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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堑变通途 靳长辉 摄

夜
悄无声息
绵柔的月光
亲吻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大片大片的麦浪
在静夜中摇曳
泥土的芳香
飘过万里，沁入心脾

闻香
丝丝缕缕铺成望乡的路
越过高山
踏过平原
又沉醉在你温柔的怀抱

故乡
我已离开太久
记忆的芯片
存着大地的嘱托和情意
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生存的力量就是奋进的希冀
弥新的画面
写着思念
在梦里、在梦外
牵着我漂泊的思绪
畅行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轨道公司

□ 张 微

大路歌台大路歌台

梦回故土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做出的重要指示在铁
建系统引发广泛共鸣。提倡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靠的是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每名干部都要率先垂
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文明用
餐开始，坚持“光盘行动”，力求简
约适度，拒绝铺张浪费，倡导“让餐
盘干干净净”的风尚和美德。

《锄禾》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
背诵的诗歌，有了这首诗做参照，
我们常会被父母亲人斥责：把碗里
的饭吃干净，一粒米都不要剩下。
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教育从幼儿
园、小学、中学一直延伸到高中、大
学。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总是在耳
边回响，要响应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倡议，我们只有将“光盘行动”
进行到底。

在 我 们 身 边 ，有 不 少 人 坚 持
并做到了“光盘”。服务人员给他
们打菜，从来不挑肥拣瘦。饭后，
餐盘里偶有花椒等佐料，其他的
一 无 所 有 。 这 难 道 仅 仅 是 习 惯
吗？不，这是素质，是养成，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让餐盘
干干净净”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基础和底线。

反之，也有人看到好吃的要问
服务人员多要一点，用餐过程中不

喜欢的、稍微凉的、吃不下的一律
不吃，通通倒掉。这难道也仅仅是
习惯吗？不，这是浪费，是不文明
的行为，是新时代无法容忍的陋
行。“让餐盘干干净净”不是把饭菜
倒得干干净净，而是吃干净，是制
止浪费的行径和措施。

职 工 餐 的 浪 费 要 制 止 ，工 作
餐、会议餐和培训餐的浪费也不容
忽视。也许是餐费标准高于职工
餐，也许是用餐方与供餐方没有提
前核对好人数，也许是有人报了名
却不在食堂就餐，最后不得已只能
将剩余饭菜狠心倒掉。

外出用餐更是要节约。既要
吃得香、吃得饱，还要吃得舒爽、
吃得好。几个人一顿饭点了好多
菜 ，根 本 吃 不 完 ，有 的 人 打 包 回
家，更多的人扬长而去，连老板看
着都觉得可惜。特别是公家的钱
在有些人手中就是面子，就是肆
无忌惮的挥霍。这种浪费，更要
从制度上加以制止。

“让餐盘干干净净”不是简单
地把餐盘倒干净、洗干净，而是每
个人都要吃多少、取多少，把餐盘
里的饭菜吃干净。盘子里干干净
净 ，心 里 也 会 清 清 爽 爽 、敞 敞 亮
亮。如此，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就
变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

海外创业海外创业

让餐盘干干净净
□ 郝海栋

致八月里的非洲行者
□ 谭万海

八月，多么美好的季节。旱地里
的西瓜饱满圆润，山坡上的甜橙你推
我挤，葡萄园里的阿拉伯老农正忙着
收获沉甸甸的果实，准备酿造醇香的
葡萄美酒。

但最美的还是山脊上身着铁建
蓝的你们，那昼夜不停的身影如夏蝉
一般，将最美的镜头锁定在北非，定
格在八月，尽情讴歌着劳动的篇章。

翻 开 年 初 从 国 内 带 来 的 日 历
本，才恍然发现已过立秋时节。夏
去秋来、斗转星移，所有世间的美好
生生不息。不过，远在地中海沿岸
的阿尔及利亚注定要错过春夏秋冬
的交替，有的只是雨旱两季的周年
轮回。还有两个月，雨季就不请自
来了，屋檐下北归的燕子也将带着
刚刚成年的儿女沿着迁徙的路线回
到 南 方 的 旧 居 。 而 铁 建 人 坚 如 磐
石，永不停歇，争取在下一个雨季来
临之前填满那棕红色的路基。日月
星辰因为你们的坚守而愈加璀璨，
泛起了耀眼的光芒，为你们前进的
步伐照亮了路途。

放眼望去，在阿尔及利亚东西高
速东标段的施工现场，汇聚着一群来
自遥远东方的铁建人，一个个可爱的
蓝精灵前赴后继，奔忙在群山峻岭之
间，填路基、开沟渠、筑护坡，忙碌的
身影宛若跳动的音符，谱写一曲欲与
日月争高下、试与天公共比高的铿锵
战歌。

