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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化··公益公益

历史上关于人类的起源是这样描述的：很久
以前，在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里，生活着一群森林古
猿，他们倚树而居，树上甘甜丰富的果实是他们生
存的食物，高大繁茂的树冠是他们躲避天敌的掩
护。然而，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变，森林的面积逐年
递减，他们不得不考虑未来。于是其中的一部分
古猿离开了家园，走出了森林，走进了远方，那一
片茫茫的未知的荒原。

人类的文明。正是从第一支古猿走进荒原拉
开了序幕。

而人类的发展，则是靠更多的人义无反顾地
走进一片又一片更大更荒凉的荒原——科学的世
界。

他们，我们称之为拓荒者。
拓荒者需要随时献身的勇气。未知的荒原，

到处都存在未知的危险，每走出一步都可能意味
着付出巨大的代价。当哥白尼坚持日心说而与教
会发生了冲突时，在权威的胁迫与打压下，他依然
坚定自己的看法，相信真理的力量。他如同一只
扑火的飞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因那是他心之
所向的光明。

拓荒者需要超越常人的智慧。如何将荒原变
成宝地，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在研究光电

效应问题时，很多物理学家凭借着传统的理论和
宏观的思想进行探究都失败了。而普朗克却提出
了能量量子化，即能量是不连续的，又最小的单
位。即能量子。凭借这种假设，他取得了极大的

成功，也推开了物理学另一个主要领域——量子
物理的大门，正是大胆创新与积极思考，让荒原变
得不再神秘。

拓荒者需要忍受不被理解的孤独。因为这是
无人走过的地方，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只因他们的
思想超越了其他人，进而无人能懂。众所周知很
多伟大的理论在提出之处往往无人问津，不受重
视，甚至被认为是荒诞。最著名的例子莫非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这项完全能够获诺贝尔奖却
未果的思想，只因为评委们不能理解。拓荒者的
远见卓识导致了他们的孤独，当不顾外界评论一
心钻研使他们的形象更为光辉。不管怎样，几十
年后人们终于会懂。

拓荒者，光明的象征，未来的使者。是他们，
在人类的文明之路上踏下一连串坚实的脚印，引
导着芸芸众生不断前进；是他们，将充满危险的未
知的荒原改造成生机勃勃的家园，使人们的生活
更加舒适幸福。

文明需要感谢他们，但我们更要做的，是追寻
他们的脚步，走向更多、更远的荒原。也行，这条
路会很漫长、很艰苦，也行，你会疲惫，会失望。当
请相信未来，相信走过这片荒原，世界又会呈现新
的景象。

在广德市杨滩镇桐河的源头，1970年代到 1980年代中
期，原江苏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曾经在这里创建过两个小三
线工厂，一是国营燎原机械军工厂（第8390厂），一是国营烽
火机械厂，专业生产各类通信、控制、电力、计算机电缆及光
缆等设备。曾为我国航天事业配套服务、为国防通信系统
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笔者在这里主要记述的是，在
小三线建厂初期，帮助革命老区架设电线送光明，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往事。

当年的杨滩公社五合大队是毗邻两个小三线厂的大山
区。这里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盛产茶叶。这里曾经是解放
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坚持战斗在苏浙皖地区的游击武装大
本营----新四军苏浙皖边区司令部、中共郎广工委、广南
县民主政府所在地。但是，由于山区不通公路，不通电，到
1967 年全大队茶叶产量不足 400 担（屯绿），同年大队所属
的 11 个生产队实行统一核算后，到 1970 年茶叶产量，因手
工制作，制约了茶叶的发展，产量依然很低还是 400 担左
右。支部书记王学江、主任余明江很是着急，他们都是解放
前入党的老革命。茶叶是五合的支柱产业，茶叶不发展，五
合的落后面貌就无法改变。统一支委思想，决定建设一个
机械化茶厂。厂址、厂房、茶叶机械都落实了，电力问题如
何解决呢？

恰在这时，江苏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要在杨滩建设“小三
线”燎原厂和烽火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学江同志利用自
己曾经参加地下党的光荣历史身份，多次赴南京江苏省国
防工业办公室协调解决电力设备。1970年寒冬腊月，烽火

厂的孙厂长得知五合要架电需
要小三线厂给予帮助。他认
为，我们在安徽广德杨滩建厂
是国家战备的需要，作为建厂
的负责人，不能擅自将设备赠
给地方，按程序必须征得上一
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当江苏省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一位何主任
将在利民厂（在柏垫镇月克冲
也是小三线专门造子弹）召开加快小三线厂建设的专门会
议，特派秘书专门送信到五合通知王学江同志，王学江得知
后，迅速带上班子的另外两名成员赶到利民厂，等到何主任
散会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当时烽火厂的孙厂长向何主任
汇报：“当地一个革命老区的党支部书记在等您。”何主任一
听，来访的是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入党的老同志时，不顾开

会的疲劳立即答应接见，当听完是
为了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请求支
援时，他对这位老区支部书记的志
诚话语所感动，当即答应并指示燎
原和烽火两厂在建设自身的同时，
帮助五合解决一些困难。在得到
何主任的充分肯定和答复后，烽火
厂的孙厂长表态，为五合茶厂捐赠
一台50kv变压器，并指示厂办负责

人到镇江协调购买高压水泥电线杆60多根，在巢湖地区水电
局购买25毫米平方铝绞线2吨。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战
备物资，不是“小三线”建设的需要，农村社队是很难采购的
到的。听说是革命老区架电建茶厂，为广德四个小三线厂配
套的宁国港口发电厂还专门派师傅帮助架线安装。从1970
年初到 1972 年春茶开采前的 4 月上旬安装结束，两年多的

