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冯宏超

傍 晚 时 分 ，母 亲 打 来 电 话 问 我 元
宵节能否回家，翻看手机日历，我才意
识到马上便是元宵节了。

“ 妈 ，年 初 单 位 事 情 比 较 多 ，这 次
恐怕回不去了，下次吧。”我解释道。

“行，我就是问问，你忙吧，平时记
得照顾好自己。”母亲说完便匆匆挂了
电话，言语间露出失落感。

踱步窗前，窗外暮色将至，日渐黄
昏 ，我 不 禁 扪 心 自 问 ，是 呀 ，有 多 少 个
元宵节没有回家了。

记 忆 的 闸 门 将 思 念 的 情 愫 泄 洪 ，
儿时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浮现在眼前。

逛灯会、猜灯谜、吃汤圆、放烟花、
看 表 演 …… 在 儿 时 的 记 忆 中 ，元 宵 节
是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期盼。

元 宵 节 ，最 热 闹 的 莫 过 于 走 街 串

巷 的 民 俗 表 演 ，在 老 家 俗 称“ 耍 故
事 ”。“ 耍 故 事 ”通 常 由 十 几 个 队 伍 组
成 ，每 个 队 伍 以 不 同 的 故 事 为 背 景 ，
身 着 戏 服 巡 街 演 出 。 人 多 的 时 候 ，父
亲 会 把 我 架 在 他 的 肩 膀 上 ，这 样 视 野
更好。

长 大 后 ，元 宵 节 成 了 一 抹 深 埋 心
底 的 乡 愁 。 记 得 去 年 元 宵 节 前 夕 ，我
们公司接到沪蓉铁路云顶隧道应急抢
险 任 务 ，来 势 汹 汹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使
本就紧张的工期雪上加霜。

当 时 有 一 名 同 事 出 现 感 冒 症 状 ，
无法参与抢险任务，“90 后”小伙儿毕
义 鹏 主 动 请 缨 ，放 弃 了 回 家 团 圆 的 机
会。元宵夜，毕义鹏完成 200 余名劳务
工人的体温检测后，回到宿舍，与远在
山西晋城的父母通电话，报平安。

细 数 十 年 事 ，十 处 过 元 宵 。 这 是
我 们 工 程 建 设 者 最 真 实 的 写 照 。“爸、
妈，现在是项目复工大干的关键时期，
今年‘十五’我就不回去了，明年一定陪
你们过。”为了履行工期承诺，我们再一
次对父母失约；安全帽里是被汗水浸湿
的 发 丝 ，反 光 衣 下 是 被 烈 日 灼 红 的 肌
肤，铁建员工犹如一颗颗“螺丝钉”、一
块块“铺路石”，坚守平凡岗位，守护万
家灯火。

抬眼望去，窗外华灯初上，火树银
花 ，如 同 划 破 夜 空 的 点 点 繁 星 。 我 打
开 电 脑 ，将 万 千 思 绪 化 作 浅 浅 笔 墨 。
新 的 一 年 、新 的 起 点 ，征 途 漫 漫 ，唯 有
奋斗，更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

□□ 李佳佳李佳佳

E-mail:bszwb@crcc.cn 责编：王 维 美编：李天一 责校：项德葵2021 年 2月 25 日 星期四

44

广 告 电 话 ：（010） 52689201 传 真 ：（010） 52689200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京 海 工 商 广 字 0250 号（1- 1） 经 济 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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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crcc.cn 新闻部电话：（010）52689207 政文部电话：（010）52689202 记者评论部：（010）52689208 美术摄影部电话：（010）52689215 办公室电话：（010）52689219

□□ 李美华

这个元宵佳节，我要在工作岗位度过。
我不敢点开朋友圈，怕看到别人分享阖家团圆的喜

悦 ；不 敢 看 家 庭 群 的 照 片 ，怕 看 到 全 家 福 里 独 独 少 了 我
的脸。

看着项目部挂着的盏盏灯笼，终于体会到“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滋味，也忆起元宵时分“玉梅雪柳千家闹，火树
银花十里开”的热闹画面。

