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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第一缕阳光
轻轻地将我唤醒
欢快的鸟儿
衔着这份柔光冲上蓝天，直上云霄
我喜欢这静谧的晨光
她含羞地探出脑袋
透过叶子缝隙吻上我的脸颊
传递着温暖与希望

放飞心灵的驯鸽
翱翔在蓝天，拥抱着白云
路途不再坎坷崎岖
困难不再成为绊脚石
唱响青春主旋律
你我不再寂寞
激情似火，点亮人生
让青春穿梭时空

从现在开始
坚定理想和信念
做个真正拼搏的勇士
青春，让我们携手同行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携青春同行
□ 马 勇

峥嵘岁月峥嵘岁月

世界屋脊上的凯歌世界屋脊上的凯歌

中秋节思高铁
□ 郭训强

月是故乡明

□ 王洪涛

一线写真一线写真

铁建情怀铁建情怀

9 月 7 日至 11 日，中央电视台中
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出了
五集纪录片《修筑青藏铁路》，全景展
现修筑青藏铁路光辉历程。作为全
国唯一一家自始至终参与青藏铁路
建设的单位，中铁二十局 15 位青藏铁
路建设者应邀接受采访，回顾了他们
挑战生存极限、突破技术难题，一步
步将这条雪域天路建设完成的往事。

全长 1956 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
青海省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
市，共分两期建设完成，是通往西藏
的 第 一 条 铁 路 ，也 是 世 界 上 海 拔 最
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对于促进
青海、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民
族团结意义重大。

跨越两个世纪，前身为铁道兵第
十师的中铁二十局五上青藏高原、四
上青藏铁路、三上风火山，在人类改
造自然的伟大壮举中谱写了英雄凯
歌。在《修筑青藏铁路》中，记录他们
在 20 世 纪 世 界 海 拔 最 高 铁 路 隧 道
——青藏铁路关角隧道建设中抢险
英雄事迹的《雪域鏖战》，及讲述他们
在当今世界海拔最高隧道——青藏
铁路风火山隧道建设光辉历程的《攻
坚克难》，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坐 落 在 海 拔 3680 米 高 度 、全 长
4009 米的关角隧道，是控制青藏铁路
一期全线工期的关键工程。这里地
质情况复杂，多处断层切割，岩石松
散破碎，地下涌水量大，每昼夜多达 1
万余方。曾于 1958 年开工修建，后因
国 家 计 划 调 整 于 1961 年 停 工 封 闭 。
1974 年，铁道兵第十师四十七团开始
担负施工。

经过 10 多年积水浸泡和自然风
化，洞内塌方淤积十分严重，地质条
件更加复杂，第四十七团战士仅前期
清理工作就长达一年半时间，先后处
理大小塌方 130 余次。在缺氧量相当
于海拔五千多米的隧道内，人在里面
工作久了就会昏厥。施工中，几乎每
天都有人晕倒在洞内，有一次竟一次
性晕倒 32 人。不断晕倒后撤，又不断
清醒往里冲，建设者如此周而复始，
轮番作战。

1975 年 4 月 5 日，关角隧道发生
近 30 米长的大塌方，1589 立方米的塌
方体将正在施工的四十七团 127 名官
兵封闭在洞内。面对严峻的生死考
验，洞内的他们在寒冷、饥饿、缺氧的
困难环境中，顽强地移土向外突围。
洞外的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部队
清除塌体，向洞内打钢管加强通风，
全力组织抢救。闻讯赶来的部队和
各族人民群众，也奋力展开抢救。经

过 14 小时的协同作战，6 日凌晨，洞口
终 于 再 打 开 了 ，遇 险 指 战 员 全 部 脱
险，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战塌方，营
救亲人脱险境”的英雄凯歌。

全长 1338 米的风火山隧道，进口
轨面海拔 4905 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被列为青藏铁
路头号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距隧道
不远的唐古拉山口，坐落着一个试验
场，因空气稀薄、气候严寒，常常狂风
呼啸，大雪纷飞，素有“冰雪仓库”“生
命禁区”之称。然而，铁道兵第十师
五十团十三连却在这里进行风火山
冻土地段试验任务。

