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人有了“银川胃”
本报记者 智 慧 文/图

一生擒笔写“江南”
本报记者 秦 磊 文/图

编者按
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支宁人员汇聚宁夏。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各行各业，扎根宁夏，奉献宁夏，用宝贵

的年华谱写了最美的青春之歌。他们在悄然改变塞上大地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笔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让我们重温这首青春之歌，与他们一同感受宁夏之变。

下了火车，满目黄沙，双脚踩在站台上，留下
清晰的脚印。

眼前的景象，不知给从上海来的这位青年留
下了怎样的“初印象”；也没人能知道，这位复旦
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能在这片黄土地上待
多久。

唯有时间给出了答案——整整 63年，当初那
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没有被眼前的景象吓退，反而
更加坚定地走出站台。自此，他把毕生热爱奉献
给了这片热土，用一支笔蘸满文采，将当时一穷
二白的宁夏不甘自弱、奋力追赶的点滴变化悉数
写尽，直至华发霜染、步履蹒跚。

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这是何其动人的青
春之歌。

时光回拨一个甲子。
1961年 9月，年仅 27岁的朱以林站在银川火

车站简陋的站台上。从繁华的上海坐车辗转几
天几夜，迎接他的是想象之外的荒凉。这里就是
他向学校主动申请要来的地方？朱以林跟随接
站的同志一起来到贺兰山，登高远眺，一片平川：
对，就是这里，塞上江南米粮川。

几个月前，复旦大学新闻系，正值毕业季。
当同学们热烈地讨论毕业去向时，朱以林却陷
入了思考。20世纪 6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
国家号召有志青年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这个看似文弱的青年胸怀满满的报国
志，却因家庭原因迟迟下不了决心。家中 5个
孩子，前面 4个都是姐姐，他是家中老幺，也是

唯一的男孩。
独子远游，年迈的母亲能同意吗？
母亲的开明无疑给了朱以林最坚定的支持，

他立即找到辅导员，表明决心，一路向西。
来到宁夏，被分配到宁夏日报社，朱以林如

鱼得水。扎实的业务素养加上对新闻工作的极
大热情，推动他跑遍了宁夏道道山川，见证了各
行各业从起跑到加速的全过程，也将宁夏数十年
的巨变用尽笔墨来定格。

如今回忆，30多年的新闻生涯快如一瞬，可
走进回忆，很多“瞬间”惊心动魄。

1961年 10月 10日，朱以林在日记中写道：
“在盐池县城坐上煤车去高沙窝公社，汽车在茫

茫草原上奔驰，黄沙滚滚似波浪，飞起的沙子让
人睁不开眼睛，天上的云彩急速向后移动……风
刮得呼呼响，雨也下起来了，而且越下越大，用手
帕包在头上雨水却流进脖子里。这风啊、雨啊，
好像有意要考验我似的！这有什么了不起，看你
能下多大雨、能刮多大风，你来吧，一点儿也不能
使我气馁……这是红军到过的地方，来到这里多
么光荣和骄傲！”

还有一次，他从泾源县去往隆德县采访，当
晚他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12月的宁夏
已是天寒地冻。路过杨沟公社时天色已晚，只好
在当地投宿，晚间与放羊的羊倌同炕睡。羊倌简
陋的土炕上既没铺的又没盖的，羊倌盖着老羊皮
袄，我盖上自己的棉大衣。到深夜，身子下面火
烫火烫的，身上却是透心凉，我像翻烧饼一样在
羊倌的火炕上烙了一夜……”

艰苦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到朱以林的工作
热情，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观察、记录宁夏巨变
之中，《蒲尚义靠养鱼成为冒尖户》《昔日黄河滩
今日鱼满塘——陈袁滩乡成为吴忠最大的商品
鱼基地》《老操心》等一大批有分量的新闻作品
见诸报端，其中，《塞上宁夏食有鱼》还刊登在
1995年 3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

今年，朱以林已经 90岁高龄，他对宁夏发展
的关心、对《宁夏日报》的关注与 63年前相比，丝
毫未减。

9月 12日，记者登门拜访朱以林老人，他家的
门把手上，还插着一份当日的《宁夏日报》。

90岁高龄的朱以林老人每天必读《宁夏日报》。

张健伟（左一）参加社区中秋节活动。

青 春 之 歌 回 响 塞 上

头发整齐、身板硬
朗、神采奕奕，书房摆满
了各类书籍，书桌上放
着正在整理的讲稿和资
料……在李耀星老师家
中见到他时，很难将他与
86 岁的老人联想在一
起。“我每天都要看书看
报，既是习惯也是为宣讲
积累素材。”他边招呼记
者坐下边说，随后拿出一
份“讲稿”，把他的支宁故
事娓娓道来。

