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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水村”，河汊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
布。清晨的北孔庄，在鸟鸣声中慢慢苏醒。
像一位少女，睁开明眸，摇动身姿，亭亭玉立
起来，似一朵芙蓉盛开在水面。

北孔庄的春天来了。
时令吹皱湖水。这一湖一湖的春水，在

晨曦中碧波荡漾。柔柔的水波，泛起沉沉烟
雾，氤氲了村庄。唐代诗人李峤有诗曰：“解
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三尺浪，入竹万
杆斜”。

北孔庄那成片的竹子，在春风中摇曳，渐
渐变得明艳。地里的麦子返青了，有人在浇
地、施肥。在那一大块密密密麻麻的林子里，
人们在辛勤劳作。泛黄的柳枝、发青的桂树、
含苞的玉兰……村里所有的绿化树木，都出
自这里。孔子问礼园、杨家祠堂、明清民居、
中华祭祀园正在施工。人勤春来早，奋斗正
当时。春到北孔庄，万物皆盎然。

你看，村北那一湾湖水，黑色的天鹅、慵
懒的鸳鸯鸭、高歌的白鹅、舞翩迁的白鹭、花
团锦簇的锦鲤水上嬉戏，这些是北孔庄的特
色产业，它们将湖面装点的色彩斑斓。如果
北孔庄是妙龄少女，这色彩斑斓就是少女头
上的一枚发卡，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点缀其
间，装扮着北孔庄的春天。

其实，北孔庄早就迎来了春天。这个千
年古村，早就开始了春天的耕耘。

几年时间，北孔庄从干旱的中原“土村”，
摇身变成豫北“水村”，周围一个个或大或小
的湖泊，将整个村庄托举在水面上，村庄安枕
而卧，像一块水上绿洲，古老静谧；似一处江
南水乡，温润祥和。北孔庄将区委、区政府发
展乡村文旅的宏伟蓝图描画得绚丽多彩。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享受到了这一变
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午后，漫步街巷，偶遇一位82岁的老奶
奶，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老人说，春天来了，
可以去唱歌了。她说，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原来，村里在文化合作社大院，开办了乐
器班、《诗经》合唱班、朗诵班，免费提供教室、
葫芦丝、古筝，有专业老师授课。

82岁的奶奶会唱《关雎》，3岁的娃娃会背
《三字经》，中年汉子能演奏葫芦丝。2023年，
《我的“村晚”我的年》全国“村晚”直播，从演
员到主持人，全是土生土长的北孔庄人。正
在筹办的白鹭民俗市集活动、孔子问礼节活
动成为村民的新期待。

徜徉在“水村”，游人如织。水的魅力、文
化的芬芳、圆通寺的香火吸引着一波波人
流。这些人流，踩着春天的脚步纷至沓来。

村里的年轻人远走他乡的很少，大都在
村办企业上班，每月领着不错的收入。

昔日偏僻的北孔庄，随着焦作市大交通
的发展，已经四通八达。东海大道、解放路、
建设路在此交汇成形，状如佛掌，北孔庄独坐
其中，成为佛掌中的一颗明珠，魅力四射。

站在村南小桥上，我重新打量着北孔
庄。这个村庄，在整体布局上下了一盘大
棋，大手笔规划，大资金投入，换来的是生态
宜居，换来的是百业兴旺，换来的是幸福安
康。潮平岸阔，风正帆悬，未来可期。老子
再来，还会隐居修炼；游人来了，也会流连忘
返。

此时，耳畔传来击水的鸟鸣声。漠漠水
田，白鹭蹁跹，我心依依，陶醉在北孔庄的美
里。

北孔庄历史悠久，相传曾是“孔子问礼处”，
孔子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传承。村里建起了文化
大院，创办起当地第一家文化合作社，国学文化
在村里得到了弘扬，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绿水绕村，改善了古老
村庄的生态环境，滋润了千亩良田。豫北旱区
冒出一个“水村”，在当地实为罕见，文旅融合开
新篇，这里的乡村旅游一定会越来越火。

王天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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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利王保利

你的品格，像火，有火一样的炽烈；

你的品格，似铁，有铁一样的坚贞；

你的品格，如钢，却比钢坚强十分。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工友们

一

春犁新土，万物萌动，这个时节也是眷念的
季节。细算自己30多年的工作经历，基本上都是
在办公室从事管理工作，只有在螺丝班的300天
与工友们朝夕相伴，结下了鱼水交融的情谊。