高寒缺氧使官兵们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上场不到半年时间，全连平
均每人体重下降 14.4 斤。常年生活、
劳动在这种环境里，许多人有高原反
应，头晕脑涨，心慌气短，指甲凹陷，
体重下降，有的甚至心脏扩大移位。
然而，为了取得有价值的冻土施工经
验，从 1975 年至 1977 年间，五十团十
三 连 三 次 登 上 风 火 山 ，坚 持 进 行 试
验。最终，他们每次均胜利完成了任
务，为高原铁路施工提供了宝贵的数
据资料，被铁道兵党委授予“风火山
尖兵连”称号。

2001 年 6 月，青藏铁路二期上马，
当年“风火山尖兵连”广大官兵用生
命获取的各项试验数据，依然是这条
铁路在高寒、冻土地带施工的可靠依
据。第二年，中铁二十局成功突破高
原冻土施工难题，被评为“2002 年中
国公众关注的十大科技事件”之一。

时光荏苒，英雄铸就的天路依旧
在创造纪录。2017 年 7 月，关角隧道
被青海省列入第十批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8 年，被国务院国资委
列入“中央企业历史文化遗产”，并入
选《央企老照片——中央企业历史文
化遗产图册》。2004年10月，风火山隧
道作为世界第一高隧被载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2006 年 1 月，风火山隧道施工
技术获得我国最高规格的 科 技 大 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用鲜血生命筑丰碑的英雄，永远

也 不 会 被 历 史 忘 记 。 2018 年 7 月 1
日，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青藏
铁路建成通车 12 周年之际，以铁道兵
第十师建设青藏铁路关角隧道为素
材创作的舞剧《天路》在国家大剧院
上演，135 名中铁二十局员工受邀观
看，观者无不落泪。如今，传承发扬
青藏铁路精神，也将激励更多企业和
民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为国家发
展和人民幸福贡献担当和力量。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

又是一年八月节，又是清秋明月
夜。郎朗夜色，皓月当空，古往今来，
文人墨客寄情明月，直抒胸臆，才子
佳人月下故事，几多慨叹，迁客骚人
独酌浅饮，对酒当歌。

站在铁建广场，心中思绪万千。
圆圆的月亮银盘似的挂在南天之上，
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圆月年
年岁岁、岁岁年年都准时出现在遥远
天际，陌生的是每年的圆月都不一
样，小时候的月亮充盈着嫦娥的故
事，从军之后的圆月是操场上的训
练，哨位上的坚守，月光里的奔跑，演
习场上寂然无声的对抗。唯独缺少
了家乡的味道，更没有“人约黄昏后，
月上柳梢头”的浪漫。脱下军装，穿
上工装，成为中国铁建的一员，感受
更多的是铁建人的月下故事。且不

说，铁道兵时代，铁军与家人一月两
地常相思，清秋时节难相遇，一轮明
月苍穹挂，遥望无语寄乡情。兵改
工，组建现代企业，铁建人用自己的
智慧和付出，一点一点织就路网，一
座一座架起桥梁，一孔一孔开凿隧
道，创造了中国速度，拉近了城市距
离，缩短了繁华跨度。这绚丽多彩
的生活中又包含着几多铁建人的付
出，有谁又能知道多少个月朗星稀
的夜晚，铁建人的明月定格崇山峻
岭间，照亮桥梁隧道旁，映衬野外帐
篷里，伴随着远方的思念，寄托万千
的柔情。

正如季羡林老先生说的：每个人
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
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铁建人为了建设祖国，长年奔跑

