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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 武

张莹的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他请我
为他的书作序。这也是很好的愿望，理应支持。本人因身体关系，已
有两年多不曾为文。但张莹的请求不好拒绝，勉力而为之吧！
我和张莹是忘年交，相识有卅余载。张莹文学创作起步时，曾

找我这个“张老师”求教，交流小说创作。后来他加入了宁夏作家协
会，成为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其时我在宁夏文联分管作协工作，张
莹以会员身份参加作协活动，见面机会多起来。那时他在宁夏青年
报社，编采一肩挑，工作单位和家都在新市区，进城不便，但参加会
议和活动很准时，是个懂规矩的年轻人。宁夏回族自治区 30 周年
大庆，宁夏作协组织了一次报告文学采写活动，邀请作家分赴各条
战线，采访先进单位和模范人员。张莹参加，分担其中一个选题。他
采访到位，写得认真，给编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作协将作家
们采写的报告文学编印成书，题名《黄土地的绿太阳》，受到读者和
专家的好评。张莹收在集子里的《青春的纪念碑》，即是那次采写的
成果。这篇作品后来获了奖。此后他的报告文学与其他体裁的文学
作品源源不断，频频见于区内外报刊杂志，创作成果越来越丰厚。

张莹的本职是新闻工作，业余搞文学创作。但他兼顾得很好。
一手新闻，一手文学，左右开弓，成绩斐然。特别是报告文学方面，
具有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抒写手法。收在集子里的 30多篇作品，是
他这些年报告文学的精选，沉甸甸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视野开
阔，既是改革开放年代的历史见证，也是社会发展的忠实记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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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以艺术标准衡量，报告文学的
现实性、时效性、新闻性、信息性和文学性，张莹的作品应有尽有，
无一不备。他以新闻记者的敏锐目光，捕捉题材，关注我们国家的
“四化”建设，关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社会变革，关注普通老百姓
的生活，通过他的笔报告出来，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活
的现场感。行话说，报告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需要深入采访，充
分积累素材。张莹发挥新闻工作的优长，采访工作扎实，原始材料
丰富，因此写出来的作品颇具可读性，能够吸引读者眼球，让人感
受到时代的新声，听到百姓的呼声。此外，张莹在采写报告文学时
还注意根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写法，使不少作品呈现出迥然
不同的风格和特色，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勤奋是张莹的另一个特点。先前当记者做编辑，后来是青年报

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再后来是宁夏日报的部门负责人，担负着繁
重的本职工作，又有事实上的家务之累和生活重担。但他从容应
对，善于利用业余零碎时间，刻苦努力，或深入基层采访，或深夜伏
案灯下。意志与勤奋，达到了良好效果。
当然，有待提高的地方还很多。比如，书中所收作品，个别篇章

显现出那种“要约写作”的痕迹。这是当下报告文学的通病，受社会
风气之影响，可以理解。但作为精神食粮的作家，应努力克服。希望
张莹在今后的创作中寻求新的突破，更上层楼，写出关乎民生的好
作品。

2012年 12 月 16日

（作者系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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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纪念碑

向你们致敬！青年突击队的健儿们。
———代题记

序曲：升向蓝天的报告

宁夏，在欣欣向荣的建设中。
近两三年来，宁夏化工厂、宁夏水泥厂、青铜峡铝厂、大武口

电厂、太西洗煤厂等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建设工地，雨后春笋般的
崛起了一座座巍然屹立的高塔、广厦。它们雄姿勃勃，耸入云天，
骄傲地展示着自身的价值，郑重地向人民报告着它们的建设者
们———青年突击队的光辉业绩……
从 1984年下半年到 1988年初，为使中华振兴，民族腾飞，共

青团组织在全国建筑行业组建了成千上万支青年突击队。在宁
夏，先后有 120面青年突击队的鲜艳红旗飘展在各个重点建设工
地上。青年突击队的口号豪迈而响亮：“为重点建设献青春”。据不
完全统计，全区青年突击队三年多累计完成工程 112 项，投资额
达 2亿多元；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质量优良率 90%以上；其中
4项青年工程和多支青年突击队受到团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表
彰；施工中没有出现一起重大事故。
“青年突击队”不只是个响亮而好听的名字，他们所担负的都

是重点建设项目中“急、难、重、险”的突击性工程。他们英勇顽强，
流血流汗，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为宁夏的建设事业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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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竞争中的一支劲旅

