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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关怀咱铁路工人
闵守 先 口 述　何仲 育 整理

宝成
铁路 是
1 957年 7

月1日 正
式通 车

的，那时我在老六局所
属的宝鸡机辆段 （宝鸡
机务段前身 ）担任蒸汽
机车2187专包机车组司
机长 ，负责宝鸡——凤
州区 段 的 专 列 牵 引 任
务。参加宝成铁路通车
典礼的 中央代表 团贺龙
元帅 、聂荣臻元帅 、杨
勇将军和老部长滕代远
等同志的专列就是由 我
们车班牵引 上秦岭、去
成都的 。

6 月 下 旬 的 一 天 ，
我们接到了命令 ，在车
库里整车待命达一个多
星期 。一天上午 ，我们
驱车到了宝鸡车站 ，十
时许 ，专列徐徐从东边
开来了 。我们的段长张
俊陪着几个人来到我们
车跟前 。听张段长介绍 ，
一位是局长刘英才 ，还
有一位是全 国铁总的副
主席李永 。李永曾经担
任过 “毛泽 东 号 ”机 车
组第 一任 司 机长 ，当 时
在全路甚至在全国名气
大得很 。李永上机车后 ，
笑嘻嘻地跟我们说：“给
首长开 专 列 ，思想不 要
太紧张 ，平时咋个干法 ，
今天照样。”我和伙计大
张、小 商 紧 张 的 心情一
下子放松了许多。

列车依 山傍水 ，沿
着“8”字 型 的 线路 ，
盘旋而上 ，到了青石崖
车站 。这个车站 ，是筑
路工人用 了 五百多吨炸
药，一炮 削掉了半个 山
头炸 出来的 。贺老总等
中央领导走下专列 ，仔
细视察了这个挂在 山腰
的车站 ，并在刘局长和
张段长 的陪 同下 ，朝机
车走了过来 。聂老总还
穿了件大衣 ，贺老总却
戴了顶尼泊尔式的水獭
帽，上唇蓄着 的短须 ，
更使他显得神采奕奕 。
到了机车前 ，刘局长说 ：

“ 首长看你们来了！”
我忙 高兴地说：“首长
们好！”贺老总笑着说 ：

“ 同志们辛苦了！”又

招手说：“下来咱们认
识认识。”我们三个人
走下了机车 ，张段长把
我们的名字告诉了首长
们，李永又把首长一一
介绍给我们 。握手后 ，
贺老总听我们都是东北
口音 ，就说：“铁路工
人有个好传统 ，是四海
为家 。战争时期 ，子弟
兵打到哪里 ，火车就开
到哪里 。现在是和平建
设时期 ，铁路修到哪里 ，
你们的家就搬到哪里！”
当他听说我们这个区段
是33%的坡道 、劳动强
度较大时 ，关切地说 ：

“ 同志们要注意身体 ，
身体是本钱哪 ！以后宝
成线要实现 电气化 ，等
你们开上了 电火车那可
就省劲罗。”贺老总的
一席话 ，说得我们心里
热乎乎的 。贺老总 、聂
老总 、滕部长等 中 央领
导和我们这些普通的火
车司机 ，合影留念 ，照
相机 留 下 了 珍 贵 的 镜
头。

专列开到了 当 时全
国海 拔 最 高 的 火 车站
——秦岭车站 以后 ，贺
老总 、聂老总他们又下
来视察 ，并派了两个秘
书给 我们送来 面 包 、香
肠、罐头等食品 。秘书
还告诉我 ，贺老总要我
到专列上去一趟 。我跟
两个伙计交代了一声 ，
就到专列上去了 。一上
车，贺老总就说：“快
坐下休息 ，秦岭隧道跑
了十 多分钟 ，可让你们
受罪了！”我说：“我
们早 习 惯了 。一进洞 ，
湿毛 巾 往嘴上一捂 ，当
口罩 戴 ，一 下子就 出 来
了。”几位首长都笑了 。
接着 ，贺老总又让我谈
了谈在宝 成 铁 路 上 开
车的体会 。最后 ，他提
高了嗓门 ，大声对我和
旁边的其他同志说：“国
民党修 宝 成 铁 路 喊 了
几十年 ，可连线路都没
有勘探 。我们解放 才 七
八年 ，就把宝成路修成
了，使 ‘蜀道难 ’成了
历史 。看来还是毛主席
英明 、共产党伟大啊！”
在爽 朗 的笑声 中 ，贺老

