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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似海亲情似海

感悟瞬间感悟瞬间

大路歌台大路歌台

铁建情怀铁建情怀

铁道兵 （手绘画） 刘媚媚 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一公司

水光潋滟晴方好 圣 杰 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

11 月 23 日，由中铁十二局三公司承建的 S333 省道容
东至 S042 改线段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并全线通车，标志着
雄安新区新建首条大规模建筑材料运输通道被打通，同
时与正在加紧建设的另外 15 条公路干线形成“越织越密”
的外围路网，将驱动“雄安速度”再提速。回首筑路历程，
建设者在“黄金盛夏”挑战 165 度“马拉松”的情景恍如昨
日……

那时正值炎炎夏日，雄安新区 S333 省道沥青摊铺施
工现场随处可见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筑路者。如果你
走进施工现场，一股热浪就会自下而上扑面而来，再加
上沥青难闻的气味不依不饶地直往鼻孔里面钻，会让你
觉得胸口一阵发闷。

虽然沥青到达施工现场前经过了 2 小时 100 多公里
的“ 颠 簸 ”，但 温 度 仍 然 高 达 165 度 以 上 。 脚 下 是“ 铁 板
烧”，再加上当地直逼 40 度的“桑拿天”，催生出一个巨大
的蒸笼。一进工地，整个人顿时就会汗流浃背，而施工并
未受此影响，仍然在紧张有序地向前推进。

随着料车投料，热浪瞬间腾空，摊铺机紧跟着进行全
自动筑铺，压路车在后方来回穿梭。其间，项目技术员站
在滚烫的沥青料上，掏出测温枪和标记好的螺丝刀，测量
沥青温度和虚铺厚度。他们需要在沥青到场、摊铺、初压、
终压 4 个阶段将沥青温度严格控制在“及格线”以上，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沥青具有较高的黏结度；同时，还需要以 5 米
为一个长度区间，在 17 米宽的沥青路面上抽样检查 8 到 10
个点的虚铺厚度，在摊铺机智能控制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道
人工防线。

“站在滚烫的沥青料上，时间久了，即便穿了厚底运动
鞋也会被烫得龇牙咧嘴。”项目技术员娄同众回忆道，“要及
时清理掉粘在鞋底的沥青，不然一天下来身高至少要‘增
加’2公分，等沥青冷却后再也扒不下来，鞋子就废掉了。”

施工人员的皮肤在炽烈的阳光下泛起黑红色，娄同众
曾试着测量沥青上方的空气温度，结果显示的温度毫无意
外地都在 50 度以上。在高温的不停催促下，工人们不得不
从随身口袋里掏出了藿香正气水，给自己来一剂“猛药”。

项目部每天都会给一线施工人员提供藿香正气水、绿
豆汤、西瓜等防暑降温物品，然而人体在这种极限的环境
中仍常常处于“上火”状态。每当感觉到有任何中暑症状，
大家都会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保证不会因为自己病倒耽
误施工进度。

时间在“煎熬”中已经过了中午，为保证沥青摊铺质
量，现场施工人员没顾得上吃一口午饭，项目驻地送来的
盒饭被搁置在一旁，好在不用担心饭菜会冷掉，这也算是
在可以煎鸡蛋的高温下工作的一丝福利了。

沥青摊铺必须“缓慢、均匀、连续不间断”作业，现场施
工人员每天从凌晨 4 点开始清理场地，6 点准时进行沥青
摊铺作业，直至将 2 公里 3500 吨的沥青混合料消耗完才可
以停歇，有时会持续到晚上 9 点，再加上 165 度以上的高
温，这使得每一次摊铺作业都不亚于一场马拉松耐力跑。

娄同众说：“施工环境虽然艰苦，却从没有听到任何人
抱怨过，超高的温度将大家的精气神都熔炼在了一起，队
伍里时常有人苦中作乐，和家人、朋友打电话时会用‘蒸桑
拿’‘吃烧烤’来形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知道的还以为我
们正在享受呢，就连沥青溅射到胳膊上受到的‘皮肉之苦’
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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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马拉松””

□ 车 凯

最 近 在 朋 友 圈 里 再 次 看 到 那 个
名 叫 讨 火 车 的 村 庄 ，因 为 黔 张 常 铁 路
开通带来的交通便利，成功摆脱贫困，
迈 上 致 富 之 路 。 因 为 曾 参 与 建 设 黔 张
常 铁 路 ，我 对 当 地 的 风 土 人 情 印 象 十
分深刻。

