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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矿手记》是全国第一本全景式书写地矿人传奇经历和记录地矿行业现状的优秀纪实作品。

　　作为全国地矿系统唯一的女局长，作者上任五年多来，坚持以手记的形式，将其在地矿工作的所
见所思所行所感如实地加以记录，书中既有对地矿人鲜为人知的艰难生存境况和独有的喜怒哀乐的生
动诉说，又有对无私无畏的地矿汉子以卓绝的智慧为国家寻找矿产宝藏的传神刻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矿手记>>

作者简介

　　郑金兰，曾任山东省潍坊市委副书记，现任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委书记、局长。
著有《三农手记》、《潍坊民间艺术史话》等，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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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CHAPTER1 2006.12.16-2007.02.11
农业和地矿，组织为我选择了后者
当我迈进挂有“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牌子的大门时，泪水突然不可抑制地往外涌流。
从这一刻起，自己算是彻底地离开了挚爱着的农业，成为一个地矿人了。

“认门”认识了这群汉子
一院新疆趟开了路子；五院“‘身残’志坚”奋起直追；鲁南院三探王埝沟⋯⋯一群堪当大任的地矿
汉子，完全能够在实施资源保障的攻坚战中再创辉煌。

西部大开发的期盼
新疆把我们作为西部开发的先遣队、侦察兵，从自治区到各地市州，从党委政府到群众，都期盼·我
们找到又多又好的矿产资源⋯⋯
CHAPTER2 2007.02.12-2007.03.29
我的郝大娘
郝大娘是我在潍坊工作时的党员联系户，她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是我心目中的母亲。
今天郝大娘特意把孩子们全叫回了家，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

中国的索道大王
北到黑龙江延吉市仙峰滑雪场索道，南到三亚的猴岛索道，东到浙江普陀山索道，西到新疆平西梁索
道⋯⋯这些全国、亚洲、世界“之最”，王琦、杨云涛等索道英雄，铸就了经纬工程测绘勘察院的辉
煌。

老乡莫言
又读了莫言评说我《-农手记》的文章：“读《三农手记》如同听父母官谈家乡事。
”由此不禁想起了这位老朋友。
高密东北乡养育出这样一位敢恨敢爱而又极富个性的作家，是她的幸运。

CHAPTER3 2007.03.30-2007.05.02
目标：再找一个矿产资源新山东今年的局经济工作会议上，山东地矿人庄严承诺：用5年干完过去50年
的活，创造潜在价值10万亿元以上⋯⋯
报到找不到单位的林润生
“北风吹着响亮的哨子／让雪花在大地上集合／绿林剥光了衣衫⋯⋯寒风何必太过无情／到哪里去／
哪里需要我去哪里工作。
”
我流着泪读了四院高级工程师林润生的诗。

