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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抢修，追上大军的脚步

□ 何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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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烟雨朦朦
菊花飘香
街边落叶繁飞
片片离愁
阵阵凉风袭来
寒战一惊

数年前回故乡
遇重阳
田间机声隆隆
收割忙
柏油路进村巷
疾驰泊
门前杂草没头顶
院落荒
葡萄几架随风倒
满灰尘
儿时笑声似昨日
泪两行
一脚踏进铁建门
如今阔别三十载
屋前槐树甚壮
甘甜井水依旧
更欲知
故乡亲人可安好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四公司

每个人的生命旅途中总有一些
场景会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影像。
于我，那颗桑树便是。

那是一棵屹立于我记忆之中的
树，它就长在村民们去往田间的必
经小路边，村里的人去田里劳作都
会从它身边经过，桑树不远处有一
口井，井里有清波粼粼的水，印象中
那颗桑树永远枝繁叶茂、高大伟岸，
它把大部分枝叶斜着伸向井边，似
成守护的姿态，满树数不清的绿叶
都在轻轻摇曳，每一片绿叶都闪着
柔和的光芒，而那一颗颗红玛瑙似
的桑葚就藏在茂密的叶间幽幽地散
发出香甜的味道。每到夏天和朋友
谈及这棵树，仍然兴奋，那满嘴的甜
蜜似乎还残留在唇齿间。

讲起来现在就特别想吃桑葚，
可惜季节不对。

我还是忍不住要讲讲我和那棵
桑树的相遇。夏日的阳光穿透苍翠
茂 盛 的 树 木 在 地 上 投 出 斑 驳 的 影
子，大人们一手拎着自家椅子，一手
拿着大蒲扇朝着林中井边围过去，
在井边乘凉似乎已经成了村民们的
习惯，小孩子们一手拿一根长杆，一
手提着一个袋子在树林中寻找知了
壳的踪迹，那是可以让他们挣几块
零花钱的东西，寻累了便跑到大人
身边歇坐一会，“去前面捡桑树果子
吃”，大人拍拍孩子的头，手指着一
个 地 方 ，我 的 眼 神 跟 着 落 到 它 身
上。那是几颗黑红色的果子，它们
安静地躺在桑树脚下，没有很好地
隐藏住自己，大概是太丰硕了，落叶
已遮不住他们的身体，又或是它们
故意要吸引住人们的眼睛，于是把
那紫红色的衣裙撩了起来。

抬头看看桑树，树枝上挂满了

不可计数的已熟透了的桑葚，它们
密密匝匝的，全都以一种沉睡的姿
态安静地悬 垂 着 。 我 捡 起 一 颗 躺
在落叶上的桑树果往嘴里喂，真甜
啊！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反正肚
子已经鼓鼓的，紫色的汁液沾满了
双 手 ，染 透 了 衣 袖 。 抬 头 看 看 树
上 ，累 累 的 桑 葚 依 然 数 也 数 不 清 。
我开始往口袋里装，满载胜利的果
实 凯 旋 ，我 找 到 闺 蜜 ，把 她 从 家 里
拉出来，给她尝了尝这从未见过的
新 鲜 食 品 ，她 忙 问 我 这 在 哪 摘 的 ，
刚 说 完“ 那 口 井 边 ”，她 已 如 离 弦
的 箭 冲 了 出 去 。 经 过 大 家 的 一 番
扫 荡 ，那 颗 桑 树 萎 靡 了 不 少 ，枝 头
片 片 绿 叶 也 失 去 了 先 前 那 丰 裕 的
光泽。

第 二 年 ，我 便 留 心 那 棵 树 了 ，
桑 树 周 围 慢 慢 长 了 许 多 乱 七 八 糟
的 植 物 ，我 费 了 一 番 力 气 才 走 近
它，彼时，正是它结果的季节，它的
身躯上挂着少数的桑葚，果子还是

青的，只有少许青中已开始泛红。
我期待着它的再一次丰盛。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那仅有