讨火车村藏在湖北恩施的大山里，
在黔张常铁路开通前，我从讨火车村出
发回济南老家，要坐上大巴车从镇到县
再到市里，几经辗转才能坐上回济南的
火车。黔张常铁路开通后，从讨火车村
出发，翻过一个山头，便到了黔张常铁
路来凤站，路程仅有 5 公里。亲身体验
过黔张常铁路给当地带来的交通便利，
我心里充满了自豪。

讨 火 车 村 所 在 的 来 凤 县 到 处 都 是
山，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是天然的
氧吧。远望过去，每个山头上都有白雾
缥 缈 。 我 当 时 所 在 项 目 的 一 个 工 区 就

坐落在这样一座“仙山”上。工区离项
目部很远，常年只有 5 个人驻守，因为附
近没有村庄，他们只能隔段时间返回项
目部领取生活物资，曾听他们开玩笑地
说自己是来修仙的。有一次下大雨，从
工 区 回 项 目 部 唯 一 的 山 路 被 泥 石 流 冲
断。几天过后，工区饮用水储备告急，
他们只好翻越山头自己去找水源，用竹
竿充当引水管道，一点点把水收集起来
灌 满 桶 再 抬 回 驻 地 ，途 中 还 遇 到 过 毒
蛇。事后提起来，他们笑着说那蛇肉经
过烹饪一定很美味。

当时，当地政府正在致力打造特色
小镇，村里每家每户都是两三层的木质
小楼，颇有凤凰古城的样子。我们在晚
饭后会外出到小镇上散步，时常能看到
外 来 的 游 客 。 村 民 们 晚 饭 后 会 集 中 到
小镇广场上跳舞，不同于经常见到的广
场舞，他们跳的是“摆手舞”，是当地人

庆祝丰收的一种独特舞蹈，舞蹈动作是
从农耕中提炼而来，我能从舞蹈中看出
农 民 一 年 里 在 田 间 劳 作 的 整 个 过 程 。
这种舞蹈有很多同手同脚的动作，对于
我这个肢体动作老是顺拐的人，学起来
简直像是“量身定做”一样，让我很是喜
欢。小镇每 3 天就有 1 个集市，热闹非
常，我在集市上曾尝到过当地的一种梨
子，外面一层铁色，就像生锈一样，一口
咬下去却满口汁水，又甜又脆。那时我
就想，只有早日修好铁路，让更多的人
走进来，让当地特色产业走出去，才不
会辜负这个美丽的地方。

如 今 ，火 车 载 着 来 凤 县 人 民 进 入
美 好 生 活 ，那 里 的 山 水 迎 接 着 更 多 来
自 四 方 的 客 人 。 每 当 我 回 忆 起 那 段
奋 斗 岁 月 ，内 心 似 有 一 股 甘 甜 的 泉 水
在 汩 汩 流 淌 。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铁正公司

青春立志去军营
我是当年铁道兵
修桥铺路三千里
拼将热血展豪情

我是当年铁道兵
修桥铺路任我行
千难万险无从惧
赤胆忠心向北京

筑路一生从未停
老骥伏枥志千里
为国再做三冬事
我是当年铁道兵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

读 余 秋 雨 的《山 居 笔 记》时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一
段话是“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最大的困难不
在 于 立 论 之 勇 ，不 在 跋 涉 之 苦 ，也 不 在 考 证 之 烦 ，
而 在 于 要 把 艰 涩 嶙 峋 的 思 考 淬 炼 得 平 易 可 感 ，把
玄 奥 细 微 的 感 触 释 放 给 更 大 的 人 群 ，这 等 于 用 手
掌碾碎石块，用体温捂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
难 言 的 艰 辛 ，而 艰 辛 的 结 果 却 是 不 能 让 人 感 受 到
艰辛”。这使我联想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
不寻常”。

于是，一个问题开始在我心头萦绕——文学是
什么？或者说著书的文人们终其一生在艰辛地追求
什么？他们呕心沥血，在无数个日夜里为之憔悴的
究竟是什么？当今，人们更善于在得失成败之间反
复权衡盘算，看着名下账户里涨跌的数字欢喜忧愁，
已经很少去思考金钱和名利之外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读书在很多时候都不能让人快乐，
书读得越多，人就越发觉得自己无知，从而在回忆
里感到悔恨和痛苦。而对于作者来说，苦难与才情
更是相伴相随，以至于难以说清究竟是文人格外出
名使得他经历的苦难家喻户晓，还是苦难成就了文
人的名气。从屈原到王国维，从三毛到张纯如，亦
或是海明威，茨威格，川端康成，太宰治，莫不是如
此，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文人数不胜数。在无尽的苦
难背后，文学的意义又究竟是什么？

