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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红了，琳琅满目的辣椒就像一

串串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土地，也照亮了

一个人的梦——这个人就是牛刚富，他

把梦种在这片土地里，终于盼来了收获

的季节。

“嗨，这么大一片，‘辣椒王’今年肯

定赚得盆满钵满！”村里人但凡打这边路

过，总是眼馋得挪不开脚步，望着辣椒地

便是一阵兴叹。

别人问他辣椒啥品种，有啥独门绝

技？他哈哈一笑，然后就不吭声了。

别人知道他跟他那辣椒一样，红皮

辣心，里头藏着“小科技”——不掰开他，

休想掏出里头的货。

有 人 凑 过 去 笑 嘻 嘻 地 说 ：“ 如 今 你

都称‘王’了，身边总该有个‘王后’才是

吧——我给你介绍一个，咋样？”

牛刚富一听“王后”二字，兀地便想

起了田红娇。他跟红娇是在去年辣椒节

上认识的。那次擂台赛结局出现了戏剧

性的一幕，他和红娇同时杀入了决赛。

两强相遇，两人参赛的辣椒展品各具优

势——他的“红妆”个大饱满、通体透红，

显然更具王者气质；而红娇的“女儿红”

则品相端庄、丰腴诱人。台上的一众评

委挠着头不知如何决断。一位资深老专

家沉吟片刻说：“干脆破例来个花开两

朵、雌雄同株——一个称王，一个封后！”

老专家一锤定音，新一届的“辣椒王”和

“辣椒后”就这样产生了。

赛 后 ，红 娇 还 专 程 拜 访 了 牛 刚 富 。

两人徜徉辣椒地，谈笑风生。他随手摘

下一枚辣椒，递给她说：“你看我这辣椒，

封王拜侯是不是实至名归呀？”

他显然有些炫耀，红娇也不示弱，调

侃道：“其实呀，相比你这‘红妆’，我那

‘女儿红’倒是显得分外妖娆呢！”接着又咦地

叫一声，诧异道，“哎，咋没见你家的‘红妆’

呢？你可别金屋藏‘椒’，让我见一面嘛！”

他嘿嘿一笑，尴尬地说：“绿屏风、红

蚊帐，里头睡着小和尚——还没呢！想

必你那‘女儿红’……莫不就是婚礼席上

的一杯喜酒？”

红娇见他酸溜溜的卖弄起辣椒谜来

了，于是信“口”拈来。“黑土地、红炮仗，

咬一口，满嘴烧！”末了反问一句，“绿刘

备、红关公，还有一个黄张飞，来个抱团

取暖‘三结义’咋样？”

他眨巴着眼，愣怔着搭不上腔来。

不过，红娇对他的“小科技”仿佛并

不感冒，临走的时候也是只字未提，反倒

又追问了一句：“你知道咱这里的辣椒为

啥这么红，又为啥美名远扬吗？”

牛 刚 富 不 假 思 索 道 ：“ 咱 这 里 风 水

好、环境美，辣椒自然天成，当然受人欢

迎了！”

红娇微笑着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

吟了一首诗：“披红挂绿琳琅楼，谁知丹

心为谁留。敢争桃李蜜柚香，直把红妆

挂上头。”

尽 管 牛 刚 富 对 这 首 辣 椒 诗 有 所 领

悟，当时也是怦然心动，只可惜自己不会

吟诗作对，心里好是羞愧，也不由得暗生

一丝情愫：听说这女子还是个党员，而且

模样也是啧啧啧，好漂亮！如果跟她对

上象，即便拿他的“小科技”当聘礼，也绝

不吝惜……

今天回过头来细想，牛刚富越来越

觉得，红娇随口吟出的那首辣椒诗是有所

暗示的，包括那句“三结义”的谜语……

牛刚富决定要跟红娇再见一面。

听说牛刚富要来，红娇早在辣椒地

候 着 。 牛 刚 富 简 直 不 敢 相 信 自 己 的 眼

睛，那是怎样一幅景象啊——眼前弥望

的辣椒地简直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红

娇骄傲地说：“这一片全是‘女儿红’，全

村所有辣椒都嫁接了我的新技术。我们

这里采取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联合

体 经 营 模 式 —— 按 照 乡 亲 们 的 说 法 就

是，辣椒‘三结义’，抱团兴大业！”

