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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 座
有的工作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伴，有的工作要面对孤独与寂寞。坚毅乐观的石化人从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

总能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开垦出一方田园，以茵茵绿色营造出蓬勃生机，用诗情画意装点每日的生活。

身远地偏 心有田园

清白做人
刘荣红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父亲常挂在
嘴边的话。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这句话
也深深影响着我。

小时候逢年过节，跟父亲一起当兵，
转业到油田的几位叔叔都会来家里坐一
坐。得知父亲调到供应处木材厂工作后，
老李叔问父亲能不能找点关系弄些便宜
的木材打家具。父亲笑着说：“老李啊，转
业也不能忘记咱们都是当过兵的人，《三
大纪律》你都忘了？”老李叔不再言语，闹
了一个大红脸。

邻居列阿姨是父亲战友廖叔叔的遗
孀。那年冬天，列阿姨拿着一个蛇皮袋交
给父亲，希望父亲给装一袋木材加工剩下
的刨花，因为两个女儿过年想吃熏腊肉，
刨花可以引燃杉树叶。说实话，刨花根本
不算木材厂的资产，但列阿姨的请求还是
让父亲犯了难。父亲犹豫再三，走进厂长
办公室告知了情况。得知已故员工家属
有困难，厂长与工会一行人带着慰问金、
过年物资和一大袋刨花走进了列阿姨的
家。

我调到江汉油田供应处红旗总库工
作时，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红，虽
然家里不富裕，但单位的东西就是单位
的，千万不能往家里拿。”作为一名保管
员，每年经我手的物资上千万元，很多工
具、用具家里都用得上，但父亲的话常在
我耳边响起，让我警醒自己不能犯错误。

早些年一次周末加班，我捡到一把崭
新的活动扳手，便揣在口袋里带回家，随
手放在了茶几上。听说扳手是我捡的，父
亲坚决要我还回去。看我反对，父亲拿起
鸡毛掸子教训道：“要么把扳手还回去，要
么就别进这个家！”看到父亲一脸怒火，我
只能乖乖地将扳手交还回去。后来得知，
是供应站邹师傅遗失的，他还因此照价赔
偿给单位财务 12元钱。扳手失而复得，
邹师傅也对我表示了感谢。这件事情给
我很大触动，也让我更理解了父亲的坚
持。

感谢父亲教会我清清白白做人，让我
能够时时保持清醒，也能在别人有困难时
主动帮一把。多年来，油田和单位授予的

“爱心大使”“优秀青年”“劳动模范”“优秀
党员”“和谐家庭”等荣誉称号，也是对我
做人做事最好的肯定。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李 琳

“这红彤彤的小可爱真讨人喜欢！”卸下工
作一天的疲乏，饭后，西北油田雅克拉站的员
工三三两两来到院子里的菜畦边散步。只见
菜园的一块小方格里，茵茵的绿叶下隐约露出
灰枣大小的草莓，娇艳欲滴，粉嫩可爱。大家
忍不住凑近了，在小方格内探寻搜罗，3颗、5
颗……竟发现了 20多颗，在戈壁盛夏的夕阳
余晖中，这实在是件令人惊喜的事情。这生命
的生发与萌动似乎就在一天之间。

极目远眺，辽远的戈壁热烈而滚烫。40
多年前，西北油田功勋井沙参二井就在离这
块小菜园两百米开外处。一声咆哮，油龙喷
薄，华夏沸腾，塔里木油气大开发的序幕就此
拉开。这片被原油浸润过的荒凉大漠，承载
了多少人的梦想和希冀，扎根、耕耘、突破、收
获……

寒来暑往，戈壁上的小站已经运转了 20
多年。勤劳的员工怀着对绿色的向往，一直与
脆弱的自然生态对抗——翻土、培新、浇灌、排
碱、种植。顽强如白杨、沙枣树、榆树，小树苗
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在灼灼阳光下闪着金光，
小站变成了戈壁明珠、绿色驿站。

