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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有人歌颂那参天的大树，也有人

赞美那贴地的小草；有人喜爱那雍容华贵的牡丹，也有人怜

爱那质朴无华的野花。而我唯独钟情家乡的刺槐，更愿意

为她填写绿色的词、谱写金色的曲。

刺槐，也叫“洋槐”，因其适应性强、根系多、繁殖易、生长

快、用途广而受欢迎，在我家乡河北平泉有着特殊地位。它是

家乡生态建设的“功勋树”，令我记忆的扉页常常有绿色的波

涛滚滚流过；它是家乡昔日青黄不接时的“救命树”，在我心灵

的深处常常有白色的槐花淡淡飘来；它是家乡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使我感情的琴弦常常有金色的乐声悠悠扬起……

家乡的刺槐，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田。在我的家乡，刺槐

是随处可见的。房前屋后、田边地头、路旁河畔，到处都有刺

槐坚实而高大的身影，就像谦谦君子，沉稳而不失活力，质朴

而不失优雅，坚强而不失温柔。在那个贫穷的岁月，槐花填饱

过我饥饿的肚子；在沙尘肆虐的年代，槐林成了阻挡沙尘南侵

的卫士；在脱贫致富的时代，槐树又给予了家乡致富的源泉！

家乡刺槐成了我难忘的乡愁，留下永远割舍不掉的情意。

刺槐尽管是外来物种，但其适应能力极强、耐瘠薄、繁

殖快。每到春季，树根上就会发出很多新芽，长出许多幼

树，很快就在房前屋后、荒坡沟壑、地头路旁长满。那些老

槐树，在岁月的砥砺中，厚厚的树皮炸开裂纹仿佛诉说着经

历的岁月痕迹；层层的枯枝疤痕似乎记录着沧桑的岁月年

轮，千姿百态的老槐树古朴苍劲。

历经寒冬雨雪洗礼的刺槐，谷雨后才迟迟吐绿，喷薄而

出，先发嫩枝，随即长出两两对称的叶梗，梗上再两两对称

发出叶片。立夏前后，槐花不失时节地簇拥着争相怒放，一

串串白色槐花低调地垂吊着，高调地盛开着，花香四溢，又

是一年槐花香。

少年时代，家乡生活贫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家

乡的大人孩子提篮挑筐，到处采摘槐花。拿回家放入开水

锅里轻煮，捞起滤水后，拌上玉米面或豆腐渣蒸着吃，或用

槐花包馅吃，虽然少油少盐不怎么好吃，但能充饥、填肚子，

槐花也就成了家乡人的天赐“救济粮”，为家乡人度饥荒起

了很大作用。那可是“一树槐花十里香”呀！

21 世纪初，沙尘肆虐。家乡人秉持着“把风沙挡在当

地，把清水送给首都”的情怀，喊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宁

愿流汗不愿流泪”的口号，使得片片荒山披上绿装，进行了

防沙治沙、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建设项目，

在家乡掀起了大造刺槐的热潮，刺槐成了生态的“主力军”、

阻挡沙尘南侵的“卫士”。

每到万木吐绿、花开飘香的季节，进入家乡就会看到山

脚下的“刺槐林带”，为连绵起伏的山坡罩上一层绿地白花

的彩带，宛如一幅宁静优美的画卷。真是簇簇槐花织锦绣，

阵阵花香醉人心呀！如何把刺槐资源变为财源？聪明的家

乡人做起了刺槐大文章，将刺槐树砍伐后，加工成锯末，发

展食用菌。从而，刺槐由薪炭林变成了经济林，成了家乡脱

贫致富的“摇钱树”。

为确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家乡人按照“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理念，运用生态规律培育绿色产业，利用

刺槐具有越砍伐越旺盛的特点，发展食用菌产业，把营造刺

槐林作为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实现了既要

生存又要生态，既要百姓富又要生态美的目标，因此，家乡

被评定为“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食用菌之乡”，成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

为稳定健康发展食用菌，30多万亩荒山荒坡得到绿化，

刺槐林达到 60 多万亩，足以托起年产 50 万吨的食用菌产

业。家乡人算了一笔账：“按每亩刺槐林3年平茬一次可生

产食用菌原料3000袋计算，每年平茬20万亩即可满足年产

5亿袋食用菌的需要，年可创收5亿元。”