牛刚富活像吃了一口辣椒似的，心

里五味杂陈，脸上有些泛红发烫，辣兮兮

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回去了，回去

就把肚里的‘小科技’全都掏给大家！”

辣辣 椒椒 红 了
◎ 李仁学

243.老当益壮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

九十八岁的广东肇庆考生谢启祚参

加科举考试，考中举人。谢启祚戏

作《老女出嫁诗》云：“行年九十八，

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

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

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当年考中

举人年纪最小者仅为 12岁。

244.皇宫种菜

开国之君确实质朴。一天退朝

后，明太祖朱元璋领着皇太子朱标

与几位近臣在皇宫散步，皇上指着

宫中一片空地说：“本来这地方要盖

亭馆台榭作为游观之所，我叫停了

工程，让太监们在此种植蔬菜。为

啥 ？ 诚 不 忍 伤 民 之 财 ，劳 民 之 力

耳。尔等当记吾言，常存警戒。”想

想 看 ，漂 亮 的 皇 宫 里 ，弄 一 大 片 菜

地，挺有画面感啊。

245.石榴挺甜

秦 桧（湖 北 黄 冈 人）属 于 高 智

商。宰相府院中有一棵石榴树，果

实累累。秦桧每天都会数一遍石榴

的数目。有一天，秦桧突然发现树

上少了两个石榴，也没声张。次日，

秦桧召集所有人员集合，命人取斧

伐树。有一位小吏在旁仓猝对曰：

“实甚佳，伐之可惜（这石榴挺好吃，

别伐了）！”秦桧盯着他说：“汝盗吾

榴。”小吏叩头承认。 （老白）

童年的记忆是从那年夏天晚上睡梦

中被姥姥 的 呼 救 声 惊 醒 开 始 的 ，先 是

听到姥姥在大声呼救：救人啊、打死人

了 …… 母 亲被父亲按到地上，拳头在母

亲头上身上捶。然后听到姐姐在哭，哥

哥在哭！我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大哭起

来 。 邻 居 们 听 到 呼 救 和 哭 声 急 忙 赶 过

来，用力推开用半个磨盘顶着的大门，把

父亲拉开。母亲躺在那里，无助地流着

眼泪。这一幕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

忆里，挥之不去！

父亲脾气暴躁，总是无端地就发火，

摔碗是父亲最常用的一种发火方式，家

里的碗根本找不出相同的两只。家里六

口人，姥姥、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个时常会

无端就遭到父亲的呵斥，我们姐弟三个

也是在父亲的呵斥下长大的。每次看到

父亲发火，我都会吓得心脏抽搐，大脑呈

空白状态。

从小学到中学，记不清次数，也分不

清父亲是因为心情不好或是觉得我们姐

弟三个该修理了，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把

我们呵斥一番。

姑姑家的大儿子学习特能吃苦，复

习三年终于考上上海的一所大专院校，

这在当时算是很长脸的事情，也给姑父

有了炫耀的资本。姑父便说教我父亲除

了脾气怪，对子女没管教，一个也没有学

出个啥名堂。这对于爱面子的父亲无异

于火上浇油，转而把情绪宣泄在我们头

上，感到我们没有给他争脸。又是一次

犹如火山爆发式的训斥。

有一年夏天父亲和同村的两个人去

新疆卖衣服，那时候坐火车到新疆要半