一年之中200多天的戈壁生活，需要些色
彩的装点和心灵的滋养。

这几年，小站员工决定开辟菜园，作为茶
余饭后的消遣，亦可陶冶情操。然而，这并非
易事。种子撒到土壤里，发了芽，一经烈日暴
晒，立即蔫了精神。干涸的大地随时要将万
物蒸发，戈壁上饥饿的小虫寻觅着芳香的食
物，夏日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会冲刷涤荡新
生……

这难不倒石油工人，自有锦囊妙策应对万
变。50余平方米的围墙脚下，他们铺上地膜抵
御恶劣的环境；采用滴水灌溉取代漫灌，减少

水分的蒸发；几番施肥培土滋养土壤，偶洒药
水应对贪婪的虫蚁；挖渠埋沟，排水排碱。

从容易成活的白菜、西红柿、黄瓜、辣椒到
娇气些的玉米、葫芦瓜、香菜、草莓，小菜园热
闹起来，色彩斑斓的小方格越来越多。今年，
菜园开辟了一角，搭上架子，葡萄树的枝丫、藤
蔓在春天的惊雷中顺着架子疯长起来，很快就
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戈壁上长出了草莓，真稀罕……”正在浇
水锄草的老秦师父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
道。他长年充装油罐车，风吹日晒的眼角满是
褶子，笑眯眯地望向草莓地，犹如凝视珍宝。
小站上 30多位师父自发组成“菜园小分队”，
轮流打点这片乐园。

“西红柿红彤彤像灯笼，黄瓜呀啃起来脆
又甜，绿衣包裹着黄胖子，葡萄树下话桑田。”
不知是哪位师父编的顺口溜，还挺顺溜。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汪海英

“站长，咱们可以在菜园里种些黄瓜。你看，这
是我刚从自家菜地挖过来的。”这天一早，我才走进
办公室，同事小王就兴冲冲地跑过来，递上一个塑
料袋。我打开袋子，里面是十几株娇嫩的黄瓜秧。

5年前，我调任浙江温州石油沙头加能站
站长。这是一座只有3个人的山区小站，晚上
不营业。远离城市的生活有些枯燥乏味，我常
靠刷视频追剧打发工余时间。

站房后面有一块荒地，满是杂草、石头和
垃圾。我想，不如把这块地整出来，种些蔬菜
瓜果，也算圆了自己的菜园梦。

说干就干，每天忙完工作我就去搬石头、

拔草、清理垃圾。手掌磨出了茧子和水泡，胳
膊被蚊子咬出了红疙瘩，但这些和对菜园的憧
憬比起来，都无足轻重。

一个多月后，荒地变成了有模有样的小菜
园。菜籽撒下去了，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园子里转转，浇浇水拔拔草。

几天后，地里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芽，我
兴奋地喊来同事，大家欢呼雀跃：“再过俩月，
我们就有自己的菜吃啰！”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顺应农时种瓜种豆，
还随手栽了月季、桑树和柿子树等花木果树。

在站里时间久了，我和附近来加油的老乡
慢慢熟识起来，常向他们讨教一些“种菜经”。
热心的老乡还会送一些时令的菜种瓜秧，这让

我们菜园子里的品种越来越丰富。
渐渐地，小食堂的餐桌上总会有一盘从园

子里收获的新鲜瓜菜：鸡蛋炒青椒、凉拌黄瓜、
酸辣土豆丝……就着这些自己种的瓜菜，饭也
吃得格外香甜。

那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菜园里的芥菜、
萝卜长得正好，我就和同事拔了许多分装到袋
子里，送给前来加油的客户。耕种时的辛苦和
收获时的快乐，给原本单调的加能站生活增添
了许多乐趣。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低头种菜，抬头观
云。我把自己和同事的种菜日常晒到微信朋
友圈时，引来一片羡慕和赞叹。

