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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半，矿嫂李香秀从菜市场
满载而归。她电动车的车把上挂着蔬
菜，脚踏板上放着肉，就连后座上也堆
满了食材。

“秀姐，市场上的菜都让你买来了
吧，你这是要做满汉全席呀！”李香秀刚
到楼下停好车，就遇到对门邻居小勇。

“还真让你猜对了。我们家老刘最
近工作很辛苦，今天他过生日，我要好
好犒劳他。”李香秀锁好车，脸上仿佛笑
开了花。

“还是秀姐会疼人，以前刘哥下井
辛苦，现在调到地面了，你还这么体贴
我哥，真是贤妻呀。”小勇对着李香秀竖
起大拇指。

“你刘哥可不清闲，现在都是早出
晚归的，最近你看到过他吗？”李香秀反
问小勇。

“还真是，这几天还真没见到刘
哥。刘哥又去挣大钱了？”小勇挠挠头，
疑惑地问道。

“他不在地面干活了，又回井下去
了。”李香秀边取菜边说。

回到家，把买来的菜放好后，李香
秀想起小勇的那句“刘哥又去挣大钱
了”的话，不禁走到卧室，打开梳妆台抽
屉，拿出老刘的工资条又看了一遍，上
个月实发到手的工资赶上以前两个月
的工资了。

此刻，刘兴力正坐着井下的人行车
去采煤面。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又想到
今天早上和老婆对话的场景。

“今天下了班早点回家，我炒两个
菜，给你过生日。”李香秀叫住准备上班
的刘兴力说。

“过啥生日，给我买瓶好酒就行。”

刘兴力喜欢喝酒。
“少贫嘴，你一喝就醉，不能喝。”李

香秀担心刘兴力喝酒误事，一直要求他
少喝酒。

在人行车里，刘兴力想到老婆佯
装嗔怒的样子，看来晚上回家又能
喝上好酒了。自从调到井下工作
后，老婆对他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
变。

刘兴力猜测，应该是上次发工资的
原因。那天，他拿出工资条给李香秀看
时，她一开始都不敢相信，问他怎么一
下子发这么多钱。

“咱可不能只要钱不要命，别累坏
了身体。”李香秀担心地说，“不能只顾
着干活，在井下还要注意安全。”

“我心里有数。”刘兴力拍着胸脯
说。其实他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来源于

“查隐患”奖励。上次他在井下作业时，
发现一处安全隐患，打电话上报给队
里，队长不仅在班前会上表扬了他，还
给了他200元的奖励，这让刘兴力心里
乐开了花。原来矿上和队里都有规定，
大力提倡“干安全活、挣安全钱”，凡是
查出安全隐患，一律按影响程度给予相
应奖励。

这一规定，让刘兴力干劲倍增，查
隐患、除盲区，既保障了矿井安全又提
高了个人收入，刘兴力决定要把隐患和

“三违”查到底。下班后，他又拿着矿
灯，步行巡查起来……

晚上七点半，刘兴力检查完毕刚要
回家，就接到李香秀的电话：“下班了
吗？饭给你做好了，酒也给你买好了。”

“马上就到家。”刘兴力心头暖暖的，大
步往家赶去。

两排支柱
守在不同的地点上
站在相同的时间里
它们之间
既不靠近也不远离
相互作用
却有着相同的面孔
相互依存
却有着相同的际遇
它们都在
承担着矿井的安全
它们与黑暗对峙
用沉默的言语
支撑起一片欢腾的大地
它们为光明而活
用安全的履历
开拓出煤矿灿烂的明天

竹板一打不啰嗦，汛期安全说一说。
连日里来看天气，各地降雨明显多。
煤矿防汛任务重，应急预案要做好。
安全度汛不松懈，科学防控要记牢。

雨季“三防”筑防线，责任明确严落实。
防汛检查盯问题，隐患整改要及时。
要害岗位勤巡视，不走过场实打实。
应急值守不放松，党政工团人心齐。

天气预警要增强，薄弱环节细盯防。
重点区域严监测，隐患治理要加强。
恶劣天气要警惕，雨后巡查少不了。
安全管控全覆盖，确保检查无死角。

管理干部双值班，空班空岗要不得。
值班电话保通畅，紧急应对除隐患。
调度指挥政令通，应急队伍抢险忙。
救护队员闻号令，行动迅速反应强。

防汛物资早准备，防汛设备保质量。
应急演练打得响，快速反应能力强。
干部职工齐发力，措施全面风险防。
突发汛情控制住，矿井度汛有保障。

“老公，你回来了，快洗洗手，准备吃饭
吧。看看，我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鱼，快
尝尝我的手艺有进步不？”下午6点多，玉兰
看到老公柱子下班回来了，忙招呼道。