在外，才有了故乡和他乡，每逢佳节
才更加怀念故乡的月亮。无论在哪
里，不管在何方，圆月之夜，总是在思
念着故乡的月亮。这故乡的月亮蕴
含着太多童年的记忆，浸润着点点滴
滴家的味道，更饱含着难以割舍的丝
丝牵挂。正因如此，才让他乡的清秋
更透着广寒宫的寒意，更宣泄着月桂
树下兔宝宝的无奈，让这清秋月夜凭
空多出了几多相思，几分愁绪，几许
情怀，几味思恋。

如今，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的
建设者，我们的家乡才更加美丽，我
们的家园才更加美好，我们的生活才
更加美美与共。月圆之夜，在祖国的
大江南北，天山内外，角角落落里的
建设者们，仰望星空之时，往往也会
自豪地说：我的家乡现在也不同于以
前了，茅草房早已被新家园代替，小
土路变身大马路，家家门前停放的小
汽车正无声诉说着生活的变迁，就连
家乡的圆月也好像比以前更加明亮
了，相信月宫里的嫦娥仙子如今也会
艳羡这人间的美好了吧。

作者单位：中铁地产文旅公司

工地姑娘
□ 赵雪扬

□ 韩展展

中秋节是传统大节，
赏皎月、品月饼、叙闲话、诉
思念、庆团圆。今年中秋、

“十一”相连，爱人依旧要值
班，我打算带女儿回老家与
家人团圆。提前跟爷爷、奶
奶电话，女儿欢快地说“太
爷爷、太太，我要回家看你
们，你们想我了吗？”

听着手机那头老人家
爽朗的笑声，直接感受到
兴奋之情。隔了一会，爷
爷打电话来：“孙女，你带
着重孙女多会回家？我提
前 杀 鸡 、杀 鹅 ，再 弄 点 黄
鳝，让重孙女吃顿好的。”

在我们家，中秋节回
家团聚是传统，这个习惯
坚 持 了 30 年 。 每 次 回 家
前，都要提前给爷爷、奶奶
电话“报备”。他们作为家
中权威，张罗、操持各种节
日。在准备节日中，爷爷奶奶从天命
之年到古稀之年，伴随着年岁的变化，
还有越来越丰富的祭月贡品。

中秋节当晚要祭月神，祈祷家人
康健，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小时候，
没有固定祭月桌子，两张长板凳间隔
10厘米平行摆放，上面铺一层门板，门
板上放糯米糍粑饼代替月饼、菱角、藕
节、藕丸子，还有插上几根素香的铜香
炉。后来，我和弟弟外出求学，父母外
出务工，再回家过节时，祭品已经有
五仁月饼、菱角、藕节、苹果、香蕉、橙
子。我和弟弟准备偷吃水果，奶奶严
肃制止，祭月神贡品不能偷吃，寓意
会不灵，她希望我们出门在外“苹苹”
安安、“蕉”好人，心想事“橙”。我和
弟弟工作后，经济条件更好，供桌上
出现了流心月饼、菱角、藕节、肉丸
子、烧鸡、香蕉、苹果，贡品越来越丰
富。谈到贡品变多的时候，爷爷说：

“共产党政策好，老百姓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过。你们作为党员，要为老百
姓服务，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

这些年，祭月贡品一直在变，不
变的是祭月仪式。祭月之后，全家人

围在一起吃饭，分享在外
趣事、工作收获、孩子成长
感 悟 。 2015 年 和 2016 年
两年，家庭成员从六个变
七个，又从七个变八个，喝
了白酒的爷爷开心地说：

“等陈明成家有孩子了，家
里更热闹，要两张桌子吃
饭喽。到时候，你们不能
嫌弃我。”

全家人一起“安慰”老
顽童，“老活宝”怎么会被
嫌弃？

饭后，奶奶会收拾祭
月贡品，拿回家，祭月贡品
都会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
中。小时候，物资匮乏，吃
糍粑饼连上面的芝麻都不
舍得浪费，从桌上捡起来
吃。后来，家里条件变好，
五仁月饼只吃红绿丝，爷
爷奶奶总会默默捡起我们