的桑葚倒是红了，却再也没有出现
去 年 那 种 轰 轰 烈 烈 的 景 象 。 从 此
以后再也没出现过。

后 来 小 伙 伴 们 长 大 了 离 家 上
学 ，后 来 很 多 人 家 里 都 装 了 空 调 ，
大家再也不去井边乘凉，后来我也
再忘了去看它。

有一天，我在超市里惊喜地发
现有桑葚在卖，它们被装在一个不
大 的 塑 料 盒 里 ，盒 子 拿 保 鲜 膜 裹
着 ，里 面 的 桑 葚 又 黑 又 大 ，它 的 身
份今非昔比了，由一个在野地里乱
跑 的 野 丫 头 变 成 了 一 个 冷 漠 高 傲
的 贵 妇 ，这 使 我 对 它 产 生 了 疏 离
感 ，如 同 偶 遇 一 位 多 年 不 见 的 老
友，只打了个招呼就猛然发觉对方
已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满心眼的亲
切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自己硬
生 生 憋 了 回 去 。 那 桑 葚 个 儿 太 大
了，颜色太黑了，纯黑的，远不是记
忆中那红里透黑、黑中泛红的自然
模样。导购告诉我说，这种桑葚和
野生的桑葚是不一样的，我松了口
气，也就是说，这贵妇从小就生活在
富裕家庭，而我的野丫头还在野地
里疯跑，它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我
就放心了，不过，这样的贵妇让我没
有品尝的欲望。

那一年，我回家特意去寻那颗
桑树，却发现通往田间的小路已被
村民用砖砌成了高墙，他们都走更
宽敞的大路了，绕了一大圈终于穿
回小路，发现桑树早已不知被什么
人砍掉了，无影无踪了。那口井里
的水也干涸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一公司

桑 葚

朝鲜铁路北部主要干线呈扇形分
布：平壤犹如扇轴，由西至东，依次为新
义线（新义州至平壤，联接中国丹东口
岸）、平北线（清水线，联接中国上河口口
岸）、满浦线（满浦至平壤，联接中国集安
口岸）、罗元线（罗津至元山，可联接中国
图们口岸）、平元线（元山至平壤，与鸭绿
江几乎平行），并有若干联络线：价川到新
安州为新义线与满浦线的联络线，价川到
顺川是满浦线到平元线的联络线，平壤到
阳德是新义线与平元线的联络线。

铁道兵团入朝时，朝鲜的铁路通车
里程只剩 107公里，干线全部瘫痪。

铁道兵团根据上级精神，入朝后由
满浦、京义两线同时南进抢修；越过清川
江抵达顺川后，再分 3 路前进：沿平元线
南进至平壤；经新成川沿平德线至三登；
沿 平 元 、罗 元 、京 (汉 城 ，现 称 首 尔)元

（山）诸线至阳德、释王寺，目标直指汉城
（现称首尔）。

铁 1 师在东部沿满浦线向南抢修。
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战士们凿开冰层跳
进江中，抢修铁路、桥梁和通信线路，12月
19日，铁路修复到顺川，再分东西两路：东
路沿平元线向新成川、阳德、高原挺进；西
路沿平元线西段南下向平壤挺进。

1951 年 1 月 2 日，西路抢修部队攻
下金川江桥，推进至平壤，立即转向阳德
推进，抢修南沸流江桥时受阻；修建辑安
鸭绿江桥的 1 师桥梁团也到达新川附
近，开始抢修大同江便桥。

隆冬，地面冻土、江面结冰都在半米
以上，南沸流江桥钢梁 3 孔被炸坏，3 孔

落水，3 孔移位，桥墩 3 个被毁，大同江便
桥则完全新建，施工都异常困难。战士
们展开劳动竞赛，创造了掏心挖土、吊杆
弃土、用炸药炸土等冻土施工方法；桥墩
作业中则以撬棍作冰钻，破冰安木笼，填
片石，立排架，加快了抢修进度。

同年 1 月 25 日，大同江便桥建成。1
月 28 日，南沸流江大桥修复。由此，满
浦经顺川至三登间铁路全部开通。

同时，自上河口入朝的铁 1 师第 11
桥梁团将平北线推进至价川、顺川一带，
并超越该师第 21线路团接续南进抢修。

铁直属桥梁团和直属独立团由安东
入朝后，分别抢建京义线上清川江便桥、
修复大宁江正桥。两座桥靠近海岸，受海
潮影响，江水时涨时落，落差高达 1.5 米，
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1月 14日和 17日，
大桥分别提前修通，京义线迅速南伸。