（作者来自浙江石油）

单旭泽 李 伟

烈日下的鄂尔多斯油区，钻机轰鸣，石油
人脚步匆匆。

在鄂托克旗乌兰组 J30-7-P9井场的录
井房里，趁着施工间隙，52岁的张国齐正专注
地为同事理发。

“啪——”，张国齐麻利地将围布展开，披
在录井队长刘长进的身上，然后在脖后掖紧。
用梳子将头发理顺，嗡嗡声响起，电动理发器
在梳子边轻轻一滑，一撮头发缓缓飘落。

“本想给个机会让你练练手，没想到你这
是专业水准啊！”刘长进乐呵呵地夸赞道。

张国齐是经纬公司华北测控鄂尔多斯项
目部录井队HB030队的一名地质师，工作踏
实，为人热心。此外，他还有隐藏绝技——理
发。一双巧手“录得精准数据，理得时尚发
型”，他成了项目部员工津津乐道的“金牌理发
师”。

对于在井上一待就是大半年的录井队员

来说，打理头发是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一张凳
子、一把梳子、一个理发器、一件围布，张国齐
的流动“井场理发室”便可以开张了。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张国齐的理发室里就
早早排起了长队，队员们有序等候。刚刚结束
巡检的地质监督王亚东也加入了队伍中。张
国齐结合王亚东的发质和头型，专门设计了一
个偏分，他看着镜中焕然一新的自己，咧开了
嘴：“不错啊，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呢。”

张国齐的精心修剪，解决了井场石油人的
“头等大事”。“技术精、态度暖、服务好。”听着
大家的夸奖，张国齐心里也暖暖的，感谢同事
给予的包容。

从一个井场到另一个井场，张国齐的流动
“井场理发室”不光在鄂尔多斯项目部有许多“铁
杆粉丝”，还吸引了周边其他钻井队和兄弟单位
的队员慕名前来。

自理发室开张以来，张国齐已服务了170
多人次。现在，理发室名声在外，他也结交了很
多新朋友。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书香伴我闯荒原
尹希东

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能有
今天的幸福人生，皆因与书结缘。书，两
次改变了我的命运。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夏天，男孩子都穿
塑料凉鞋了，可我还穿着布鞋。娘卖了几
斤鸡蛋，塞给我两元钱，叫我去镇上买一
双塑料凉鞋。攥着两元钱，我兴高采烈地
来到镇上的供销社。

供销社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我趴在
柜台上，紧紧盯着《小兵张嘎》《地道战》

《地雷战》那些小人书看。售货员阿姨走
过来问我：“小朋友，想买什么书啊？”我一
一指着，阿姨拿过来 6本小人书，一算总共
2.2 元。我伸出手却只有两元，好心的阿
姨竟为我垫付了两毛钱。

谢过阿姨，我手捧 6 本小人书往家
走，在村外的一棵老槐树下，第一次过足
了小人书的瘾。看完书我却害怕了——
没买凉鞋，回家怕是要挨娘打。当听我说
完缘由时，娘竟然没有打我，反而把我搂
进怀里，说：“孩子，只要你喜欢书，娘不难
为你。喜欢啥书，娘给你钱去买。”后来，
娘又攒了几斤鸡蛋卖掉，给我买了一双塑
料凉鞋。娘的鼓励，让我获得读书的力
量。

依靠读书，我走出农门，成为胜利油
田的一名石油工人。当初，面对“天苍苍
野茫茫、人迹罕至倍荒凉”的艰苦生活，我
从书本上获得了灵感与慰藉。工作之余，
我常常一个人走进无边的旷野，躺在柔软
的草地上静静读书，让书籍照亮自己。

读书之余，我拿起了笔，写身边的像
红柳一样朴实拼搏的石油工人，写如火如
荼的一线生活。随着作品不断见诸报刊，
上级发现我有写作才能，把我从一线调到
机关，我成为一名专职宣传干部。

业余时间翻看书籍，我常感慨不已。
书籍，让我学会思考，让我看问题有不同
角度；书籍，给我无限抚慰，给我战胜困难
的勇气与力量；书籍，照亮我前行的路，也
引导我寻找到人生的奋斗方向。

