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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 岁月 又逐春风到洛城
□马惠敏

风雨沧桑大庆路
□吕晓轩

沿洛阳城一路北上，翻越邙岭，跨过黄河，眼前便出现
一座石化小城，这里就是大庆路的家。

大庆路，单从名字上就能感受到，这是一条有着浓
郁时代痕迹的路。大庆路并不长，北临洛阳石化总厂正
大门，南接河阳路，位居吉利城区的中部，全长不过一公
里左右。

四十多年前，当洛阳石化的前身——河南炼油厂落户
到黄河北岸吉利时，彼时尚在幼年的我，迷茫地望着还是
一条灰突突的砂石路面，路两侧空旷寂寥、连棵像样的树
也没有的大庆路，无法想象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要在一片荒野乡村上建设一座特大型国企不是喊几
声口号就能完成的。在没有大型现代化机械施工设备、一
切都是白手起家的前提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油建工人
俯下身来，踏踏实实地开始进行炼油厂的基础建设。

大庆路一头连着新建的第一生活区，一头连着炼油厂
大门，工人每天迎着朝霞从这条路进厂上班，晚上踏着余
晖从这条路回家休息。

建厂初期的困难之多是不可想象的。生活区的建设
赶不上支援工人的数量，很多工人只能借住在附近农村的
老乡家或废弃的屋棚里，没有电就点煤油灯，没有生活用
水就去黄河里挑。

当岁月的脚步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庆路渐渐热

闹起来，两旁已经有了不少建筑。炼油厂大商店就是它的
新邻居，店内宽敞明亮，商品丰富，包罗了生活的方方面
面，基本能做到一站式服务。

大庆路的真正辉煌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位于路
北东侧的石化俱乐部建成并开放。这座俱乐部不仅外形
时尚，内部结构合理，还有个升降舞台。栽好梧桐树，自有
凤凰来。各种文艺演出团体也随之纷至沓来，让不长的大
庆路活力倍增。

1993年年底，由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座单系列
年产500万吨炼油工程在洛阳炼油厂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正式全面交付生产，为洛阳石化第一次大发展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随后这些年，大庆路的建设加快了步伐，石化总厂办
公楼、宝缘大酒店、石化宾馆、文化宫等高标准建筑整齐排
列在大庆路两侧。路南头的老电影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悄然退场，接替它的是现代气息十足的世纪广场。

洛阳石化建厂四十余年，把黄河岸边的荒郊野岭逐渐
改变成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城区道路五横十纵，大庆路
已然成为其中最美的一道风景。

大庆路虽不及上海南京路的繁华，也没有北京前门大
街的厚重，但它见证了吉利的从无到有，目睹了洛阳石化
的从弱到强，也陪伴我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半生。

我乡 我土

青春始于青年宫
□郭炳飞

心中有个发明梦
□段宏波

莫负青春好时光
□卫兰英

青年因城市
而聚，城市因青
年而兴。每个时
期，都有无数青
年 才 俊 涌 向 洛
阳，为城市发展
贡献他们的青春
力量。眼下，洛
阳正在加快建设
青 年 友 好 型 城
市，吸引“后浪”
奔涌、奋斗逐梦，
成为真正的青春
之城、梦想之城、
创业之城。

——编者

在洛阳，保留历史风韵最多的，莫过于老城；在老城，
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青年宫。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夜幕降临，疲惫不堪的城市
恢复平静。而在青年宫，即便是凌晨，依旧灯火璀璨，流光
溢彩。CD店放着流行音乐，砍价声伴随音乐声淹没在欢
笑里，喧闹吞噬了城市的宁静。一座城在青年宫的灯火
下，诉说着青春的记忆。

那时候，我正在洛阳求学，和同学们到青年宫逛夜市，
看到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看到热闹的地摊，有生意
头脑的马哥说，这里晚上这么多人，咱们也摆个地摊吧。
当时，都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于是我们宿舍五个人拿出了
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开始在青年宫摆地摊，卖袜子、袖套、
发夹、钥匙扣、水杯等日用品。

于是，在星期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天不亮就到关林
批发市场，一次次挑货，一趟趟送货，十几公里的路程，一
天要跑三四趟。暮色降临，华灯初上，开始“占摊大
战”。可占摊是个技术活儿，好的位置下午都被占完了，
况且我们这种“流动商贩”只有在周五到周日晚上来，一
般没有固定的位置，于是我们只好找电影院门口、烧烤
摊旁边的边角之地摆摊。一天下来，也就卖个一百来块
钱，虽然少，但利润基本对半，两三个月的时间，本钱也基
本回来了。

