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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344344））

老许昌煤与火的记忆（二）

在物资匮乏、凭票购
物的年代，小小的煤球牵
动着很多人的神经。每
到这个时节，人们总要四
处打探：哪里可以买到物
美价廉的煤球？市区曾
经分布着多个煤球厂，也
催生了送煤工这个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
磁炉、暖气片等采暖设备
逐渐普及，昔日生意红火
的煤球厂早已销声匿迹，
送煤工这个老行当也随
之消失了……

在以煤球为主要燃料的年代，催生
了送煤工这个职业。送煤工拉着架子
车把煤球送到餐馆、食堂，以及居民家
中，赚的都是辛苦钱。本报记者曾在市
区街头用相机镜头记录了一名送煤工
的日常生活，如今重温这些照片，仍让
人感觉既温暖又酸涩。

2009 年 11 月 21 日，天气格外寒冷，
在市区东大街与清虚街交会处，记者遇
到了送煤工老王。他头发灰白，身穿蓝
衣灰裤，留着平头，拉着加长的架子车，
上面的煤球已经所剩不多。和老王沟
通后，记者在不打扰他工作的前提下，
跟拍了一组照片。

当日，老王用架子车拉着一车煤球
来到东大街一家饭店。他摆好扁担两
头的挑子，赤手捧起煤球，小心翼翼地
摆放。扁担两边各摆放 40 块煤球后，老
王蹲下身子挑起扁担，压着步子向厨房
移动。存放煤球的地方仅能容下一人，
他半蹲半跪，从扁担上一块一块卸下煤
球。在他眼里，这些煤球很是“金贵”，
不小心弄碎一块自己就要承担损失。

送完一车煤球，老王顾不上吃饭，
拉着架子车返回煤球厂。由于天冷，煤
场的工人很少，老王自己端来水和煤，
老板娘将机器开动后，一块块煤球顺着
履带滚动而出。老王站在履带旁，一次
捧起三块，将刚刚做好的蜂窝煤小心翼
翼地装上架子车，一块都没有碰烂。装
完后，老王弯腰弓背，拉着沉重的架子
车走出煤球厂。

踩着雪后湿滑的路面，老王将这一
车煤球拉到了人民电影院附近的一家
饭馆……寒冬里老王弓背拉车的身影，
定格在记者的镜头中，也成了那个年代
无数送煤工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运煤工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他们
兴起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人们
刚开始摆脱煤票和烧散煤的炉灶，蜂窝
煤让生活更加方便。新型采暖设备普
及后，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送煤
工这个老行当的消失，也是社会生产生
活转型升级的体现。

一组照片
记录送煤工的艰辛

在蜂窝煤普及的年代，且不说换煤
球、清理煤渣这些琐碎的事，万一不小
心把煤炉弄灭了，重新引燃也是一件麻
烦事儿，有时不得不到邻居家借一块烧
得正旺的蜂窝煤来当“引火”。

“用上液化气后，我才深刻地感受
到烧煤真是一件费心劳力的事儿。”金
和敏觉得，液化气比煤球好用多了，拧
开灶具开关就能做饭，而且干净卫生。

张明年轻时在河南省五交化公司
许昌地区采购供应站工作。他回忆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部分单位给职工发
放了液化气罐和灶具。“我们单位的职
工是较早用上液化气的，当时很多人羡
慕我们。”张明说，21 世纪后，电磁炉、微
波炉等以电为能源的炉具开始普及。

“2000 年的时候，我在胖东来电器
量购买了一台电磁炉，花了我 700 多元，
是销售人员的一句话让我下定了购买
的决心。他说电磁炉没有明火，不会污
染空气。”金和敏说。

在电磁炉、微波炉等炉具普及的同
时，天然气通到了千家万户。“从烧柴到
烧煤，再到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人们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做饭、
采暖更加干净、便捷。”

市区文化街与新街交会处附近曾
有 一 家 煤 球 厂 ，计 划 经 济 年 代 供 应 散
煤，后来蜂窝煤普及了，这里开始生产
蜂窝煤，周边不少居民都在这里买过煤
球。12 月 11 日，记者在这里看到，煤球
厂的位置如今已改建成了居民小区，问
起煤球厂何时消失的，附近的商户表示
并不清楚。

在市区文化街一家诊所内，穿着白
大褂的苏喜菊正在给病人开药。寒冬
时节，诊所内开着空调，温度适宜。“文
化路与新街交会处西北侧以前的确有
一家煤球厂，我曾经在那里买过煤球。”
听到记者询问煤球厂的事，苏喜菊陷入
了回忆。

苏 喜 菊 说 ，她 在 文 化 街 开 诊 所 多
年，起初诊所开在文化街南侧，2010 年
搬到文化街北侧。煤球厂离她的诊所
只有几百米距离，前些年的冬天，她会
在诊所里生起小煤炉，既能做饭、又能
取暖。因为诊所离煤球厂不远，她和家
人经常到煤球厂买煤球。

“2016 年，小煤炉不让用了，我再没
买过蜂窝煤。”苏喜菊说，她诊所的储物
室 里 还 存 放 着 曾 经 使 用 过 的 小 煤 炉 。
该煤炉是她专门请人定做的，当时还配
套安装了排烟管道，花了五六百元钱。

在老许昌人的记忆中，市区劳动路
西 巷 、西 顺 河 街 等 地 都 曾 开 设 过 煤 球
厂。随着城市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暖气、空调、电磁炉、天然气等取
暖设备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使用煤炉
取暖的家庭日渐减少，这些煤球厂逐步
退出历史舞台。

21 世纪后，城镇家庭普遍用上了液
化气，城中村的老住户，以及饭店、街头
的小吃摊点依旧使用煤球。据 2005 年 9
月一份公开发布的资料显示，市区 42 家
蜂窝煤加工厂仅存 13 家在正常运营。
2016 年 10 月，河南省实施燃煤散烧管
控，煤球厂从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燃煤散烧管控
煤球厂销声匿迹

新型采暖设备
让生活更加干净、便捷

拉煤车时，他弯腰弓背；垒煤跺时，他半蹲半跪

送煤工送煤工，，消失的消失的““老行当老行当””
□ 记者毛迎通讯员程自强

老王用扁担挑起几十块煤球。

老王从架子车上往下卸煤球。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牛志勇提供

老王将煤球整齐地码放买家指定的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