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44
责任编辑：梅梓祥E-mail:bszwb@vip.163.com

传真 ：（010）51888489 广告部电话 ：（市）（０１０）５１８８７４５９ 传真 :（010）518883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 0250 号（1 -1）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印刷 星期二 、四 、六出版 单价 ：每份 1 元 季价 ： 39 元 全年定价 ： 156元
邮 发 代 号 １—５７ 地 址 ： 北 京 市 复 兴 路 ４０ 号 邮 政 编 码 ： １００８５５ 电 子 报 网 址 ：www.crcn.com.cn 电 子 邮 箱 ： zgtdjzb@vip.sina.com 新 闻 部 电 话 ：（市）（０１０）５１８８８４４９（路）８８４４９ 办公室电话：（市）（０１０）５１８８７４７９

郝吉云， 一个略显腼腆的 23 岁小伙
子，2010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十
八局集团三公司大坂山项目部从事隧道
测量工作。 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已成
长为测量队副队长，用自己稚嫩的双肩挑
起了高原第一长隧———兰新铁路二线大
坂山隧道出口的测量重任。 让我们走进
他，看看他是如何在高原上成长进步的。

毛遂自荐
郝吉云在大学时就是一位品学兼优

的学生， 不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
且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被分配到三
公司大坂山项目部工作后，他得知项目部
测量人员很缺乏，于是，自告奋勇向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兼项目经理高永亮提出从
事测量工作的请求。 事后，郝吉云的同学
知道了都说他傻，劝他不要干：“测量工作
最辛苦，而且还担责任。 ”然而，凭着对测
量工作的酷爱，凭着对隧道一线知识的渴
求，他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全站仪、三脚架、
棱镜等沉重的测量仪器进洞了……测量
队长张志瑞见郝吉云对测量情有独钟，基
本功扎实，又勤学好问肯吃苦，就格外注
意培养他。 在张志瑞队长手把手地传授
中， 郝吉云在一个月之后就能独立使用
“全站仪”进行测量了。“英雄有了用武之
地”，这极大地鼓舞了郝吉云，更坚定了他
做好测量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精益求精
测量总会有误差，较真儿的郝吉云力

求测量达到“精”、“准”，争取毫发不差。面
对这近 16公里长的“高原第一长隧”，为
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郝吉云进行了大量
的思索和实践。

正常条件下“全站仪”的默认参数是
按照平原的环境制定的，而大坂山隧道地
处青海高原，平均海拔 4300 米，洞内大气
压为 700 帕左右， 而常规条件下是 1010
帕；洞口温度的变化更是明显，夏天一般
是几摄氏度， 而冬天能达到零下 30 摄氏
度， 这些数据与常规的 15 摄氏度相差甚
远。 经过多次试验，郝吉云发现在高原测
量如果按照平原的默认参数进行，每 100
米的测距误差就会在 6-7毫米。“失之毫
厘，谬以千里”，这对于 16 公里长的隧道
而言，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郝吉云
每次带领队员们测量的时候都会根据实
际环境下的温度、气压、湿度，对仪器的参
数进行修改，从而有效减少误差。

隧道控制测量很重要，既要防止控制
点过远仪器不能正常测量， 还要防止控
制点过近或者前后视距差过大而增加
测量的误差。 通过反复实践， 郝吉云将
正洞控制点的距离控制在 210-250 米，
而对于落差较大、 湿度高的斜井则控制
在 180-220 米。针对控制点的重要性，在
他工作范围内的控制点都由他亲自埋
设。 为了使控制点不受过往车辆干扰，
他将控制点埋设在地下，而同时又担心
测量时控制点不好寻找， 因此， 他每次
都要把控制点周围的混凝土用手捣鼓
好。 有一次， 他没有戴手套但担心混凝

土会凝固，就徒手埋点。 第二天，在混凝
土的强腐蚀下， 他双手都脱了层皮，疼
得他笔都握不住。 为使控制点不受冻胀
影响， 他翻阅设计资料， 并向当地气象
部门、 村民了解情况， 得知土层冻深在
1.8 米， 于是每一个控制点的埋深都不
少于 2 米， 从而有效保证了控制点的精
确度。