我想，对于读者，文学是灵魂的种子，然后逐渐
成长为灵魂的镜子，我们对照镜子探寻如何成为一
个更好的人。对于作者，文学是精心烹饪的佳肴，
从生活中搜罗食材，掏出自己的灵魂，仔细揉开、拌
入，撒上一腔真情做调料，再添上嬉笑怒骂点缀色
彩，熬成一锅稠粥，只求某个灵魂在“喝粥”时能够
感同身受。

文学的意义就是“塑骨”。给自己塑骨，知廉耻，
懂礼法，明是非，在读书写作时一次又一次自省，像
给铁器剥除锈渍那样一点点祛除灵魂的杂质，逐渐
成为一个站得起来，抵得住诱惑，能够独立思考，有
志气有底线有智慧的健全人；给民族塑骨，教化民
众，启迪民智，在传播和教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深
入人心，像翻开土地、打下地基、浇筑混凝土那样一
步步筑牢民族文化的根基，使万丈高楼能拔地而起，
风雨雷电皆难摧折。

中华文明从夏至今，经历的 24 个朝代、4000 多
年历史中，我们易过服，剃过发，改过文字也曾遭遇
外侵，但中华民族从未消亡，它一次又一次地在血腥
和杀戮中存活，在沉寂中复又辉煌，衰落中重现荣
光。古巴比伦消失了，古埃及失落了，古印度文明也
被雅利安人抹去，只有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代代传承不断。今天，在母亲给孩子讲述的故事里，
仍然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
有坚毅执着衔石子填东海的精卫，有遨游天际的五爪
金龙，有栖于梧桐百鸟来朝的凤凰。

文学传达出的思想和精神让势单力薄的个体凝
聚成一个民族，中华民族从此有了宁折不弯的脊梁。
明白了这些，或许在下一个孤独难眠的深夜里，你会
发现，最能抚慰灵魂的，也许只是一句苏子吟唱的“拣
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三公司

想念那山，那水

□ 陈燕杰

“妈，您包的粽子真好吃！”这是离家在外的
我编织了十多年的谎言。

儿时的我十分喜欢吃粽子。那个年代，农
村物质匮乏，家里每年总会熬一段“苦日子”，
母亲会拿出家中剩下的糯米、大米、芸豆、红
豆、红枣等杂粮，混杂之后再包裹进芦苇叶里，
上灶一蒸，一股清香便扑面而来。待粽子稍冷
后，剥开粽叶，将筷子插入晶莹的粽馅中，再把
它放在盛有白糖或是蜜糖的碗里轻轻一滚，咬
上一口，香甜暖糯、口舌生津。在满满的幸福
感中，我会享受地说上一句“妈，您包的粽子真
好吃！”。

现在，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尝过这种美味
了。从中学时期开始，我便住进了寄宿学校，粽
子随处可见可买，比母亲包的粽子口味更丰富
也更好吃。母亲却经常托同乡同学给我捎带粽
子到学校。粽子在路上耽搁时间长了，冷却后
顶多算是芦苇叶包裹着的凉饭团,我皱着眉头
吃掉一个冷硬的粽子后，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妈，我在这边能买到粽子，不用再给我送
了。”看到同学又捎来的满满一袋子粽子，我万
分烦恼地给家里打去电话，想打消母亲再托人
给我捎带粽子的念头。我委婉的说辞并没有说
服母亲。此后，母亲仍经常托同乡或者直接用
快递给我送来一大包粽子。离家越远，我越怕
伤了母亲的心，不再坦言我不喜欢吃她寄来的
粽子。而母亲每次都会打电话问我粽子好不好
吃，我不得不对母亲撒了一遍又一遍谎。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中国铁建，成为祖国
基建大军的一员。根据工作需要，我在漳州、厦
门、济南、珠海、宁波等数个城市辗转，但不论我
到哪个城市，隔段时间总能收到母亲寄来的一
大包粽子。

“哥哥，咱妈每年都会花很多心思给咱们包
粽子。”不久前，在和弟弟聊天时我才得知，我高
考那年，母亲包的粽子里放了芝麻，寓意‘节节
高’；我工作那年，母亲包的粽子里放了杏仁，想
让我懂得先苦后甜，努力工作；我结婚那年，母
亲在粽子里放了艾草，寓意我们夫妻和睦恩
爱。原来，我感到厌烦的粽子，母亲竟倾注了如
此多的心血。