八月的太阳热情似火，空气中凝
结着升腾的水汽，在这偌大的桑拿房
里，我看见你们干涸的嘴唇缓慢地蠕
动，艰难地吮吸着漂浮的水汽；黝黑
的面庞淌下硕大的汗珠，浸润着脚下
深沉的红土。独立山间，本想迎一缕
山间清爽的风，可迎面的气流却似躁
动的热河，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耐不住烈日的这般肆虐，沼泽地
里的鱼儿一个鲤鱼打挺后深深扎进
了水底；翱翔的群群白鹤立马收起了
雄健的翅膀，躲到了芦苇最深处；马
背上的牧羊人也挥舞手中的皮鞭，将
热 得 咩 咩 叫 的 绵 羊 赶 到 了 灌 木 丛
里。但你们依旧头顶烈日，面朝黄
土，心无旁骛地“开垦”脚下的东西高

速。我想，你们应该是悬崖上一棵倔
强的古松，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只要
认准了，便只顾生根发芽、绝不退缩；
我想，你们应该是海岸伫立的灯塔，
上千年来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孤独地
眺望着远方，守望着暮归的渔人；我
想，你们应该是勇往直前的行者，筚
路蓝缕跨越江河湖海，永远向着心中
的远方虔诚朝圣。

时间的指针融化在炙热的八月
里，懒洋洋、慢吞吞地转动着，待到
明亮的太阳变得昏沉，暮色渐起，清
爽的夜晚从白昼手里抢过了时间的
接力棒。昼伏夜出的动物们从树洞
里、从草丛中一个个溜了出来，开启
了夜间的狂欢。但鸟唱蝉鸣中格外
引人注目的依旧是机械的轰鸣和明
亮的灯光。

“你们回去休息，现在我们上。”
夜行者从白行军手中接过了挖

掘机和平地机的方向盘。就这样，第
二波铁建人在满天繁星下开启了夜
晚的突击模式。蓝色的身影为漆黑
的夜晚增添了几分亮丽的色彩，发动
机的轰鸣如悬崖上头狼的长啸，率领
着上百台机械在山野间你追我赶，劈
开了挡在前路的乱石，填满了隔绝东
西南北的山谷。

在这烈日与疫情交织的八月里，
这群来自中国铁建的非洲行者让横
贯阿尔及利亚北岸的东西高速离当
地人民的时间更近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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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渊
青

“班长，忙完这阵子一定去敦煌转转！”和
老班长赵树伟又一次热情寒暄后，我们再一次
用“有时间坐坐”结束了聊天。

细算下，有 5 年时间没有和老班长见面
了。这些年，虽然和他有过聚聚的打算，但是
最终都未能实现。反倒是大家的距离越来越
远——我在山西，他在河北；我到太原，他又去
了晋中；我到了西安，他则去了“胡天八月即飞
雪”的当金山……其实，班长不当班长已经很
多年了。但是无论他当队长还是经理，我都习
惯称呼他为“班长”。

刚参加工作那年，我被分配到位于邯郸的
一个市政项目，成为一名测量员。赵树伟就是
我们测量班的班长。那些年，工地条件不如现
在，我们一起做内业资料，一起钻皮卡车跑工
地，紧挨食堂的那间小屋就是我们测量班的集
体宿舍。

邯郸项目负责建设一座市郊的景观斜拉
桥，虽然管段不足 4 公里，但是要跨过几条大
型铁路和高速公路，而且主桥塔柱高达 100 多
米。每天早上到了施工现场，班长要爬到老居
民楼顶去观测仪器，技术娴熟的两名测量员要
穿过公路去主塔上跑前视，没有实战经验的我
则需穿过铁路架设后视仪器。每天大家分开
工作前，除了分配工作任务，班长还要叮嘱安
全通行的问题。

“铁道口的通行灯一定要留意！”“别逗留，
快速通过！”……虽然时隔多年，但是每每想起

班长，这些简单的叮嘱依然萦绕耳旁。入职两个月时，班长让我尝试爬主
桥跑一次前视。为了确保我人生中第一次“高空作业”万无一失，在我登
上主桥前，班长特意叮嘱两名技术人员给我“带路”。

那是我第一次上到主桥——作业平台在高 60 米的半空中，脚下的空
间就一脚宽。低头一看，我顿时双腿发软，双手紧紧握着模板边沿，一动
不敢动。“不着急，先适应一会。实在不行，就慢慢下来，安全绳一定要绑
好！”对讲机里，班长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在班长的鼓励下，我跟随着主
桥的浇筑，爬到了 70米、80米、90米……