吃苦奉献
高原不仅仅考验着仪器设备， 更考验

着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首先是缺氧。郝吉云
刚到工地时，头晕，胸闷，气短，别说拿仪
器，就是空手到洞里走一趟，人都快要虚脱
了。此时，郝吉云在心里暗示自己：坚持住，
适应了会好的。其次是严寒。郝吉云与他的
队友们咬牙挺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 他常
与队友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南极的科考队
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010年冬天，测
量任务繁重， 以郝吉云为首的测量放样组
4个人 24小时连轴转，随叫随到。 他们经
常深夜 12点从洞内出来，凌晨 4、5点又被
电话叫醒。每每此时，为了让疲惫的自己清
醒一点儿，避免出错，郝吉云都要“咕咚咕
咚”喝下一大碗冰凉的水来提神。 冬天，室
内有暖气，温度可达 18 摄氏度，但他们出
了门，就要面对零下 30摄氏度的寒冷。 低
温让队员们感到膝盖发疼， 因此他们必须
穿上保暖内衣，套上护膝，外面还要穿羽绒
裤，身着军大衣，这样才能抵御寒冷。但是，
他们进洞以后问题又出来了， 由于身上的
仪器箱重达 40多斤，再加上棱镜、脚架、工
具包等，足有五六十斤，每个人都是负重前
行，隧道越深温度越高，等他们到达作业点
时，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郝吉云从事测量工作一年多来，没有
出现一次失误，并成功解决了隧道后方交
会断面测量误差较大等问题，受到项目领
导的高度赞扬。 因为工作出色，郝吉云被
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提拔为测量
队副队长。他用智慧和汗水在高原上谱写
了一曲无悔的青春赞歌。

我的二叔是残疾人，今天提笔为二叔
写点儿什么的时候，他已经辞世 8年了。

二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离开人世———
服用大量的农药。医院没有回天之力，他也
没有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终年 60�岁。

当年，我在青岛工作，获知二叔的死
讯，忍不住面对大海失声恸哭，对二叔的
死产生了莫名的痛楚，更多的是不理解。

二叔去世后的那年春节我回过一次
老家， 听家人说起对二叔辞世的一些猜
测。 敬老院负责人告知家人，二叔自杀的
前一天还给敬老院的人们讲故事、 说笑
话，只是不时地用手揉眼睛。 二叔进敬老
院后患了糖尿病，可能是并发症引起视力
模糊吧，他自己不说，就选择了不归路。 父
亲和叔叔们对二叔此举不能理解的同时
更多的是愧疚和自责，觉得平时虽不时到
敬老院看望， 却没注意观察他的情绪，没
有发现他想要自杀的蛛丝马迹。

二叔的生和二叔的死一样，给家人留
有诸多的不理解， 更多的是遗憾和愧疚。
曾听奶奶说过，二叔出生 8 个月得了小儿
麻痹症，当时，穷乡僻壤缺医少药，二叔落
下了一条腿和一只脚往外拐的残疾。

二叔残废但有聪明的头脑。 二叔出生
于 20世纪 40年代初， 上学时学习成绩一
向优异， 可当时高中要到百十公里之外的
县城去读，每礼拜背上干粮跑到学校，这对
几乎是靠单腿跳跃的二叔来说是不可想象
的。 初中毕业的二叔从此回乡当了农民。

二叔终生未婚，这是爷爷、奶奶始终
不能释怀的事情。 当我懂事时，奶奶曾给
我说：“都怪我当初没有硬当住你二叔的
家，给他娶个媳妇，他如今一个人，我就是
将来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而一向以说话
直出名的爷爷则说：“心比天高，不知自己
几斤几两。 ”原来，二叔幼时家人给他定了
娃娃亲，到大来，那姑娘出落得亭亭玉立，

而且上了高中，姑娘家提出解除婚约。 奶
奶给二叔商量， 二叔说：“那还有啥商量，
怎能误人家的终身。 ”后来邻村有人仰慕
我们一家的为人，断定老实一点儿的妹妹
嫁到我家不会受欺负，因此，托人上门提
亲。 爷爷、奶奶很高兴，但二叔坚辞不从，
逼急了，二叔流着泪说：“老实人需要人保
护，我这个样子能行吗？ ”奶奶看到眼泪吧
嗒的二叔心软了，就推了这门亲事。

随着年龄增长，家人着急四处托人给
二叔求亲，可二叔对自己的婚事好像远没
有爷爷、奶奶上心，每天乐呵呵地出工干
活，收工回来抱着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书如
饥似渴地读，一直到奶奶一遍遍地叫着吃
饭，还边看边吃，因此挨过爷爷的不少骂。
爸爸也常埋怨说：“这个天水， 总也不长
进，静读些不三不四的书，每天扎到女人
堆里，说些不着调的话。 ”