走廊里遇到了同事，他从我身旁走过，却又一个“刹
车”急转回头，举着手机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怎么样才
能几个人一起视频？”在一个名字叫作“一家人”的微信
群，我为他点开群视频通话的界面，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其实，他也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那一
刻，我看着他的背影，竟不再是平时工作时那个严肃的样
子，整个人都柔和起来。

隔空欢聚才刚开始，他的电话又响起，“你快来工地看
看电缆。”放下电话，他急匆匆披上外套，一路小跑去工地
了。他和家人视频的时间，好像还不到 5 分钟吧。“在岗就
要履职尽责。”我脑子里反复品咂着节前留守时项目书记
说的话，渐渐倒也有些滋味在心头了。

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抱怨不能回家过节，可看着一层层
铁轨铺起，楼前的“中国铁建”四个大字被红灯笼映照着，
这个元宵佳节开始有了别样的意义。工作群里一句“提前
祝大家元宵佳节快乐”后，紧接着一条条“节日快乐”的祝
福语便刷屏了，仿佛我们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致意着彼
此，一起在岗位上体味中国铁建人的责任。

我们同样渴望分享亲人的祝福，了却父母的牵挂，可
是我们更知道，要为祖国建设“快马加鞭”。

元宵节前，我和同事们别出心裁布置项目部驻地，彼
此争论着到底是吃汤圆还是元宵，听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方
言，体味着“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滋味。

晚饭时，看到一位老同志在和周围的人聊天，我问他
们聊什么这么开心，那位老同志笑得腼腆，边挠头边说：

“ 我 准 备 元 宵 节 给 我 孙 女 发 个 红 包 ，小 邱 在 教 我 怎 么 发
红包。”

尽管今年元宵节不能回家，不能陪在父母身边，但和
周围同事一起度过这个不一样的元宵节，也是别有情趣。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一公司

别样元宵节

□□ 盛潇漪

在春节的尾声里
咀嚼一种快乐
红灯雅谜
像是从月亮里收获灵感
热闹的古街
花灯，舞龙，舞狮
热烈的红像是节日的拥抱
吐纳着民间的智慧

母亲晒的被子
留下软软的梅香
像是给寂寞的冬日燃一束篝火
元宵，腊肉和八宝饭
是生活中的彩色糖果
拥有朴素的祝福
还有像动画片一样暖和的愿望

桌上的甜酒酿
是一大把柔软的棉花
塞满生活寂寞的缝隙
在此刻填满节日的祝福
在飞逝中保留甜蜜的希望

灯火
在十五的夜晚去放一把烟火
短暂的设想
像是一只白鸽
突然越过你的头顶
捕捉、期待、自言自语
偶尔需要停留在这里
适应潮水一样的关怀

在最好的时刻团聚
收获真心的祝福
接纳一种关心
记住一张张真诚的笑脸
看望故乡的月

今天的灯火五光十色的
像是摇曳的彩色梦境
又恍若走入一片深情的海岸
远处隆隆地响起一片欢笑
灯影像是忽闪忽闪的眼睛
人像是卷在快乐的浪花里

节日的味道
十五的味道是桌上的一碗元宵
芝麻馅的
稍不留神就从糯米中跑出来
饺子在腾起的雾气中被捞起
精神饱满的
一锅八宝粥冒着响儿
味觉也活动起来

十五的味道是夜空的一轮圆月
带着故乡小院的梅香
清亮的、饱满的
和记忆重合
好像永远停在那
永远盛开
以及蛊惑

十五的味道是被子味的
两块棉被晒得松松软软
阳光好像也留下来了
快快乐乐的
好像被期许一个好睡眠
再走向明天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矿业公司

正月初六，港航局小清河项目部年后开工大吉的日
子，大家把“春节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身归心回。项
目计划合同部部长王先岩也不例外，只是他回来时身边竟
多了个萌萌的小铁娃。

