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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兰 州 工 作 ，家 在
西 安 ，陇 海 铁 路 这 条 重 要
的 钢 铁 交 通 线 ，便 一 头 连
着 单 位 ，一 头 牵 着 我 家 ，
我 就 这 样 两 点 一 线 地 在
这 条 铁 路 线 上 来 回 穿 梭 ，
至 今 已 有 10 余 个 年 头 。
其 间 无 数 次 旅 途 奔 波 ，经
历了宝兰线、宝兰二线、宝
兰 客 专 的 更 替 ，见 证 了 我
国铁路交通基础建设的飞
速发展。

全长 1759 公里的陇海
铁 路 ，是 中 国 的 铁 路 交 通
运 输 大 动 脉 ，它 从 风 光 旖
旎 的 滨 海 城 市 连 云 港 ，通
往 古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镇 兰
州，于 1905 年动工，经历 40
余载风风雨雨，建建停停，
终于在 1953 年实现通车。

这条铁路线的特殊之
处就在于它东西向穿越了
秦 岭 。 秦 岭 ，是 中 国 地 理
上 重 要 的 南 北 分 界 线 ，在
秦陇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
障，护佑关中，但在交通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中 又 成 为“ 拦
路 虎 ”。 陇 海 铁 路 宝 鸡 至
天水段是陇海铁路线上地
质 最 复 杂 、环 境 最 恶 劣 的
一 段 ，被 称 为 陇 海 铁 路 的

“盲肠”段。
2000 年 1 月 ，宝 兰 二

线 开 始 修 建 ，主 要 是 为 了
满 足 铁 路 大 提 速 。 这 段
同 样 穿 越 秦 岭 山 脉 的 铁
路线，全长 487 公里，为国
家 Ⅰ 级 双 线 电 气 化 铁
路 。 宝 兰 二 线 宝 天 段 全
长 虽 然 只 有 126 公 里 ，但
地 质 构 造 复 杂 ，除 穿 越 秦
岭 及 渭 河 断 层 外 ，多 处 地
段 还 常 伴 有 滑 坡 、泥 石 流
等 地 质 灾 害 。 面 对 重 重
困 难 ，中 铁 二 十 一 局 的 建
设 者 攻 坚 克 难 ，将 青 春 和
热 血 洒 在 这 条 逶 迤 前 行
的铁路线上。

2003 年 6 月，宝兰二线
工程建成通车。这条铁路
对于改变中国西北地区东
通 路 运 输 紧 张 状 况 ，促 进
陕、甘青、新等省区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部大开发不能落下西北，高铁蓬勃发展之“机”，更不能落

下西北。随着郑徐、郑西、西宝、兰新高铁的相继建成通车，宝兰
客专成为西部高铁建设的关键节点。

宝鸡至兰州客专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主通道中陆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横贯我国西北地区与
中、东部地区的铁路客运主通道。

2012 年底，宝兰客专开工建设。中铁二十一局再次承担起天
水段的施工。其中社棠特大桥全长 11.67 公里，两次跨越渭河，是
宝兰客专最长的桥梁，为全线重点控制工程。从东到西穿过了半
个天水市。施工过程中，征地拆迁、复杂地质等不利因素给施工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干扰。

2017 年 7 月 1 日宝兰客专开通运营后，极大方便了像我一
样四处奔波的人。过去从天水站上车，不论是向东到西安还是
向 西 去 兰 州 ，没 有 6 个 小 时 的 车 程 是 无 法 到 达 的 。 高 铁 建 成
后 ，从 天 水 到 兰 州 、天 水 至 西 安 的 行 驶 时 间 均 缩 短 至 1.5 个 小
时。此外，与普通旅客列车相比，高铁票价与普速铁路硬卧票
同等价格，但高铁以其干净舒适、快捷优质等优点，成为我外出
乘车的首选。

宝兰客专开通 4 年多来，往返于兰州和西安的我，再没有乘坐
过普通列车，也再没有听到过轮轨摩擦的“吱呀”声，以及如闷雷
一般“空咚”作响的刹车声。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

40 多年前，胸口挂着大红花的照片还
没来得及寄回家，我便被班长带上绿色的
大卡车。不晓得走了多少里山路，最后车
里就只剩下了我、班长，还有另一个叫贾
发华的北京新兵。车到营地的时候，天已
经黑透了，山上的风夹着细细的雨雾，冽
得很。班长说，铁道兵是工程技术兵，逢
山凿路，遇水架桥。

