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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三十六年了，在那个叫东西溪的地方前后度过了十六年，
其中有三年在安徽省大江机械工业学校（现在是安徽省国防科技

职业学院）读书。离开那个地方也已三十年了。时光荏苒，岁月如
梭，几多深情，魂牵梦绕，那毕竟是我走进社会的入口，黄金年代，
青春理想，那些人，那些事，已然嵌入生命的年轮。长相思，情难
忘，有时午夜梦回，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地方——东西溪。

我是跟随父母于 1971 年 9 月从合肥市支援三线建设去到了大
别山深处的淮海机械厂，那时刚上小学二年级。1978年我参加中考
以磨子潭区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位于舒城县晓天镇的安徽省大
江机械工业学校。1981年7月，我们毕业时，我又分配回到了淮海机
械厂工作。母校派车送我们毕业生到各厂，从舒城晓天到东西溪乡，
我们挤坐在车斗里，一路颠簸，驶向崭新的生活。车到淮海厂，十四
位同学先后下车，把行李堆放在操场边的水泥台上，等待送行的老师
与工厂接待人员办好交接，一番鼓励，就此别过，作为军工人的日子
开始了。我们四个本厂的子弟回家居住，其他十位同学住进了操场
边的单身宿舍楼里，窗户正对着操场，对面是食堂，边上有卫生所、小
卖部、豆腐房、理发室、澡堂，还有广播室和礼堂等。可以说同学们就
住在工厂的文化中心地带，可以俯看露天电影和体育比赛，也可到礼
堂看大电视及文艺演出，居高就近，得天独厚。

分配工作时，工厂组干科的领导把我们十四个人分到了不同的车
间实习，从此大家逐步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我在发动机车间实
习，实习期满分到厂财务科工作，后调至工艺科从事汽车技术工作，从
过去的淮海厂，到后来的合肥昌河，再到现在的合肥长安，三十六年工作
没有离开过本工厂 ，历任技术员、中干、长安汽车专家，为公司的发展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其他13位同学调动的调动、辞职的辞职，都离开了
合肥长安汽车公司，在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上各自工作、生活着。

记忆中的东西溪，是个好地方。山上竹木丰茂，风过而有涛声，春
天的映山红，秋天的毛栗子，丰富了色彩，充实了生活。一溪大沙河水
自在流淌，幽深而清澈。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我也随着工厂的整体
搬迁于1987年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进行二次创业，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到今天发展成为年产轿车 20 万辆的国家自主品牌汽车生产基
地。而东西溪正在打造三线红色旅游文化，建设月亮湾作家村。我
在想，如果天赐机缘，有朝一日，我们十四位当初的大江学校同学能
结伴同游东西溪故地，抚今追昔，问道月亮湾，岂非人生快事？！

东西溪，曾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地方，
朝夕相处，白昼相伴，留下的烙印太深太深，难忘的记忆太多太多，我
曾经和当地进厂的青年职工，促膝闲聊，交流心得，也常到村民家中
品茶做客，唠叨家常；我曾走在山间的小道上，采摘野果，寻觅兰花，
也常到大沙河里戏水玩耍，摸鱼捉虾。我在这里遇到初恋，我在这里
立业成家，人生最美好的画卷在这里绘制，人生最精彩的旅程在这里
经过，多少新的生命在这里诞生，多少献身三线的工人在这里留驻，
东西溪已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在我的血液中。

52年前，一群朝气蓬勃的少男少女，响应国家“备战备荒建设三线”
的征召，从肥东到省城，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50年前的合肥虽然与今
天的发展差之千里，但是初来乍到，仍使我们感到新奇，感到兴奋。

大约三年后，安徽省跃进机械厂正式成立，与南京二机床厂筹建
的淮海机械车厂合并。

山里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紧锣密鼓，有条不紊。从太阳冲横冲到毕家
冲，从米家园，杨树湾到油坊冲，从原来无名到后来叫做工农新村、淮海新
村的地方，都遍布着新建和扩建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曾经轰轰烈烈、彩
旗招展，全体参战人员加班加点，披星戴月，这里无价钱可讲，也无交易可
谈，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为实现确定目标，“一不怕吃苦，二不怕死”。

进山后，跃进机械厂正式撤销，对外统称淮海机械厂，山里山外
的区别，我们渐渐有所感觉，首先，早晚温差大，其次胃功能特别强，
饮食大，每天未到吃饭时间肚子就开始闹革命了，那时，我年轻特别能
吃，以至于有时对炊事员的岗位特别羡慕，星期天，我们三五成群，游山
玩水，到山民家中寻购特产，一来二往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亲近了，也入
乡随俗了，也可称是山里人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一草一木，陶冶
了我的情操，也俘虏了我的感情，永远铭记终生难忘。

