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8月1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符烨邦

人 物

王汉平王汉平：：笔耕不笔耕不辍书写矿山情怀辍书写矿山情怀
本报记者 符烨邦赵福胜

小时候的他，由于语文学习成绩优
异，心中便埋藏着一颗梦想的种子，梦
想成为一名“大作家”，可理想与现实往
往 有 着 一 定 的 差 距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初中毕业就
辍学回村“修理地球”去了，可他没气
妥，没灰心，没放弃，农闲时节，又拿起
笔练习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由于平
日里就爱写写画画的他，一旦有空就把
发生在身边的新鲜事有趣事，写成文章
投给当时的《山西农民报》、《雁北日报》
社和县广播电台。尽管采用少，可心里
却乐滋滋的，因为这在当时的农村人眼
里，是很了不起的事。时间不长，他就
成了村里、乡里的“笔杆子”。

2004 年年初，他在矿山文学爱好者
郑春梅的帮助下从老家应县农村被招
聘来到，被誉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安
太堡露天矿成为一名重型卡车司机，一
下子从农民转变为煤矿工人，他就是中
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太堡露天矿重
型卡车司机、新闻通讯员、文学爱好者
王汉平。

从小爱好 结缘写作

据王汉平回忆，他从上小学的时候
就爱上语文课，特别是爱写作文。他的
班主任语文老师鼓励他：好好练习写
作，你这个特长挺好的，将来会在你工
作的道路上发挥大作用的。在老师的
教 育 引 导 下 ，他 从 小 学 、初 中 一 路 走
来，几乎每次作文都被当作范文在全班
课堂上诵读，然后刊登在学校黑板报
上。有一次，他的一篇千字作文被老师
推荐到当时的山西省《作文周刊》上，
不久，报社通过邮政汇款给寄来五块钱
稿费，当年的五块钱够交一个学期学
费。霎时，他心跳加速，手舞足蹈，那
种喜悦和激动直到现在他都记忆犹新
……

王 汉 平 学 历 不 高 ，写 作 基 础 并 不
好，又从未参加过什么正规文学写作培
训班或听过什么讲座。自参加工作以
来，他上班努力工作并留心一些安全生
产新闻素材和文学素材，每天下班后不
管多累，时间多晚，都要挤出时间学习、
看书，练习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当夜
深人静时，他还在一字一句推敲。据他
述说刚开始为班组办内部小报和板报，
活跃班组职工文化生活，并学会了用电
脑给报刊发稿子。他的写作，从一开始
的“小豆腐块”到“长篇大作”写起，他越
写心致越高，越写觉得越快乐。有时遇
上好的素材，灵感一来，半夜三更从被
窝爬起来一气呵成是常事。

由写新闻通讯稿到文学作品写作
过渡，应是一个较难的转折。长时间写
矿山新闻，新闻的语言要求植根心中，
可平时阅读小说、散文、诗歌这些带有
感情温度的语言，活灵活现地映入他的
眼帘，滋润他的心田，撩拨着他不安分
的心。二十年来，他的阅读，从初读到
重读体会经典，不断探寻文学给人的启
迪与力量所在。逐渐找到了写作的切
口……生活在变，时代在前进，他对文
学的梦想从未改变。

日日读书，学识渐有增进；天天笔
耕，文章自成一格。作为一名露天矿工
人，业余读书成为他工作生活的一部
分。枕边书、案头书、口袋书，手不释卷，
如今又恋上了电子书，每有闲暇，惜时如

金。2019 年由国家一级作家、著名煤矿
作家，原朔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平朔煤炭
工业公司工会主席黄树芳撰写的长篇报
告文学作品《文化小哥——王汉平》，洋
洋洒洒近万字，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王
汉平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路以及背
后故事，文章在各种新闻媒体和文学刊
物陆续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

心中有爱 笔下有情

繁忙的工作浇不灭他心中的那团
火，在文学的广袤土地上，他辛勤地耕
耘着。王汉平谈到自己文学创作时说：

“说实话，真要动笔写点随笔、感悟，还
真是挺难的，远没有起初写新闻顺当，
根本找不到感觉。”但现实中丰富的工
作生活素材，又在时时刻刻激励着他，
有种不写不快的困惑。为此，他广交文
友，参加各种文学讲座培训和各种读书
活动等，朔州市大小图书馆是他经常光
顾的地方。