“还行吧。”柱子勉强回答了一句。
平常老公最爱吃糖醋鱼，每次吃总是

很开心，不停夸奖玉兰手艺好，今天这是怎
么了？玉兰有些疑惑。

“你说咱们家和老甄家的关系咋样？
没得说吧？”柱子看起来有些生气。

老甄和柱子是邻居又同在一个单位上
班，干的是同样的工作，都是井下配电工。
他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来往密切。可是
今天这是怎么了？没等玉兰发话，柱子就
道出原因。

原来，当天他们矿上停产检修。根据
安排，柱子带领职工检修井下工作面机巷
沿线的电气设备。按照要求，在检修前必
须先到变电所办理停电手续，执行“谁停电
谁送电”制度。正在值班的配电工老甄得
知来意后，取出《停送电记录本》让柱子登
记。老甄走到馈电柜前，亲自看着柱子，按
照要求将把手打到“停电”位置，并且闭锁
了这台馈电柜，挂上“有人工作，禁止合闸”
的警示牌。

柱子是老电工了，很快就检修完电气
设备，想着早一点上井，就打电话让老甄代
签一下，帮忙把电送上。但是被老甄一口
拒绝了，好话说了半天，就是不同意。没办
法柱子只好从井口又赶到变电所，气冲冲

地在“送电”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头也不
回地走了。

“你说，平常咱们两家关系那么好，这
点小忙都不帮？我出变电所的时候，他还
不停地在那儿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我都
不想理他。”听了老公的讲述，玉兰大概清
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玉兰是一名绞车工，是矿工会家属协
管会的协管员，经常参加协管会组织的安
全知识宣讲、事故案例宣讲、安全法规警示
教育、违章职工安全帮教等活动。她深知
严守安全规程对于保护职工生命安全、维
护职工家庭幸福是何等重要！

“老公，你也是参加工作10多年的人
了，遵章守纪的重要性，你应该比别人更清

楚。平常咱们也学习了不少事故案例，你
都不记得了吗？很多事故不都是嫌麻烦、
图省事、违规违章作业造成的吗？违反停
送电规定，万一出了问题，你想过后果没
有？老甄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才让你按
照规程去做，他没有错。”玉兰做起了柱子
的思想工作。

“老婆，你说得对，这件事是我做得不
对。”经过玉兰的帮教，柱子认识到了自己
的问题，“我要向老甄道歉。”说着柱子拨通
了老甄的电话。

“你就应该这样做，要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按章操作、按程序办事，‘三违’就会越来
越少，企业也会越来越好……”玉兰看到柱
子的转变，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生日宴
前几天，听弟弟讲起一个关于

“铁头”不带安全帽的故事。那是
一个炎热的中午，弟弟和他的同事
正在装料场地忙得热火朝天，汗水
顺着他们的脸颊、脖子直往下流。
干着干着，突然，班长大步朝他们
走来，“小李，你的安全帽呢？咋不
戴上？”“天太热啦，戴安全帽捂得
慌。”小李回应道。“你以为你是铁
头，要是碰到了咋办。”看到班长严
肃的表情，小李这才不情愿地戴
上。趁班长走远，他又把安全帽丢
在了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我命大
着呢，不会碰到我的。”

话音刚落，小李在弯腰拿东西
的时候，一时没站稳，身子一歪，

“咚”的一声，头碰到了矿车帮上，
他捂着头疼得龇牙咧嘴，后悔没听
班长的话。

其实，很多安全事故的发生，
都是安全意识淡薄引起的。明知
违章却心存侥幸，认为一次违章不
会出事故，对领导和同事苦口婆心

地劝说不在意、不理会，导致安全
思想不能入耳入心。试想，当我们
出现违章操作时，班长作出记过处
分、通报批评的决定时，我们会认
为这是好意吗？当我们思想出现
麻痹，精神萎靡时，职工代表找我
们谈心，询问产生的原因时，我们
会觉得这是在故意找茬吗？

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
只有人身安全了，我们的生命才有
保障。我们一定要把他人的事故
当成自己的事故对待，举一反三、
引以为戒；要把历史上的事故当成
今天的事故对待，痛定思痛、警钟
长鸣；要把小事故当成大事故对
待，深入剖析、严肃处理；要把隐患
当成事故对待，做到有备无患、防
患未然。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带动身
边的人做好安全事、当好安全人，多
听从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从中发现自
己的短板和不足，不断改善提高自
己，才能在安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天早班，马班长从队里
领来四个西瓜带到井下慰问职
工。就在大家一起分享西瓜的
时候，安监员老李巡查走到跟
前，“李师傅，来吃块西瓜解解
渴，皮薄水多、甘甜爽口。”“不
用，我带着水呢，你们出力流汗
多，你们吃，我先到前面看看。”
老李拍拍随身携带的背包，走
向迎头工作面。

“哎呀！顶板还没支护呢，
老李会不会罚我们？”“不会，都
是老熟人了，再说，顶板杠杠
的，没啥事。”大家一边啃着西
瓜，一边议论着……

“马班长，你快过来。”老李
用工具敲了敲顶板后，在迎头
喊了起来。小马嘴里啃着西

瓜，随手又拿起一块，急慌慌地
跑过去。“这是怎么干的活？顶
板不做好支护，怎么能停下呢，
最起码也要先打上临时支护器
吧。”