山青了，水绿了，家乡富了，但如何绿得持久，富得长

远，是对家乡人的考量。智慧的家乡人给出的答案是：坚持

生态建设与生财致富有机结合，本着“以生态化思维抓食用

菌生产、以工业化思维抓产业链延伸、以品牌化思维抓市场

营销”的原则，大力培育绿色产业集群。

青山不语，绿色为证。现如今，在我的家乡，绿色是发

展底线，也是底色。到处充满着用生态理念引领现代产业

所带来的无限活力和美好前景。家乡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

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外地人到森林深处休闲、尽享“天然氧

吧”，到产业园区观光采摘、共享“绿色福利”，到乡村体验民

俗风情、感受“世外桃源”。

刺槐，家乡的绿色灵魂……

玉汝于成，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获得

者郭康是国网电力行业的玉成者。

在石家庄市总工会、市文联组织的

电力系统劳模座谈会上，他最后一个发

言，谦虚、低调。

是的，坐在这里有年龄比他大的全国

劳模、省劳模，在座者中，他只能是新兵。

然而，“新”也“不新”，他已经有十几

年工龄，已巡视了7000多公里电缆，这些

踏踏实实的行走撑起一座城的万家灯火。

他的工作是电力运维，是电力24小

时安全运行的维护者、看护人，用细心和

关注让电线永远畅通，从事的是电，也是

光与光明的事业。

7000公里，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

然而，他用十年走下来了，而且走成

了电力行业的“大国工匠”……

家在河边住

1987年5月，河北省新乐市木运铺村。

一个小生命诞生，一声啼哭让一户

农家充满欢欣。

新乐是伏羲故里。郭康所在的木运

铺村在大沙河边，距河不远，他常跑河边

玩耍。家里有地，父母忙时会带他到地里

劳动，干过农活儿。小时候他以为最神奇

的是，与父亲浇地，一合闸，一股水就从管

子喷出，像小白兔活蹦乱跳奔地里去。

惊讶中学到一个词：电。

他发现：家里的电灯用的是电，彩色

电视用的是电。看《西游记》，突然停电，

电视看不成，小郭康急得直哭，父亲安慰

他，“电来了，就能看！”

电来了，电视机里又重新有画面、声

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电啊，这么神奇，长大后，我就干电

的工作。”他在心底对自己说。

他在木运铺上完小学、中学，从新乐

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燕山大学，再上华

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的专业是电。

2012年7月，他如愿入职国网石家

庄供电公司，如愿成为一名电力人！

向光而行

在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郭康的工

作是负责输电缆运维检修，先是在一线

摸爬滚打，几年后从事技术和管理。

但，还经常下一线。只有在一线，他才

觉得踏实。因为这里离现场最近。电

缆一旦安装到位正常运行，有了故障，

肉眼看不清、摸不到，要靠设备来检

测。大学学的是理论，真正的经验却是

在实践中获得。

大学毕业到单位，他就“泡”在一

线。在一线这几年，收获最大，他掌握了

各种电缆专业技能；离开学校，依然抱着

本书看，密切关注电缆和电缆检测的新

技术、新理念。孩子经常问：“爸爸，怎么

大人还学习？”

爱人借此机会引导孩子：“你爸爸从

事的是光明的事业，就得不断学习。”

老师傅是他的一线老师，干活儿的时

候随时请教，学到了老师傅的“真经”。

在他的工作室，我看到了不同粗细、

型号的电缆，这里简直是电缆的博物

馆。工作室墙上是工作室的活动计划、

活动记录，他和团队在为石家庄电网的

数字化转型不断创新。

电缆安装在地下直径2米的通道，空

间狭小，施工和运维不如地面方便，一旦

出现问题，修不好修，检测不好检测。

大学里学的理论知识，加上一线的

实践让他炼成了电缆巡检的“火眼金

睛”，成为有实践经验的专家。

3月，楼下的迎春花了，宣布春天的

到来。

春风鼓荡，荠菜等相继露出地面。

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春消息送给他：国网

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举办技能竞赛。这

是培养人才的好平台，各单位都派出优

秀的选手参加。

郭康所在公司的领导找到他：“小

郭，公司推荐你参加省赛。”

“我行吗？”犹犹豫豫，底气“不足”。

“行！”

