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前“煮炉”
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这背后是大量细致到位的准备工作。
早在今年9月，金鸡岭热电分公司的部分锅炉刚刚进行

了循环流化床锅炉水冷壁的更换。为确保锅炉在入冬后安全
运行，锅炉车间需要提前进行一次“煮炉”。李华形象地比喻：
“就像是家里新买的热水壶一样，烧的第一壶开水肯定是不能
用的。”煮炉一方面是检验锅炉是否可以正常运转，再就是清
除受热面上的污物。

10月25日凌晨5点，金鸡岭热电分公司整装待发，所有
部门开始忙碌，热机车间的党员和职工们集合待命，打开封存
了7个月的锅炉底料。装卸、运输，广大党员职工迅速挥动铁
锹，开始进行底料的装卸、运输及炉内铺设。汗水夹杂着泥
沙、灰尘，李华和党员们带头，与大家一起用手推车运送底料
到炉膛，逐一检查了底料流化和风机的运转情况，确保锅炉运
转正常。

与此同时，燃料车间的存煤场上，约4.3万吨燃煤已运送
到位；环保车间超低排放设备，已全部调试完成；化水车间的水
泵，随时投入运行。电仪车间的各种电机，储存“能量”蓄势待
发。天色渐渐开始明亮，一声声机器的轰鸣声，循环流化床锅炉
启动使用，经过12小时的运转，1号锅炉通过煮炉测试。炉膛
冷却后，大家又开始紧张进地行锅炉冷却放水、联箱内部清
理。1号炉完成后，紧接着2号炉启动运转……

各个班组都由党员带头，经过4天的紧张工作，“煮炉”工
作顺利完成，所有锅炉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状态。

深夜灯火通明
只为送上今冬第一股暖流

只有及时、充足的准备，才能在紧急
命令前从容不迫。

11月3日，天气预报显示，从6日
起济南将迎来大范围降雪天气。这
意味着，原本的点火计划要提前。

仍旧是党员带头，分公司所
有职工于4日全员到岗待命。李
华带领的锅炉车间负责热源生
产，无疑是整个热电厂的“灵魂车
间”。“可以说锅炉车间主要负责

‘带节奏’，其他部门都要配合锅炉
车间的节奏来运转。”李华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从4日到6日，他整整3天守
在车间里，随时监测着锅炉的运转。
正式点火从5日凌晨开始。此时，党员、主控

室总值长王常业早已提前到岗。这里是热电厂的“心脏”，监
测着整个生产运行的主要数据。深夜，热电厂灯火通明，控制
室里的监测人员、设备旁的巡查人员，大家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全神贯注，不敢有一丝马虎。任何一个数据的偏差，都有
可能影响到整个供热系统的正常运转。

凌晨3点，3号循环流化床锅炉引风机、送风机慢慢启
动，点火油枪投入炉膛。一道道工序过后，炉膛内的温度逐渐
升高……温度平稳提升到了900摄氏度。“成功了！”此时，他
们来不及舒一口气，继续盯着锅炉温度、压力、燃烧状态以及
环保排放数据，确保所有参数都在正常范围内。

党员吃住在车间
24小时不间断监测

5日中午，距离第一台锅炉点火仅仅隔了不过几个小时，
热机车间又接到新指令：“为保障供热，需要紧接着再点燃1

号炉！”大家马上着手准备。
仅仅用了不到3个小时，点火、投煤、安全阀校验、并炉等

所有工作一气呵成，热机车间以周密的方案和快速的行动让
第二台炉火燃烧起来。

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3天的时间，他们共点起了5台
锅炉，第六台锅炉目前也已顺利启动。

“这个阶段就怕内部循环不好，所以说我们要24小时监
测锅炉内部的压力、风速和炉内流化效果。”在这期间，第一
党支部的党员们主动冲在一线，分布在各个岗位上。高强
度连夜工作下，他们连续几天不回家，休息也只能在案前趴
一会儿。

锅炉厂房里，6台锅炉及其设备同时运行，轰鸣声昭示着
冬的到来。热量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送到辖区约15万户家
庭中。下午，供热调度中心下达了新一天的供热任务，李华又
在为明天的工作筹划着。

（济南日报融媒报道组 王飞 赵晓明 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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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济南能源集团所属热电集
团金鸡岭热电分公司的锅炉厂房内，红蓝
色相间的巨大锅炉林立。烟筒高耸入云，
伴随着轰鸣的运行声，不断喷涌出巨大的
水蒸气云。