在宁夏的建筑行业里，提起张广义突击队，没有一个不佩服。
早在 1985年，张广义青年突出队就被团中央等单位命名为“全国
优秀青年突击队”，以后又荣获“边陲优秀儿女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还被中石化总公司、宁建总公司命名为“优秀青年突击队”。他
们从宁夏化工厂到宁夏水泥厂，又到宁夏炼油厂工地，干出了一
个又一个的优质工程，是一个真正的“金钢钻”。

1983年 3月，贺兰山下飞雪漫舞，寒风凛冽，张广义青年突出
队在第二任队长赵景洪的带领下，顶风冒雪地开到了宁夏水泥厂
矿山工地，承担起破碎车间主体工程的施工任务。

天气给他们设了第一道难关。平时蓝湛湛的贺兰山，此刻淹
没在一片狂飞的雪海中。寒风沙石打在人脸上，犹如刀割。旷野
里，发出一阵阵凄厉的风的哀嚎与呻吟。不见人迹，不见飞鸟，连
机动车辆也被“冻结”住了。

工地地处两座山的半山腰，运料十分困难；工程量大，技求要
求复杂，他们来之前已有 4 个包工队败下阵来，施工现场被搞得
混乱不堪，到处是杂乱的沟壑、砖石，要想进入正常施工，首先要
费大力气清理现场，干大量的返工活，显然是一项吃亏的活计。但
张广义突击队的青年们毫无抱怨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即便
不拿奖金，也要干出名牌工程！”

说干就干。党团员带头，突击队的小伙子甩掉棉袄，抡大锤
的，运石头的，灌灰浆的，热火朝天忙个不停。落在身上的雪片被
热气融成了水，头发和帽子上的雪却化不掉，到下班的时候，队员
们每人头上都戴了一顶又白又亮的雪“帽子”。

这一天，大伙儿干得正欢，爱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的张建宁突然“哎哟”一声，蹲了下去。“小张，怎么了？”在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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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的赵景洪关切地问。张建宁不吭声。突然，他甩掉鞋，找了块木
板子，“啪、啪”地照着脚板猛击。赵景洪跑过去一看，原来张建宁的
脚被埋在雪下面的废钉子扎了一个洞，鲜血直流。“回工区去吧。让
卫生室包扎一下，上点药。”听赵景洪这么一说，张建宁有点急了：
“队长，你这么小瞧咱哥们儿！一个钉子眼，抽上两板子，毒血一放，
就好了，还值得小题大做去医务室？”张建宁不但没有去医务室包
扎，连工地也没有离开，止血后他穿上鞋继续干活，照样生龙活虎。
大家和张建宁开玩笑：“小张，木板子止血法算你一项‘五小’

成果吧。要不要向国家申报专利？”
大雪封山，运料的汽车上不来。突击队员们又一起出动扫雪。皑

皑白雪中，一条宽阔的道路扫出来了，从沟里的工地一直通向沟口。
工地远离工区，刚上去时，既没工棚又没食堂，每到中午，大

家围坐成一圈儿，啃着冻成冰砣子的午饭，喝着从管子里接来的
凉水。但大家的情绪仍很高昂，说笑话的，唱流行歌曲的，跳迪斯
科的，生气勃勃，热火朝天。

苦干了一个月，一算账，每人只得了 2角 1分奖金。可青年们
毫不在意，继续干！

破碎车间主体工程原计划 120天完工，但由于二包返工清理
活耽误了一个月，实际只剩下 90天时间。要完成任务需要 45个
瓦工、25个木工、15个铁工，而突击队满打满算只有 50个人。整
个工区技术人员也相当紧张，很难再抽出机动人员来，亲临现场
指挥施工的工区主任急得一筹莫展。

夜已黑尽。工区主任心急如火地向突击队的工棚走去，想找赵
景洪，看小赵能想出什么办法。平时突击队的工棚晚上最热闹，有吹
拉弹唱的，有下棋的，有玩扑克牌的，今天怎么漆黑一片，没有一点
声息？走近一看，门上着锁。他猛然醒悟了，疾步向工地走去。只见
工地上灯火明亮，突击队的青年们正拜钢筋工为师，学习绑扎钢筋。

