安
矿她还获得兰花集团“十佳通讯员”“好新闻
一等奖”等奖项。可以说，在晋城，她可是誉
满兰花。特别是2008年10月份的那次竞聘
上岗，她通过唐安矿“赛马不相马”管理人员
竞聘上岗机制，让她的人生跃上闪亮的高
峰。这次竞聘，她年纪轻轻便担任了矿宣教
科副科长，在这个矿2000多名职工中，成为
仅有不到100名的中层管理者，实属不易，且
是仅有的3名女性管理者之一。单拿个人工
资奖金收入来说，到朔州也减少不少。不论
从哪个角度讲，她都是在最好的时候离开家
乡、离开唐安矿的。即便是男性，也很少有人
主动从晋城调到朔州工作，她是女职工的第
一人，有弟兄们说，也是最后一人。

应该说，她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
但她硬着头皮每时每刻适应着。在朔州，
她的一切都得从零起步，从头做起。面对
新的同事、新的领导，面对新的环境，希望
能用心把工作做好，脚踏实地地在这里开
拓出一方新天地，勾勒出属于自己的一方
蓝图，能为塞上兰花贡献自己的力量。夜
静时分，她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山水，想
念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和同事，更想
念家乡那素有“山西小江南”美称的气候。

这里的气候叫她害怕，倒不仅仅是因
为她的腰腿畏寒不适。最叫她苦闷的是，
与当地人语言不通。她一片真诚与人沟
通，却常常让对方无所适从。城里人毕竟
文明，要是村里人非喊上一声“小侉子”不
可。她能文能歌也能舞，也就奇了怪了，歌
时咬字都是地道的普通话音声，可一轮到
说就成了字正腔圆的晋东南口音，要是说
话能唱着说就好了！夜晚的公园是艺术的
世界，她真想找个舞伴翩翩起来，怎奈自小
没把学普通话当成回事，生怕人家听不懂
闹尴尬。只能心痒痒眼馋馋，看着人家尽
兴，看着人家散去。也不亚于一个饿汉眼
睁睁地看着人家吃满汉全席。

作为文学爱好者，史慧清很想把自己
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作品，投寄到集团的报
纸《兰花报》、家乡的党报《太行日报》，让
家乡人民尤其是兰花集团的职工们了解
朔州这个神奇的地方。搞创作的人也许
都有这样的体会，写点东西需要真情实
感，但真正处于痛苦或亢奋之时，绝对拿
不起笔来。表现激情的最佳时候是静下
心来之后。到朔州一月有余，她写下散文

《行者》，发表在《兰花报》上，这是她调到
朔州分公司后的第一篇作品。从字里行
间不难看出她对新环境的陌生和对故土
的无限眷恋，其中不乏某种惆怅情绪的流
露,但结尾还是对自己提出了要求：“想
家，但还是希望能爱上这个陌生的城市，
发自内心地爱上它，把这里当成自己的
家”。一个自律的女性形象站立在读者面
前，有惆伥，但没有哀怨、悲伤，职场女汉
子的思绪不仅感染了故乡的父老乡亲，更
使朔州人为之动容。

一个太行女儿的朔州情
——记兰花集团朔州分公司党群干部史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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