1985年初，22岁的自己作为一名集体工，因
受全民工与集体工不能混岗的羁绊，从王封煤矿
教育科来到矿属更新队螺丝班工作。

一介文弱书生，被班长分配到模具组。
模具组共有四人，全是女性。有同学听说在
模具组就羡慕地讲：“那是照顾你，这是好活。”是
啊，一间30多平方米的工房，中间摆着长方形的
操作台，台案四周固定几个台钳。每天，几个人就
在台钳上锉模具，工作相对轻巧些。

四名女师傅每人干活有固定位置，操作台下有大
抽屉，各自有一套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方方圆圆的锉
刀工具，干活前将工具盒摆在右侧。我这个新徒弟在
东北角的台钳上，夹块废模具，借用老师的锉刀练
习。过了月把地儿，师傅们撺掇我，让向班长申请一
套锉刀工具。我觉得借用人家的也不方便，每件工具
对她们来说既珍贵又珍惜。一天，班长来模具组交代
工作，师傅们向我努嘴使眼色，我会意急忙向班长说：

“闪师傅，给咱弄一套锉刀工具呗。”班长略微沉思片
刻：“你，算了吧，你不知在这儿干三天两后晌的。”意
思是我在这里干不长，不知哪天会调走。这也断了我
和一屋人的念想。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四个女人
呢？每天进入工作程序，家长里短就会伴随着“哧嚓”
的锉刀声在工房中响起。每每此时，我就会借故外
出，爱兰大姐便笑道：“看看，保利又不愿听了。”

之后，我就跟着维修组的陈四清小师傅给冲床安
模具，给搓丝机垫锡钢片。

说起搓丝，我还扮演了回“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角
色，这也是自己在工作中敢于和善于提意见和建议的
发源地。看到搓丝这道工序需要三个师傅操作，且是
手工一个一个递着搓着，不仅慢，废品多，还效率低。
见状，我就给班长说：“闪师傅，这也太慢了，有没有全
自动的搓丝机？”班长爽快地回答：“有。弄台全自动
的，班里这么多人干啥？”是呀，全班67个人，都要养
家糊口哩。还是领导考虑周全。

二

那时，在车间班里不管大小，不论男女，工友们一
律尊称“师傅”，以至于对以后的各位总经理都这样
叫，让许多年轻大学生觉得别扭，不适应，而我们却认
为师傅亲切、好听。

我的第一任师傅，当仁不让应该是模具组的姐妹
们，大姐董爱兰、组长陈小琴、还有没结婚的史改妞、
谢玉清。虽然在这儿干的时间不长，也没正儿八经锉
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模具，可她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开
朗随和的性格，至今仍萦怀脑中。

班长闪贵喜，共和国同龄人，老家焦作造店村，长
得黑瘦。没有领导的架子，办事沉稳，没脾气，工友们
与他都是嘻嘻哈哈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88年
12月24日，星期日，螺丝车间(更新队1987年3月升
级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王封矿机械修配厂，原来
的班改为车间，班长改称主任)要去开封拉模具钢，我
和爱人乘车一同前往。由于那天下了当年第一场大
雪，黄河桥发生事故，车辆在北岸堵了一夜，翌日早上
输油管冻裂，致使车辆漏油着火。闪师傅让我和有孕
在身的爱人靠边站，他边用军大衣扑打灭火，边说：

“我有三个孩子，你们还没有。”他这种精神让我
写到这里给爱人一说，我俩还都唏嘘不已。

副班长靳小宽，工作精细，心灵手巧，是全班

的技术权威，后来调至华飞公司任副总经理。
维护组大组长李有福，性格耿直，说话难听，丁是

丁卯是卯，在班里不苟言笑。
维修工陈四清，一把好手，我的小师傅。由于年

龄小，成天让一群大姐们逗着玩。
维修工陶建国，我的同龄人，一段时间俺俩下班

一块喝酒看电影。他干活雷厉风行，却相当毛糙，经
常挨组长的训斥。

保管员许秀珍大姐，与我姐是同学。大大咧咧，
能干，好说，高嗓门，满车间都能听到她的吆喝声。

质检员王玉芳，40来岁，班里年龄最大的。原则
性强，工作像她成天手拿的游标卡尺般一丝不苟。不
与人说那么多，据理力争，按规矩办事。她干得是得
罪人的活。她每天在卡量各组活件的精度，被我誉为

“与头发丝打交道的人”。

三

螺丝是千百年来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共同发明，按
照应用领域来看，有人说它是人类的第一大发明。写
螺丝班，自然要介绍一下主角螺丝。螺丝，人人见过，
没啥稀奇，一个杆，一个帽。大家见过的基本上是家
用的平头或尖头小螺丝，小巧、晶亮。而螺丝班生产
的都是矿用大螺丝，且都是黑乌乌、油乎乎的。

