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5
地理

电话：028-86641711 投稿邮箱：scjjrbwhb@163.com

编辑文强 美编赵磊 校对胡玉萍

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

本报声明
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

编辑出版，应经本报许可同意，
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
费。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四川经济日报
微信公众号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
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欢迎
和我们的话题#川行无边# #地
球是圆的#互动。

四川经济日报
微博

梦回会理
□ 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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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又梦回会理了！梦里我
又回到了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的小
春城，又回到了红军长征召开重要
会议的地方，回到了久负盛名的中
国石榴之乡，回到了国家攀西战略
资源创新开发示范区的腹心，回到
了我去过无数次的有色金属之乡。
会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要去会理，我要沿着几十年
来最常走的路线去会理，就象梦里
一样：先从成都坐十多个小时的火
车到攀枝花，再乘两三个小时汽车
到会理最南边也是四川最南边的
拉拉铜矿，它在金沙江左岸，右岸
就是云南禄劝县。作为著名的环境
优美的矿山，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起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废水零排
放。

我要在会理县城吃一碗鲜香
沁人的羊肉粉，逛逛钟鼓楼、北门
城楼、白马寺等古建筑，去体验一
下古法造纸和绿陶特制技艺；再到
石榴文化广场，品味曾为古代贡品
的关河菜籽园那独特的软籽石榴；
更要瞻仰“会理会议”遗址，感悟红
军长征到此终于议决北上的伟大。

心系会理
我第一次去会理是 1986 年 11月 25日，之

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身临矿山，而且它与我的生日紧邻。那天我刚
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调入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总公司成都环境监测中心，上班的第一天就
直接上火车，参加全国有色系统放射性普查，
我们负责四川片的工作。先从会理拉拉铜矿揭
幕，从此我与有色金属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逐渐熟知了露采、坑采、入选品位、精矿品位、
剥采比、回收率、贫化率等等矿业名词。

几十年来，我省有色金属行业蓬勃发展，仅
拉拉铜矿就由最初一百吨日采选发展为今天七
千吨日采选规模。我个人也从一个年轻的环境
监测人员，经历了全省有色金属行业的环保管
理、安全和环保管理、行业综合管理、工业综合
管理等多岗位的锻炼成长。虽然工作领域越来
越宽，但仍心系有色，心系矿山，心系会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我工作几十年也快
退休了。跟大多数人一样，退休后想到处走走
看看：夏威夷的阳光海滩，加拿大的红枫叶，冰
岛的北极光，古罗马的竞技场，还有莱茵河、多
瑙河、伏尔加河、富士山、阿尔卑斯山等等，都
是我慕名已久，从未去过的名胜。不过我从心
底，从灵魂深处最想去的地方却是工作几十
年、去过无数次，近年由于岗位变动而没能再
去的会理。

是的，我要去会理，我要沿着几十年来最
常走的路线去会理，就像梦里一样：先从成都
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攀枝花，再乘两三个小
时汽车到会理最南边也是四川最南边的拉拉
铜矿。它在金沙江左岸，右岸就是云南禄劝县。
作为著名的环境优美的矿山，它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起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废水零排放，至今
仍是我国重要的铜矿山。

在这里，我要再次看看由小露天采场改造
成的雨水收集和全矿水循环系统——我心中
最秀美的“天鹅湖”，它是矿工们巧夺天工镶嵌

在矿山上的明珠；我要再次感受正在全力出矿
的大露天的恢宏气势；我要再次见证由老尾矿
库改造成的绿茵球场上矿工子弟们的飒爽英
姿；我要再次眺望新尾矿库那博大的胸怀；我
要再次站在矿山之巅亲近那富含铜钴钼金银
铁硫的宝藏。

我要再次俯视千米之下犹如金蛇蜿蜒，又
似彩练飘飞的金沙江。我要再次对望江右岸的
大山，与云南有色的老朋友高呼欢言；我要再
次背上干粮，迎着朝阳，沿着八级泵站高高的
龙尾，顺势下到千米之下的江面龙头，再次欣
赏奔腾咆哮的金沙江水乖乖地被这钢铁巨龙
强力吸取到矿山之巅。

然后，我要再次依扶着钢龙憨实强壮的身
躯拾级而上，每到一级泵站，都喝喝水歇歇脚，
回望一下越变越细小的滔滔金沙江，再继续紧
咬牙关攀登，一定要赶在日落前回到矿山顶
峰，沐浴七彩晚霞，拥抱夕照金沙，享受壮美拉
拉的灿烂辉煌。

回望会理
出拉拉铜矿过洛东铜矿、绿水铜矿北上六

十公里，就是我心心念念的中国最早的镍矿
——它在采选冶上均配套齐全，现已列入中国
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会理镍矿。我一定要去亲
眼看看这个1958年以大跃进的速度开建，1959
年成功炼出了新中国第一块高冰镍，结束了我
国镍金属纯粹依赖进口和从废金属回收镍的
历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担负了全国镍矿生产
70%以上任务的那些主井、选矿厂、冶炼厂、矿
部等，作为工业遗产的它们保护得是否完好？