个月的时间，来回路上就要一个月，但父

亲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还赔了来回路

费，那种沮丧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父

亲到家前那几天，家里下暴雨，门前池塘

的积水漫到院子里，几乎快进到屋里，屋

檐水变成瀑布。慢慢地，屋里地面出现

一片水迹，土也开始变软，脚踩下去一个

坑，坑里往外渗水，母亲慌忙用一个搪瓷

茶缸往外舀水，没想到越舀越多，暴雨一

直下个不停，院子里也积了更深的水，房

子也开始漏水，地面往上渗水。电闪雷

鸣！我们都吓坏了，姐弟三个抱在一起

哭。晚上我们坐在床上，挤在母亲身边

没敢睡觉，好在雨第二天停了，院子里的

水也慢慢退了。

雨停的第三天父亲扛着包裹从新疆

回来，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接父亲。母亲

想把前几天下暴雨的情况告诉父亲，寻

求一点心理安慰。父亲因为没卖出去衣

服还赔了路费，心情沮丧，母亲还没有说

几句就被父亲呵斥一番，我们对父亲的

恐 惧 远 超 过 对 暴 雨 的 恐 惧 。 母 亲 流 着

泪，扛把锄头，拉着我的手，去玉米地锄

地，边锄地边流着眼泪。傍晚，母亲带着

我回家，父亲见我们回来，又是一通雷霆

怒火，指责母亲故意躲着他。

我常常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

能不能活过三十岁。后来遇到招工，高

中没有毕业的我毅然报名参加考试。开始

上班的我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算是半脱

离了那个让人压抑透不过气的家庭环境。

那年夏天，母亲时常咳嗽，低烧。当

地医院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为了

进一步确定病情，我们带母亲到省城医院

检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肿瘤位置

靠近大气管，医疗难度极大，无奈选择保

守治疗。回到家听邻居说我们在去郑州

的两天，父亲每天朝着我们回来的方向

看，这是我知道的父亲最温情的一次。

半年后的大年三十晚上，52 岁的母

亲带着对我们的万般不舍离去了！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爱人生下一个

女孩。

在母亲去世的前两天，爱人不放心

母亲，挺着大肚子去看母亲。也许是父

亲不愿意让母亲看到我爱人怀着孩子，

怕母亲担心，呵斥我们过来干啥！我赶

忙转过头让爱人赶紧走，爱人怕惹父亲

生气，赶忙转身出去了。可能语气中带

有几分不满，结果父亲把无名火全部发

泄到我身上，大声怒吼，拳头捶自己的

头！我跪下给父亲认错：我错了，我错

了，您别生气了！仍然难消父亲的怒火，

大声呵斥让我滚出去！以后没有这个儿

子，和我断绝关系、以后永不来往……姐

姐、姐夫、哥哥几个人把我拉到院子里，

仍然听到父亲在屋里怒吼……我流着眼

泪，满腹的委屈，顺着村边的小路往前

走，我知道那里有个水库，我走到水库边

上 ，任 由 眼 泪 往 下 流 。 想 再 往 前 迈 一

步！后来想到病床上的母亲，即将临产

的爱人，最终还是止住了步伐。

母亲还没有下葬，爱人和女儿还在

医院，那个时候的我没有了悲哀，也没有

了欢乐，整个人像被掏空的躯壳。

有很多次做梦，梦见自己从很高的

地方往下掉，有种心脏失重的感觉，到医

院检查，也查不出问题，医生说：“这可能

是受到惊吓留下的毛病。”