1963年，李耀星从陕
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
时正逢全国掀起“学雷
锋”热潮，他身为学生会
干部，带头响应国家支援
宁夏教育事业的号召，毅
然离开西安市来到银川
二中从教。李耀星对他
的第一届学生印象深刻：

“我带的班是从其他 4个
班中抽调组成，调皮厌学
的学生多一些，上课看小
说、打扑克、睡觉，干什么
的都有。”

为了鼓励学生学习，
李耀星每周都利用周末
时间到学生家里家访，全
面了解学生家庭情况。
得知同学们喜欢打篮球，
就用仅有的几十元工资
帮他们买篮球，组织他们
进行篮球训练、参加篮球
比赛，并通过读书活动潜
移默化地开展思想教育，
引导他们要为建设祖国
而学习。慢慢地，曾经的

“问题班”成了团结向上、
刻苦学习的“向好班”。

回忆当时，李耀星
说：“我一直坚信‘天生其才必有用，天生
其才必有用’，作为老师，我们要对学生有
信心。”在银川二中任教的 27年里，他秉承

“有教无类”教育理念，总结出一套转化后
进生、培养特长生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

“结构教学法”，很多他带过教过的学生在
全国、全区数学竞赛中屡屡获奖，有的还
夺得全区高考理科状元。

1990年，银川市唐徕中学建校，教学
经验丰富的李耀星调任该校副校长，主管
学校教学。上任后，他制定系列化教学管
理制度，分享教学经验，并把自己珍藏多
年的 1200余册数学书刊捐献给学校资料
室，帮助青年教师拓宽知识面。

同年11月，李耀星和同事前往上海建
平中学等学校学习管理经验。倡导“低起
点、小步子、多活动、快反馈”，实行鼓励性
评价，坚持改“补短教育”为“扬长教育”，给
学生充分选择的余地……这些先进的教育
经验融合学校原有管理制度，使唐徕中学
很快培养出一支富有朝气的青年教师队
伍，涌现出一批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在李耀星看来，教师是一份需要“照
亮别人”的职业，而要照亮别人，首先自己
身上得有光明；要点燃别人，首先自己心
中要有火种。2000年，在教育岗位上奉献
了一辈子的李耀星光荣退休，但他退而未
休，而是选择返聘回校继续贡献光和热，
并先后加入自治区关工委宣讲团、首府桑
榆红宣讲团、银川市关工委五老宣讲团
等，前往学校和社区为学生、教师、家长宣
讲党史国史、爱国主义、学习方法等内容，
听讲人数达2万多人次。

不久前，李耀星将他多年累积下来的
教育方法和退休后的宣讲内容进行全面
梳理，形成著作《桑榆心声》出版，这也是
其著作《三尺讲台，一生情怀》的姊妹篇。

“希望通过这两本书帮助学生、家长进一
步理解、掌握方法，鼓励更多优秀年轻人
投身教育事业。”他说。

“五十年间大半生，漂泊异乡作‘苦僧’。
风雕雨刻天无情，少年变作白头翁。自古
人生谁不老，换得新秀满园红。”这是李耀
星同窗为他作的一首诗，形象地概括了他
的执教生涯。李耀星则认为，他之所以有
今天，是党培养的结果，他更应该把有限
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要为教育事业、
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发挥自己的余热。”结
束采访时，李耀星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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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刮碎石跑，
黄尘风中飘。风刮
沙子飞，青草无处
找……”

1960年，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石炭井
镇还不是人们熟悉
的“煤城”，这里的矿
区建设方兴未艾，土
地荒凉，春秋两季常
有狂风。初到此地
工作的江苏支宁建
筑工人孟召芝便与
工友们一起编出了
这首“打油诗”。

如今，为宁夏经
济发展作出贡献的
石炭井矿区已经“功
成身退”，成为人们
旅行打卡的一处工
业遗迹，来宁 60 年
的孟召芝也与老伴
度过了钻石婚。再
回忆起这首沧桑的
诗 ，他 不 禁 慨 叹 ：