我一定要回访曾经被滚滚冶炼浓烟熏得
寸草不生的荒山是否如愿以偿重披苍翠绿装，
要去巡察昔日的尾矿库复垦后的植被是否更
加茂密昌盛；一定要去拜望那些当年从全国各
个专业优选出来的能工巧匠，他们许多是从大
城市经过几十天的卡车、马车、牛车和步行到
这个山沟沟安营扎寨，然后开山放炮，挖矿炼
镍，一干就是一辈子，一干就是几代人的共和
国劳模英雄们。他们从没坐过飞机，最大心愿

就是这辈子能坐一回飞机上北京去看看天安
门，可当他们听说自己用血汗浇铸的第一块镍
要坐飞机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时，笑得整夜睡不着觉，比自己要亲自去北京
还亢奋……

一定要去拜访当年住棚户区的老矿工是
否都迁入了新房。他们从1958年就无怨无悔地
在干打垒的简陋狭窄工棚里，一住就是几十
年，他们就是在这些棚户里翻箱倒柜，翻出自
己珍藏的红绸缎，精心包裹打扮着新中国第一
块高冰镍，就像送别自己出阁的闺女，每张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无比的依依不舍的笑容……

一定要去聆听当年已七十四岁的郭老（沫
若）在此被矿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伟大成感动
得诗情澎湃，当场写下的“水调歌头”是否还在
力马河畔流淌吟唱；一定要去凭吊 1993年 9月
1日特大泥石流摧毁的采选厂和百多户工棚：
好端端的镍矿瞬间没了，家园没了，老矿工哭
了，儿童们哭了，铁汉般的矿长哭得像没了娘
的孩子。闻讯赶到的我们也忍不住一起流泪、
捐款、重建！

我一定要去寻找那位"矿山好女人"，是她
半夜偶然发现泥石流征兆，一家一家地把工友
叫醒，创造了没有一人伤亡的奇迹！我要慰问
这位从未接受过任何宣传报道的普通女工而
今生活是否安好？

体验会理
离开力马河沿108国道继续北上，经鹿厂银

铜矿、会理大铜矿、白草洞铜矿，前方就是享有
“川滇锁钥”美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会理
县城。我要在那里吃一碗鲜香沁人的羊肉粉，逛
逛钟鼓楼、北门城楼、白马寺等古建筑，去体验
一下古法造纸和绿陶特制技艺，再到石榴文化
广场，品味曾为古代贡品的关河菜籽园那独特
的软籽石榴；更要瞻仰“会理会议”遗址，感悟红
军长征到此终于议决“北上”的伟大。

出县城再继续北上六十八公里到达会理
的最北端，在与德昌、米易交界的甸沙关，那就
是具有数百年开采历史的会理锌矿了。在会理

锌矿，我要先到豹子沟尾矿库去，要再一次仔
细检查初期坝是否稳固，子坝是否有管涌，坝
面干滩长度是否足够长，溢流水、渗流水时是
否清澈，遇暴雨是否跑浑……

接着我要再上天宝山，要像当年检查井下
安全那样穿着长筒雨靴、工装，戴上安全帽挎
上五节电筒，从四中段的残洞钻进去，逐一钻
到五六七八九中段，井下的主平硐、沿脉、穿
脉、竖井、斜井、溜井、通风井和所有工作面，掌
子面一个都不少地走到位，看到位，检查到位。

记得第一次下矿井，面对黑黢黢、阴森森
的井硐我眼黑心怵腿发软，手电一照才发现头
顶像下雨，洞壁水四溢，脚下全是混着泥水的
乱石，真是三块石头夹块肉呀！一路边趟边摸
边走，低矮处要低头猫腰，陡坡处要四脚爬行，
危险处要人牵着扶着。早上九点下去，要下午
四点多才出来。电筒的电池已差不多消耗殆
尽，内衣被汗水湿透了，外衣被矿井水湿透了，
加上溅的蹭的泥浆，完全变成了天然迷彩服，
两只脚就像被泥浆包得严严实实的叫花鸡。而
同行的矿工却走得轻松自如，身上比我干净得
多。与其说是我去检查安全，不如说跟着老矿
工现场体验学习。

我还要去谢谢那个对我说“谢谢”的彝族
兄弟。一次在井下我经过五中段黑破（黑色破
碎岩石）地段，见几个工友正在用坑木架厢支
护，我忙提醒面临碎石不断垮落的工友注意安
全，可一个彝族兄弟却冲我吼“走开走开！”我
又遇到对“学生干部”不买账的愣头青了？我刚
想冒火，却被他一把拽到一边，几乎同时，一块
似我脑袋大小的碎石冒落在我脚前！我完全愣
住了，他却笑笑：“谢谢你老兄福大命大，保住
了我们这月的奖金。”然后就继续忙他的活了。

后来才知道，类似的冒顶片帮在井下是不
足挂齿的家常便饭，可如果不是他一吼一拽，
那块碎石即使不要我的命，也一定伤我不轻，
此后也就没有我这个省安委会颁证的非煤矿
山安全“专家”了。

朋友，昨晚我又梦回会理了，那里有太多
人和事在呼唤我。没错，我退休后最想去的地
方就是会理，是中国的会理，是有色的会理，是
咱们的会理！会理钟鼓楼（翁锐 轩视界）

会理锌矿天宝山矿区外景（王建国 摄）

历史文化名城会理新貌（杨安文 轩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