“点火！”
金鸡岭热电分公司第一党支部书记、车

间主任李华一声令下，锅炉车间里的职工们
忙碌起来。与先前几台锅炉一样，2号循环
流化床锅炉设备启动，炉膛内的温度升高
……控制室的电脑屏幕上逐渐显示出令人
满意的数据。这意味着点火成功，热量将从
这里输出，源源不断输入千家万户。

这是金鸡岭热电分公司今冬点燃的第
六台锅炉。此前，他们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在冷空气到达的前3天里，连续点燃了5台
锅炉。相比往年3天点一炉，这一节奏确实
令人紧张。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有条不紊地
做到了。3天里，金鸡岭热电分公司第一党
支部有 18 名党员分布在检修、运行等一线
岗位，连夜奋战，保
障 了 设 备 顺
利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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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观察热水链条炉的炉排布煤情况李华观察热水链条炉的炉排布煤情况。。

热机车间热机车间““带节奏带节奏”，”，各部门各部门““跟节奏跟节奏”。”。看热源生产如何做到看热源生产如何做到““忙而不乱忙而不乱””——

暖流跑赢寒流

主控室全员到岗监测供热系统运行状况主控室全员到岗监测供热系统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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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里的中国》

作者：赵运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不计其
数的富有象征意味和审美价值
的符号。本书选取传世文献、
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代
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如龙、
凤、鸿蒙、祝融、太极图、八卦图
等，分为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四辑，将文化中国的来龙
去脉与核心精神娓娓道来。

《高大霞的火红年代》

作者：郝岩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书以 1945 年到 1949 年
间解放战争时期“特殊解放区”
大连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高
大霞在风云诡谲的环境中的斗
争故事，以个人的革命成长历
程见证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展现了共产党员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坚毅勇敢的光辉形象。小说情节
环环紧扣，扑朔迷离，语言幽默酣畅，是谍战小说的又一
力作。

《小镇奇谈》

作者：七月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我们走过的1999年，是真
正的 1999 年吗？当三线建设
隐没于历史，神秘的山中小镇
依然守护着共和国的核心机
密。四名少年因为同伴的消
失，发现了小镇的异常，踏进了秘密的旋涡。此刻，世界
的时间线停滞不前，无数的可能性缠绕在了一起，大爆炸
将临。

小镇毁灭在即，人类毁灭在即，宇宙毁灭在即，而那
个神秘的透明生物依然沉默不语……少年们能否令文明
重启？

2013年，平凡老人饶平如绘写的《平
如美棠》横空出书。书里一字一句叙述了
他和爱妻美棠的故事，构建和存留下一个

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也让所有人见证了一
段一见钟情、一生眷恋的爱情童话。《平如美
棠》感动了海内外无数读者，斩获新京报
2013年度好书、2013“中国最美的书”、第
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诸多奖项。

暌违八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
的饶平如遗作《平生记》在今年9月正式面
世。和主打爱情的《平如美棠》不同，《平生
记》是饶平如的自传，主要聊些“爱情之外
的那些事”。这本书早期叫《平如的本子》，
内里收录的图画，时间跨度长达十多年。

写《平生记》时，平如已“身与心俱病，
容将力共衰”。但回首一生，还有些人、有
些事，必须用笔记录下来，方能不负此生。

他的自述里，也带着与时间赛跑的紧
张感：“时间张开黑洞一般的大口，把我家
族中的长辈和平辈，把我的爱人挚友又或
者一时为伴的故旧一一吞吃进去。如今的

我独行在这张大口之外，赶在未来之前，想
要把这些还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往事，奋力
摹写下来，以作为对他们所有人的纪念。”

根据遗稿整理而成的《平生记》记录了
饶平如的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的数十载
人生中，既有儿时的天真岁月，家族间的逗
趣玩闹，又有青年从军时的跌宕起伏，以及
中年后身不由己、惊心动魄的时代震荡。

童年时代、戎马生涯、公私合营、下乡见
闻、在土方队制造木牛流马、晚年奇遇……
饶平如以平和细致的笔调，铺展出一部从出
生到死亡的个人史，时间跨越一个世纪。历
史的风雨飘落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其间种
种，构成了一代人不平凡的记忆。最终这一
滴水又重新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