“我们这批支宁人，
亲眼所见、亲手所
建了这片土地的繁
荣变迁。”

1958 年 ，17 岁
的孟召芝是江苏省
徐州市大黄山煤矿
的一名建筑工人。
恰逢“支援大西北”
号角吹响全国时，孟
召芝决定响应号召，
于同年 12月坐上了
前往宁夏的列车。
过西安、经兰州，历
经 3天的行程，孟召
芝到达石嘴山驻地，
从此长风万里，与宁
夏结下了一生缘分。

“我到宁夏时，正赶上隆冬季节，夜
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0多摄氏度，睡觉
时常常被冻醒。白天干活，不能闲下
来，一旦站着不动，就觉得身上寒气逼
人。”孟召芝回忆，宁夏的气候条件让来
自南方的他难以适应，但却从没想过
回去。那时，各个工地的建设工作开
展得热火朝天，从石嘴山矿区的铁路
路基，到石炭井的矿区工程，孟召芝与
工友忙碌不已，挥锹挖土、搬运石方
……热情的工作氛围，让他渐渐忘却了
各种不适。

适应了宁夏生活的孟召芝，彻底投
入建筑事业中。1960年，他参与的石炭
井二矿建设工程全面开工，大家凝心聚
力，仅用了半年时间，3项主体工程便顺
利完成。1966年，孟召芝所在单位承接
了建设石嘴山市大武口一、二、三厂和
煤机厂的任务，工人们埋头苦干了 3年，
各厂的主体厂房建好，正式投入生产。

1975年，孟召芝的出色工作使他升
任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木工排
排长。10年间，他带领团队高效完成了
石嘴山市西北煤机一厂的扩建工程。
尤其是在石嘴山第三煤矿的建设施工
中，创造了一年内建好 12栋家属楼支模
的佳绩。“那时不论干什么工作，都不怕
累不怕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那段挥洒汗水的奋斗时光，被孟召
芝称为“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问及原因，孟召芝颇有感触地说：“是因
为我和工友们的工作成果都变成钢筋
水泥，伫立在这片土地上，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随着宁夏各条战线的建设发展，孟
召芝所在的建筑单位由煤炭建设转向
民用建设。1985年，他担任施工工长，
负责石嘴山市青山宾馆的建设工作，后
来又参与了宁夏煤炭总医院的建设。
一栋栋民生项目工程拔地而起，石嘴山
市的城市风貌在无数建筑工人的劳作
下日新月异，逐渐变成如今的模样。

如今，孟召芝住在石嘴山大武口区
文隆苑小区的楼房里，初到宁夏时低矮
拥挤的平房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他说，
自己很庆幸来到宁夏，“看着这些年城
市的变化，我感到生命没有虚度，石嘴
山就是我的家，我的青春和热情都洒在
了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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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他们把青春献给了石嘴山。而我传承了
父母的精神，把我的一生也献给了这片土地，用
心教学用爱育人。”回忆起父亲李建利，李华有说
不完的话。

1957年底，李建利支援宁夏建设，成为一名
公安民警。在李华的印象里，父亲经常忙碌在办
案的路上，有时候外出办案，一走就是几个月，甚
至半年，“即使不出差，父亲也经常早出晚归，时
常整夜审案”。暑去寒来，李建利破案的脚步几
乎踏遍了石嘴山市的每个地方。

父亲的辛苦让李华看在眼里，也刻在心里。
“父亲不仅是一位敬业的公安民警，还十分有爱
心。”李华说，20世纪 60年代末，一些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会被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那时候
粮食紧缺，自己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馒头，可
每到大年三十，父亲都会把家里大半的馒头带到
学校送给那里的孩子们吃。

“父亲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爱留在了我心
里，是我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在工作中，我也是
按照他的样子去做的。”作为支宁人的后代，李华
在石嘴山市第八中学任教 40多年，当班主任 20

多年。从教中，父亲一直叮嘱她一定要爱护学
生、热爱工作。

于涛是李华的学生之一，他上初一时便失去
了母亲，父亲也不知下落，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
活。得知于涛的家庭情况后，李华成了于涛的