大桥尚未建成，我就调至公司党委宣传部。再一次见到班长时，已经
是 1 年后的事情了。赵班长不再担任测量班班长，当起了隧道斜井作业
队的队长。

得知我来项目部出差，班长特意给我来电：“斜井这边没有信号，晚上
去项目部找你。”那天晚上，斜井内一台设备出了故障，班长未能如约来到
项目部。而我次日特意翻山越岭，来到他们作业队驻地时，班长才刚刚从
隧道内出来。他蓝色工作服上沾满了混凝土喷溅的泥点。“班长早！”激动
的一声问候后，我才想起，班长已经是队长了。

后来，我来到西安，班长去了玉门关外的当金山修建铁路隧道。项目
上场时，我曾在那待过一个月，无人区里的风沙暴雪现在想来都让人内心
瑟瑟，但班长已经待了快 5年。

“从敦煌回老家的时候，我在西安转车，到时候可以坐坐！”“等完工通
车了，我们好好聚聚！”……和班长的约定有时因为他忙，有时因为我出
差，始终没有碰到面。但是，每次在电话里聊起来，大家热情依旧，就像很
多年前那样，他是我的班长，我是他的士兵！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 人们总是在感叹时光飞逝。在我们还
没来得及享受美好时光的时候，它就悄悄
溜走了。

常说，拥有的时候要懂得珍惜，不要等
失去了才后悔，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失去，所以就更要努力珍惜你现在拥有
的。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太多事情是
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小时候，看着天上大大的红太阳，屋后
参天的白杨，听着夏日聒噪的蝉鸣，想着这
真是个神奇的世界，而我来这个世界又要干
什么呢？

父母应该是永远不会老的吧，曾经我这
么想，我接受不了满头白发的老人就是我父
母以后的样子。后来，妈妈的两鬓爬上皱
纹，开始用染发膏遮掩白发，爸爸的腰挺不
直了，我再不能像小时候那样从他身后一跃
跳到他背上。他们的身体不再像以前康健，
身 上 大 小 毛 病 不 断 ，父 母 老 了 ，这 是 事 实
了。每思及此，我总是抑制不住心里的歉
意，怎么也抹不完眼眶中往外涌的泪。

对于新生命，我们有太多的好奇，一个
熟睡的婴儿身边通常会有一圈大人围着，爱
怜地摸摸小手，帮他拽拽被子，呼吸都是轻
的，生怕吵着那个小天使。我想这种感觉是
在自己逐渐成熟后才会涌现在心头。我们
对新生命的渴望和欣喜也正预示着我们不
再是个孩子。

人从一生下来到老去，这中间的过程，
就叫幸福。在生命历程中，有鲜花和掌声，
也有荆棘和泪水，还有欢乐和痛苦。我们为
了追求醇美的欢乐，必须忍受酸涩的苦楚。
人的一生如同点燃的灯，死亡不可怕，无非
是油尽灯枯，无非是生命的长眠。但是在生
命结束前，我们应该珍惜拥有的每一天，想
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该追求的？

我们追求金钱，追求名利，追求这个世
界上一切物质的东西，也许真的该静下来
追求一下自己的心，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
么，告诉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不要浪费
你的宝贵时间，不要让自己白来这个世界
一遭。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一公司

□ 何婉茹

停下脚步

感悟人生感悟人生

书书 香香

书里相逢
□ 郭斌孝

从小到大，我花钱最多的不是衣
服，不是食物，不是玩具，而是书。

记忆中一直念念不忘的是 6岁左
右，父亲办事带我去运城，路边有个书
摊，我看上了一本《故事大王》，哭闹着
非要父亲给我买，并且发誓中午可以
不吃饭，把饭钱用来买书。终于，父亲
把那本书买了下来。我喜欢极了，甚
至上厕所都拿着看，蹲坑蹲半天，奶奶
在外面喊：你掉茅房啦……这样的场
景我一直记着。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些写
日记。从小到大的日记，我现在都保
存得特别好，偶尔翻看时，依旧觉得
十分有趣，仿佛昨天刚刚发生的事，
这就是文字带给我的记忆。慢慢地
我开始读连环画，现在还攒了不少，
从画里我知道了程十发、刘奎龄、刘
继卣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后来才知
道那批连环画是经典中的经典，永远
不可能再有了。读书越多，感受越
深，有一天我打开父亲的书柜，有一
本路遥的《人生》，我至今都记得扉页

上那句经典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
长，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特别是当
人年轻的时候——柳青。印象很深
刻，以后的日子里，读书成了我的生
活常态，吃饭喝水外的必需品。借
书、买书、换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文学、历史、传记、武术、武侠，看了很
多书，也买了很多书。从盗版到正
版，从平装到精装，积少成多，几个架
子堆满了，越显珍贵。