饶平如的个人际遇就是整个时代的横
切面。雨打风吹，饶平如的笔下，却始终
平静、乐观。他渴望留住的，永远是平凡

生活里的美与爱。母亲教他吟诵、家人偷
吃的一碗面、土方队记过的账、去法国唱
过的歌……在这些看似直白平淡的图文
里，读者可以邂逅一个真诚、乐观、善良的
灵魂。诚如许知远所言：“多亏饶先生这些
细腻、生动的记忆，那逝去的年代才重新回
到我们身边。你也可以感到，个人纤细又
充满韧性，不论时代之重压如何之巨，你仍
可保有某种内在的轻快。”

可以说，《平生记》是一个从民国走入
现代的、平凡人的人生小传，他有一颗普通
人难得的慧心，生死之间仰望流云，劳动间
隙读书念诵，百年之后为祖上作传，其人其
文静水流深，平淡隽永，尽显乐天知命。

唯因这份达观，这颗慧心，无论何种境
况，皆能“一蓑烟雨任平生”。用《平生记》
来命名他的普通又不平凡的一生，也许是
再合适不过的。 （本报记者 赵晓林）

《平如美棠》姊妹篇《平生记》出版

在平凡人的故事中感受生命的饱满与充实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近日
推出《敦煌本纪》繁体线装限量珍藏版。本
书系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甘肃省作
协主席叶舟潜心十六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共计109万字，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
名、第四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第七
届《芳草》文学女评委奖大奖、第五届中国
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等荣誉。

为什么《敦煌本纪》这样一部当代小说
要以繁体线装版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敦煌本纪》题目中的“本纪”二字来源
于史书中一种特殊的体例，这是由司马迁
在《史记》中开创的文学样式。《史记》堪为
典范的历史书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璀璨
的篇章，它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着取之不
尽的精神源流。作家叶舟独异于先锋派师
法西方的写作，转而投向中国古典文学传
统，汲取源源不绝的文学养分，在当代首开
“本纪”写作的先河，为敦煌写下这部皇皇
百万字的传记——这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
文学史中独树一帜，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席位。

《敦煌本纪》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承
继不仅是在体例上，更是在语言和内在精
神上。《敦煌本纪》的语言厚重苍劲，词句之
间充满诗意，有着如莫高窟千佛圣殿般的
素朴庄严，恢宏大气却不冗长繁缛。古典
诗词曲赋与西部民间俚俗方言在小说中融
合得自然流畅，作者叶舟收放自如、苍凉豪
迈的诗性语言独具个人风格特色。

《敦煌本纪》亦有一种肃穆郑重的精神
气度，中国的儒释道精神经过作者的精心
萃取，自然流淌于字里行间。正如叶舟所
言，他要筑造一座纸上的敦煌。而筑就这
座敦煌圣殿需要形式与内容恰如其分的配
合，方能达成思想和美学的完整。繁体线
装版的《敦煌本纪》将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
精神血脉相连，是纸上敦煌最稳固精美的
基石，能够承载这部厚重深情的巨著。

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本纪》记述由
天子帝王主宰的历史，叶舟的《敦煌本纪》
将笔触伸向在敦煌大地上繁衍生息的普通
民众。这一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其身
份有乡贤、商人、医生、官宦、游击、和尚、土

匪、洋人、道士以及各种身份低微、技艺精
湛的工匠，他们的悲喜呼吸曾湮没在史书
之中，但叶舟却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敦
煌真正的历史。《敦煌本纪》写出了敦煌人
的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可谓是一
部敦煌人民的史诗。

叶舟是著名诗人、小说家、全国政协委
员、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

《敦煌本纪》的酝酿和发酵长达16年，
叶舟实地勘察十几次，资料的准备和消化
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将这本书
视为30多年写作生涯中最大的考验。叶
舟坦言：“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
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
的天空。惟有她，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
称谓。与其说是迷恋，不如说是一种皈依；
与其说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田。”

叶舟用《敦煌本纪》重新发掘祖国边疆
的文化资源，回望中华民族的少年时代，厘
清伟大文明的来路，并获得今天的力量与
担当。《敦煌本纪》这部史诗级巨著，直追民

族精神根脉，又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叶舟把敦煌这一博大而抽象的文化资源有
机化为小说的内在资源，将敦煌文化灌注
于作品的肌体当中，以高超的感知力、想象
力和表现力再现了一个生动的敦煌风物图
和河西走廊传奇史，用这部满注心血的诚
意之作致敬敦煌。

《敦煌本纪》繁体线装版面世
□周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