省长现场办公
省长韩寓群，副省长才利民，带领5个重要厅局的一把手到我局现场办公，给了我们信心，给了我们
力量。

⋯⋯
CHAPTER4 2007.05.14-2007.07.19
CHAPTER5 2007.07.20-2007.08.10
CHAPTER6 2007.08.13-2007.09.22
CHAPTER7 2007.09.24-200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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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8 2007.11.05-2007.12.26
CHAPTER9 2008.01.05-2008.03.10
CHAP-rER10 2008.03.11-2008.04.21
CHAPTER11 2008.04.24-2008.06.18
CHAPTER12 2008.06.24-2008.07.24
POSTSCRIPT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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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快到中午了，我们提出在这里吃饭，高鲁希说，这里条件这么差，还是回基地吃吧，那里的条件
毕竟要好一些。
但我们还是坚持在野外同大家一起吃。
对此工人们都很兴奋。
我们边吃边谈起他们在这里的一些情况，他们没有一个说苦说累的。
对此，我很感慨。
苦和累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有工程，只要能找到矿，再苦再累他们也不以为然
。
　　晚饭我们是在基地吃的，正如高鲁希所说，这儿毕竟要比临时工地的条件好一些。
但李旭告诉我，他们住的板房是上世纪80年代援建工程人员撤走后留下来的，已经很破旧了。
里边乱糟糟的，空气也不好，但与住帐篷相比，真的是有那么点家的感觉了，这也就是高鲁希所说的
“好”。
他们在板房前的空地上搞了两个蔬菜棚，一个棚里种着芹菜和小油菜，另一个棚里种着扁豆、豆角和
香菜。
菜种子都是从国内带来的，播种在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长得很旺盛。
我掐了根香菜梗儿，放在嘴里尝了一下，味道和国内的没什么两样。
看来青菜和人一样，适应性很强。
　　为了让同志们吃得尽可能可口点，我到棚里拔了点新鲜蔬菜，动手做了个全羊汤。
说实话，对做全羊汤，我自以为还是挺拿手的。
谁知，做好后，再加上醋和香菜，还是没有在家中做得出味道。
问题在哪里呢？
纳闷了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原来没加胡椒粉。
不过大家还是一致说好。
　　去蔬菜棚里拔菜时，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工程队的同志吃芹菜是不连根拔的，他们是用刀割。
因为割过之后，还会再冒出新的一茬嫩芽来。
我很为我的“不小心”内疚。
　　因为我们远道而来，高鲁希特意让打工的黑妹为我们煮咖啡喝。
在埃塞，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咖啡文化了。
老高说，传说咖啡是在一个叫卡法的地方发现的。
有一个牧羊人，偶然间看见他的山羊吃了一种灌木上长的小红豆之后，变得兴奋不已，整晚上欢跃，
就从灌木上摘下一个小红果放在嘴里咀嚼着品味了一下，觉得还不错，就大着胆子多咀嚼了几个，竞
也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于是，在牧羊人的宣传下，当地人就开始采摘食用，接着又开始有意识地栽培种植，渐渐地就推广开
去。
由于它来自名叫kafa-卡法的地方，世人就把它命名为coffee-咖啡了。
现在埃塞已是世界上有名的咖啡之乡，几乎家家在院内和房前屋后都种植咖啡——全国95%的咖啡产
量都是来自庭院种植，产下的咖啡既供自家消费，也上市、出口，埃塞全国出口收入的65%来自于此
。
正由于埃塞人天天都喝咖啡，正由于埃塞的一般家庭喝咖啡都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仪
式，所以他们喝起咖啡来就像我们常见的吃正餐或做宗教仪式一样煞有介事。
每到傍晚时分，埃塞人都会围着一个小炭炉席地而坐，炭炉周围的地上铺一层割来或买来的青草。
那是一种特殊的专用于咖啡仪式的青草。
小炭炉点着的时候，还要特意拣出几块冒着浓烟的白炭，在屋里每一个角落都晃一遍，然后放在炉边
让它自己燃尽或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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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整个屋子或庭院就笼罩在了烟雾缭绕之中。
家里负责为大家准备咖啡的一般是十几岁的年轻姑娘。
她会先抓一把生咖啡豆，放在小炭炉上的一个小铁锅里，舀来清水，用双手搓洗干净，然后用一把小
木铲焙炒。
当姑娘认为火候到了的时候，就把冒着清烟的咖啡豆送到大家面前让闻一闻，就像正规饭店里服务员
让客人先尝一尝葡萄酒的味道一样。
直到大家点头称是，她才把熟豆倒进一个小臼里，双手抱一根近一米长、小孩胳膊那么粗的铁棒来捣
，然后用小木勺把捣碎的粉末刮出来倒进一个细颈、鼓肚子、大耳朵的陶壶里，再加上净水，放在小
炉子上煮。
当陶壶里香气四溢的时候，姑娘就在一个小木盒上摆几个酒盅大小的瓷杯，逐一斟满，然后一杯一杯
地双手敬给围坐的人们。
这个过程一般需要30分钟。
大家自始至终安静地等待，没有人高声谈笑，也没有人急不可耐。
　　小黑妹就是基本沿用上面的程序为我们做咖啡的。
尽管条件简陋了些，尽管没有在炭炉周围铺上专用的青草，但黑妹制作咖啡时的精心和细致还是让我
们陶醉了。
　　然而，高鲁希颇有点遗憾地说，你们要是在非洲咖啡大会召开的时候来就好了，实地感受一下咖
啡文化的意韵，会别有一番滋味。
　　我说，非洲的咖啡大会和我们潍坊的国际风筝会有没有可比性呢？
　　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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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听潍坊的文友说，金兰大姐调到省地矿局任职，心中不由为她担忧。
多年前我在龙口当兵时，部队驻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曾有山东地矿局的一支队伍在那里搞勘探，一
色的男子汉，露天垒灶，就地扎帐篷，真可谓风餐露宿，披星戴月，由此得知地矿工作者之艰辛。
让一个女同志到这样一个部门去当领头人，私心里觉得用人似是有点不当，也有那么一点为金兰大姐
抱屈。
然而事实证明我低估了金兰大姐的能力，也证明了领导的知人善任。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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