他想说不参加，但公司“认定”了他：

小伙子能吃苦，又在一线摸爬滚打，大学

学的专业对口，有经验有理论。非他莫属！

机会来了，若不努力，机会不会变成成

绩。他在公司领导的信任下，开始备赛。

备战省赛的5个月，异常艰苦：虽然

大学学的是电力，但是比赛有比赛的特

点，考试内容全面，注重实践，理论和实

际操作都优胜才能取得好成绩。

你看吧，那段时间出现的一些画

面：灯下，父母妻儿睡了，他在学理论；

白天，一早又去做实操训练；周末假期，

别人团聚，或者出去旅游，他因为有参

赛任务只身在训练场上训练。夏天，训

练场上干一天，湿透几身衣服。目标高

大，学习枯燥，一次次地做题，一次次地

训练，操作手法、作业流程在重复练习

中提高。一次比一次成绩好，走上考场

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国网河北省电

力有限公司2018年高压电缆带电检测

及附件安装技能竞赛“高压电缆高频局

放检测”项目个人一等奖、国网公司电

力电缆检测及附件制作技能竞赛个人

三等奖。拿回两个奖，获“国家电网公

司技术能手”“石家庄市电力电缆技术

标兵”两个荣誉。次年，参加第三届京

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他取得电力电

缆工比赛第二名。

向光而行，他成了一束光。

“领头雁”

深秋，大雁南飞。

木运铺上学的路上，他仰头看到了

天上飞的雁阵。

母亲指着领头的那只说：“那是头

雁。头雁领着，多大的队伍都不乱，都能

安全回家。”

他若有所思。

在去电力施工或者运维的路上，也

能碰到大雁南飞或者春归。刚上班，领

头的是师傅，他们刚上班，跟在有经验的

老师后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小雁；国网

石家庄供电公司有以全国劳模单东阳为

代表的一大批各级劳模，劳模队伍若也

是雁阵，单东阳是他们的“领头雁”。彼

时，郭康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为培养人才，

栽下“梧桐树”，制定《雁领创新人才工程

行动纲要》，每年选优秀人才担任攻关项

目“领头雁”、青年骨干为“雏雁”。

企业的发展，电力事业的发展，需要

更多的“领头雁”。

2022年，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成立

了以郭康为带头人的劳模工匠提升站，

他也是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最年轻的创

新工作室带头人。他成为“领头雁”，带

着一些“雏雁”飞。

在提升站，他提出“35N”管理模式：

“3”为“3个课堂”，即“劳模讲堂”“实践学

堂”“实习课堂”；“5”是提升职工理论、操

作、分析、处置、应急5种能力。

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电缆运检技术日

新月异。永不满足的他在工作室牵头开

展高压电缆精益化管理综合平台建设，创

新性地探索出“移动巡检+集中监控”运

检新模式，使得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缆

运检业务实现数字化转型，让石家庄电网

的电缆运检更安全、更智能、更高效。

“领头雁”的作用日益凸显。

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创新团队

累计取得专利52项，国家级三等奖1项、

优秀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2

项，培训100余场次，21人从这里实现技

能等级晋升，19人评上职称。

在工作室外的文化墙上，在他的引

领下，我追寻着石家庄电力运维的发展

历史，从一支小小的队伍到今天的现代

化管理、现代化技术，是电的变迁，也是

电力事业中的科技发展。

在一张张照片中，我看到省总工会、

市总工会领导出现在他的创新工作室，

档案盒里放着省市媒体报道的报纸。

在家里，爱人收藏起写有丈夫事迹的

报纸，父母看了引以为荣，孩子高兴地为爸

爸鼓掌，“长大了，我也要从事光明的事业！”

