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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江桥
张 鑫

一座古桥，静静地屹立在那里，历经

了八百年的风雨洗礼，也没有因此而变得

落寞凄凉，成为夕阳下的废墟。相反，它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着自己的使命，迎

来送往，这样的故事怎能不让人惊叹？

没错，这座桥就是渌江桥，它真实地

存在着，见证了醴陵这座城市的历史变

迁。

或许你会觉得，这只是一座不起眼的

桥梁。确实，它没有万里长城那般宏伟的

气势，也没有敦煌莫高窟的精美绝伦，更

不曾像断桥那样拥有许仙与白娘子的美

丽传说。然而，对于醴陵这座城市和醴陵

人来说，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座普通的

桥梁。

我曾在这座古桥上走过了三年的时

光，因为它是我初中上学的必经之路。那

时候的我，每次踏上那些青石板，总是漫

不经心地走过，不曾有过太多的留意。春

秋时节，心情慵懒，脚步散漫，和朋友们三

五成群地嬉笑着走过，从未在意过脚下的

这座桥。而到了夏冬之时，桥上毫无遮掩，

要么是烈日炎炎，晒得皮肤滚烫；要么是

冷风飕飕，从石栏的空洞中直穿而过。那

时的我，只是匆匆走过，未曾仔细打量过

这座桥。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我陪着久

居他乡的亲人去寻找先辈当年访过的醴

陵印记，才再次走近了这座桥。

渌江桥离我家并不远，但专程去看它

还是第一次。与那些托起城市繁华的现代

桥梁不同，古老的渌江桥散发着小桥流水

的秀美与灵韵。刚踏上桥面，我的脚步就

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坚实宽大的石板桥上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两道斜坡缓缓而上，