人生不论处在波峰或低谷，也不论苦
与累，只要有书相伴，就不会迷失方向。
人生路漫漫，书香伴我闯荒原。

田传朝

4月的一天傍晚，中原油田普光净化厂一
号门东侧灯火通明。十几个人正在种树，她
们要把石楠球、树状月季、蔷薇等400多棵花
木连夜种完。

厂区地面土壤中混合了很多碎石，地下
管线密布，无形中增加了栽种的难度。她们
需要一边清理一边栽种，干完活儿已近午夜
时分。

“田姐，你的电话一直响。”
“小杨，你帮我接一下。”
杨洁从田素珍裤兜里掏出手机，按下键，

递过来放在她的耳边。田素珍缓缓直起腰，
脸上汗涔涔的。她歪着头夹住手机，张开的
两只手上沾满了湿泥。

“素珍，打你电话也不接。”
“爸，什么事，我正忙着哩！”
“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下个月你妈过

生日，她想你了。”
“等等看吧，再过一段可能回去！”田素珍

抬起胳膊，把垂下的一缕头发往脑后捋了捋。
田素珍是中原油田物业中心西南项目部

的绿化技师。3年前，她主动来到普光气田，
植树种草，美化气田。

净化厂四周全是陡坡，有的陡坡接近垂
直。以前栽种草坪和葱兰，草坪修剪不便，葱
兰的叶子春秋季节容易枯萎发黄。田素珍仔
细观察，对陡坡绿植进行改良，栽种了麦冬和
韭兰。麦冬四季常青，韭兰每年4月到 10月
开粉红色的花。

在普光气田搞绿化，不仅是个技术活儿，
还是个力气活儿。进入现场作业必须穿劳保
服、佩戴安全帽，还要背上空气呼吸机、携带
硫化氢检测仪器。一次，尹美香跟着田素珍
到采气站给植物打药。俩人胸前挂着空气呼
吸机，后面背着药箱，每人负重70多斤，干起
活儿来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尹美香不时停
下来休息，而田素珍却一直坚持到最后。

“师父工作起来真的特别拼！”说起田素
珍，尹美香由衷佩服。

普光天然气净化厂和采气厂各站场绿化
面积40余万平方米，距离最远的大湾采气区
有70多公里。为做好普光气田绿植的养护，
田素珍带人跑遍了48个采气厂站。

为了完成普光的冬季绿化，去年冬天以
来，田素珍就没休过假。她答应父亲，等樱桃
熟了就回去看他和母亲。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河南油田消保中心利用单位闲置场地种植葡萄，美化工作环境。图为消保中心员工采摘葡萄。 石海波 摄

戈壁乐园
一年之中200多天的戈壁生活，需要些色彩的装点和心灵的滋养。

收获快乐
耕种时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给原本单调的加能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5月，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
一颗颗圆润晶莹、红似玛瑙的樱
桃，是田素珍最喜欢吃的水果。

解决“头等大事”

樱桃红了就回来

7月 1日，中国石化驻港单位与服务香港逾 100多年的水上交通工具——“天星小轮”合作
开展“能源至净 生活至美——中国石化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7周年免费乘坐日”活动。

活动当天暑气熏蒸，驻港单位义工团队在两个码头分别派发印有中国石化品牌 LOGO 的
定制宣传品、易捷卓玛泉和祛暑小礼包，为乘客们带来丝丝凉意。此外，驻港单位员工合唱团
还在尖沙咀码头广场进行了快闪表演，用嘹亮的歌声向祖国深情表白。 李 轩 邱 悦 文/图

近日，环卫工人宋阿姨收到贵州贵阳石
油团坡桥加能站送的新鲜蔬菜，非常开心。
团坡桥站为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小哥等户外
劳动者打造爱心驿站，给宋阿姨的菜就是员
工在加能站小菜园亲手栽种的。

何 琳 许金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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