慢慢地我们姐弟三个都成了家，有了

自己的孩子，各自过起自己的生活。

为人夫，才知道有一种丈夫能够撑

起一片天，呵护爱人和孩子不受伤害！

为人夫，才知道夫妻可以几十年和

睦相处，可以成为和谐家庭标兵！

为人父，才知道有一种父爱可以每

天早上拉着孩子的小手，轻轻地在孩子

耳边说：“乖宝宝起床了！”孩子每天早上

第一眼看到的是父亲和蔼的面庞！

为人父，才知道有一种父爱能够给

孩子承诺不管犯了多大的错，父亲都可

以放弃使用武力！

…………

也许我的父亲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诠

释对我们的关爱。

父爱如山，我在山下！

光阴如水，芳华弹指。悄然回首，

参加工作已20多年，26年的悠悠岁月，

我的座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刚毕业时，家里有一辆永久牌

大 自 行 车 ，长 长 的 车 身 ，高 高 的 车

座 ，前 边 还 有 一 道 横 梁 ，看 起 来 呆

滞、笨拙。由于车身高，我总是费力

地试蹬好几次才能骑上。它又旧又

老，像一位迟暮的老人，苟延残喘地

奉献着余热。链条上、车圈内早已

锈迹斑斑，骑上去响个不停，行走中

我总担心它会轰然倒下。

有一天，同事到家找我玩，骑了

一辆新式自行车，车身小巧、别致，

车座前已没有那道烦人的横梁，设

计简约、美观，我眼巴巴地盯着那辆

车好久。第二天，我发现院子里突

然多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它通身

黑色，低调、内敛中透着一丝贵气，

高傲地站在院子里，我一下子被它

迷住了，盯着它，眼睛再也挪不开。

原以为是哪位客人的，没想到是父

亲特意为我买的。当时父亲很霸气

地对我说：“上班了，就该有一辆新

车。骑上它，试试吧！”那一刻，我有

一种想飞起来的感觉，我感到我是

世上最富有的人，我拥有世界上最

博大、浑厚的父爱，贫困的年代能拥

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是特

牛的一件事。

我骄傲地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穿

梭，车轮在欢快地旋转着，只听到耳

边呼呼的风声，喜悦在心中乱窜，几

乎要溢出来了。到单位后，我小心

翼翼地把它搬到二楼的办公室，用

软布细细擦拭，不忙的时候看着它

心里会感到踏实、满足。那段时间，

我特别喜欢在路上骑行，肆意地享

受着飞驰带来的自由和洒脱。但一

到下雨天，我就会心惊胆战，通往村

子的路是土路，雨天，整个村庄浸泡

在泥泞中，别说骑，推着走都费劲。

车瓦内塞满了泥，一点都走不动，只

好用小棍子来投泥，走走投投，投投

挪挪。到家后，身上、车上都是泥，

我懊丧得只想哭。那辆自行车，载

着我走过了 12 年的风风雨雨。直到

村中修了水泥路，它才光荣地退居

二线，悄无声息地蜷缩在门后的角

落里。

2007 年，我买了一辆宝蓝色的

绿 源 电 动 车 。 黑 色 的 坐 垫 又 宽 又

长，软软的舒适极了。坐垫下方有

很大的空间，可以放东西。坐垫后，

还有一个后备厢。四块电池，充满

电，能跑 100 多里地，我的世界一下

子变大了。结婚后，电动车载着我

在家和单位间往返奔波 80 里，走在

路上，我能感受到春天的第一缕春

风，什么时候柳芽吐苞，什么时候柳

絮 飞 扬 …… 这 些 都 躲 不 过 我 的 眼

睛 ，行 走 在 路 上 ，一 颗 心 贴 近 大 自

然，惬意极了。可是也有烦恼的时

候，夏天烈日炎炎，戴上帽子也遮不

住烈日的炙烤，火辣辣的太阳泼在

身上，炙烤着每一寸肌肤。皮肤本

来就不白，在骄阳的洗礼下，越发黑

了。冬天就更不用说了，裹上厚厚

的军用大衣，腿上戴着护膝，手上套

着皮手套，可粗砺的风依然无孔不

入，冻得我瑟瑟发抖。到单位后，手

指已不能弯曲，双腿已经麻木，好半

天才能缓过神。

2016 年，我考了驾照，买了一辆

北京现代轿车。白色的车身，流畅、

简约的线条，如一位身着白纱的新

娘，等待着郎君的牵手。试开一下，

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噪声。那天，车

技很烂的我却开得很流畅。“它是我

的，它一直在等我！”我在心里幸福

地呼喊着。

轿车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

喜，再也不用担心恶劣的天气。风

雨、骄阳被挡在车窗外，车内一方小

小的世界，舒适、自在，我气定神闲

地操纵着方向盘，自由地行驶着。

假期，一家三口自驾游玩，是最

幸福的事。我喜欢洒脱的生活，喜

欢陌生的地方。有了这辆轿车后，

世界在我的眼前一点一点地伸展，

变得更大、更远。轿车，让我有条件

触碰更美的风景，探索更多的神奇。

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世界在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我的座驾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几年后我也许会拥有