我和小贾的连队属于铁道兵第十三
师六十四团，负责修建沙通线铁路，部队
驻扎在北京密云县境内。

1976 年 7 月 23 日 ，密 云 县 古 北 口 大
沙河洪水浸岸，多个连队及周边民房均
受 灾 严 重 。 因 洪 水 造 成 断 电 ，通 讯 中
断 ，我 们 的 连 队 48 小 时 与 师 部 断 绝 联
系 ，全 团 官 兵 断 水 断 粮 ，战 士 们 身 上 只
穿 背 心 短 裤 ，坚 持 在 山 中 抢 险 救 灾 。 7
月 28 日 ，天 边 好 似 着 起 了 紫 色 的 火 ，山
风的声音像是有火车穿过隧道，轰鸣不
止。夜里，唐山发生了 7.8 级地震，全国
哀恸。我们的团部在洪灾后未有半刻修

整，便又将铁道兵六十四团的大旗插在
了唐山救灾的废墟上。

很 多 战 友 牺 牲 了 ，班 长 也 在 那 次 抢
险中，被倒下的民房压在了下面，再也没
有 起 来 。 贾 发 华 为 了 营 救 落 水 的 老 百
姓，连续下水十一次，被中央军委授予一
等功臣。1984 年，我们师集体改工并入
原铁道部，我服从组织安排，随着铁道兵
改编，划转到原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也
就是今天的中铁十六局。日子还是跟以
前一样，每天扎在大山里修路架桥。眼
看着祖国的河山像是春季里的藤蔓，全
都活了起来，交通发达了，经济腾飞了，
施工技术也改进了。每每跟小年轻们讲
起那段往昔岁月，总被调侃成“老黄历”。

2014 年的春天，我又随着企业专业化
改革，离开了大山，划转到以房建专业为主
的中国铁建所属中铁城建集团，投身到新
时代的城市建设中来。房建项目是民生工
程，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施工工期短，流动
性强，倒是应和了《铁道兵志在四方》里的

那句歌词“离别了天山千里雪，但见那东
海呀万顷浪，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那个
江南稻花香”。不光是国内项目，国外的
工程也越来越多，就这么兜兜转转的，不
知不觉大半辈子的岁月都留在了施工机
械的轰鸣声中。

“老刘，刚才局里来电话，北京有个回
迁安置房的项目，土层都是杂填土，下面
还有地下水，桩打进去就塌，工期又紧张，
让你过去给想想办法。”放下电话，我赶忙
奔赴到现场。

“贾发华！是你吗！”施工现场，一个
熟悉的面孔从我面前走过，我赶忙上前打
招呼。俩人手紧握在一起，相视许久却说
不出话来。

老贾说，他转业后开过车、经过商，最
后也没有脱离老本行，又回中国铁建做了
半辈子设计，现在也快退休了。这个项目
位于北京市的泄洪区，北侧是正在建设的
地铁 12 号线，西侧是西四环主干线，地质
又比较复杂。老百姓们都盼着能住上楼

房，不用再像以前在胡同里一样，夏天漏
雨、冬天漏风。村委会也相信央企，相信
咱们铁道兵，才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交
给了我们。

给村民们交房的那天，我没有参加项
目部的庆祝活动。而是约老贾再回到古
北口，记忆中泥泞的山路和小山村都变成
了现代化的新农村了。“可不，两个新兵蛋
子，都变成老头子咯！”我和老贾一路打趣
着来到烈士陵园。我俩站在班长的墓前，
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

班 长 ，你 说 过 ，当 兵 就 是 为 了 老 百
姓，为了老百姓就是为了祖国。不管我
是铁道兵还是中国铁建的一员，我做的
一直都是同一件事情，央企就是国家市
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为了国家繁荣昌
盛 ，为 了 百 姓 安 居 乐 业 ，铁 道 兵 从 未 消
失，铁道兵的战斗也从未停止。我们从
没忘记革命的初心，中国梦经过世代传
承，必将得以实现和升华。

作者单位：中铁城建北京公司

《浴血荣光》一书从大视角书写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自 1921 年至 20 世纪
中叶的苦难、失败、探寻、选择和奋进，生
动描述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命运沉浮，
用细腻的笔触将那个热血澎湃的时代浓
墨重彩地铺陈开来。