中间夹着一条并不算窄的人行桥道，足以

容纳两三个人并排通过。虽然常有行人沿

着斜坡边沿缓步而上，但我更喜欢迈着与

石板同宽的步子，在人行道中拾级而上。

这是我在还未长大的年纪就开始的步伐，

熟悉而又亲切。

到了桥面，豁然开朗，平坦宽广。一

块块巨型麻石铺排得错落有致，有的被

磨去了棱角，有的被水滴出了小洼。在没

有现代先进科技手段的年代，这些麻石

仍然被精心地铺排在这里，让人不得不

惊叹古人的智慧和手艺。桥栏也是用石

块垒成的，层层堆叠的石块中每层都留

有一个大大的石洞。这些石洞不仅让桥

体显得更加灵动，还承载着我们每个孩

子的美好回忆。小时候，我踮起脚尖也看

不到桥下的风景，所以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把头伸进洞里，透过这一格格的洞

口窥探桥下的流水。当然，我也喜欢朝着

洞口大声喊叫，期待着来自河上清风的

回应。而大人们则习惯搬个小板凳坐在

桥栏下小憩，感受着从洞口吹来的习习

河风，或在这里抽支烟，望着夜色中的河

水畅谈往事。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托付给

了桥栏洞口的清风，随风飘散。

驻足渌江桥上，凭栏远眺西山，只见

眼前这座石桥精巧而不失大气，与重重

叠叠的西山隔着悠悠的渌水遥相呼应。

青山、绿水、石桥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山水画卷，让人不忍离去。不远

处，引桥连接着状元芳洲，洲上树木葱

郁，林荫小道蜿蜒曲折，鸟语花香。再向

桥下望去，渌水河面开阔，两岸垂柳依

依，轻柔地亲吻着平静的河面，各式古老

的民居倒影在河面上一字排开。晚饭后，

人们三三两两地摇着扇子，在桥上桥下

悠闲地散步。这时，你会忽然想起那句

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

了别人的梦。”偶尔有渔人驾着小舟穿梭

在桥拱间，借着舟上的灯光撒网捕鱼。渐

渐地，疲惫、忧愁、烦恼都随风而去，或随

水沉淀。踏上这座石桥，人的心境很容易

被一步步牵引，仿佛渌江桥也能弹奏出

属于自己的旋律。

这就是渌江桥的古朴魅力所在，它

平实、淡然，无乐无悲，倾听了一代又一

代人的故事，抚平了无数人的心灵。这一

切都要归功于那些遥远的先人。作为吴

楚要冲的醴陵，连通南北，但一江之隔使

得交通常常受阻于渌水。为了改变这一

状况，官民齐心协力修筑了渌江桥。我无

法想象，在古代生产力如此不发达的年

代，先民们是如何将这座伟岸的桥梁修

筑成功的。因此，我只能在钦佩之余暗自

赞叹他们智慧的卓越与手艺的高超。在

漫长的岁月里，渌江桥经历了二十一次

毁坏而复建，虽然饱经天灾与人祸的摧

残，但并没有切断它的传承。它横跨在江

面上，停驻于云彩间，一脉相承。就像人

一样，虽然命途多舛，但只要经得起风

雨、守得住寂寞、锻得强筋骨、度得过煎

熬，就能巩固自己的一方天地。

渌江桥作为渌水江上的沧桑见证者，

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它无声

地记录着祖祖辈辈留下的脚印和故事，让

人心境变得平和而恬美。在这里，我们找

不到一丝令人心潮澎湃的壮志豪情，但那

些渡尽劫波、沧海横流的日子，那些缠绕

在心头的忧愁思绪，那些留下的人文事

迹、精神篇章和盛世辉煌，终究成为醴陵

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

滔滔渌水从它脚下蜿蜒流过，不知其

起源何时，也不知其何时会终结。但只要

渌江桥的历史脉搏还在跳动，鱼水之情永

存于我们心中，那么它就会一直温暖着我

们，永不变凉。

随笔

腊肠香
彭 垚

立冬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家家户户

忙着做腊肠，年味儿也越来越浓。朋友见面，招

呼第一句：“你哪天去做腊肠？”在偌大的城市

里，这样的问候让我感到无比亲切。于是微笑

着随口道一句：“你说哪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做

腊肠！”一句句有关腊肠的话语，让钢筋水泥铸

就的冰冷城市有了异样的温暖。

我其实是非常认真回答的，毕竟我也想吃

腊肠了，这是漂泊他乡难得的年味儿！谁知，当

天晚上，朋友便联系了卖土猪肉的店家，替我做

主预留了五公斤前腿肉。第二天一早，朋友又早

早去等着新鲜的大肥猪开膛破肚。我向来是见

不得杀生的，小时候见过杀年猪的场景，猪嚎

叫，我痛哭，猪挣扎，我也挣扎，一群人杀猪，一

群人拦我，那场面，可谓是人畜共鸣啊！

待朋友称了猪肉，再手工一片片切了装进

袋里，我才姗姗来迟跟着一起再去另一个菜市

场做腊肠。朋友激情满满：“老板，这是我们两

个人的，各做各的，我的三分之一做广味，三分

之一做五香麻辣味，三分之一做……”我不太

能分得清这些都是猪肉做的一节节腊肠如何

区别，但为了不被人笑话，于是赶紧补充道：

“我的也一样！”

老板说：“你们的肉太肥了，做不了腊肠！”

朋友脸上顿时闪过一丝不可置信，因为在我和

她看来，她是那么有经验。老板说：“这样装出

来的腊肠吃下去满口是油，吃不得！”就在朋友

愣神的间隙，我立马圆场：“没关系，我们再买

点瘦肉加进去就可以了。”老板脸上终于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这个过程实在是曲折，我们加了第一次瘦