一辆更好的车，若干年后飞机也许

会 走 进 寻 常 百 姓 家 。 一 切 皆 有 可

能，我在静静等待。

我的座驾
◎ 李静延

婆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整天

跟孩子打交道，每天都忙忙碌碌的

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适应不

了这种不需要上班打卡的日子，她

常常一个人在阳台看书，看一会儿

就发呆。等我们吃过饭，一个个出

门上班上学时，她目送我们的眼神

更是说不出的落寞。

“咱们得想办法让老妈干点啥。”

我对爱人说，“总这样在家里发呆，时

间长了，说不定会憋出病来……”爱

人也很担心，鼓励我带婆婆去跳广

场舞。当天晚上，在我几次劝说下，

婆婆终于跟我下了楼，公园门口的

广场上，许多人正伴随着音乐的节

奏翩翩起舞，其中有很多年龄和婆

婆相仿的人。婆婆生性保守，从未

跳过舞。我示意她只要站在队伍后

面，跟着做动作，只要能活动活动筋

骨就好。婆婆勉强点点头，但她比

划了没几下，就跟我说：“你跳吧，我

还是去散散步……”

后来，我又曾尝试着带婆婆去

学插花、画画，她都没什么兴趣。正

当我和爱人为此事发愁时，却无意

中发现婆婆有了变化：她每天早晨 6

点准时下楼，一个小时后回来时，嘴

里常常哼着小曲。啥事儿让婆婆这

么开心？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爱人

也悄悄跟在婆婆后面下了楼，只见

她七拐八拐，很快就来到了假山旁

边的小亭子，那里已经聚集了十几

个老年人，婆婆一看到他们，就扬起

手中的报纸说：“治疗嗓子疼，我又

发现了一个好方子……”说着，婆婆

就打开报纸读了起来，那些老年人

都围在她的身边，等她读完就七嘴

八舌地议论起来。

婆婆又拿出一本书：“我看这里

有篇文章，是说怎么调解家庭矛盾

的，咱们也来学一学。”婆婆到底是

当过老师的人，她的普通话说得很

标准，那随着文章内容而抑扬顿挫

的声调也很有魅力，让旁边的人都

安静了下来，等她读完文章，有人带

头鼓起掌来。接着，又有两位老人

站出来，一位朗读了一首诗歌，另一

位读了一篇散文……原来这里是个

老年人读书角呀！我和爱人没有打

扰他们，悄悄到别的地方去晨练。

等婆婆从公园回来，我从书架

上拿了几本哲理短篇文集，送给婆

婆，对她说：“到公园里去读书，你们

可真有创意啊！”婆婆听了，有点不

好意思地说：“我们是闹着玩儿的，

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读书本身

就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婆婆他们

自发组织读书角，既能长知识，又是

一种对自身勇气的锻炼，我们做子女

的必须要支持。当天晚上，我又上网

搜索，按照婆婆平时的阅读喜好，订

购了一批书，愿公园的读书角一直保

持下去，提升婆婆晚年的生活品质，

让她的夕阳岁月更加流光溢彩。

E-mail:rbfk@pdsxw.com

父爱如山 我在山下
◎ 陈士华

婆婆爱上读书角
◎ 张军霞

平顶山市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

设计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素有“中原煤仓”

之称。20 世纪 50 年代，当在昔日的荒山

野岭上开发出丰富的“乌金”，平顶山的煤

像血液一样源源不断被运往大江南北，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平顶山的开发建设始于 1953 年初中