在 这 场 决 定 自 己 命 运 ，进 而 决 定 国
家 民 族 命 运 的 生 死 搏 斗 中 ，有 人“ 从 小
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从奴隶
到 将 军 ”，有 人“ 没 有 活 到 胜 利 的 那 一
天 ，带 着 满 身 的 战 火 硝 烟 ，过 早 地 消 失
在历史帷幕的后面”，有人“在残酷的筛
选中展示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善变”。历
史 的 洪 流 浩 浩 荡 荡 ，正 是 这 些 不 为 钱 、
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只为胸中正义

和心中信仰的先人，点燃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的心中之火，才使我们至今未曾
堕 落 、未 曾 被 黑 暗 吞 没 ，他 们 是 顶 天 立
地的人，是一批为理想与信仰献身的英
雄。

该 书 抛 却 了 传 统 的 书 写 方 式 ，既 没
有 晦 涩 的 理 论 ，也 没 有 累 牍 的 赞 扬 ，全
书 论 题 清 晰 ，论 据 真 实 客 观 ，读 起 来 仿
佛 作 者 在 亲 身 授 课 ，时 而 是 大 开 大 合 ，
金 戈 铁 马 的 壮 阔 画 面 ，时 而 又 细 腻 朴
实，让人身临其境感慨深思。不管是书
写“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中国
为什么最终选择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
问 题 ，还 是 回 顾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描 述 历
史人物生平，均采用客观真实的历史素

材和数据，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充满了
血肉、运动和偶然后的必然。读者在阅
读的过程中，能够切身感觉到淹没在这
段压抑的历史中的呐喊、悲愤、激情、执
着、抗争……但在那段被铅云笼罩的时
空下，总有一道名为“信仰”的光穿透下
来，那是并不至于叫人彻底萎靡的一丝
希望，让每一个不愿绝望的人发出最后
的 吼 声 ，这 呐 喊 ，涓 流 汇 聚 ，轰 然 成 势 ，
滔 滔 不 可 阻 挡 ，最 终 这 光 驱 散 黑 暗 ，这
火熊熊燎原。

这 本 书 给 予 我 的 ，不 只 是 对 历 史 的
了解，更多的是透过英雄人物的命运，更
深层次地理解“苦难”与“胜利”的含义，
并予现实以启迪。书中第十章写道，“对

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
有苦难，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军队
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只有在苦难中才
能完成力量的积聚。没有胜利呢？没有
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这些话是
不是也适用于我们的企业呢？

在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新征程中，
如果我们不经历艰难险阻和改革的阵痛，
不经历煎熬和磨砺，我们的发展就不能完
成队伍的洗礼和力量的积聚，就不能创造
这样的胜利。换言之，我们在实现目标的
道路上也需要一个个小的胜利，来振奋精
神，凝聚信心，汇聚起建设新时代质量效
益型企业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二公司

一 个 87，一 个
86，我老妈 84，还有
两 个 近 80 岁 的 老
太。见天聚一起，抹
个牌，搓个麻，谝个
闲。在村里，像这般
年龄的老人能自娱
自理，便是儿女们的
福份。

虽 说 在 农 村 吃
喝不是个事，但因为
孩子都在外打工，老
妈的寂寞逐渐随岁
月而疯长。

对于老人，最难
挨的是寒冬腊月，我
多次邀请妈到城里
过冬，她说习惯了就
好，村里人还不是过
了一辈又一辈，现在
的电暖器、电褥子、
电磁炉多方便，要知
足、惜福。

她 的 耳 朵 背 得
厉害，不太会用老式
手机，电话里想和她
拉个家常，得找个人
大声传话，就少了那份默契，只剩下了客套。
头几年回老家，她会唠叨老年的孤苦，唠叨
生 儿 不 如 生 女 ，唠 叨 人 活 一 辈 子 就 是 个 受
苦 ，又 唠 叨 现 在 的 社 会 好 ，能 吃 苦 就 能 挣
钱。后来话题转了，说谁老都要走，怕个啥，
只 希 望 走 时 干 脆 些 ，别 拖 累 儿 女 。 偶 尔 埋
怨，现在人为挣俩钱，走得远远的，一年到头
见不上个亲人。这两年回家，她说的是幸福
和知足，白面馍夹油辣椒，还有政府每月给
的百十块钱，哪里有这好光景！

