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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成为公司一员之前，我对乌江渡及

其所在电厂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朦胧的轮廓之

中。 我对乌江的最初印象，仿佛只是地图边缘

一抹淡淡的墨迹，缺乏鲜活的气息与动人的叙

事。 然而，随着我来到乌江，我与它的情缘就此

展开……

原来，乌江为贵州省第一大河，古称延江、

黔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历来是贵

州最重要的水上通道之一，是名副其实的“黄

金水道” 。这条流淌着千年历史的碧波之江，蜿

蜒曲折地勾勒出大地的壮丽轮廓，宛如一幅细

腻的山水画卷。 它又是一本厚重的史书，记录

着沿岸人民的悲欢离合，以及那段用勇敢和鲜

血书写的烽火岁月。

乌江，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更在能源版图

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而依附于这条

生命之河的乌江渡电厂，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利用水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为社会输送着

高效的电力，是驱动地方经济发展与保障民生

福祉的重要基石。 乌江的壮丽景色与乌江渡电

厂的科技创新交相辉映，共同绘制出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怀揣着忐忑而又憧憬的心情，我踏入了乌

江渡发电厂，此时，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

引着我的脚步，引领我步入这片既承载着辉煌

过往又孕育着璀璨梦想的神奇土地。 然而，我

与乌江渡发电厂那份不解之缘的真正起点，还

得从我在水工部度过的每一个充实而难忘的

日子说起。

水工部，这是个充满技术含量的地方，是乌

江渡发电厂安全运行的重要“守护者” 。我所在

的班组，主要负责大坝的观测与维护工作。每当

晨曦初露， 我便与同事们一同踏上那条熟悉而

又神秘的大坝巡视之道。大坝，是一座雄伟的混

凝土拱形重力坝，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静静地

守护着下游人民的安宁与城市的繁荣。

每一次站在大坝之上，我都会被它的壮观

所震撼。 160多米的高度， 近 400 米的坝顶全

长，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堆砌，更是人类智慧与

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 每当洪水季节来临，大

坝就像一位英勇的战士，挺身而出，将肆虐的

洪水驯服。 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大坝的重要

性，也为自己能够成为守护它的一员而感到骄

傲自豪。

然而，大坝的观测工作并非易事。 我们需

要定期对大坝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包括坝体裂

缝、渗漏情况、变形监测等。 每一次观测，都需

要我们细心、耐心，不容丝毫马虎。 因为每一个

细微的变化都可能预示着大坝存在安全隐患。

参加工作短短两个月时间， 通过向前辈学习，

我逐渐领会了如何运用各种先进的观测仪器、

如何分析观测数据、 如何判断大坝的运行状

态。 我正在不断缩短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

社会的距离。 同时，我真切看到了电力人的精

神以及集体的大爱和互助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乌江渡发电厂的了

解越来越深入，我逐渐明白了这座电站对于贵

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重要意义。 它为周边地

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电力支持，在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每每看到那些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正

常运行的发电机组，我的内心满足而踏实。

当我一次次站在大坝之上，望着那片“陌

生”的江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畏。感激

乌江渡发电厂给了我实现价值的舞台；敬畏大

自然的力量为人类创造出的奇迹。 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还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我相

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乌江渡发电厂将继续书

写属于它的辉煌篇章，而我，也将与它一同成

长、一同前行。

我的少年时光是孤寂的，值

得骄傲的事情不多。 跳绳、扔沙

包、跳皮筋……这些同龄人喜爱

的游戏，我一个都不擅长，总是

眼巴巴地看着。 小伙伴们嫌我

笨，不带我玩。 阳光照在他们灵

巧的身上，明亮的笑声愈发彰显

着我的落寞，低沉的情绪就像越

来越膨胀的气球，快要走向爆裂

的边缘。

幸好有银杏树。

银杏树长在奶奶家的大门

前，很老了，听说是太爷爷从县

城扛回来的，好几十里地呢。 那

会儿，我们那最多的树是泡桐和

槐树， 家家门前院后种有一两

棵。 而银杏树稀少，奶奶家的银

杏树是我们庄乃至整个镇唯一

的一棵银杏树。 很多年后，依然

是唯一的一棵。

闲暇时，人们喜欢来这里坐

着，从自家搬一把小椅子，带着

要织的毛衣和正在绣的手帕，一

边绣，一边拉家常。 同学来找我

借书， 我终于可以骄傲一回了，

相约到银杏树下， 并跟她说：

“你只要说银杏树，庄里的人就

知道是我家，就能找到我了。 ”