南地质局四〇一队到平顶山勘查，当年

的勘查探明平顶山为特大焦煤田。大规

模开发平顶山煤田被列为国家“一五”期

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5 年 6 月 2 日，

国家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徐达本来到平顶

山煤矿筹备处，主持召开会议。中南煤

管局局长钱初航，苏联地质专家组组长

伊汉诺夫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自 1955

年开始建设二矿（诸葛庙矿）、三矿（黄山

寨矿）、四矿（擂鼓台矿）3 对矿井。1955

年 8 月 10 日，焦作煤矿基本建设局第四

建井工程处调至平顶山，承担平顶山二

矿施工任务。

1955 年 9 月 8 日，作为平顶山矿区建

设的自用煤矿，平顶山矿区的第一对矿

井——二矿（诸葛庙矿）破土动工，从此 9

月 8 日成为二矿纪念日，也是平煤神马集

团的矿工节。

1956 年 6 月，平顶山矿区铁路专用线

的第一条线路开始修建，经申楼西站至

诸葛庙矿，全线长 7.23 公里。1957 年 10

月，第一条专用线建成通车。矿区铁路

专用线的修建，使平顶山与京（汉）广线

相连接，沟通了与全国铁路网的联系。

与此同时，矿工路、中心路（现名为中兴

路）、平马路（现名为开源路）、诸葛庙街、

友谊街、申楼西站路、西市场路等相继修

通。这些铁路、公路建成通车，大大改善

了平顶山的交通状况，加快了平顶山煤

炭工业基本建设的步伐。

二矿设计年产量 30 万吨，后改为 21

万 吨 ，服 务 年 限 20 年 ，总 投 资 约 800 万

元，该矿于 1957 年 10 月建成投产，揭开

了平顶山矿区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党领

导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发扬艰苦创

业的革命精神，在百里矿区安营扎寨，风

餐露宿、披星戴月、日夜奋战，把力量和

智慧无私奉献给这片蒸蒸日上的土地，

用汗水孕育了平顶山市的诞生。

1957 年 3 月建市后，党组织集中精力

抓煤矿生产建设、地方工业、城市建设和

国民经济调整。1964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在平顶山开展煤炭大会战，

建设大庆式煤炭工业基地。到 1975 年，

平顶山矿务局共有 13 对矿井，原煤产量

首次突破 1000 万吨，跨入全国特大型矿

区的行列。20 世纪 70 年代，煤炭产业占

GDP 比重在 90%以上，基本上是矿城合

一。80 年代，国家在平顶山相继布局帘

子布厂、高压开关厂等一批骨干企业，

“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但是煤

炭产量连年增长，进入国家统配煤矿前三

名的行列，到 2009 年煤矿最高产量达到

5781.9 万吨。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奋斗，

到 20世纪末，平顶山基本完成主要依靠资

源开发利用支撑经济发展的创业，形成煤

炭、电力、钢铁、化工、机电、建材、纺织、食

品等种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

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

随着时代步伐更迭加快，偏短偏粗

偏重的产业体系面对新的发展要求表现

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历届市委、市政

府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

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平顶山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产业转型的

牵引下，城市、生态、文化、社会的转型，

基本实现单一矿业城市向区域性功能城

市、“中原煤仓”向中国新材料基地、煤城

向山水宜居美城的转变，跻身 2020 年“中

国宜居宜业城市”行列。

（文图均由市档案馆提供）

平顶山市的诞生

开栏的话

百年峥嵘，初心不改；百年征途，薪

火相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

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明确了档案工作

四个“好”、两个“服务”的目标任务，深刻

回 答 了 新 时 代 档 案 工 作“ 怎 么 看 、怎 么

做”的重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和市十次党代会精神，本版开设“档

案里的故事”栏目，通过系列专题展示我

市辉煌发展历程。今后五年，是我市经

济等级、开放层级、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

战 略 机 遇 期 。 让 我 们 的 档 案 工 作 在 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转型发展闯新

路，担当实干争出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鹰城不懈奋斗。

平顶山市档案馆档案资料征集及接受捐赠

电话：0375-2662767

档案里的故事

建矿初期，人拉肩扛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

原平顶山矿务局安装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