母亲在感慨人生时，细节里总是蕴含着
辩证思维。她坚持自己做饭、在院里种菜，
不让孩子雇人照顾自己。她说自古忠孝难
两全，让我们去能挣钱的地方发展。这也是
多年来，我们姊妹几个能够安心四处奔波的
原因之一。

她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让儿女们思考：一
个人终会变老，健康状况、挣钱能力终会江
河日下，但精神之树应终生成长，蓬勃向上。

有一天，想老妈了，我在微信里问一个
村中发小：“我老妈还在你家门口抹牌吗？”
她说：“在。”我说：“发个视频来，我想看看她
玩的样子。”

视频里，老妈和几个老太太坐在巷道里，
阳光很好，她戴着棉帽，身着厚棉袄，袖口很
长。瞅着瞅着，我眼泪就涌出来了。妈妈坚
守着心中的自由，却鼓励儿女勇敢追逐梦想，
独留自己在家自娱自乐。每每疲惫的时候，
母亲就像那一缕阳光，让我感觉很温暖……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东北指挥部

凌晨 4 点半，李友香起床简单地洗
漱后，便匆匆忙忙地走出家门，赶往位
于村西头的项目部，给员工们做早餐。

此时天还没亮，村子里一片静谧。
月儿挂在树梢上，一片透明的灰云，淡
淡地遮住月光，路两边的菜地里仿佛笼
起一片轻烟，一阵清风飘过，顿时烟消
雾散，水一样的清光，冲洗着柔和的春
夜。李友香迈着轻快的脚步，边走边哼
着歌儿。这是她最喜欢的季节——草
长莺飞三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李友香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女人，在
她的身上永远洋溢着春天般的热情和
温馨；没有自怨自艾，我只看到她的乐
观开朗、勤劳善良。经历过儿子出车
祸、生意失败、丈夫生病，她一个人扛下
了所有，总是一副怡然自得、自信满满
的样子。胖胖的身材甚至丝毫挡不住
她喜欢穿裙子的热情，她经常一边打扫
卫生，一边和同事们聊天，语调快乐，爽

朗的笑声不时从远处传来。
我和李友香是旧相识了。2012 年，

我们一群“ 外 地 人 ”为 了 修 建 湖 北 麻
竹 高 速 公 路 ，在 村 子 里 安 营 扎 寨 ，李
友 香 应 聘 到 我 们 职 工 食 堂 做 帮 厨 。
她 干 活 麻 利 ，做 面 点 、洗 菜 、配 菜 、做
卫 生 …… 看 起 来 胖 乎 乎 的 她 围 着 厨
房一天到晚陀螺般地转来转去，整天
乐呵呵的。

去 年 年 初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炎疫情像一块巨石突然砸入大家原
本平静的生活，春节留守值班的 20 多
名职工和家属被封在村子里，吃饭成了
大问题。李友香毅然承担起做饭的任
务，忙不过来时，她的丈夫、儿媳齐上
阵。胡萝卜炖牛腩、土豆炖五花肉、自
家杀的年猪、自己种的蔬菜……大家吃
得不亦乐乎，直夸她做的菜暖心又暖
胃。项目部要给她菜钱，李友香坚决不
收：“中铁十一局给我们建好了高速公

路，又来给我们建高铁，还让我这 50 岁
的女人不出家门就挣到了工资，再说
了，全国人民都在为抗击疫情而努力，
我也想尽一份心啊。”

傍晚散步时，我时常看到她和她的
家人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前吃晚饭。院
子里宽敞整洁，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停
在院内，小孙子和孙女乖巧可爱，一家
人开心地唠着家常，在夕阳西照的杨柳
树下，显得无比温馨。

岁月流淌，书写着无言的光阴，诉
说着小村的变革。眼见山村在政府和
村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
裕，作为工程人，我们“干一方工程，造
福一方百姓”的初心也更加坚定了。

三月的天，湛蓝如洗，微风拂面，少
了些明丽与耀眼，多了份宁静与淡然，
这是属于李友香的春天，也是属于铁建
人的春天。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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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雄 永 存
—— 读《浴 血 荣 光》有 感

李 友 香 的 春 天李 友 香 的 春 天

花开富贵花开富贵（（国画国画）） 庄民群庄民群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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