◎青春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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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主任的心头不由涌起了热浪———多么好的年轻人啊！他感动极
了，拔腿跑回工地食堂，又是洗菜又是切肉，亲自给青年们做夜餐。

就这样，突击队的小伙子们白天垒石头、砌砖，晚上突击绑钢筋、
支模板，三个月里，他们除干完瓦工工作外，还绑扎钢筋 30多吨，
支拆模板 1000多米，质量都达到了要求标准，促进了工程的进度。

1987年 6月，张广义青年突击队在完成了水泥厂矿山工程
后，又与另两支青年突击队开到了宁夏炼油厂工地。他们将在这
荒沙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工厂。

和水泥厂矿山工地比起来，炼油厂工程的艰苦，是另外一种
截然不同的滋味。那是一处沙窝子地，四周是一座座像金字塔似
的沙丘。晴天里金黄色的沙土温度高达 40多度，无遮无拦的沙窝
子里热浪滚滚。风天里热沙飞扬，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尤其是工程
前期，来不及建工棚、食堂，施工地点不通电、不通水，只能任凭火
辣辣的太阳炙烤一天。就是这样的环境，大家还是不叫一声苦、一
声累，生龙活虎。刚进工地时，他们承担的是砌一条 3000多米长
的围墙的任务。砌墙首先要挖地基，那爆干火烫的沙土好难挖哟，
铲起一锹，哗哗地流掉了一大半。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定额要求每
个人的工作量是挖土 20方，而突击队的小伙子们拼命干，每天每
人挖土 60方，完成定额的 3倍多！

张广义突击队的青年们在为重点建设建功立业的苦战中，不
断追求和升华着人生的价值。

四座高塔的诞生

国家电力部和自治区“六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总装
机容量为 40万千瓦的宁夏大武口电厂已提前一年建成投产，从 4
台巨大的发电机组引伸出的高压电缆纵横交错，通向四面八方。
强大的电流一泻千里，流向宁夏的山川、城市，流向陕西、甘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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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千上万台“僵死”的机器注入了生命的活力，立时飞速旋转
起来，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社会财富。在发电机隆隆的
轰鸣声中，举目遥望那 4 座高大雄伟的冷却塔，谁能忘得了建造
它们的青年突击队呢？忘不了！

缺电！缺电！到处呼喊缺电。农村缺电，抽水泵不能哗啦啦地
歌唱了，禾苗痛苦地低下了头，枯萎了；城市缺电，无数的机器失
去了生命的源泉，呻吟着倒下了，连大街小巷的路灯也黯淡了。时
值 1984年，为了使电厂早日建成投产，缓解宁夏电力紧缺问题，
承建大武口电厂的宁夏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组建以蔡天录为队长
的混合青年突击队，突击建造 4座高大的冷却塔。

这 4座冷却塔是发电机组的配套工程，是电厂土建工程的三
大件之一。每个塔造价 330万元，混凝土浇灌量在 5000立方米以
上。塔高 75米，上口直径 36米，下口直径 67米；塔体呈双曲线外
形，内有复杂的淋水装置。这样巨大而高技术要求的工程，当时在
宁夏还是首次出现。可摆在青年突击队面前的，却是五六十年代
的设备。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突击队员们的精神风貌是全新的，
他们毅然以快节奏、高速度的时代特点，迎着困难上。

施工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青年们在队长蔡天录的带领下，
两班轮换，每班工作 12小时，昼夜施工。工地上，人声、机器声和工
具的撞击声响成一片，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演奏着一曲青春交响乐。
奉献，是这曲交响乐的主题。奉献膂力，奉献汗水，奉献宝贵的

青春。几千吨的混凝土，要用铁锹一锹一锹送到工作点。水泥要一
袋一袋地抱，负责供应水泥的小伙，一天要抱运并解袋倒出数百袋
水泥，一个班干下来，手指和胳膊都僵直了，磨烂了。支模板的队员，
每个班要攀着脚手架将几十块 25公斤重的钢模凌空提高 4米，翻
上去还要仰着身子斜支，再拧好螺丝、打砼，再一块一块翻跳板。面
对这样的劳动强度，队员们还总是每天成倍地完成工作定额。

◎青春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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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体一天天升高，困难也随之越来越大。井架耸立，高达百米。
按规定，上那么高的作业面，一般都要装配专门送人的电梯。可他
们没有那样的条件，只能靠拼体力、拼意志，顺着“天梯”（井架上的
竖梯）一级级往上爬。每天，队员们要往返爬 4次。每个人胳膊肿
了，手磨出了血，钢架上、钢丝绳上，留下了队员们的道道血迹……