然而，前方败退的敌人，加重了对我
后方已修复铁路、特别是桥梁的轰炸。

1950 年 12 月敌机破坏桥梁 2 座次，
1951 年 1 月 增 至 16 座 次 ，2 月 达 36 座
次。部队抢修到哪里，敌机就炸到哪里，
有的地段刚修复就又遭破坏，大桥、大站
刚通车又被炸毁，致使抢修部队首尾难
以相顾，运输时断时续。

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央军委决
定铁道抗美援朝工程总队入朝，在铁道
兵团领导下，负责修复后满浦至价川、新
义州至西浦间的铁路保障；兵团直属桥
梁团 1 月 27 日转移至顺川，接替 1 师东
大同江第一便桥和平德线防务。其他队
伍继续东进和南进。

1951 年 2 月 4 日，刚修复的南沸流
江桥又一次遭到轰炸，损坏严重。大桥目
标大易遭轰炸，指挥员决定抢修正桥的同
时修一座便桥，以保运输通畅。2 月 14
日，铁 1 师第 1 桥梁团开始抢修与抢建。
21日，当便桥完成大半时，山洪暴发。在
这紧要关头，战士们不畏严寒跳入冰冷
刺骨的江中，一部分人手拉手保护排架、
木笼，一部分人抢救落水物资。敌机白
天炸，战士晚上修，竟创造了 9 小时扣轨
12孔 220根和 4小时铺设线路 125米的夜
间抢修最高纪录。3月 5日便桥提前 3天
竣工，部队受到东北军区通令嘉奖。

各路抢修部队向汉城前进：铁 1 师
11 桥梁团由元山向南、直属独立团由三
防峡向南挺进。

作业区越靠近作战前沿，敌机轰炸
越频繁。战士们群策群力，有的利用日
落前敌机活动减少的机会抓紧施工准
备，入夜突击抢修；有的抓住白天敌机轰
炸间隙小兵力分散作业，晚上再重点突
击。2月下旬，铁路推至涟川以南的 72公
里桥。4个月的前进抢修达到预期目标。

据统计，到 1951 年 3 月，铁道兵团前
进抢修 923 公里，初步扭转了铁路运输
的被动局面，对改善作战部队的物资供
应起了很大作用。

（作者系原铁道兵纪念馆馆长）

记忆中的梧桐树

藏乡小镇 许 岗 摄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

工程建设，尤其是施工现场，大都是
男人的世界。所以每当提起在工地上工
作的女同志，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女汉
子。长期驻扎在工地，每天沐浴着满天
的灰尘，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可以说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前两天，午饭后大家在办公室休息

聊天突然听到一阵哀嚎：“胖死我算了，
胖死我算了！”原来是出自办公室一位女
同事之口。大家都说建筑工地上的女同
志不爱打扮，其实不是。天天和钢筋水
泥打交道，风吹日晒，工作服自然就成了
她们的最爱。周围都是男同事，当大家
累了一天的时候，无论吃什么饭都是香
的，不知不觉就跟我们吃的一样多了，就
这样体重一路飙升，想想也很无奈。

虽然平时大大咧咧，可对待工作，她
们却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小曼刚调
到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她对好多东西不
熟悉。但是她认真学习公司下发的公文
处理办法，对于公司以及地方政府的来
文都进行分类整理，认真做好每份文件
的收发、登记、文印和传阅工作，及时传
达贯彻和落实有关会议、文件、批示精
神，办公室的文档工作也管理得规范有
序，让我们这一帮糙汉子，自愧不如。

在领导的几次检查中，现场迎检布置、文件整理、检查时的接待
服务工作都是她们的工作重点。办公室小雪每次接到检查通知，都
会提前准备好所有设备，组织做好会场布置、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
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确保我们每次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每次有考
察人员或者新人来报道，她总是热情服务，在安排人员工作起居的同
时，也会细心叮嘱需要的注意事项，为外出来工作的同事们感受到这
个大家庭的温暖。