吃剩下地放嘴里，经历过饥荒时刻的
人都不舍得浪费。去年，女儿吃流心
月饼，吃完丢掉，看着爷爷奶奶心疼
的眼神，我捡起来吃掉，终究我也变
成捡拾剩食的大人。不同的是，我给
女儿认真上了一课，带她体验了一次
农村秋收，让她给我奶奶递绳子扎
口，看着晒红的女儿坚毅的眼神，我
知道她已经慢慢懂得珍惜粮食。

今年，跟父母、弟弟视频的时候，
他们都回家过节。中秋节是重要节
日，要全家一起赏月才团圆。女儿开
心地说：“我要回家给太爷爷、太太、外
公、外婆、舅舅表演，她们太辛苦了。”

为 了 回 家 ，女 儿 提 前 训 练 舞 蹈
《我是一个兵》，她欢乐地唱：“我是一
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
我，立场更坚定……”

我逗弄女儿，“这歌谁教你的？
你是什么兵呀？”

女儿开心地说：“我们幼儿园老
师教的，吴老师说，我爸爸是工程兵，
妈妈是铁道兵，我是工程兵和铁道兵
的后代。”

作者单位：中铁地产华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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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没在家过节了。”中秋
节前夕，项目部举行欢聚晚宴，不知
谁提起了“家”这个话题，大家顿时没
了声音，引起了我的沉思，勾起了我
的回忆。

1998 年，我从西南交大毕业，记
得老师告诉大家：“你们进了铁路工
程单位，就要做好常年在外施工的思
想准备。”作为黑龙江人，我希望单位
离家不远，于是来到了哈尔滨铁路工
程 总 公 司 。 这 是 铁 路 建 设 的“ 地 方
军”，工程都在黑龙江省，家里有事能
及时赶回。

2004 年，为深化铁路改革，铁路
系 统 的 工 程 、工 业 、教 育 、卫 生 产 业
都被“剥离”出去了。我随单位来到
了中铁二十二局，成为铁路建设“主
力军”。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此，每逢中秋
节，我都不能回家，只能在工地遥寄相
思，默读《静夜思》，心里呼唤妻儿。

2015 年 10 月，我在贵州高速公路

工地工作，突然接到上级单位通知，让
我迅速北上，到北京参加建设京沈高
铁。我匆匆赶到北京市密云区，没想
到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

在这五年里，儿子从小学升到初
中、从初中升入高中。这段时间是孩
子“ 三 观 ”形 成 期 ，非 常 需 要 父 母 教
导 。 但 是 ，京 沈 高 铁 是 国 家 重 点 工
程，工期紧，任务重，身为项目经理，
我知道肩上的重担。同时我还认为，
项目部哪个人没有一家老小？谁不
思念家人？

“我和大家一样，也有 10 多年没
在家过中秋节了。但是能够参加建设
国家高铁，我感觉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我这几句话，让老同志紧绷的脸
都舒展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讨论

“八纵八横”高铁网。
“中秋节，我们更要思高铁。目

前，我们把握黄金时机，掀起施工大
战，早日建成京沈高铁。干！”我提议
后，同事们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五公司

烈阳悬空，炙烤大地，我和同事
从 路 基 上 一 路 走 下 来 ，已 是 汗 流 浃
背。正当我又热又累，心生烦躁时，忽
地听到同事惊叫：“快看，那里有一朵
荷花！”我转头一看，只见灰扑扑的混
凝土挡墙上，果然“开”着一茎荷花。

拂去挡墙上的尘土，一幅充满夏
日 田 园 风 情 的 荷 花 图 便 跳 入 了 眼
中。这是一株盛放的荷花，重重绽开
的花瓣上，一只蜻蜓正轻盈舞动，右
上 角 的 一 方 天 空 里 ，有 天 鹅 优 雅 飞
过。花瓣下，硕大圆润的荷叶似乎正
挂着盈盈水珠，随风轻轻颤动。在这
株荷花的四周，是疏密有致、尽情舒
展的茎秆，姿态曼妙动人。我忍不住
伸出手，从茎秆、荷叶和花瓣上一一
抚过，感受着混凝土表面的粗糙和烈
阳灼烤带来的滚烫，却恍然回忆起了
初 生 草 木 的 柔 嫩 与 清 晨 露 水 的 清
凉。只听同事笑道：“这些工人还是
很有艺术感嘛。”