肉后，袋子里的肉片还是一片白生生。再加第二

次，我们觉得很满意了，可装腊肠的老板还是说

不行。就连后面排队的客人也看不下去了，人群

窃窃私语，有人建议我们再加瘦肉，有人建议我

们把肥肉挑一些出来……最后，在连续加了四

次瘦肉，又捡出来一两斤肥肉出来后，我们终于

又排进了做腊肠的队伍里。

轮到我们了，做事的员工看着满满一大

锅肉片肉丝，无比欢喜地说道：“家里人多？做

这么多？”我们无奈地笑了笑。称了重量，按比

例放入调料，几招龙腾虎跃似地翻腾，工作人

员把搅拌好的肉放进一个大大的铁漏斗里，

电源一打开，突突突的声音响起，有几分欢

腾，也有几分热闹。工作人员默契地和机器配

合，一根长长的肉条从机器里源源不断地吐

出来，越吐越长，第二道工序的工作人员马不

停蹄地按照一定长度从中间扎上线，一节节

胖嘟嘟的腊肠就诞生了。腊肠还在无限变长，

我们的担心也在越变越长——明明说好做一

点腊肠，可腊肠越做越多，怎么搬回家呀？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把腊肠搬回了

家里。看着眼前摆了一大片的腊肠，阵阵扑鼻的

香味儿弥漫在屋里，这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丰收”的喜悦。想想小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

日子，看着谁家有这么多的腊肠，那可是实打实

的大富大贵人家！生活拮据的我们不就日日期

待着这样的大富大贵吗？看来现如今是实现这

富贵梦了！我开开心心地把腊肠往窗户边上一

挂，远看像极了一串串风铃，微风从窗外吹进

来，我的“风铃”腊香味儿四溢，奏响了过年的心

情。我心里突然升腾起一片欢喜，给大哥家四

节，给二姐家四节，给秀吉家四节，给国辉家四

节……我的腊肠好像不够分呀！

刚忙完手里的活，朋友打来电话：“我的腊

肠挂好了，这下亲戚朋友都有送的了……”挂

了电话，我幻想着敲开一道道防盗门送腊肠的

温情里。

株洲味

母亲的腊月
林新发

“小孩盼过年，大人忙腊月”，在我家，这句话

显得格外贴切。每逢腊月，母亲仿若一只不知疲

倦的陀螺，被年关的风鞭抽得飞速旋转，转出生

活的腾腾热气与满溢温情。

腊八的晨钟尚未敲响，母亲便已在厨房中忙

碌开来。天还没亮，母亲就忙碌起来。她精心挑选

红枣、桂圆、莲子、薏仁等食材，一遍遍地洗净，再

慢火熬煮。一锅浓稠香甜的腊八粥在热气中翻

滚，香味渐浓，仿佛盛满了她对家人健康平安的

祈愿，正应了那句古老的民谣：“腊八腊，吃粥甜，

新岁福泽润心田。”