一名普通电缆运维工，在向光的路

上成长为电缆领域专家。

那个木运铺村走出的少年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

路在脚下

像小时候在家看电视剧《西游记》，

那首熟悉的歌曲《敢问路在何方》。

人生的路在脚下，电力运维的路也

在脚下。

电力运维是要用脚去走的，这是电

力运维工作的“脚力”，真正到了“地下”，

考验的不仅仅是“脚力”，还有眼力、脑力

和体力。地下巡检，通道里气味不好，散

发着电缆与地下潮气的混合味。深一

脚、浅一脚，工作帽压着头，身上不知道

什么时候又蹭了灰。

刚上班几年，工程多，在一线现场待

得多。与师傅们在一起，一边干，一边跟

着学。孩子小的时候，走的时候睡着，他

回来晚，孩子又已经睡下。不得已，把父

母接来为他们看孩子，保证工作不为家

里事分心。

上班以来，他累计巡视电缆线路

7000多公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公里数。

巡检是“走”，也是发现问题。一次

到仓南，他发现110千伏仓南T接线终端

漏油——漏油会影响电缆使用效果，对

通电带来影响——查找原因，采取措施，

圆满处理。

这样的缺陷，他处理了上百起，并且

主持220kV子龙站新建电缆工程等验收

工作40余项，220千伏韩民一线接地系

统大修技改项目10多项。年轻的肩膀

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担当。

“行走”是需要鞋的，爱人每次去超

市，都要逛鞋品，因为他“费鞋”，需要给

他提前“储备”几双鞋，这些年下来为他

买了几十双鞋。家里鞋柜里，也数他的

鞋多。想不到，普普通通的鞋，竟然是检

验他工作量的一把标尺。

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参照物。细

微见著，也正是电力运维工作者的写照！

年纪轻轻，却拥有高级工程师、高级

技师“双高”职称。“双高”是踏踏实实干

出来的。检验他的正是运行的电缆和行

走7000多公里的电缆巡检。

再见面，是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彼此

都没休息。

我们驱车从他单位南二环到高新区

施工工地，实际感受电力变化，感受他工

作的现场和环境。我们时而“入地”，时

而到地面，时而在他的创新工作室，体验

电力运维工作的真实场景。

一路上，他介绍石家庄电力新貌、新

技术：以前地面的电杆现在全入了地。

电杆少了，城市空间大了，为“这么近，那

么美”提供了空间保证和电力保障。

当你走在没有电线杆的石家庄街

头，当你沉浸在石家庄的大美环境中时，

郭康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地下”行走。

“以后，城市老旧小区、老街道电杆

也会入地。

“让电平安运行是我们的责任。”

轻轻几个字，在郭康的身上，我看到

了国网电力公司的青春力量。

在兴隆县陡子峪乡，有一座京津冀

的界桩，矗立在三省市交界山区的一处

烽火台旧址上，正中立着一座高1米的三

棱柱体界碑，界碑正圆形的底座，被平分

为北京、天津、河北三部分，3个立面分别

对着北京、天津、河北，镌刻着北京、天

津、河北字样，这就是1996年国务院在

京津冀三省市北部交界的山上立的一块

“三界碑”。“三界碑”下，以长城和山脊为

界，接壤的分别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

镇、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和河北省兴隆

县陡子峪乡。站在“三界碑”处，一脚踏

三地，环视四周，美景尽收眼底。

十年前，我调到兴隆工作。一次调

研来到“三界碑”前，随行者手指着在山

坳里若隐若现的村庄介绍，这里分别是

三个村，一个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

红石门村，另外有两个前干涧村，一个属

于天津蓟州区下营镇，一个是属于兴隆

县陡子峪乡。一位兴隆前干涧村的村民

风趣地说：“俺们村离北京、天津太近了，

早晨山上遛弯就溜达到了天津，下午遛

弯可能就到了北京，一天逛遍‘京津冀’

再正常不过。”