我前文提到的模具，就是压螺丝帽或杆头的内六
方模型。从外地购来硬度极强的圆柱模具钢，切成6
厘米薄厚，中间用钻头先打眼，然后精致地在两端平
面上划内六方等分均匀的线条。每人都备有大锉刀、
小锉刀、平锉圆锉、三角小锉。先用大平锉干粗活，锉
出轮廓，然后用小锉刀精细锉平。最难做的是棱角，
要用小三角锉小心翼翼地锉，这是关键，弄不好几天
的工夫就白费了。锉模具不是力气活，要心静，气稳，

掌握平衡，内六方才能锉得水平如砥，丝毫不
差。小琴师傅练就高超的锉模具技能，锉得又快
质量又高，是名副其实的“班中工匠”。

再说从焦作矿务局（焦煤集团前身）供应处
进来的钢筋，不能直接做螺丝使用，要按工序先

浸酸，再拔丝，以消解钢筋的脆劲，增强其韧
性。接着再分门别类开展工作。经质检合
格，装入麻袋，重新运到矿务局供应处仓库，

作为内保产品，供应全局各个矿井使用。
那个年代，焦作矿务局的煤炭香飘海内外，这里

面无不蕴含着小小螺丝坚强的紧固功劳。此外，我们
生产的螺丝产品除了供应矿务局使用外，还销到许
昌、平顶山、鹤壁等地，深受用户好评。

螺丝车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红火了一阵
儿，职工最多时有160多人。最为风光的是，闪师傅
还组织全车间职工分三批到首都北京去旅游，大家兴
高采烈地在天安门广场看了升国旗，到八达岭登了长
城，去王府井逛了大街品尝了特色小吃，体验了先进
车间带来的荣光。至今提及此事，工友们都会津津乐
道，自然闪师傅黑不溜秋的笑纹里泛起愉悦的光泽，
藏都藏不住。

四

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1990年，厂里随着铁
合金产品的兴盛，螺丝车间用作硅铝铁合金的储存仓
库。螺丝车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己虽然在这里
工作过一年时间，可这里有我熟悉的一切，有我真正
的工友，想起来心里不是滋味。

前些时，我在发表《酽酽羊杂情》的文章当天早
上，应景到中站区丹记羊杂碎店吃杂碎。“王保利！”听
到有人喊我，愣怔一下一回头，原来是寇元梅大姐在
店里面帮忙叫我。30年不见的螺丝班老工友，甚是
惊喜。爱人问大姐哪的？我说螺丝班的。说出“螺丝
班”三个字，既亲切又畅快。

螺丝班，虽然字意表面冰冷，可里面有不尽的惦
念和情思。1985年，我与爱人第一次见面，她开口的
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在螺丝班干哩？”30多年来，
这句亲切的话语时常荡漾在心间。

去年，我在王封矿退休人员群里不断转发自己写
的文章，螺丝班模具组的谢玉清添加了我的微信。当
我叫出一个个工友师傅的名字，她惊讶道：“你记得怪
清哩。”不要说37年过去我没忘，即便再过30年，我
还会记得螺丝班的工友们。除了文中提到的师傅们，
我现在能喊出的师傅还有：乔桂兰、马爱琴、许玉玲、
靳新久、车照英、刘小春、刘国法、范黎明、许秀梅、史
香梅、原素霞……

五

1986年元旦，自己因爱好写作被调至工会图书
室工作。工会的办公室与螺丝班隔着篮球场正对门，
我时常站在窗前，听着哐当哐当的机器声，望着工休
时间或下班时师傅们说笑着走出大门，心里还涌起缕
缕情愫，回味起在螺丝班的一点一滴。

怀着对师傅们的敬意，我在工会写的第一篇小文
就是《锉刀礼赞》，发表在1986年2月8日《焦作矿工
报》副刊。文章这样写道：你的品格，像火，有火一样
的炽烈；你的品格，似铁，有铁一样的坚贞；你的品格，
如钢，却比钢坚强十分。哧——嚓，面对艰巨的任务，
你没有踟蹰，没有畏缩，凭着热血一腔，勇于献身，损
耗了自己，造就了别人。哧——嚓，哧嚓，我仿佛听到
了你的心声：不为自己……

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眼下时兴同学聚、战友
聚、知青聚，我想给年过古稀的闪师傅建议一声：啥时
候咱螺丝班的工友们也聚一下？

想念螺丝班，想念我的工友师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