总伸 出 了 翘 着 的 大 拇
指，摄影记者 “啪”的
一声 ，把贺志总老这个
动作永远记录下来了 。
整个谈话 虽 说 只 有 二
十来分钟 ，但是 ，都录
了音 ，后来在 电台上还
摘要播放过呢 。

我们把贺老总 、聂
老总等 中央首长送到凤
州后 ，贺老总等首长又
到机车前来和我们握手
话别 。贺老总还风趣地
说：“到成都参加了通
车典礼 ，回来还要坐你
们的车下秦岭 ，你们可
不能不拉哟！”

这件事过去 已三十
多年 了 ，贺老总离开我
们也 已二十多年了 ，但
是每 当 我 看 到 这 些 照
片，回想起贺老总那热
情奔放的谈话 、爽朗 的
笑声 ，心里就热乎乎的 。
贺老总关怀铁路工人 ，
对火车司机的情谊 ，将
永远铭记在我们心 中 ，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铁
路工人去拚搏前进 ！

笔
走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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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雪球与“宰”
唐晓泉

有些做生意 的 ，用 那质 次价 高 的 东 西 ，连坑
带蒙 ，一 锤 子 买 卖 ，把钱弄 到 手 了 事 ，不 管 买 的
人吃 亏 上 当 ，咒 爹 骂 娘 。买 的 人 气愤至极 ，说这
是“宰 人”。

“ 宰 人”的 ，个体、集 体有 ，就连 那人们最
为信赖 的 “公 家”，也 并 非 皆 无 。例如有 一 家 搞
旅游 的 ，就是这样 。把 门 一 封 ，里 头 能 看 到 的 是
啥，不 说 ，只 说是 “新 的旅游 热 点”，一 看 五块
钱，比看个 “第 八奇
迹”还要 贵 。游人 以
为必 有 石 破 天 惊 之

处，便 出 血一 睹 。尽

到高 头 ，不 借他们 的
望远镜 ，看 不 成 ，一 用 还要 再 交钱 。游 览 参 观 的
没啥看 ，商 业 游 乐 设施倒 不 少 。看 毕 出 来 ，大 呼
上当 。也可 能是这些人文化层次太低 ，不 会欣 赏
的缘 故吧 ？不 过有 一 点 是肯定 的 ：这些人一 出 来 ，
就象个 “黑 洞 ”一 样 ，把 另 外 一 些想 来 这里 参观
的人 “吸进去 了 ”。因 为 他逢 人便说：“没啥看
的，且 宰人宰 得 太狠”。这话 不胫而 走 ，难怪乎
他那 “热 点 ”冷冷清 清 ，门 可 箩 雀 呢 ！虽 说 “跑

了不撵 ，拉住 不 饶”，可 毕竟 来 的
人太 少 ，宰 不 着 ，收 入还是上 不 去 ，
这实 际 上是 不 会做生意 。

会做生意 的 ，就 不 这样 。例如
亚运会期 问 ，山 西 煤矿工人制 作 的
灯展在 北 海公 园 展 出 。灯展这 东 西 ，
大城 市 年年搞 ，本属 平 常 。但煤矿
工人搞 的 这个展 ，水平 高 超 ，新 奇