二叔不能干重力气活，生产队长派他和
女劳力一起干轻些的农活，拿女劳力一样多
的工分。 二叔于是成了女人堆里的红人。

有一次看到二叔在女人圈中正津津
有味地讲故事，我悄悄走过去，二叔讲的是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他绘声绘色地讲着，
抬头看到我，脸立即红了，连说：“回家别给
你爸说。 ”上世纪 70年代初，这些内容可能
属禁书之列吧，我紧张地点头，匆匆离开，
身后传来二叔抑扬顿挫的说话声：“下一个
故事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

二叔虽然残疾，却一直自食其力。改革
开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村里磨房
的两台磨面机经抓阄承包给了母亲。 二叔
找到母亲商议，母亲要顾我们一家人吃喝，
白天由二叔照看磨房，晚上母亲值班，承包
款上缴村里之后，剩余钱两人平分。

后来磨面机老化， 再也不能使用了。
二叔在三叔的帮助下，到县城开了一个台
球场。 当台球场没人光顾时，二叔竟看上
了街面上修鞋的生意，不知二叔磨面时被
机器轧掉两个指头的手是怎么给人修鞋
的，生意如何。 已经工作成家的我每次去
看望他，二叔总是乐呵呵地说：“人总是要
有事做，顾住吃饭就行。 ”当然，每次给二
叔百儿八十元钱， 二叔也高高兴兴地接
着，为我们的出息而快慰。

街面上修鞋的竞争也是激烈的，二叔
毕竟是技不如人，生意日渐凋敝，加之随
年龄增长身体毛病渐多，父亲弟兄几个商
议让二叔不再摆鞋摊，按月轮番到各家生
活，二叔不同意，选择了敬老院。

……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读书

的增多，我越来越理解二叔了。 太过善良
的二叔不愿意增加家人的负担， 因此，一
直自食其力；怕委屈人，因此一直不愿娶
妻，这只是二叔生活的表面。 活着就要给
周围的人以乐趣，决不苟活，这可能是二
叔内心深处的坚守！

我不信人去世后还有灵魂存在，但我
希望有，这样，我就可以向二叔忏悔：我理
解二叔用了 40 多年的时间， 二叔辞世 8
年之久才得到了被理解的信息。

我不信阴间也有天堂， 但我希望有，
这样，我可以祝福二叔在天堂里能找到情
投意合的二婶！

作者单位：二十局集团四公司

（一）
佛陀一人漫步山中，见繁花。
佛陀独坐花前，暗语问花：“你为何开放？ ”
繁花无语，唯闻妙香一片。
佛陀花前独坐到夜晚，又见月出。
月下繁花不见了五彩，不见了绕花之蜂蝶，一切归于

纯白，一切归于宁静。
但繁花依旧。
佛陀大喜，在花香中沉沉地睡去。
看了这则充满禅思的故事， 整个心都浸润在了禅思

之中，不经意间已将它反复品味
（二）

繁花开于山中，处处灿然明丽。
此刻，万物沉醉。
风儿也沉醉于繁花的优雅娉婷，停下了脚步，于是，

那原来在空气中尽情流动着的繁花的芳香甜美的气
息， 因为风的忘情止步而凝固了， 凝固成一团香雾，缭
绕在树下枝头，草间水上，缭绕在每个生灵迷醉的眼中
……

繁花为何开放？
月色皎然，为万物镀上了银色的釉彩，于是，月光下，

繁花也不见了五彩，一切归于纯白，一切归于宁静。 姹紫
嫣红遁迹为一片暗淡。 可是，纵然是失去了光彩，繁花却
依旧。

繁花为何开放？
（三）

白天，人们将繁花的风姿尽收眼底，诗人把她们吟咏成诗，歌者把她
们清唱成曲。 然而她们不会为了要向人们邀宠而更加卖力地开放。 夜晚，
繁花的五彩消于无形，诗人搁下了笔墨，歌者收起了喉音，但繁花依旧，她
们也不会因为无人赞美无人叹咏而零落凋伤。