过了腊八，母亲便正式开启了年货筹备的

忙碌行程。天未破晓，她便挎着竹篮奔赴集市。

穿梭于熙攘人群，母亲细选茶叶，指尖轻捻，鼻

翼微嗅，定要选出最香醇的铁观音，此乃待客必

备，正合“寒夜客来茶当酒”之雅意。而后于干货

摊前徘徊，甄别香菇、鱿鱼优劣，配上当归、党

参，这些食材将在年夜饭汤锅中炖煮出团圆之

味。选肉时，母亲更是一丝不苟，挑新鲜的五花

肉、肥美的鲈鱼，嘴里念叨着：“红烧肉肥瘦得刚

好，清蒸鲈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她的讲究，透着

对新年的期许。

置办完年货，母亲便马不停蹄地投身于屋子

的清扫之中。她手持鸡毛掸子，小心翼翼地扫落

屋梁上的积尘，仿佛是在轻轻挥别旧岁的阴霾与

不顺。墙角的蛛网被清理得一干二净，桌椅板凳

被搬到院子里，母亲用湿布反复擦拭，直至木纹

清晰可见，光泽温润喜人，恰似“茅舍春回事事

欢，屋尘收拾号除残”所描绘的那般，扫尽晦气，

迎接新年的福运与吉祥。

做粿乃腊月要事。母亲将糯米粉倒入盆中，

徐徐加入温水，双手如同灵动的舞者，反复揉搓，

不多时便将面团整得光滑细腻。而后，母亲凭借

着灵巧的双手，将面团分成小块，精心捏制成形，

再用雕花模具压出精美繁复的图案。蒸粿时，厨

房瞬间被热气氤氲弥漫，香气四溢飘散，母亲寸

步不离地守在炉灶旁，不时添柴加薪，眼神中满

是期许。真可谓“粿香新岁至，瑞气满人间”，粿成

了母亲承载祝福的佳物。

年关愈近，母亲愈忙。她坐在那台老旧却熟

悉的缝纫机前，为我们赶制新衣。脚踩踏板，双

手轻推布料，细密均匀的针脚如潺潺流淌的岁

月长河，穿梭出对新年的憧憬与期待。又忙着准

备祭祀供品，神情庄重，双手轻轻将供品摆放整

齐，目光中满是敬畏与虔诚。谨遵“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的古训，袅袅升起的香烟，就像是一道

无形的桥梁，连接着阴阳两界，寄托着对先人的

追思与敬意。

大年三十这一天，母亲依然在厨房中忙碌穿

梭。晨起杀鸡宰鸭、清洗蔬菜，为年夜饭做着最后

的冲刺。厨房中锅碗瓢盆交错奏响的乐章，伴随

着饭菜的香气四溢飘散，弥漫在屋内每一个角

落，那是家的味道，是幸福满溢的味道，是母亲用

爱与付出熬煮出的人间至味。

母亲的腊月，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忙碌旅

程。是对家人毫无保留的挚爱深情，是对传统习

俗矢志不渝的坚守传承。那些平凡而琐碎的日

子，在母亲的精心操持下，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化作我心底深处永恒而温暖的珍贵记忆，像一坛

封存多年的陈酿，岁月愈长，香气愈醇。

散文

记事本 六〇一往事
谭 勇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在

这里工作……很多六〇一厂子弟都是这样的

人生轨迹，我也如此。

虽然喜欢“诗和远行”，虽然向往“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但这里是起点，终究也是终点，