壮丽 ，收 费 也 不 高 。
看了 的 人对 别 人说 ：

“ 确 实 值得 一 看 ，钱
没白 花。”这话也 不
断传 下 去 ，于 是 前 来

观看 的 人数就象滚雪球 一 样越 来越 大 ，直 至 日 达
数万 人 。不 须说 ，门 票 收 入 少 不 了 。

现在 企业 都要 在 宣 传 广 告上花许 多 本钱 。其
实消 费 者 本 身 就是最好 的 广 告 。不 过这种 广 告具
有两 种 效应 。如果利 用 得好 ，可 以 招徕顾 客 ；如
果利 用 不 好 ，甚 或 “提 着 刀 宰 人”，便会适 得其
反。经 营之道 ，也 须讲 点 辩 证 法 。高 价者未必赚 ，
低价者未必赔 。不 知企 业 家 以 为 然 否 ？

本版编辑 杨 乾 坤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工人报社

中国音协陕西分会　宝鸡啤酒厂

联合举办 “宝啤杯 ”全省厂歌大赛

征稿 启 事
为进一弘扬企业精神 ，激发职工热爱企业振

兴企业 的主人翁热情 ，为完成十 年规划和 “八五 ”
计划而建功立业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工人报社 、
中国音协陕西分会 、宝鸡啤酒厂联合举办陕西省

“ 宝啤杯”厂歌大赛 。
一、凡陕西省境内 的部 、省 、地 （市）、县

的全民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厂歌 （公 司歌 、所
歌、店歌 、矿歌 、院歌等 ）都可参加 比赛 。

二、比赛时间从1991年 1月 至5月 ，来稿截止
3 月 底 。

三、来稿请寄厂歌歌词简谱一份 （用碳素笔
誊写或打印）、盒式录音磁带一盘 ，寄陕西工人
报社副刊部 。

四、参赛厂歌将在陕西工人报上刊登 ，由 专
家组成评委会初评，5月 在西安举行决赛 ，评 出
获奖厂歌15～20首 ，予 以奖励 ，并在陕西工人报
公布获奖名单 。

热忱欢迎全省企业事业单位踊跃参赛。

晋阳 之 胜 在 晋 祠
齐连 声

《 晋祠志 》载：“三
晋之胜 ，以晋 阳为最 ，
而晋 阳 之 胜 ，全 在 晋
祠”。有幸到晋祠一游 ，
着实饱了眼福 。

这里 山环水绕 ，古
木参天 ，亭台对映 ，殿
宇壮观 ，不失为风景秀
丽的游览胜地 。李 白 曾
挥毫留诗：“晋祠流水
如碧玉 ，百尺清潭写翠
娥”，这脍炙人 口 的吟
咏伴随着这里的美色奇
景而留 芳百世 。

这里不仅有富丽堂

皇的古代文明建筑 ，而

且有着那 “剪桐封弟 ”
的动听传说 。周武王姬
发驾崩后 ，其年幼 的儿
子成王姬诵继位 。一 日 ，
周成王与幼弟姬虞做游
戏，他把一片梧桐树叶
剪成诸侯举行礼仪时用
的玉珪 ，对姬虞说：“把

这玉珪给你 ，
你去唐 国做侯
吧！”天子 口
中无戏言 ，只
好封姬虞去唐
国做侯了 。姬
虞到了唐 国 ，
兴修 水 利 ，发
展农 业 ，使 此
后的700年 国
泰民安 。姬虞
死后 ，他的后
裔为了 “追根
思源”以求万
世永 昌 ，在风
景秀丽的悬瓮

山下 、晋水源头，“立
祠永祀”。因姬虞是姬
诵的弟弟 ，那时弟称叔 ，
故把 此 称 为 “唐 叔 虞
祠”。

叔虞死后 ，葬在了
晋水之南 ，至今晋祠西
南有叔虞墓 ，人们称之
为晋王岭 。他的儿子燮
父，后迁晋水旁 ，更 国
号为晋 ，被誉为晋王 。
故唐 叔 虞 祠 又 称 晋 王
祠，晋祠也就 为其简
称了 。