为了筹集下学期的学费，暑假的时候，我们到郊区收
了西瓜，蹬着三轮车，拉到青年宫夜市摊上去卖。三伏
天，烈日当头，挥汗如雨，拉着几百斤的西瓜，有的推，有
的拖，黄昏的时候到了青年宫。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吆
喝，有的切瓜，有人问了还免费让品尝，几周下来天天卖
空，收获颇丰。

一天晚上，酷热难忍，卖瓜正当时，可天公不作美，突
然暴雨倾盆而下，我们只好躲在旁边烧烤摊的伞下避雨。
热情瞬间被暴雨浇灭，喧嚣的街道只剩下雨声，我们几个
人望瓜兴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半车西瓜。烧烤摊上的
人也逐渐散去，摊主说，你们是学生吧，白天晒成“非洲
人”，晚上淋成“落汤鸡”，能坚持个把月，不容易！我这肉
串烤了这么多，人也走了，我请你们吃烧烤，你们剩下的西
瓜顶给我就行了。

他看得出我们的艰辛，我们也听得懂他的好意。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时光里的深情，市井里的温情，在那
个盛夏如一抹清凉，让人终生忘怀。那夜，我们吃着烧烤，
喝着啤酒，青春的汗水，如同那夜的雨水一样，深深地渗透
在洛城的土地里。

我的青春，从那个夏天的青年宫出发，如今已走到中
年。现在的青年宫，依然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在这座古城
里记录着发展、记录着变化、记录着青春。

五年前，在市发明协会组织的一次交流会上，我认识了发明爱
好者老程。老程是那次会议的热点人物，主持人隆重介绍了他：初
中毕业，自学成才，拥有数十项发明专利。

有过几次接触，我和老程熟络起来。老程是一位憨厚的中年
男人，中等身材、微胖，家住城中村，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闯荡社会。
他干过装修，开过饭店，修过汽车，干啥啥行，是亲朋好友眼中的大
能人。

多年前的一天，他在朋友的厂里，第一次见到粮食烘干设备。
当时朋友抱怨说，设备能耗太大，用不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
程想，烘干设备是新鲜事物，将来一定大有市场。有一天，老程看
电视科普节目，受到启发，脑子灵光一闪：真空状态下烘干粮食不
是很节能吗？新奇的想法，让老程兴奋得彻夜难眠。

老程本来在修车店干活，突然辞职了，整天窝在家里看书、查
资料，有时还跑到图书馆，一泡就是一天。他买来一大堆农机资
料，解剖各种粮食烘干机的结构，又读了一些真空技术方面的书
籍，最后形成真空烘干的初步思路。然后，老程就开始画图。老程
没学过制图，又买来制图教科书，一边学习一边画。三个多月，老
程用废了一箩筐纸，终于画出烘干机的图纸。

老程把制造任务委托到一个机械厂，自己天天待在厂里，及时
处理制造中遇到的问题。一个月后，烘干机造出来了，老程马上送
到朋友的厂里，进行试用。朋友使用后，证明老程的烘干机非常节
能，很有实用价值。

初次成功，让老程兴奋得整夜睡不着。小时候，老程就喜欢
动手做各种玩具，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发明家。走向社会后，
老程心中的梦渐渐远去了，没想到，风风雨雨过后，梦想又重新
燃烧起来。

老程把发明当作今后的事业，全身心投入粮食烘干技术研究，
不断创新、改进，先后发明了真空通用烘干机，以及豆类、玉米、花
卉等专用烘干机。一些做粮食深加工的企业，找到老程订制烘干
机，老程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老程把赚来的钱又投入新的研
究之中，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走出良性发展的路子。

前几日，我见到老程，发现他消瘦了许多，认为他一定是累坏
了。老程笑着反驳说：“搞发明的人永远不会累，因为世上最有意
思的事就是搞发明。”