周而复始……

（一）

1991 年，我被分配到六〇一厂工程公司

工作。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新奇，我对工

作和生活充满了激情。因为喜欢写作，经常在

厂报上写文章，宣传单位的好人好事，全国劳

动模范彭泽全的先进事迹材料和宣传稿就是

我撰写的。他是六〇一厂的骄傲，也成就了我

的骄傲。我因为在宣传工作上成绩突出，每年

都得到了单位的奖励。仅参加工作 3 年，就破

格拔尖多晋升了 1 个序号的工资——虽然只

有 6 元钱。

我的师傅麻隆先来自怀化麻阳，是管道班

班长，也是一名老党员，他在班组、车间里有着

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无论是工程质量还是服务

质量都是有口皆碑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

始，公司大兴土木，永红新区、钻石新村、钻石

花园、钻石怡园，一栋栋住宅楼平地拔起，职工

告别了蜗居时代，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

善。从设计到基建，从安装到装修，凝聚着许许

多多像我师傅一样工程建设者们的辛勤汗水，

我们负责的管道安装项目也得到了广大职工

家属的肯定和赞许。

（二）

2002年 4月，工厂改制为集团公司，但我们

还是习惯了叫六〇一，这不仅仅是个代名词，更

是一种原生态情结。当时我所在的工程公司也

面临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我选择了交流来到钨

钼事业部（原 145 车间）工作，现在这个单位又

划归了中钨高新稀有新材。我之所以选择这里，

是因为父亲曾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在这里最

大的收获，就是真正了解了父亲。父亲文化程度

不高，但勤奋好学肯钻研，技术过硬，任劳任怨，

有求必应。一辈子忠于一事，即使退休了也拒绝

其他企业的高薪聘请，让我见证了老一辈六〇一

人的优良品质。父亲说，是六〇一给了他一切，

他的一切也只能属于这里。

我不敢给父亲抹黑，虚心求教，刻苦学

习技术，仅用了 3 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还原

四管炉、十四管炉的操作技能和原理，甚至

能画出设备结构草图；不但能排除一些简单

的设备故障，还能根据出料情况调节氢气流

量控制生产工艺。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我经

常求助父亲。父亲平时话不多，但谈起工作

却是津津乐道，还时常说起如何参加厂里的

扫盲班，怎么样钻研技术，下了班背着锄头

去挖防空洞，加入中国共产党……父子感情

在这样交流中得到了改善和升华，我的技术

水平从理论到实际都有了飞速地提高，很快

考取了高级操作证；我成了一名生产骨干，

两年后还当上了大班长。

（三）

2007 年底，因工作需要，我调入了型材合

金厂，该厂已经发展成为分公司。从班组到厂

办公室，从管理人员到操作工，几经浮沉，历经

了悲欢离合，习惯了人来人往，这里于我，一切

都令人难以忘怀。

不管怎么样，我也是型材分公司发展壮大

的见证者。想当初那些年久陈旧的厂房，一到

下雨就令人紧张，不知道下一个漏雨点又在哪

里；天气太热担心物料、干燥柜自燃；考核有异

议要耐心去解释，还要操心蛇的出没。月产量

突破 100 吨大关，调度会上大家拍手称快。此

后，产量逐步攀升，爬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2021年 4月，年产 2000吨棒型材生产线竣工投

产，一座现代化工厂诞生了。从 300 吨到 2000

吨，这不仅仅是量的突破，更是质的飞跃，是型

材的第二次飞跃，推动了我国硬质合金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我清晰地记得，每临近月底，所

有的骨干全部充实到质检包装线参加义务劳

动；我清晰地记得，在各自岗位上吃苦耐劳、默

默奉献的员工；我还清晰地记得，全国“五一”

劳动勋章获得者曾惠钦的材料也是我整理的。

不待扬鞭自奋蹄，在整理先进材料的同时，我

也被她那种锲而不舍、笃行不怠的精神所折

服，这种品质也正是身边许许多多株硬人的品

质，他们潜移默化地浸染着我，不管在何岗位，

这种意识都能转化为一种本能，一种习惯，让

我在不同的岗位都能积极面对，接受挑战。

（四）

这种习惯至今影响着我对工作的态度。

2021年底，我来到公司纪检部，于我而言，这是

一个全新的领域，一切从零开始。以前看报告

看材料就感觉昏昏欲睡，而今却要学习研究，

如何起草、怎么样把文件会议精神变成具体工

作实施，如何开展监督检查、案件调查……还

好，这么多年来，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写作。

记得第一次写工作报告时无从下手，知识体系、

工作经历等各方面都严重欠缺，连报告框架都搭建

不起来。连续奋战了两个通宵达旦，却还是没拼凑出

头绪，后来在纪检部唐力主办的帮助下才勉强交

稿。唐力从事纪检工作已逾20年，经验丰富，做事

认真，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对我们这些纪检新兵

很有耐心和包容心。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很快

进入了角色。2022年，公司第四届党代会部分材料

中就有我起草的内容，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纪检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政治

性、思想性、逻辑性非常强，不仅要求关注时

事，学习党内法规和公司制度，还要不断探索

改进工作方法和手段，以增强履职本领。我也

将在这个岗位上努力奋斗，让纪检工作真正成

为“帮助人、帮助企业”的价值切实体现。

在六〇一工作三十多年，见证了这里的巨

变，也有说不完的故事。总而言之，在这里的每

一寸土地上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每一个

单位和岗位都能遇到令人敬仰的朋友和同事，

这些，都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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