北宋天圣年 间修建
起的圣母殿 ，虽历尽千
年，但又经历代经营擘
划，今 日 仍固 如 当初 。
它作为主殿 ，位居最后 ，
座落在大树掩映之 中 ，
前有鱼沼飞梁 ，后拥悬
瓮主峰 ，左傍善利泉 ，
右临难老泉 。圣母殿前
廊上面悬挂有一块宋代
保存下来的 巨型主额 ，
上书：“显灵昭济圣母”。
相传 ，圣 母 乃 邑 姜 ，
即姜 子 牙 的 女 儿 ，周
武王 之 后 ，成 王 和 叔
虞的 妈 妈 ，她 是 历 史
上很 有 名 望 的 一 位 妇
女。其丈夫周武王曾夸
她：“贤于内治 ，明胎
教之道”。

游人进入圣母殿 ，
宛如置身于华丽宫帏之

中。圣母 邑姜 ，凝神端
坐中央 ，头戴凤冠 ，身

披蟒袍 ，面 目 严肃 ，仪

表非凡 ，贵 妇 人 之 神气

劲咄 咄 逼 人 。分 列 两
旁的 42尊 侍 女 ，一 个
个口 有 情 ，目 有 神 ，
惟妙惟 肖 ，情 态 逼 真 ，
堪称 我 国 雕 塑 艺 术 的
杰作 。

据载 ，唐叔虞祠初
建于 公元5世纪 北魏时
期。北齐天保九年 ，皇
帝高 洋 自 定 晋 阳 为 别
都。他雅爱晋祠 山水 ，
于是在晋祠 “大起楼观 ，
穿筑池塘”，首先建起
了难老泉 、善利泉亭 ，
又筑大 池 ，架 飞 梁 于 水
上，取 “曲水流杯”之
意，筑流环池 ，且在池
中点缀了流环亭 ；筑八
角池 引 善利泉水入智伯
渠；此 外 ，还兴 建起宝
墨堂 、清华堂 、环翠亭

和望川亭台等 。

然而唐叔虞祠也经

历了不测的浩劫 。金贞
祐元年 ，蒙古军三路南
下，其右路 军 经太
行大掠太 原 。晋 祠
的殿 柱 成 了 拴 马
桩，祠宇遍地马粪 ，
撤兵时整个祠堂火
光冲 天 ，除 了 圣母
殿和 舍 利 生 生 塔
外，“余皆成为灰
烬”。

如今的晋祠 ，
实际上是乾隆三十

六年重新扩建而成
的。乾隆十三年 ，
官至户部尚 书的浙
江籍人士梁国治任

山西冀宁道时 ，见到晋
祠荒废之状 ，产生了 重
建祠宇念头 。后升任湖
北巡抚兼湖广总督时 ，
又想及此事 。于是致函
交往颇深的 山 西布政使
朱圭 ，朱圭即批示冀宁
道徐浩 ，交给太原县令
周宽 “总 领 其 事”。
这样 ，经 过 “奉 檄 重
建”，建 起 了 正 殿 、
配殿等诸 多建筑 。今天
的晋叔祠 曾 多次修缮，
但仍为乾隆重建的格局
与规模 。

晋祠的美 ，体现着
神奇的传说与甜美诗意

的结合 。这里 的一泉一
阁，都诉说着感人的故
事，一草一木都洋溢着
叫绝 的 奇 山 异水 。当 人
们游览于晋祠之中时 ，
都似乎在诗海和仙境中
徜徉 。此时我想起了 陈
毅的 《游晋祠 》诗：“周
柏唐 槐宋献殿 ，金 元 明
清题 咏 题 遍 。世民 立
碑颂 统 一 ，光 义 于 此
灭北 汉 。帝 王 兴废 长
已矣 ，人 民 世 纪金 不
换。”元 帅 拳 拳之心
如难老泉水晶莹碧透 ，
四季长流 。

桂林象鼻山　高 明 震　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