“我觉得顶板很光滑，没啥
事吧！”小马解释着，还没忘记
啃着西瓜，又伸手向老李递过
去另一块。

“把西瓜放下，快点叫人
来，打上临时支护器再说。”老
李说着，急忙帮着拿单体。

在老李的监督下，顶板很
快打好了支护器。随后，老李
随手拿起一个没切的西瓜，拍
了几下，很认真地说：“这个西
瓜熟不熟？”大伙都摇了摇头没
说话，“这个西瓜没熟透，隔皮

猜瓜也要有方法，通过拍打能
感觉出来。观察顶板也一样，
外表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只
要认真执行敲帮问顶制度，很
容易判断出顶板是否稳定。刚
才顶板我也敲过了，声音有点
发闷，说明不太稳定，可能有裂
纹，如果不及时支护，有可能发
生冒顶事故，这都是常识啊！
这种低级的错误怎么能犯呢？”
听了老李的话，大家认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井下吃西瓜是不错，可是
不能只顾吃西瓜就把安全丢到
脑后了，这次我必须罚你们。
马班长上井后到安监科接受处
罚。”老李说完又到别处巡查去
了。

她是一名灯房女工，检查、擦
拭、维护、充电……每天重复着同
样的工作，她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
一样呵护着矿灯。工作热情、服务
周到、爱岗敬业、心系安全，她用勤
劳的双手和汗水，用女性特有的细
腻与温柔，擦亮了矿工的眼睛，筑
牢了安全防线。

曾经，她抱怨这份工作枯燥乏
味，有好多次，她都想换个工作环
境。其实，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就
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下井领
个好灯，媳妇娶个好心”，矿工的这
句话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从那
时候起，她真正理解了矿工的涵
义，也真正读懂了矿工与矿灯之间
的相濡以沫。

她不再抱怨，不再沮丧，每天
都以笑脸相迎、微笑相送，让每一
名矿工带着一份温馨入井，平安满
意地回家。她每天一接班就先去
灯房，对架上的矿灯进行检查，修
复线路损坏、眨眼、灯头玻璃破损、
灯头盖松动、开关磨损等情况，确
保矿灯正常使用。多年来，她始终
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是安全工作的
第一道防线，把一线矿工当作自己
的亲人来关爱。

“当漆黑的巷道瞬间亮起来的
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富有
诗意的她常常把这些话说给老公
听。她最能体会老公每天下班后
的疲惫，尽管自己每天也在做着重
复的工作，但为了让老公带着一份
好心情上班，她几乎承担了所有的
家务，努力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
老公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是
不是按章操作，甚至他的所思所
想，无时无刻不令她牵肠挂肚。她
没有怨言，有的只是做一手老公喜
欢吃的饭菜，培养出一个乖巧懂事
的儿子，在公婆面前像亲生女儿一

样体贴入微。当然，心直口快的她
随时都会为老公吹好“枕边风”、念
好“安全经”，当好老公的“贤内
助”，让老公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安
全上岗。

虽然她没去过幽深漆黑的矿
井，没见过矿工们开掘乌金的场
面，但她从矿工兄弟的背影里，读
懂了井下作业的艰辛，明白瓦斯、
矿井水、破碎的顶板就像隐藏的
杀手，随时都在窥视着矿工的生
命安全。从她眼睛里所折射出的
那份坚韧与坚持、热情与善良，是
一名矿嫂对矿工最真诚的敬意。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默默地承
担起收灯、发灯、维护保养工作，
反复穿梭于灯架之间，夜班工作
的艰辛没有难倒她，家务的繁重
没有压倒她，她始终保持着一份
自信、一份从容、一份对矿工的真
心与真情。

夏天，她端着一杯杯绿豆汤、
一块块西瓜为矿工解暑；冬天，她
捧着一碗碗热汤、一杯杯温粥为矿
工驱寒。井口送温暖，让她懂得了
对矿工体贴入微就是对他们最大
的支持，懂得了一个微笑对于矿工
缓解一天疲劳的重要性，懂得了一
句问候就是对矿工安全工作的最
好肯定。

她只是矿山女工的一员，和万
千矿嫂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付出。但是，正是她们用矿灯般的
心，照亮了矿工安全的路。多年
来，她们怀着对建设美好矿山的执
着，对矿工兄弟的炽热情感，把一
颗乌金般火热的心献给了矿工，献
给了她们所热爱的土地。她们用
实际行动编织着一道道亲情的安
全网，保障矿区的和谐稳定，筑起
牢固的第二道防线，为矿井生产撑
起安全的天。

忠言逆耳

灯房女工

认 错

安全不能丢

支 柱

防汛保安

关爱 陈景凯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