时间，在小三线厂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架设高压电 4.5公
里，建起3幢锯齿形厂房，安装2台杀青机，6台揉捻机，1台
烘干机，4台炒坯机，4台炒干机，配套电机约50个千瓦。

清楚记得，通电那天，全大队能走得动的社员，都来到
茶厂观看，当王学江同志激动地宣布“通电”这一刹那时，
1000 多平方米的茶厂内灯火通明，社员欢声雷动，试机开
始，一台台茶机随着电闸一合，立即转动起来，人们兴奋不
已。自此，五合摆脱了原始的制茶模式，实现了机械化制
茶，茶叶产量年年增加，到1976年茶季结束时全大队的产量
已由1970年的400担达到近千担。不仅如此，茶厂通电后，
在燎原厂和烽火厂的帮助下，11个自然村社员也在全县率
先实现了家家用电。

五合大队党支部在茶厂建设完工投产总结时，书记王
学江深情地说：“没有小三线厂的支持，我们革命老区能在
全县率先通电，实现茶叶生产机械化吗？”

上世纪七十年代广德小三线的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
发展，活跃了地方的商贸流通，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改善了山区的交通状况，燎原厂和烽火厂建成投产
后，开通了杨滩琳塘直达无锡的长途班车，两厂的影剧院
（大会堂）也对当地的农民全面开放。1986年随着国家的战
略调整，两厂先后搬迁到苏州和无锡，但是留给当地人民的
美好记忆是永存的。

饭后我又沿着村道漫步向前
从新宅走到原来老屋的塘边
好在有零星的路灯闪烁之光
照亮了冬天寒冷的寂静夜晚

桐河水的响声唤醒记忆童年
老屋月亮山下住着少时伙伴
稻草田里竹林中结伴捉迷藏
火堆旁听着大人的家长里短

球场上放电影注定一夜狂欢
因为人小身短我总是往前站
目不转睛痴迷地从头看到尾
因为我会经常看到战争大片

春夏秋冬小伙伴总盼着过年
因为有肉吃还有新的衣服穿
那时的年糕糍粑味道不一样
到现在还记得如此可口香甜

大年三十从早到晚都是笑脸
因为爸妈要给我们发压岁钱
正月初一清早首先走外婆家
因为这天吃的是最温馨美餐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妈走远
草滩仓库球场已成过往云烟
儿时的一群发小已两鬓斑白
荒山荒地变成菊花园牡丹园

我人生梦都牵挂在桐川两岸
因为这里有我世代长眠祖先
新时代带来的家乡山河巨变
告慰父辈如您一生追求所愿

雪落江南
也有不可青睐的小脾气
刺骨的小风缠了些冰棱花
神秘地挂在屋檐 草木上
寒鸦用游荡的句子
把月光一瓣一瓣叫落

火炉中 几段枯木盖住夜晚
有突然升腾的温暖
坐进自己的梦乡
小酌

 































大家好！我是小文，文化课的
文，我跟小体都在一个单位———
学校，而且我们拥有共同的“粉
丝”———学生，但因为一些家长
的偏心，所以我和小体也经常闹得
不愉快，小体总说我霸道，占用了
他的时间，可这不是我的错呀，我
既没有主导权又没有支配权，现在
只好请大家给评评理吧。

就说那次吧，本来是小体的
课，可老师偏偏留下了几个学生，
硬要他们跟我对话，你不知道，我
每天在学校里任务最重，工作时间
最长，好不容易休息一下，还得让
我出场，最伤心的是其中一个学生
竟然边读边把我弄得遍体鳞伤，我
强忍着一直撑到下课。没想到，小
体居然骂我不厚道，抢了他的“粉
丝”，你们说我冤不冤啊？

我也有嫉恨小体的时候，谁不
知道我为学生付出的最多，可学生
们都喜欢小体，你看他们只要在一

起就玩个没完没了，浑身是劲，花
样特多。但是当我上场的时候，总
有人无精打采，人在教室心在球
场，你们说我屈不屈呢？

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指点，
就在今年的初一清晨，小体主动
上门拜年道贺。他一见到我就
说：“文哥，新年好！以前我不该
跟你拌嘴，论错也是人们的观念
不该发生分歧，其实咱俩都重
要。你想啊，文化课再好，没有强
健的体魄去落实，去转化为生产
力又有什么用呢？反之，如果一
个健康的人没有文化包装和充实
同样可怕。今年督学来了，我相
信错误的观念会慢慢得到纠正，
一切都将正常起来。”

我听了小体的一番话，激动地
说：“小体弟弟，你能如此理解，我
十分高兴，我们文体就如同手心和
手背，都是肉，做家长的哪能偏心
啊？”

小三线的记忆
帮助革命老区架电建茶厂

□ 王业沁

走过荒原
□ 贺 夏

童年记忆
□ 王明发

江南的冬天
□ 陌兮

当最后一瓣落花
让枝头的鸣蝉没了牵挂

在江南 不说竹
麻雀只是树上一枚客套的叶子
缠在阳光和薄雾里
高过屋瘠
与停止了脚步穿行的河流对视时间

草木 醉心与删减阴影的版图
被萧瑟的光阴疏远
偶尔也被纯洁的伪装遮蔽

雨水只是一个缄默的词

雪落江南
□ 陌兮

“小文”自述
□ 曾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