原来，王先岩在收拾行李准备返岗时，宝贝女儿嘟嘟
不干了。才十岁的小棉袄俨然一副大人模样，开始讲起了
道理：“爸爸，你才回来几天啊，就要上班，这假期也太短了
吧，我还没和您待够呢，再不陪陪我，我就长大了！”

看着女儿噙着眼泪，委屈的样子，王先岩和妻子商量，
嘟嘟还有十多天才开学呢，要不就带她去项目上待几天，
过了元宵节就回来。

嘟嘟是第三次到项目部来，对这里的环境一点都不陌
生，小家伙嘴巴很甜，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喊个不停，她
来到这里就像在家那么自然。很快，她迎来了一个小伙
伴，九岁的淇淇是跟妈妈一起来的。两个小朋友牵着手蹦
蹦跳跳，为整个项目部带来春天的气息。

元宵节快到了，为了让铁建娃儿们过个有趣又难忘的
元宵节，项目部的叔叔阿姨开始精心策划。她们网购了制
作花灯的材料，通过 DIY 制作发光的花灯。陪着小铁娃们
研究教程，亲手做花灯，每人做两盏，一盏花灯留给爸爸，
另一盏送给妈妈。有花灯就要猜灯谜，大家带着孩子们把
气球吹起来，把灯笼拼起来，一起琢磨编谜语。嘟嘟的谜
语是“爸爸心中有条河”，打一条河，她说谜底留给妈妈猜。

嘟嘟在项目部这个大家庭里，被叔叔、阿姨、哥哥、姐
姐呵护着。从日出到日落，看见爸爸和同事们忙碌着，她
眼中的爸爸身影也越来越高大。

“爸爸心中有条河，他建设的小清河，是一条幸福河，
河水滋润着两岸人民幸福祥和，等通航了，我要和爸爸妈
妈一起扬帆远航。”十岁的嘟嘟把这些话，和这个元宵节的
点滴都记到日记里，一颗铁建文化的种子也悄悄在小铁娃
的心里生根发芽。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节 日 里 的

小 铁 娃

□□ 叶丽娅

自工作以来，人越来越忙碌，元宵
节也大多是在岗位上度过，很难再有儿
时那份期盼的感觉。

身为铁二代，从小生活在企业家属
大院，元宵节这天倒没有赏花灯、猜灯
谜、舞狮子这些民俗活动，但单位组织
的烟花表演，作为春节最后的压轴节目，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们都翘首期待。元宵
节那天傍晚，我们会早早地吃过晚饭，一
家人簇拥着下楼。19 点钟，烟花表演会
准时开始，只听“咻”的一声，一道白光腾
空而起，随后“嘭”的一声，在十几米的空
中炸开。

等到烟花表演完毕，玩累了回到家

中，母亲早已煮好了一碗碗汤圆，一口
下去，软软糯糯，滑而不腻，甜香在齿间
流转。家人 闲 坐 ，灯 火 可 亲 。 一 家 人
坐在沙发上，相比于喜庆的电视节目，
我和妹妹更爱听父亲讲有趣的工地故
事 。 父 亲 长 年 在 工 地 ，一 家 人 难 得 团
聚 。 他 架 过 桥 、修 过 路 、盖 过 楼 房 、建
过高铁。“隧道是怎么钻进大山里”“在
水里怎么能建起这么长的桥呢？”每次
父 亲 讲 完 故 事 ，我 们 都 好 奇 地 提 出 很
多问题，父亲总是很耐心地解答，拿出
相 机 给 我 们 看 他 拍 下 的 现 场 照 片 ，有
时 还 在 白 纸 上 画 草 图 ，绘 声 绘 色 地 给
我 们 讲 大 桥 的 修 建 过 程 。 在 我 们 眼