“妈妈”。为了不让于涛挨饿，李华承担起了于涛
的一日三餐，“早晨我给他带早餐，中午和晚上都
带到我家里吃饭”。冬天，李华给于涛买棉衣、棉
裤、棉帽、棉鞋、手套。看到于涛的头发脏了，就
带他到家里洗澡，为他洗衣服。

“那个时候，我既当老师又当家长，努力弥补
他缺失的母爱。”李华说，因为于涛的爷爷奶奶年
龄太大，没有精力照顾他，加之后来李华的工作
越来越繁重，她便向学校反映了于涛的情况，经
多方帮助，将于涛安置到附近的养老院生活。

但由于长期家庭教育缺失，于涛的学习成绩
很不理想，李华每天忙完学校的工作后，就会赶
到养老院，督促于涛写作业。于涛上课不认真听
讲，李华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要好好学习，成长为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后来，于涛顺利考上职业
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如今，李华培养的学生忙碌在宁夏的各行各
业，为地区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的父母为宁夏发展奉献一生。我生在石
嘴山，接续他们的事业，不仅奉献了自己，还奉献
了儿女和学生，我的一生得益于他们的选择，他
们不后悔，我也不后悔。”李华说。

两代人的青春故事
本报记者 张 涛

李华（右）给学生传授知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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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紫园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诗歌迎中秋 共度
团圆节”主题文化联谊活动。作为紫园三区第二
党支部书记的张健伟也早早赶来帮忙，布置会
场、摆放桌椅……

“只要我们有需要，一喊张叔，他就会来帮
忙。”社区工作人员盛居英说。居民矛盾纠纷调
解、老旧小区改造、环境卫生整治等各类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都能看到张健伟的身影。忙忙碌碌
为大家服务，他说，都是一个社区一家亲，不分里
外。来宁66年，张健伟已经把自己当作了本地人。

“1958年，我随父母从上海支宁来到银川，虽
然当时年龄小对上海的印象不深，但也知道我是
外来人，因为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专门给区外来
宁人员的宿舍，而且父母说的话也跟当地人口音
不一样。”张健伟说。年幼的张健伟带着对宁夏气
候、饮食的些许不习惯，和家人一起开始了在银川
的生活。“当时银川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物资也非
常匮乏。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快到六七月份，身
上的棉袄都脱不下来，因为没有替换的薄衣服。”
张健伟回忆，当时城区只有四路公交车，出行非常
不便，而且一到春天就刮沙尘暴，黄沙漫天。

即便日子辛苦，张健伟也没从父母口中听过

想回上海的话。父母、哥哥姐姐在不同的工厂上
班，张健伟也在西北的风沙磨砺下长成了宁夏小
伙。“我的同学、朋友都是宁夏的，我说话完全听不
出外地口音，饮食习惯也偏北方，甚至有了一个地
地道道的‘银川胃’。”20岁的张健伟进入了当时西
北给排水宁夏分队的打井队，成了一名临时打井
工人。“当时宁夏全域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是靠我们
供给。”因为工作需要，张健伟一年当中的大多数
时间都在野外。“野外工作非常艰苦，能吃的蔬菜

很少，住的帐篷夏天里面非常热。”即便如此，张健
伟仍然干劲十足，早早到工地把准备工作做好，其
他同事轮休回家，他经常负责留守。工作一年后，
张健伟被评为年度先进。“当时我是我们单位第一
个被评为先进的临时工。”1979年，张健伟转正，在
一线一干就是30年。“虽然我一辈子都是一名普通
工人，没作出过特别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一直兢兢
业业，早早就在单位入了团、入了党。”对于加入中
国共产党，张健伟很骄傲很自豪。

退休后，张健伟也没闲下来。社区、邻里有事
找他，他都会热心帮忙。“前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召开
一个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会议。当时急需了解紫
园三区楼栋的建设年代，我赶紧联系张叔让他帮忙
看房产证，结果他的房产证上没有房屋建设年代，
他就主动帮忙去其他人家里问。”盛居英说，当时张
健伟挨家挨户去问，但由于单元楼里租户比较多，
没问上。他又扭头去隔壁单元去问，“打问了一个
多小时才问到，问好后我赶紧给社区发了过去”。

“比起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我
每月有养老金，老旧小区改造让我们的居住环境
也有了改善，社区食堂饭菜便宜好吃，市容市貌
干净漂亮，我非常喜欢这里，我还有余力，希望还
能力所能及地多作些贡献。”张健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