那段时间，从乡里干部和村民口中，

听到最多的就是位于“三界碑”下的兴隆

前干涧村村主任刘海燕。她原本是山下

龙门村的姑娘，20世纪80年代初，嫁到

前干涧村，当时是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被

迎娶过去的。刘海燕和丈夫都很有经济

头脑，勤劳、肯吃苦，结婚后走出大山，在

天津蓟州白手起家，从打工学徒卖苦力，

到养大车跑运输，逐渐开起加油站和饭

店，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刘海燕致富不

忘家乡，年过半百后毅然重返村里当上

村主任，自己垫钱带领村民找水、修路、

发展农家乐。

兴隆县森林覆盖率高，雨水充沛，我

一直觉得兴隆乡村是不会缺水的。然而

到了前干涧村才知道，这个村竟然还存

在严重的村民饮水问题，一直“靠天吃

水”。村民家的房檐下大多斜吊着一根

从中间立切开的铁皮管，当作接水槽，雨

水流下来后，将顺着水槽和与它连接的

胶皮管道流入一个水窖，再加上冬天收

集雪水储存，才能勉强支撑一家人用到

第二年雨季，断顿时不得不从邻村——

同名的天津前干涧村买水。村民十天半

月不洗脸、不洗脚是常事。

刘海燕回村后，下决心要让乡亲们

不再喝“房檐水”，一定要在村里打出水

井来。但她的“找水之旅”却异常艰辛，

村里没钱，她就先垫上，一打就是7眼

井。前5眼井最深的打到540米都没有

出水，打井队的人都不愿意干活了，但刘

海燕还在坚持。2015年，倔强的刘海燕

花了两万多元请了专业人士做物理探

测，最终在山顶选定了位置，用更为专业

的水钻开始打第6眼井，可还是没有打出

水，眼泪却止不住夺眶而出。她还不死

心，怀着全村人的期待，决定再试一次，

“下多大气力也得打出来！”苍天不负苦

心人，2015年 11月 25日，那天下着大

雪，第7眼井打到350多米时终于流出清

澈的山泉水。那一刻，刘海燕高兴得像

个小姑娘手舞足蹈，前干涧村正式结束

几百年来用水窖贮存雨水的历史。

前干涧村是陡子峪乡最偏远的村，是

个“死葫芦头儿”。老百姓去乡政府办事，

孩子们去乡中上学，必须坐车绕道天津蓟

县、北京平谷，需要走70多里路。闭塞的

交通，使这里远近闻名的农产品很难卖出

好价钱，甚至烂在家中。只有打通前干

涧、龙门两村之间的重山阻隔，修一条路

才能彻底解决前干涧村出行难题。

村里没有一分钱，更没有外人愿意

搭钱修路。刘海燕决定带领乡亲们在打

井的同时开始修路。她又自己垫资200

多万元，把自己家的钩机、铲车等全部开

到了工地上，并且几乎天天在工地盯

着。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在村民的支持

和共同努力下，长6公里、宽7米的前龙

路（前干涧到龙门）水泥路面建成了，曾

经只能骑毛驴上山的破旧石子路终于通

了汽车，这条路将京津冀三地公路连在

了一起。

刘海燕还带领村民栽果树、建果园，

如今每到秋季，从“三界碑”旁的山顶望

下去，云雾缭绕，满眼翠绿，兴隆前干涧

村的层层梯田里，一棵棵麻梨树、核桃

树、山楂树挂满果实。

有了水，通了路，刘海燕学习借鉴其

他村经验，和丈夫率先在村里盖起一座

高标准的农家院——她要“给乡亲们打

个样”。在她的示范带动下，村里有不少

农户也跟着开起农家院。村里还和“三

界碑”下的各村共同组建旅游联盟，建起

“三界碑”旅游环线，抱团发展。他们还

找了一家旅游公司，从北京发车，把游客

送到各村的旅馆门口。交通便利了，信

息通畅了，村里的不少剩余劳动力都能

就近到北京、天津的农家院里打工，每天

至少有100多元的收入，基本实现了“人

人有活干、家家有钱挣。”刘海燕被评为

“最美兴隆人”，她的事迹和“三界碑”一

起频繁登上了媒体，在当地家喻户晓。

在兴隆工作的那几年，我们积极宣

传“三界碑”，让“三界碑”逐渐走进公众

的视野，甚至成为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

绕不开的具象，成为周边关注的网红打

卡点，各级政府部门和无数的社会有识

之士更加关注和支持这里的发展。

原来“三界碑”附近居民的手机打电

话需要漫游费，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中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取消京津

冀手机漫游费和长途费，困扰多年的问

题得到解决。为满足三地群众公共出行

需求，“公交车一卡走遍京津冀”出行模

式初步形成，使用京津冀互通卡可在三

地城乡的公交、刷卡乘车，并享受当地乘

车优惠政策，陡子峪乡的村民到北京、天

津打工，如同在家门口挣钱一样方便。

站在“三界碑”，可以看到蜿蜒远去

的长城残墙，回望古长城历史变迁。随

着“三界碑”成为“网红打卡地”，“三界

碑”下的京津冀三个山村联系越来越密

切，实现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游客越来

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三界碑”下乡村

苦涩的故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成为回

忆。如今，依托协同发展好政策，“三界

碑”下三村旺，村民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

节高。

初冬萧瑟的田间

几畦翡翠绿的白菜

突兀于毛茸茸的麦田

片片肥硕的叶子

拱卫着

圆滚滚的脑袋

那上面凸起蜿蜒的叶脉

是父亲终年劳作

青筋暴起的伸延

耕耘 播种

移苗 浇灌

父亲用水瓢冲洗菜心 怕它

藏着尘土污垢

用红薯藤蔓束腰 怕它

长得离心叛道

用长满老茧的手

抚摸挤压一下它的头

看够不够瓷实饱满

岁月的风霜

染白了父亲的头发

可他忙闲都会坐在电视机前

等那初雪冰封的预报

把菜蔬净园 静候春天

小雪吟
□张海蛟

家乡的刺槐
□梁世芳

走笔“三界碑”
□张东伟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向光而行巡线人向光而行巡线人
□□陈晔陈晔

工作中的郭康工作中的郭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