在工地上，突击队员个个都是小老虎，好像身上有使不完的
劲儿。可一到吃饭时，小伙子们就显得那么狼狈———有的斜卧着
吃，有的趴着吃，有的队员连筷子也握不牢。他们实在太劳累了！

大武口地区进入风季，每天刮四五级风是家常便饭。有一天，突
击队员们正在距地面 50米高的工作面打混凝土，突然刮起了六级
大风。狂风怒吼，沙石乱飞，井架被摇得乱响，连架子上几十斤重的
跳板都被风掀翻了。情况相当危急。可队员们仍然在呼啸的风沙中
打灰。他们知道，一旦停下，混凝土超过规定时间，接缝处就保证不
了质量，随之就会影响整个塔的质量。风愈发大了，井架更加摇晃，
可大家还是坚持打灰。“下来！全部撤下来！”工区主任在下面可着
嗓子喊，一遍又一遍，队员们就是不下。工区主任急了，爬了上去，
强令停工。可他们说：“主任，不能停！一停就保不住质量了。”
工程后期，筒壁刷煤焦油是一项又苦又脏又危险的活儿。三号

塔刷煤焦油时正值 7月盛夏，不干活都热汗淋漓，更何况煤焦油温
度过百，还有毒性，又热又臭的油味熏来，使人头昏胸闷。突击队副
队长陈随其承包了这项任务。他带领 14名队员，分成 2个小组，进
入长 10米、宽 2米的吊栏内，由卷扬机提到空中，像空中飞人一样
地干活。他们一个班干 12个小时，坚持下来，人已筋疲力尽，煤焦
油熏得他们吃不下饭，只觉得恶心、发呕，可又什么也吐不出来。

兰文喜负责提煤焦油。一次因吊栏不稳，滚烫的煤焦油飞溅
到脸上，又顺着脖子流到前胸，他痛得差点昏厥过去。当时他在离
地面 30米的高空，队长命令快放下吊栏，送他上医院，可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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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误工期，拽住绳索，说什么也不让放下吊栏，咬紧牙关忍着疼痛
继续工作，一直坚持到下班。到医院后，身上的衬衫已被焦油死死
地粘在胸脯上了。没办法，医生只好用剪子把衣服剪破，一条一条
往下扯，他前胸的皮肉被粘掉了一大块。医生给他开了一星期的
病假，可他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又上吊栏刷焦油去了。

青年突击队日日夜夜地顽强奋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座雄
伟的冷却塔相继提前竣工，而且一个比一个质量好。他们当之无
愧地赢得了一连串的荣誉：“全国优秀青年突击队”“全国双文明
承包队”“为重点建设献青春先进集体”。

光荣称号接踵而至，可有谁知道他们生活中的另一面呢？
这天，夜幕降临，青年突击队的工棚里，“哥俩好”“五魁手”喊作

一团。工程结束了，高空作业时的禁酒令也撤销了，突击队员们喝起
了“胜利酒”。结了婚的突击队员们回家和媳妇亲热去了，还有些突
击队员三个一伙、五个一帮地去看电影、电视去了。这时，远离施工
驻地的戈壁滩上，却有一个人面对黑黢黢的贺兰山发呆。他是一名
干活很出色的突击队员，而此刻，他的心却在流泪。男儿有泪不轻
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建筑工人本来就不好找对象，他又是一个内向
型青年，没有向女孩子“讨好”的天赋，别人曾先后给他介绍过两个
姑娘，都没谈成，眼见年龄一天天大了，多病的母亲为他的婚事急得
吃不下饭。临上突击工地前，又有热心人给他介绍了个姑娘，约会了
几次，他感到这个姑娘玲珑秀丽，温柔贤惠，通情达理，对他也很热
情、很关心，他心里非常满意，可他一上工地投入到了 100天的突击
战中，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时间给误过去了，姑娘就与他“拜拜”了。
在同一时刻，突击队长蔡天录正把给妻子和孩子买的东西往

包里收拾。给妻子买的是一身城里人看着过时而乡下人还觉着时
新的女西装，还有一条围巾、一双皮鞋；给孩子买的有衣物、书本、
食品。他当了一下午的“采购员”，此刻心里潮潮的，深怀着对妻子