工厂外迁时，带走了曾经的喧嚣与欢闹，丢下了更多的青山绿
水，我们也从风华正茂迈入了不惑之年了。今天离我们出山又30年
过去了，这期间，我曾数次故地重游，感慨万千。东西溪乡昂扬奋发，
蒸蒸日上。民营经济在原有的厂房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养殖业如
雨后春笋，遍布在山坳中；当年的办公楼也被改建为文学大咖、文学
爱好者的活动场所，群众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昔日的贫穷之乡发
展到现在的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更使人振奋的是，今日祖国日新月
异，到处是一片新面貌、新气象，梦想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

3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一瞬间，在人
间，在今日中国却留下浓厚一笔。忆往昔，峥嵘岁月，数风流，还看今
朝，时光像一列高速奔驰的动车，向我们迎面而来，又匆匆离我们而
去，创造新的奇迹，书写新的历史。

逝去的青春岁月
▋王汝仓

宿半夏
宿半夏是淮北市独有的地道中药

材，不仅是药汤剂的原料，也是部分中
成药品丸剂和露剂的主要成分之一。

据清光绪年间《宿州志》记载：“宿
半夏唯独四铺、孙町(现在淮北市境内)

佳也，宿半夏粉足、色白，北京同仁堂点
名要此地半夏。”正因为它的药用价值
如此之大，所以才产生了广阔的市场。

太和薄荷
太和是全国最大的薄荷生产基

地，素有“ 世界薄荷数中国，中国薄荷
看太和 ”美誉。

每年的 7 月，是薄荷收获的季节。
每到此时，主产地安徽省太和县的薄
荷种植户便忙碌起来。收割薄荷前，
家家户户都要先将蒸馏设备——薄荷
锅安装完毕，为薄荷油的提炼做好准
备工作。收割薄荷时，必须在每天上
午的12时到下午3时将薄荷收割。因
为只有这个时段，薄荷油含量最高，质
量最好，而此时又是三伏天里最热的
时间，其间辛苦可想而知。提炼薄荷
油时，只要开火，就要连天加夜，不分
昼夜不停地烧火，方能保证出油率。

滁菊
滁菊位列四大名菊(滁菊、杭菊、河

南菊、安徽毫菊)之一。清乾隆年间的
《本草纲目拾遗》一书记载：“甘菊，安徽
池河皆产，入药用”，可见滁菊已有二百
多年的栽培历史，因产于定远池河一
带，故又有“池菊”“池茶菊”之称。

光绪年间曾列为贡品，又称“贡
菊”。大约 1885 年，一位姓范的菊农
将菊花引至滁县。滁菊性温和，气味
清香，既可入药，又可作清凉饮料。医
药上为清凉镇静剂及眼科药，可辅助
治疗多种疾病。

岳西茯苓
岳西鲜茯苓经过药工切片加工晒

干后，其薄如纸，日照透明，纹络层层，
犹如隐隐约约的云彩。经过加工晒干
后的岳西茯苓片，不仅外形美观，而且
散发出幽幽清香，此为岳西茯苓独有的
特点，非岳西山区所产，则无此清香。

而且岳西茯苓片在水中浸泡数
月，仍不变形，更不会散碎，在水中煎
出汁后，仍然相当结实，韧度很大。

铜陵凤丹
铜陵牡丹属江南品种群，其根皮

有镇痛、解热、抗过敏、消炎、免疫等药
用，具有根粗、肉厚、粉足、木心细、亮
星多、久贮不变质等特色，素与白芍、
菊花、茯苓并称为安徽四大名药，亦是
全国 34 种名贵药材之一。

铜陵丹皮主要出产于新桥镇和金
榔乡，其中新桥镇凤凰山地区的凤凰、
牡丹、陶凤三个村，由于独特的土壤、
气候条件所产的丹皮被历代医药实践
证明为药效最好。《中药大辞典》明文
记载：“安徽省铜陵凤凰山所产丹皮质
量最佳”，故称凤丹。

宣木瓜
宣木瓜产于宣州区，性温，味酸

涩，有舒筋活络、祛风湿痹等症。古代
医药学家陶弘景、苏颂、李时珍都有较
高评价。

《本草纲目》载：“木瓜处处有之，
而宣城者最佳”，故有宣木瓜之称。宣
州区种植的宣木瓜，已有1500 余年历
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定为“贡品”。

东西溪记忆
▋陈建民

□

风
物

宣木瓜

滁菊

药草芬芳
属于大地的味道

天冬、当归、白芷、陈皮、薄荷、甘草、杏仁、葛根、三七、地黄、白
芍、蒲公英、何首乌、胖大海……这些美好而又诗意的中药，在童年
时代的记忆里，无疑是亲切的。

小时候，家门对面的中药铺里，黑色古朴的药架子，长满了深
藏不露的抽屉。抽屉的表面贴着药材的名称，一拉开，山野自然的
气息便飘散出来。

中药在人生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药虽然苦，但你只有吃下去，
才能治病。生活的道路即使坎坷难行，你也只有一如既往地走下
去，最终无悔而去。因为这样，你才会在苦药中寻找在它们深藏的
甘甜或幸福。

那么，安徽各地的特产中，有哪些药草呢？ ▋张亚琴

□征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