她们开放本就不是为了获得世人的盛赞。 所以，繁花并不在意世人
是否能够欣赏到她们，也不在意世人是否歌颂她们，她们都会美丽着自
己，芬芳着万物，始终如一。

就像人，真正有德行的人并不在意世人是否能够看到自己的高风亮
节，并不在意自己的品格是否会被世人大加颂扬乃至传为美谈。 他们的
德行只是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操守，坚守内心的高尚。 所以，他们不
会因为世人能够看到而刻意表现，更不会因为世人看不到而流于粗俗。

正如古人所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
为困而改节。 ”

繁花依旧，不只是在人们能欣赏赞美的白天，更在于无人欣赏赞美
的夜晚。

高尚的人一贯高尚，不只是在世人眼前，更在于世人背后。
作者单位：十五局集团城交公司

2011 年 10 月 6 日， 我有幸与中国摄
影家协会的几名摄影家，组团探访了南印
度洋岛国———塞舌尔共和国

塞舌尔是印度洋的一颗明珠， 位于赤
道南端，距离非洲大陆 1000 英里，拥有很
多如珍珠般散落的花岗岩和珊瑚礁岛屿，
是一个自然风光优美的岛屿国家。 同时塞

舌尔也是一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国家。
我作为中国铁建的一名摄影家，平时

的镜头里为大家呈现出的都是中国铁建
的企业风彩，这次塞舌尔之行让我为大家
展现出的是优美、宁静，具有异国风情的
自然风光。在我镜头下的塞舌尔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塞舌尔融合了海岛所拥有的完

美特质，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这里是个时光
可以停滞不前的地方，这里的景色要多纯
净有多纯净：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水、梦
幻的沙滩、奇异的海椰子、庞大的陆上巨
龟和美丽的珊瑚礁，以及随时可以亲密接
触的一群群鲸鲨……在这里，人与自然的
和谐得到完美诠释，同时一切的尘世杂念

似乎也都可以化作云烟。在享受美景的同
时， 我也感受到了塞舌尔人的热情好客、
善良淳朴、崇尚自然的民族风俗。 塞舌尔
总统会见外宾从不穿西服， 不打领带，一
件短袖衬衣了事。 每逢周末，维多利亚就
成了一座空城，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
人们统统离开城市到海边放松。当夜幕来
临时，人们迎着海风，听着浪花拍岸的声
音，来一杯新鲜的啤酒，真是惬意无比啊！

回来之后，我翻看照片时经常沉浸在
塞舌尔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借此机会我想
把这些异域风情的美景和自然淳朴的民
风通过照片展现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美好的时光景象。

时间是永远的等待，是不尽的希望。时
间是有限的段落，是无限的延续。 快乐幸
福的时刻短暂，悲伤忧郁的时候冗长。

时间是历史的长度，时间是宇宙的容
度。 觉得充裕的时候不懂得珍惜，懂得珍
惜的时候所剩不余。

时间是清贫的，她一无所有。 时间是
富有的，她拥有一切。 我们因拥有生命而
拥有时间，因拥有时间而拥有生命。

时间最慷慨，又最吝啬。 对无为者大
度给予，对有为者无情压缩。 时间最公平，
又最偏爱。 给每个人的单位长度绝对相
等，给每个人的时效宽度相对不同。

时间是疑难在时光稀释中的迎刃而

解， 时间是疾病在免疫力作用下的不治而
愈。在时间的检验下真理诞生，在时间的揭
示中真相大白。

富有者对时间脉络模糊， 贫困者对时
间感觉清晰。 时间常常被人们信誓旦旦地
珍惜，往往被众生漫不经心地浪费。

时间是亲人间的牵挂与和谐， 是恋人
间的沉醉与缠绵。 时间是情人间的隐秘和
忐忑，是敌人间的退避与玉帛。

时间是步入歧途者的懊悔， 是一帆风
顺者的沉思。 管理好自我的人是时间的主
人，迷失自我的人是时间的附庸。

时间是孤独者的“二泉映月”，是知足
者的“平沙落雁”，是知音者的“高山流水”，
是坚强者的“阳春白雪”。

时间是孔子“逝者如斯夫”的“不舍昼
夜”，是曹操“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 时
间是苏轼“大江东去”但“人生如梦”的豪放
与无奈，是秦观“两情久长”又“岂在朝暮”
的婉约与坚守。