参加工作后，我随着工程全国各
地走，但不管走到哪，都愿意带本书，
方觉心安。拿书做伴，像个好朋友般
这么多年最知心、最忠诚，寸步不离，
时时相随。

近日，我又买了一些书，今天在书
上签字时，儿子曼曼问我写的啥？为
什么写这个？我随口一说：这都是我
读书的印记，跟我的藏书票一样。我
走过不少地方，从大漠戈壁到乌蒙深
处，西北到西南，书籍记录我那段时
光，最温情陪伴我的也是它们。《梁启
超日记》让我见识了他对孩子的爱，我
也写下：我不要你学我泛滥无归的短
处，但希望你学习我灿烂向荣的长处。

以后的路还很长，煮字炖句，慢
火捻熬，写写画画，滋养点文人气十
足的墨迹。期待一路看，一路写，把
各家融在一起，化在墨里，成自家气
象，泽古功深。期待把文字作为一生
赏玩之事，玩之弥深，能字字珠玑，行
行绣锦，更好。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

每次回忆童年，思绪总是循着故乡那深
褐色的泥土，寻到那棵亲切的桑树上。

那时的农村十分贫苦，门前的桃树与屋
后的甘蔗，是我们最主要的水果来源。桑树
长在屋后菜地旁的斜坡上，不高，但长得精
巧，碗口粗的树干笔直向上，生长到一人高
时，枝丫如伞骨一般向四周分散开来，或粗
或细的枝丫匀称地延伸着，从远处看，像一
棵肥大的绿色蘑菇，很好攀爬，加上酸甜多
汁的桑果，便成了孩子们的最爱。有时候，
几只小虫子、几根树棍子，就能让孩子们玩
上一整天。

万物萌发的季节，桑果先于桑叶冒出淡
绿色的头。孩子们已经按捺不住了，伸出
手，两片粉粉的指甲一掐，青涩的桑果便稳
稳当当地落在手里。初生的桑果只有米粒
那么大，硬硬的，有点扎手，尝起来有股淡淡
的涩味，不好吃，可也舍不得吐掉，多嚼几
下，勉强吞进肚子。桑叶成熟时，桑果也变
成了紫中带黑的颜色，甜甜的，软软的，细腻

多汁，虽然只有黄豆大小，但圆圆滚滚，可爱
异常。这时的桑果用不着掐，手指轻轻一
碰，储满了深紫色汁水的桑果便落在掌心蹦
跶。我们边采边吃，边采边往兜里揣，很快，
嘴巴、手指、口袋，都染成了紫色。

桑树也是孩子们天然的玩具，我们爬上
爬 下 ，捕 捉 天 牛 ，为 桑 树 理 清 讨 厌 的 毛 毛
虫，采摘桑叶养几只小蚕，从来不用担心会
掉下来摔伤。有时，小伙伴还会带上麻绳和
小板凳，做一个简易秋千系在树干上，大家
轮流坐上去玩。天高云淡的日子，我们常坐
在枝丫上，攀着树枝吹着风，或是聊天，或是
透过摇曳的桑叶，欣赏青翠的田野和火红的
夕阳。

后来，我家搬到了城市，经济情况改善
了很多，贫穷逐渐成了过去。工作后，我走
过很多地方，吃过各种水果，却总对故乡的
桑果念念不忘。每次回到老家，路过屋后的
菜地，目光总是忍不住向桑树的方向看去，
怀念那段美好的往事。

再后来，桑树被砍倒了，因为桑树挡住
了收割机开进稻田的路。没有了桑树的田
野，一眼就能望到头，绿色的稻田一块接一
块，延伸向天边，十分壮观，但我的心里总是
空落落的。

我 并 不 怨 恨 收 割 机 ，农 耕 方 式 的 现 代
化是件好事，我只是有点遗憾，就算桑树未
被 砍 倒 ，自 由 自 在 的 童 年 时 光 也 回 不 去
了。一起爬树的小伙伴，大部分早已失去联
络 ，分 散 在 不 同 的 城 市 ，走 着 各 自 不 同 的
路。我也很少再回农村，也逐渐忘却了童年
玩伴的脸庞，忘却了故乡十年前的样子。小
时候放学回家，我总能远远地望见稻田那头
那株蘑菇般的桑树，再循着弯曲的田埂一步
步朝它走近，最后与它擦肩而过回到家中。
而现在，看着曾经走过千百次的田野，心里
总会萦绕一种怪异的陌生感，好像自己从没
来过一样。

但我不会忘记，我曾在这棵树下玩过、
笑过，桑葚的清甜、桑叶的柔软、桑枝的坚
韧，都是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印记。或许，
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并不是桑树本身，而是
它与我之间的联系。

故乡的田野上，还有另外一棵野桑树，
坚韧地生长着。它高大，桑果也大，但味道
生涩。有次偶然经过那棵野桑树，奶奶说：
早已没有人来摘桑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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