里 ，他 就 像 一 个 无 所 不 能 的“ 超 人 ”。
“ 我 长 大 了 一 定 要 坐 着 爸 爸 建 的 高 铁
去 旅 游 。”我 兴 奋 地 说 ，父 亲 黝 黑 的 脸
上露出了笑容。

印 象 里 ，过 了 正 月 十 五 ，意 味 着
过 年 也 就 结 束 了 。 父 亲 开 始 收 拾 行
囊 ，准 备 返 回 工 地 ，我 和 妹 妹 站 在 门
口 ，看 着 父 亲 的 身 影 ，心 里 计 算 着 他
下 次 回 来 的 时 间 ，欢 闹 中 总 有 一 股 淡
淡 的 离 别 忧 愁 。 现 在 明 白 离 别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团 圆 ，只 是 感 慨 时 间 如 白 驹
过 隙 ，跑 着 跑 着 ，父 母 老 去 了 ，我 们 也
长大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四公司

儿 时 记 忆
□□ 石玉珠

猜灯谜。 陈亚楠 摄

十五抒怀

华 灯 初 上 熠 霞 流

心心念念盼望的元宵节又到了，内
心涌起一股暖流，也掠过一丝惆怅。只
因埋藏心底那个关于灯的情结，持续发
酵。从小我对灯就充满喜爱和渴望，确
切地说喜欢灯的亮光带来的温暖。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特别需要灯
的光，照亮我学习、玩耍。参加工作以
后，企业就是我心中的灯光和梦想，激
励我为之努力，为之付出，为之奉献。

一 般 来 说 ，人 缺 少 什 么 就 渴 望 什
么。我出生在一个北方小镇，感受最深
刻的是家乡的冷和夜的黑。在那个贫
穷的年代，冬天，屯子里的人都习惯吃
两顿饭，下午三点多就吃完晚饭，四点
多夜幕降临，漫漫长夜，百无聊赖。

那时家里使用自制煤油灯。母亲
用一个废弃的瓶子，剪一块铁片，穿一
根灯芯，就做成一盏煤油灯。因为煤油
比较金贵，不到特殊的时刻，家里不舍

得点灯。我家的煤油灯放在窗台的固
定位置，由母亲专人管理，旁边放着一
把剪刀，用来调节灯的亮度。母亲缝补
衣服时，为了节省煤油，她会把灯芯剪
掉一些，隐隐能看得见而已。如果我写
作业，母亲就把灯芯挑长一些，怕累坏
了 我 的 眼 睛 。 因 为 我 喜 欢 光 亮 ，最 怕
黑，为了让灯多亮一会儿，每次半个小
时的作业我会延长一个小时。

我最盼望月圆时刻，特别是元宵节
的到来。父亲会提前几天为我们制作
手提灯。他把土豆挖一个洞，里面放上
煤油，再放上灯芯，点燃就会发出弱弱
的光亮。

后来，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了，我们
家的煤油灯台换成了蜡烛，这次更新换
代让我欢欣鼓舞，再也不用闻那扑面而
来的煤油味了。

再后来，我们家终于安上了电灯。

那时的电很不稳定，停电是常有的事。
为了节省电费，母亲都是买度数最小的
灯泡，但是我已经非常开心了，不用再
提心头发刘海儿被烧焦，更不用和妹妹
弟弟挤在一起写作业了。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加入筑路大
军。我清楚地记得第一个工地是建设
沪蓉高速公路。到了工地以后，财务人
员直接发给我 600 元的安家费，还发了
崭新的被褥。我心里特别温暖，顿时找
到了家的感觉。第二天，我就翻山越岭
行走了十几公里，来到小太湖县小池镇
邮 政 局 ，给 家 里 汇 去 了 我 的 第 一 笔 收
入。从此，我心里就装着小家和大家这
两盏明灯，照亮我前行，催我奋进.......

25 个寒来暑往，如今，又值月挂高
空，而此时的我已不再是那个青涩懵懂
的小姑娘，企业这棵大树也已参天高耸。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

又是明月升起时又是明月升起时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