时间是成长的代价和成熟的果实，是
杜甫溅泪的现实和李白抒月的浪漫。 时间
是“女娲补天”和“夸父追日”的开创，是“颜
筋柳骨”和“颠张醉素”的传承。

时间是“难忘今宵”和“今夜无眠”，是
古难全的“阴晴圆缺”与“悲欢离合”。时间
是 5 年背景离乡而“相见时难”的“君问
归期未有期”，时间是亲人病在旦夕却触
不可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时间是定
格在离别时的泪水， 时间是永驻于期盼
中的微笑。

时间是苦与甜相融的人生品位， 是方
与圆辩证统一的哲理诠释。 时间是在寻求
平衡中的蹒跚前行， 是世界风云变幻中的
国泰民安。

昨天说：“最向往的是明天。 ” 今天说：
“最珍惜的是昨天。 ”明天说：“最美好的是今
天。 ”生命说：“时间承载着我们的每一天。 ”

时间是生命的诞生与传递， 时间是此
文创作中的推敲洒脱与热泪盈眶， 时间是
本篇完成后的流连忘返和余音绕梁， 时间
是……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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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13 日， 有 8 位年过 60 岁的老人在中
国铁建大厦聚会， 他们是原铁道兵文工团赴西藏的文
艺战士。

1965 年，铁道兵党委派出一支“轻骑队”赴西藏慰问
在那儿施工的铁五师官兵。 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格尔木坐
了 7 天汽车，经过了 5700 千米的唐古拉山，路过了当年
文成公主进西藏的蜡子台，一路行军，一路表演小节目，
终于到了第一个目的地———拉萨。

西藏军区首长及军区机关热烈欢迎了我们，把我们安
排在军区小招待所（外来首长住的），军区大院到处贴着热
情洋溢的标语———“欢迎亲人铁道兵”、“欢迎毛主席派来
的亲人”等，并观看了我们小分队演出。几天后我们再坐了
3 天汽车才来到第二个目的地———樟木， 中尼公路指挥
部、铁道兵五师二十四团的驻地。

这条公路全长 485 公里， 铁道兵承担 200 多公里修
建任务。施工地段全是高山峭壁，部队施工像在空中荡秋
千一样。 每个战士身上绑上了安全带，双脚踏在半山腰，
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深渊，施工非常艰难危险。

在这条公路上，54团牺牲了 102个战友。我们到樟木
第二天，54 团梁团长、 王政委陪我们给这些英勇奋斗的

战友扫墓祭叩。 听了王政委介绍战友们的功绩，我们流下了最心酸的眼泪。
在西藏共住了四个半月，先是慰问演出，后来劳动锻炼体验生活，最后创作了一台以 54

团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晚会献给部队。 比如《雪山铁九连》、《金珠玛米亚古都》、《请喝一杯酥
油茶》、《雪山南泥湾》、《高原彩虹》……这些优秀的作品，至今仍受观众欢迎。

46年过去了。今天在北京聚会的只有 8位同志，他们是王金宝、周宗印、郭延雷、于万海、
张桂英、杨联年、何庭英、余珊鸣。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老人的后代，很有成就。比如何庭英的儿子何军，从外地赶来。他主
持的节目曾获得 2003年春节中央电视台三等奖， 他的相声得到了内行专家的肯定和夸奖，是
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秀。 还有正忙双拥演出的郭笑，他是郭延雷、张新全的儿子，总政话剧团
演员队队长，他曾在全国电视小品比赛中连续多次获得一、二等奖，是军中一位突出的好演员。
他们为铁道兵的爸爸妈妈争了光，这些可爱的孩子使我们老人感到欣慰，感到骄傲。

46年过去了。
如果再有机会，真想再去一次西藏，去樟木友谊桥上感受祖国边疆的新发展，再去

看看我们长眠在中尼公路的 102 位战友，给亲人献上一束鲜花。战友啊！从北京到拉萨
的铁路早修通了，还要继续修到日喀则。你们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含笑的！

我们虽老了，但夕阳无限好，愿我们晚年跟着祖国的建设步伐，分享祖国的幸福美好
生活，祝愿祖国更加强盛，江山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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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相聚湖南醴陵
梁场携手一年整
一榀箱梁千吨重
架设悬在空

忙里偷闲观风景
油茶树居杂木丛
竹子拔节显生命
昂然屹立寒风中

护坡 护栏左右开工
精耕细做造型
再显铁建新风
高铁史上建奇功

T梁正在施工中
部分落成已沟通
巍巍桥墩静静坐
等待肩负使命

作者单位：二十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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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成 撰文 / 摄影

域域外外风风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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