“妈，您包的粽子真好吃！”我从冰箱里拿出
的粽子已毫无香味，像一块冰疙瘩，但和母亲打
电话时我又撒了同样的谎。我知道，美味在心
不在口。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二公司

我是当年

铁道兵

□ 冯果冬

文 学 之 用
□ 唐文健

□ 丁清友

诗路花雨诗路花雨

书书 香香

工地冬雨

爱的
谎言

□ 张 弛

初冬的雨
就像贪玩的孩子
忘记了回家的时间
落叶破碎，冷风呜咽
淅淅沥沥，泪水涟涟
蜿蜒的施工便道
被挖机碾得龇牙咧嘴
数十台重卡陷在路边

不忍看项目经理
那张疲惫憔悴的脸
隧道进度
日日更新，月月争先
奋斗的汗水滋润大地
耕耘当下
收获明天
只待铁路横贯天堑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四公司

岁月如涓涓细泉，柔情地滑过脚背。
夜里，空中下起了绵绵小雨。走过

千百回的小路依旧人来人往，昏暗的路
灯在雨中摇晃。灯光串起雨滴闪着光，
缀饰在人们的肩头，又滚落在地上。我
蓦然回首，依旧能看到飞舞的碎叶片，在
空中自由盘旋，然后潇洒地洒落在大地
上。过往的路人行色匆匆，密集的踏雨
声，打破了自然的宁静。

回到宿舍，滴滴答答的雨声落在我
的窗台，像演奏着浪漫而又温馨的钢琴
曲。打开窗子，偶有风来，潮湿清新的
空气蜂拥而进。虽已入冬，但感觉不到
冷，丝丝凉凉，让心湖泛起点点涟漪。

我喜爱雨夜，会静静地独自坐在窗
前，听风品雨，回忆起我家小院那颗石榴
树探出院墙，在这雨夜里摇摆、舞蹈。

想必村子里的人们也会因为雨的到
来，心情变得格外欢喜吧。冬天闲下的人
们，串了东家串西家，拉家常、话农事，家
家户户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仿佛过年一
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也停下了忙碌
的生活节奏，聚在一起打起了麻将、斗起

了地主……宁静的小山村会因为雨的到
来变得更加温馨可爱。若是在春天有如
此缠绵的细雨，父母会拿起镐头、锄头来
到家里闲置的坡地，洒下菜种子，种下各
种豆子。我也会偶尔抢过父亲手里的锄
头学着种豆，期盼着大丰收。

思绪穿过雨帘在醉人的夜色里肆意
游荡，我听到了大自然最美妙的音符和
旋律，宛若“细声巧作蝇触纸”，既是一种
享受，又是一种满足。我看到了雨滴溅
起的花朵，倒映着庄稼人急促的脚步，看
到了儿时爬上爬下的柳树和母亲亲手种
下的柿子树，看到了光秃秃的山丘一夜
之间就恢复了生气，雨夜总会在第二天
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若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伴着小雨，
嗅着泥土的芬芳，无论之前有多大的烦
恼 都 会 被 冲 刷 掉 。 雨 水 顺 着 房 檐 流 下
来，像断了线的珠子，渐渐连成一条线，
倾落在地上。不知谁家的狗隔着院墙乐
此不疲地喊着口号，偶尔还能听见几声
鸟叫划过天空，转瞬即逝。整个村庄仿
佛正在上演着一曲韵味十足的交响乐。

地上的雨水越积越多，汇成了一条
条小溪，流进庄稼地里，小麦苗像吃饱喝
足的勇士，尽力储备能量为过冬做好准
备，等来年春天一到就会把憋足的气力
全部释放出来。

我仿佛又站在后院的山丘上，睁大
眼睛使劲看向远方，雨水顺着额头流进
了眼睛，瞬间感觉眼前模糊了，房屋轮廓
模糊了，农田也模糊了，故乡的一切都变
得模糊了，这时的天空与绿色、黑色、微
弱泛黄的灯光融成了一体，好似凡高的
油画，耐人回味。

雨水滴在脸上，是那么的亲近。我
感 受 着 雨 水 掠 过 肌 肤 的 感 觉 ，细 细 密
密、柔柔凉凉。雨还在继续，风儿透过
间隙，悄悄流进卧室，窗前的那盆绿萝
在风儿的带动下，欢喜地摇摆。几滴雨
透过窗隙，落在绿萝舒展的叶子上，晶
莹剔透。

今夜的雨，让人留恋、让人思念。我
用指尖轻触雨滴，宁静美好的岁月，匆匆
流水的时光，一种珍惜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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