困 惑 中 的 他 ，急 于 想 找 到 一 个 出
口。静下心的时候，慢慢琢磨，光这样无
头无绪地乱飞乱撞，犹如一只无头苍蝇，
何谈出路？他在想，既然是工作生活的
故事，何不从身边的工友写起呢？在
2016 年 3 月的一天，他通过朋友了解到
中煤平朔露天设备维修公司安太堡卡车
车间工会主席顼和平，30年如一日，帮助
328对新人喜结连理的故事后，利用下班
时间进行深入采访，不久《顼和平——30
年把“红娘”当成事业做》的稿子，在《中
国煤炭报》、《山西工人报》、《朔州日报》
等相继刊登，并在平朔生活区及朔州市
区大龄青年男女中引起不小反响，纷纷
找顼和平主席给介绍对象。

思 路 一 变 天 地 宽 ，这 让 他 信 心 大
增 。 该 矿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优秀共产
党员，原生产二队重型卡车司机杨文
茂，11 年安全行驶 14 万多公里，运煤量
能装 18 万多节火车皮并在多次技能大
赛中屡屡获奖的事迹感动了他。他利

用休班时间写出了五千多字的长篇纪
实文学《杨文茂：平凡岗位走出的全国
技术能手》，一个礼拜后，在《山西工人
报》、《朔州日报》及《今日平朔》文学刊
物全文刊登。后来，随着他的一些文学
作品相继在《阳光》、《朔风》等纯文学刊
物的刊出，不但提升了他的创作信心，
更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可以说是受
益匪浅。

他从最初的稚嫩笔法，不懂新闻要领、
文学构思，到渐渐的思路清晰、流畅，他在
清楚看到了自己点滴进步的同时，还结识
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新闻
界、文学界朋友，有的成
了 无 话 不 说 的“ 忘 年
交”，让他的工作生活增
添了一些亮色。

笔耕不辍
执著追求

二十年来，他默默
耕耘在文学创作这块沃
土上，写作激情依然不
减，笔耕不辍，执著追
求。这几年，他又对诗
歌产生了兴趣。在纪念
改革开放 40 周年山西
省总工会组织的全省职
工 征 文 活 动 中 ，他 的

《走进新时代》诗作获
三等奖，他是中煤平朔
公司唯一一名获奖者。
2021年 11月荣获“颂党
恩、话工会、咏朔州”全
市职工征文比赛散文类
一等奖；2021年 12月作
品《从我家变化看矿山
变化》在全省职工“中
国梦、劳动美——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三
等奖；2022 年 9 月作品

《试验田里涌动着绿色旋律》在首届山西
省能源系统职工短视频大赛中荣获一等
奖。通过参加各种征文活动，锻炼了他
的新闻采写和文学创作能力，也给了他
很大的动力。于是，他在挤时间写稿、投
稿的同时，积极支持帮助身边更多新闻
通讯员、文学爱好者传授写作技巧，少走
弯路，甘做他们的铺路石。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文字表达
不能满足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感悟，于
是在坚持写作创作的同时，他又狂热地
爱好上了摄影。2011 年年底，在家人的
鼓励和支持下，用了将近一个月的工
资，购买了一台单反照相机。每天上班
他都怀揣着相机，在不影响安全生产的
情况下，抓拍生产一线职工工作和矿区
生产一瞬，将好的图片配以文字发给新
闻媒体及摄影活动展览。他还牺牲休
息时间，不知疲倦地走进矿坑采掘作业
现场，或趴或仰或卧，屏住呼吸，一次次
按下快门，真实记录生产一线矿工忘我
工作的工作场景和宏伟壮观的露天采
掘现场，向外界展示矿工工作生活和企
业蓬勃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抒发更多的
平朔梦，矿山情。近年来，他将在各种
媒体发表过的文章收集整理成新闻消
息、安全小故事、人物通讯、散文诗歌等
类，装订成册，每次翻阅时都感觉时间
过得真快、时代发展太快了。

一分汗水，一份收获。二十年来，他
笔耕不辍，锲而不舍累计在国家、省市级
及集团公司新闻媒体和文学期刊发表作
品上千篇，其中多件作品在全省、全市、
公司各种征文中获奖。他常说“企业培
育了我，给了我很多机会。今后，唯有感
恩企业、奉献企业、回报企业，干好本职
工作，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多写多拍。”他
坦言，在今后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的道
路上，始终做一名永远不知疲倦的跋涉
者，眼中有光，内心才有力量。

王汉平深入社区采访居民

王汉平参加征文比赛后获奖

王汉平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