这不单单是艺术感，更是审美的
情 操 与 追 求 ，是 快 乐 情 绪 的 相 互 传

递。民工兄弟是工程建设中最忙碌
辛苦的人群之一，破晓上场，戴月始
归，日复一日的劳动下，灰尘和泥土
都被汗水深深浸在了土黄色的皮肤
里。但即使在这样的苦累下，他们依
然乐观开朗，把心中的美大方地呈现
出来，细细描绘在这混凝土挡墙上，
让我和同事得以惊喜地发现这幅足
以称之为艺术品的荷花图。我为这
位或这几位不知名的民工兄弟而感
动，同时也深刻地反思自己。

我曾抱怨过施工现场的苦和累，
觉 得 万 事 都 索 然 无 味 ，于 是 过 了 段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日子。但这
幅挡墙上的荷花图却提醒着我，即使
是劳累的工作，只要用心去感悟，依
旧能捕捉到美好；只要认真地践行，
才足以把美好成就在双手之上。

回项目部的路上，我不由得开始
畅想：如果还有人从这挡墙旁走过，
发 现 这 幅 荷 花 图 ，是 否 也 会 微 微 一
笑，和我此时的心境不谋而合呢？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五公司

挡墙上的荷花
□ 杨 杰

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时光回转，那年盛夏，伴随着毕
业季的钟声，我作为一名工程“小白”
进入到中国铁建的大家庭，像是打开
了新世界的大门，带着好奇与憧憬望
着这个全新的世界，准备以崭新的自
己去面对人生里的第一份工作。

然而，生活不是理想主义，几年
的工程生活让我发现，那些看似光鲜
明艳的生活背后，是成长带来的心酸
与苦楚。作为工程管理类人员，面对
施工现场，专业知识和经验是底气，
善沟通会交流是王牌，可惜，这俩我
都没有。工作中频频出现失误；“三
点一线”不断的消磨掉自己的精力；
明明长大了却不能照顾家人；跟男友
异地，见面屈指可数……曾经一度陷
入深深的自责，问自己最多的一句
就是：为什么，这是我想要的吗？

但是，转眼望去，这成千上万的
铁建人，哪一个不是有着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摄人气魄，内心装着我欲
问鼎天下的豪情壮志；哪一个不是历
经艰险，千磨万击，才有了“任尔东西
南北风”的肆意潇洒；我可能不及男
生有那样的宏大理想，但我也想成为
那成千上万名铁建人中的一员，想要
经过历练以后有一天能得到真正的
成长，想要轻松地对别人说出“我辈
岂是蓬蒿人”的骄傲。

希望那一天，不会太晚。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房地产公司

希 望
□ 刘子莹

美景如画 曾圣杰 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

网络上正流行《桥边姑娘》
曲动歌飞搅动了畅想的心房
曾经桥边
有我们放飞青春的梦想
云帆远航 慷慨激昂
曾经桥边
有父母期盼成长的渴望
紧抚臂膀热切目光
曾经桥边
有我们斩断情丝的离殇
背起行囊 一别远方
回首过往 风华模样
红了眼眶 依旧灼灼明亮

云天外我们是工地姑娘
沐雨栉风点缀了热血战场
现在桥边
我们正浇筑蜿蜒的巨梁
机器轰响 汗水流淌
现在桥边
我们正托起国家的富强
百炼成钢 一心向往
现在桥边
我们已伴着大漠的夕阳
没了红妆 只有工装
激情飞扬 志在四方
丈量月光 心头连着家乡

啊 工地姑娘
你也曾是桥边姑娘
啊 工地姑娘
你将乡谣轻声吟唱
啊 工地姑娘
你给人间带去无尽的芬芳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一公司

观沧海 阿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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