◎青春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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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歉疚之情。他家在农村，今年夏收时节，他不但没能回去给辛劳
体弱的妻子帮一把手，还让妻子牵肠挂肚，风尘仆仆地跑来看他；
就连后来妻子住院做手术，他居然也没能回去看一眼。可他是突
击队长，施工正在紧要关头，能离开吗？

外国专家翘起了大拇指

在宁夏的几个重点建设工地上，同时施工的还有区外的几家
建筑公司。这些公司也组织起了一支支青年突击队，为宁夏的建
设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1985年，一支建筑队伍从天津开来，参加宁夏化工厂建厂的
会战。他们是中国石油化工第四建筑公司，负责这个厂 30万吨合
成氨、52万吨尿素装置的总装任务。两套装置大都是进口设备。

负责指导安装的外国专家一见这支队伍就摇起了头。中国方
面是怎么搞的？派了这么一伙人来！不足 600人的队伍，竟有 400
多名是 20岁左右的小青年。他们蓄着长发，夹着烟卷，口里唱着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这不是耍儿戏吗？！

刚开始施工，中国小伙就与外国专家较上劲了。这天早晨，青
年突击队的 5名中国小伙子早早来到工地，等外国专家到来。他
们要领会外国专家对工作的具体要求。一会儿，西德林德公司的
焊接专家克劳尔腆着大腹走来。克劳尔对这帮毛头小伙信不过，
他们能干得了林德的管线活？化工厂一塔二罐三线，管线就是厂
子的动静脉，高压管线要承受 100个大气压，稍有马虎，那后果不
堪设想。克劳尔当场宣布“林德规矩”：凡来干林德管线的工人，当
场焊五道缝，X光拍片检验，焊缝如发现有针尖大的气孔，就是不
合格。合格率 100%者录用！剩下的，请便！克劳尔清楚，符合这样
苛刻条件的，就是在林德公司，也找不出多少来。
“你们怎么样？”克劳尔十分得意地望着 5名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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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干！还要干得好！”向来爱争好胜的李洪元一步上前，
抓起五根焊条。

考试开始，弧光闪耀，光星点点，一道、两道……20分钟后，五道
焊缝全部完成。X光拍照，全部合格，天衣无缝。克劳尔怎么都难以相
信，这全优的焊接质量会出自这个看似吊儿郎当的 25岁的中国小
伙之手？以后的四个月中，李洪元和他的四个青年伙伴每天干 13
个小时，完成了林德公司 3000米管道的焊接任务，质量全是优良。
克劳尔称赞李洪元：“李先生是信得过的好焊工。”李洪元自豪地夸
开了口：“咱这本事不是吹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了 10年干出来
的。真金不怕火炼，克劳尔要是考我 100道焊缝，我照样是 100%合格！”

没过多久，便要开始焊接铝镁合金管线。焊接这种特殊材料不
用氧气、乙炔，而是用氩气，在国内尚属高尖端技术。负责这项工程
的还是克劳尔，工作前照样要考核。担负这项工作的是张书成等到
10个小伙子，他们已练兵多日，信心十足。焊接完毕，X光拍照，一
看，全傻了：失败率 100%，没一个合格的。克劳尔神气十足地下了
训令：“好好再练一个月吧！这是学先进技术，不是玩儿童手枪！”

张书成吃不住劲了，脸上火辣辣的。他是这 10个人的头啊！
可他不相信大家的技术一下变得这么“糟”。一天，两天，他一句话
不说，只是琢磨手中的钢丝刷，琢磨地上弯弯曲曲的把线。第三
天，他带着掩饰不住的自信，找到克劳尔，断然地说：“克劳尔先
生，上次焊接不合格的原因是因为林德公司提供的钢丝刷除不净
管上的氧化层，还因为把线过长影响焊接脉冲……”还没等他说
完，克劳尔就板起脸喊道；“什么？你对我们林德公司的技术提出
质疑？你好狂妄！”张书成把钢丝刷扔到一边，改用棒式磨光机除
去管壁上的氧化层，又将 26 米长的把线缩短为 10 米，指挥三名
青年起焊。在场的工人都屏息静气地观看着。

克劳尔没有走，他抱臂站在一旁，等着看中国小伙子的笑话。

◎青春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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