工地上的女同事比较少，业余生活难免枯燥乏味。都是正值青
春年华，她们也喜欢逛商场、跳舞、看书、种花。可是工作性质决定了
条件有限，尽管如此，还是在平淡的工作和生活中需找乐趣，这样积
极乐观的心态，向日葵一般的温暖，成为我们建筑工地的一抹亮色。

工程人，固然是千百个社会职业和万千劳动分工中普通的一
种。而女工友虽然工作辛苦，但也是不宜去脱开一般社会职业的基
本特性，但凡一种职业，只要心怀使命，各种艰辛和付出总是与之相
伴，与建筑工地队伍中人数较多的男工友一样，人数较少的女同志
们，无疑也同样肩负着建筑工人种种沉重的使命，承受着这一职业带
来的种种辛劳和压力，也同样享受着每一个项目顺利完工所带来的
喜悦。

我们都一样，没有光彩耀人的丰功伟绩，没有惊天动地的豪情壮
举，只凭着一颗工程人的赤子之心，不畏艰险，勇攀高峰。感谢优秀
女职工的加入，你们的加入，你们的身影和你们的劳动，使我们这支
队伍中的过度刚劲和锐利，悄然间变得藏锋蕴藉，不忘初心，我们并
肩在路上。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

下午办完事驱车高速回基地，高速路依山而伸，满眼皆是山峦叠金的
秋景。略过车窗的爬山虎褪去夏日明艳的绿，换上了专属于秋的微黄红
棕，绚烂美丽的恣意生长；行车望向远处山峦，在澄澈的天空下披着绯红并
金黄的外衣，这专属于秋的绚丽色彩顺着山脉，妖娆地铺向目光消失的地
方。被美景扫去驾车疲惫的我忍不住要赞一声秋意浓，秋意美！

一路有些小惬意的到达基地大院，不曾想几日未回基地里的枫叶
已经落了一地，厚厚的枫叶堆上一群孩子在折着叶杆儿“勾老将”，“我
才是最厉害的！”“我的老将最牛!”……欢乐的童声冲淡了秋风的萧
瑟，让人不禁想称一声秋意浓，秋意暖！

到达基地的时间不偏不倚赶上饭点，有同事招呼着说食堂阿叔烧
了银耳雪梨汤给大家去去躁，我一路小跑着去喝汤，甜滋滋的空气里
再夸一声这秋意浓，这秋意甜！

美景、童真、美食，这便是：最是人间秋好处！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四公司

□
唐
月
明

秋
意
浓

秋雨忆回乡

“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
个 美 丽 而 神 秘 的 传 说 ，在 我 幼 小 时
便 在 脑 海 里 萦 绕 着 ，憧 憬 着 有 一 天
真的有棵梧桐树引来了金色的凤凰
筑 巢 ，那 该 多 好 啊 ！ 从 此 凡 是 外 出
的 时 候 总 是 留 心 观 察 哪 里 有 梧 桐
树 。 梧 桐 树 灰 白 的 树 杆 ，翠 绿 的 枝
叶，在微风里摇曳着，显得那样高雅
而 深 邃 ，我 仰 望 着 高 高 的 桐 树 思 忖
不 知 它 是 否 像 我 梦 想 的 那 样 ，引 来
过金凤凰？

后来年长了一些，岁月的帆船载
着我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地方就
是我的母校。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栋栋整齐排列着的教学楼，有
十几栋之多。教学楼后方的操场上有
玩耍嬉戏的可爱的同学们。整个操场
的两旁都种着种类繁多的树，其中一
种就是梧桐树，灰白色的枝干，高高地
举起翠绿的树冠，层层叠叠的罩下来，
像个绿色的大伞。有人说这又叫作法
国桐，好洋气的名字。据说它原产于
北美洲。树皮和叶子可以入药，是一
种清热去火的良药。

同学们在树下学 习 、聊 天 、下 象
棋 、是 个 休 闲 娱 乐 的 好 去 处 ，是 我
们 喜 爱 的 地 方 。 一 颗 颗 梧 桐 树 更
像 一 座 座 绿 色 的 小 岛 ，充 斥 着 大 家