近日在网上读闲书，忽遇“Z 世代”，一时不解其意。
赶紧上网搜索，才知道“Z世代”作为网络流行语，是新时
代青年的代名词，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也是最
有希望、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代表着祖国的希望和未
来。细看之下，“Z世代”作为网络语言已出现20余年，看
来自己真的已经out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年华已慢慢离去。但每当看到
身边那些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心里也总是充满
无限的羡慕和期待。想起当年大学刚刚毕业，自己也才
20岁出头，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到向往已久的洛阳工作
和生活，周围是无数羡慕的眼光，心中弥漫着幸福和憧
憬。那时我在钢铁企业工作，适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
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一个个为洛阳的发展
尽情挥洒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是
洛阳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凝聚了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和
辛勤汗水。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正是他们成就了不
同时期的城市辉煌。20 世纪 50 年代，“一五”时期全国
156项重点工程中有7项落户洛阳，来自上海、哈尔滨、长
春等全国各地的10余万年轻的技术人员、产业工人援建
洛阳，在这片希望的热土上建功立业，使洛阳成为一座工
业基础雄厚、科技实力突出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洛阳紧抓加快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持续完善现代化工
业体系，大力实施“河洛英才计划”，积极引进创新团队和

创新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目前已形成装备制造、
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硅光伏及光电、能源电力五大传统产
业基础雄厚，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装备、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惠普、中兴、中移动（洛阳）呼叫中心、平安保险数据中心等
一大批高端项目先后落户洛阳。尤其是我们引进的“清洛
基地”（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
研发基地）科技创新团队，近 300 名成员平均年龄 32.8
岁，硕博占比近50%。成立以来，先后参股孵化科技型企
业20余家，累计估值近20亿元，为洛阳的科技创新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

“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全回。”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洛阳坚定树立“创新引领发
展”的新理念，业已形成了“青年是城市的希望”“青年决定
城市的未来”的共识，全力吹响了“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
极”的冲锋号角，大力实施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加快洛阳
发展的春风劲吹、满帆竞进。如何落实创新引领发展，如
何实现青年友好，如何引进“Z世代”各类人才来洛创业，
如何避免“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等诸多问
题，这既是对如何“加快洛阳发展”的时代之问，也是对科
学管理智慧、能力、水平的考验，更是对竞争力、执行力、发
展力的检验。这是我们洛阳人的必答题，也是能否重振洛
阳辉煌的关键，让更多的“Z世代”各类人才“又逐春风到
洛城”将是重中之重。

我和丈夫年龄相当，都是“老三届”毕业生。
1968年，他从长垣家乡参军，后换防孟津中队服役，入党、提

干。我作为第一批知青，下乡到孟津，返城后在朝阳锻压机械厂当
了工人。1973年我俩经人介绍相识，结婚、生子，在部队大院过着
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

到了1983年，祖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
展，国家为了提高在职职工的素质，弥补被耽误了的一代人的学
业，设立了大专“函授教育”。这一举措重新点燃我们的求知欲望，
我俩不顾工作繁忙和孩子幼小，各自报考了喜欢的专业。自此，我
们相互支持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他去外地学习、考试，我承担全
部家务。我去洛阳市区听课，他做饭、管孩子。我们各自取得的成
绩，都有对方的默默支持。

1986年年底，当了18年兵的丈夫转业了，被安排到了吉利税
务局工作，我在孟津也换了单位。我们分居两地，平静的生活被打
乱，丈夫面临二次就业，感觉前途迷茫，无所适从。他整天愁眉不
展，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安慰他，急得我生了一场大病……他
更是两头挂心，一下子白了头，苍老了许多。

人生的困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这个道理他懂；共产党员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我也知道。路就在
脚下。丈夫来到新单位，一切从零开始，熟悉新的业务，适应新的
工作。

我带着儿子留在孟津，等待团圆的机会，除了勤奋工作，又参
加了成人自学考试。有句俗语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我不信这
个。我把学习时间安排在晚上，虽然记忆力有所下降，但理解能力
还不差。在不断学习中，我涨了知识，充实了自己，在工作中更加
得心应手。

1990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吉利团聚了。他在吉利税务局工
作，我在市工商局吉利分居工
作。此时，我和老伴都正是风
华正茂、为吉利的经济建设贡
献一份力量的好年华。

我们在吉利工作、生活了
将近 20 年，2003 年退休后到
洛阳市区定居至今。回首我和
先生的青春时光，可以骄傲地
说，是奋斗的时光，是提高的时
光，是收获的时光，是传递正能
量的好时光！

多彩 人生

岁月 回首

奋斗者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