银杏树平时就够美的了，还

有更美的高光时刻———满树叶

子变成金黄的时候。这时的情景

就如同郭沫若的诗《银杏》中所

写：“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

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

出满园的蝴蝶。 ”

门前到处飞舞着金灿灿的

蝴蝶。“蝴蝶”落在了地上，就让

它落着吧，栖息在地上，那般安

静的美也是震撼人心的。人们小

心翼翼地跳着走， 生怕打扰了

“蝴蝶” 的安静。梧桐叶、槐树叶

落了，我们会及时扫去，银杏叶

家里人是不让扫的， 那么美，谁

忍心去扫？ 交给岁月吧，交给大

自然吧，我们只管享受这视觉的

盛宴。

那些跳皮筋、扔沙包的伙伴

们也兴冲冲地来银杏树下找我

玩。我们就用金黄的银杏叶摆出

很多好看的造型，手巧的堂姐还

用银杏叶编了一个大大的心形。

新的一周上学，我在心形的

银杏叶上写上小叔的名字，送给

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小叔也是我

们学校的老师，教体育，我和堂

姐都知道他喜欢我们的语文老

师，但是不敢向她表白。 语文老

师收到心形的银杏叶后，看起来

蛮开心的。我们原来担忧的小叔

的“雷霆之怒” ，竟转为了对我

们的奖励，他给我和堂姐买了一

大包糖果。 这件事，也鼓舞了小

叔的勇气。晚上，我写作业，小叔

在灯下沉思，铺开信纸，郑重地

给他的心上人写情书。

第二天一大早，小叔就把情

书让我转交给语文老师，并一再

叮嘱我不准看。 我愉快答应着，

转身就悄悄打开看了。

一看开头， 我就失望极了。

这哪是给心上人写的情书，这不

是在歌颂我们家门前的银杏树

吗？ 每一句都离不开银杏树，看

到末尾竟然还有一首诗，叫《二

裂银杏叶》。诗这样写道：“生着

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

的园庭； 它给你一个秘密启示，

耐人寻味，令识者振奋。 它是一

个有生命的物体，在自己体内一

分为二？ 还是两个生命合在一

起，被我们看成了一体？ 也许我

已找到正确答案，来回答这样一

个问题： 你难道不感觉在我诗

中，我既是我，又是你和我？ ”

再往下看，写这首诗的人根

本不是小叔，而是一个叫歌德的

人。这能行吗？一路嘀咕着，我还

是把它递给了语文老师。

大学时，我在一本书中再次

读到了这首诗，还有它背后的故

事。看完，唏嘘不已。这的确是一

首情诗，然而却没有一个明媚的

结局。 歌德写完这首诗后，两人

再未相见，这首诗也并没有得到

答复。 但从此之后，银杏叶成为

友情与爱情的象征。

还好，小叔是幸运的，得到

了心上人的答复，收获了美满的

爱情。

小叔和成为我小婶的语文

老师一直坚守着他们的爱情，心

思简净地住在老院里，像门前的

银杏树一样，静守着平凡素朴的

日月。 他们一起去学校教书，一

起回家做饭，一起坐在银杏树下

喝茶，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向

前流着。

时代发展，人们纷纷走出了

小小的故园， 走向更宏大的世

界，银杏树早已不稀罕了。 可故

园门前的银杏树在我心中的分

量从未减轻过，它不仅安抚照亮

过我笨拙孤寂的少年时光，直至

如今， 在我经历过纷繁的世事

后，依然在照亮我，鼓励我，让我

坚信人间美好的感情。

岁月生香，门前的银杏沉淀

了太多美好的故事，才会一年又

一年地绽放出一树华丽的金黄。

赵一霖

门前有棵银杏树

耿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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