的 欢 声 笑 语 。 在 茂 密 的 枝 叶 间 有
一 群 群 自 由 的 小 鸟 在 栖 息 、筑 巢 。
阳 光 穿 过 梧 桐 树 的 缝 隙 洒 在 地 上
像 是 一 幅 动 态 的 水 墨 画 。 教 学 楼
里 传 出 的 书 声 朗 朗 ，还 有 老 师 们
辛 勤 教 书 育 人 的 身 影 ，在 记 忆 宝
库 中 闪 闪 发 光 。

当我们坐在教室晨读时，窗外的
梧桐树犹如站岗的哨兵屹立在风中。
当我们在操场开运动会时，风吹过桐
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我们演奏运
动会进行曲。当我们遇到挫折迷茫
时，梧桐树更是沉默不语的倾听者，收
藏我们年少时的秘密。

现在，母校的梧桐树依然矗立，见
证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成长。当年栽
树的少先队员，或许已变成了白发苍
苍的老人。四季更替，梧桐树像母校
的守护者一样，经历着春的生长、夏的
繁荣、秋的收获、冬的考验。

我幡然醒悟我们正如依在这些梧
桐树上的凤凰，随着树荫的扩展这些
金凤凰早已飞上更高的枝头鸣唱。岁
月在变迁，如今的母校越来越繁华，一
批学子的离开又会迎来新学子的到
来，留下的只有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
便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路桥公司

曾 国 藩 曾 说 ：“ 百 种 弊 病 ，皆 从 懒
生”。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经历，明明计
划好一天要完成三件事，晚上检查发现
只真正完成一件。想好一周内应读一
本书提升自我，一周后才发现可能才看
两页。我们总感觉时间不够，我们或常
常感觉过程太累。但精彩的人生，从来
与 勤 奋 形 影 不 离 ：我 的 表 哥 读 书 很 努
力，高中时除了在校认真学习，回到家
也不休息。在家时如果不是做农活儿，
就是在做习题。他放牛时会抽空读书，
挑水时可能嘴里不断念单词，就是晚上
烧火做饭时，表哥身边依然放着书，然
后不时拿过书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通过不懈努力，表哥考上清华大学。聪
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自律与勤
奋让表哥学有所成。

人 生 路 上 ，我 们 总 会 遇 到 各 种 压

力，轻易因压力而放弃的人成就不了更
好自己。压力让人窒息，但分解到生活
的每分每秒，也就显得微不足道。我们
不妨先设置小目标，做事不求完美先求
完成，让自己成为行动者。早上起床我
们可以提前 10 分钟，如果觉得困难，就
从早起 1 分钟开始。养成早上吃早餐习
惯，日常上下班可以试着走楼梯锻炼身

体……循序渐进，相信一天比一天进步
的感觉会逐渐生成。如果工作太忙，我
们也可选择每天提前 10 分钟上班，理清
当天工作思路，列出必须完成的任务清
单。我们也可以每天与人交流时微笑
多一点，每天完成工作时速度快一点，
每天处理文档时态度更严谨一点，每天
多看一页书籍进行自我充电……如此，
当身边人们多打一圈麻将时，我们多看
了一篇经典作品；当人们狂欢追剧时，
我 们 又 在 坚 持 锻 炼 ；当 人 们 在 讨 论 当
下 时 尚 变 化 时 ，我 们 又 完 成 了 一 项 工
作 任 务 。 魔 鬼 存 在 于 细 节 之 中 ，当 我
们 能 加 强 细 节 管 理 ，将 生 活 的 目 标 分
解到每年每月，并渗透到每分每秒时，
积 少 成 多 聚 沙 成 塔 ，我 们 生 活 的 质 量
将变得更优质。

作者单位：中铁建重庆投资金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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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燕

自 律

晨曦 我跨越山河大漠
午夜 我守护万家灯火
俯身荒漠雪域
却昂扬前进
不管骄阳似火 冰雪凝冻
不管崎岖坎坷 闭塞暗涌
日复一日 奔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
坚守在轰隆作响的机械旁
架起通往幸福的千万条路
你问我的名字

我只是一个在山间
在田野 在雪山下
在沙漠中默默追梦
追梦的铁建人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四公司

赵旭昶 书

筑 梦
□ 杨亚妮

通天路（油画） 蔡频春 作

（作者单位：中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