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李沐霖文 艺 副 刊文 艺 副 刊44版版 20232023年年99月月11日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号 邮政编码：100036 电话（传真）：（010）52733290 邮箱：ZTLJBZ@163.COM 发送：企业内部各单位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承印 印刷厂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印数：3000份

出水芙蓉 鹤 凤 摄

 
































多少年后，我还会回忆起初来工
地时的心情。

那是在雄商高铁枣强特大桥跨大
广高速连续梁的工地，这里现在还只是
打了一些钻孔桩，主墩的桩基有90多米
高，未来这里还会耸立出几十米的高
墩。我看到大广高速上车来车往，心里
想着：虽然我平日无法回家，但是我参
与修建的铁路是能让更多人便捷回家
的路，感觉还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今年是不同寻常的
一年，单位分配我来到了雄商高铁站
前五标项目经理部，入职工程部。工
程部，很累，也很苦，可我很高兴，这里
的工作贴近施工现场，在这里，我学习
到了很多不曾了解的施工方面的知
识，更加理解了施工的艰苦和责任，也
更加感悟了企业的铁肩担当。

刚刚来到工程部，这里的工作对
我来说十分陌生，由于前两年在机关
的工作经验与工程部的工作关联性很
小，一切都要重新学起，工程部的副部
长王印在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后，给
我树立了信心：“没事，不会的内容就
学，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就问我们，没有
什么是学不会的！”。王哥指导我从

《枣强特大桥钻孔桩施工方案》开始学
习，一步步地了解了现在施工的地理
情况、气象条件、工程情况和施工流
程。在认真地研学了五天之后，我对
于钻孔桩施工流程有了大致的理解，
对于现在工程部的施工项目“枣强特
大桥”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这期间，每当我虚心地请教不
懂的专有名词或是施工方面的问题，
王哥都耐心地解答，并深入浅出地为
我细致讲解。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我
向他请教为什么放置护筒之前要在四
周打桩，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
题，但他没有丝毫不耐烦，而是拿起桌
上的水杯放在中间，又拿起了几支笔

模拟护筒与护桩，生动地为我讲解：
“因为直接放护筒时，由于土质偏软，
护筒位置很容易发生偏移，在四周打
好桩，测算好中心点，再放护筒，就不
会出现护筒偏移的情况了。”王哥的讲
解让我恍然大悟，也对施工知识的学
习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在项目上，技术是龙头！”一位
前辈在聊天中跟我提到。随着渐渐
熟悉工程部的工作，也对工程部的工
作性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在项目
上，技术系统是很辛苦的，加班、夜间
施工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工地上有一
句玩笑话：“总工总工，总是工作”，总
工都这样，我们整个技术系统的同志
们可想而知。

印象最深的是 5 月 10 号，为了在
施工节点前做好迎检的准备工作，整
个部门的人都主动加班到了深夜，无
论日常分工是怎样，此刻也没有那么
分明了，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为了部门
的集体荣誉！转眼已经到了深夜 11
点，工程部部长焦云鹏为了关心大家，
为我们买来了面包和饮料，小小的加

多宝凉茶拿在手里，心里却甜甜的。
在最后，由于我刚来到项目部不久，整
理资料的过程还是有些慢，几个同志
就主动提出帮我整理一些，集体的温
暖让我内心触动。就是在这样的互相
帮助，共同努力下，我们圆满完成了任
务，确保了迎检顺利通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6 月 16 日
晚，中铁六局承建的雄商高铁站前五
标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最后一
车混凝土浇筑完成，雄商高铁全线重
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枣强特大桥
跨大广高速（95+186+95）米连续梁拱
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该连续梁是
雄商高铁河北段内跨度最大的加劲拱
连续梁，工期紧，任务重，但我们还是
拿下了它。当我们站在连续梁拱前，
将祝贺条幅在手中徐徐展开，看着党
旗、工人先锋号、青年突击队和中国中
铁刀旗在空中挥舞，我感到由衷的骄
傲与自豪，自豪自己是一名中铁人。

写到这里，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工
作也都很平常，既没有“上九天揽月”，
也没有“下五洋捉鳖”，我们是一群普

普通通的中铁人，但也用自己朴实平
凡的双手，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就
拿我们这个集体来说，从河北省第一
条高速铁路石太客专，再到国家重点
工程雄商高铁，十年里建设铁路里程
三百多公里，完成营业额 50 多亿元，
结束十余个地区没有铁路的历史。可
以说，我们这支团队也是在见证了中
国高铁发展的非凡成就！

今年上半年，项目部更是荣获了全
国总工会授予的“工人先锋号”荣誉证
书。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与项目部每
一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经理的话让
我更为感动：“这份荣誉现在到了我们手
里，我们也只是中国中铁30万员工的一
部分，比我们优秀的兄弟班组还很多，这
份荣誉属于中国中铁的每一个人。”

大大的工程，有小小的我参与。长
路漫漫，道阻且长，艰苦的环境磨炼我
们钢铁般的意志，秀丽的山河刻下我们
隽永的青春，平凡的岗位书写我们非凡
的梦想。小小的我，能够投身伟大的事
业，我明白，唯有立足岗位，矢志奋斗，
就能实现“小我”到“大我”的升华。

大大的工大大的工程程
小小的我小小的我

□□ 贺文君贺文君

风已静，山渐远 柴 蕾 摄

敬爱的老陈同志：
您好！我终于明白比起电话，您

和兄弟们更喜欢用书信交流的原因
了。这种称呼，相见时我是万万说不
出口的，这些话，二十多年来我亦未
曾向您表达。在别人眼里您只是我
的外公，但在我心中，您似美猴王般
身负多职。

您是引路人，无形中助我摘掉“差
不多小姐”的头衔。儿时我总爱敷衍了
事，您从来不说，只是以自己的标准再
做一遍。某天惊觉后我羞红了脸，也学
着您在工作、生活中追求精益求精。人
们常说，一个人的品行会受到身边的人
带来的影响，我想，您就是那位把我的
成长路线“扶正”的人吧。

您是大家长，不善表达却在生活点
滴中爱意尽显。记忆中您总是板着个
脸，拿起锄头上山下地，只在饭桌上出
现片刻。即便休息，也只是坐在毛主席

照片前沉默不语。出于好奇，我偷偷跟
在您身后，发现后山竟伸出一条台阶小
路，还多出几棵我最爱的荔枝树。原来
您一直默默在人生路上守护着我们，让
我们脚踏实地，拾级而上。

您是讲解员，带我们重温中越友谊
之路艰苦岁月。曾记高中那年，表姐带
回来一位越南同学，您就像打了鸡血一
般，滔滔不绝地讲述中国援越抗法、援
越抗美战争的历史，手舞足蹈地演绎我
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
路工程项目 100 个，和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修建公路 1206 公里的壮举。我从未
在您脸上看见过这么丰富的表情，是骄
傲，是激动，动情之处更有微醺般的脸
颊泛红。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您不是没
有在意的事，只是心怀大国，琐事便无
法在心中激起涟漪。

您是老顽童，就让我当监护人负
起照顾您的责任。也许是上天要打破

您坚若磐石的形象，给您放肆哭闹做
回孩童的机会；也许是看爷孙相处时
间过于短暂，给咱俩深入了解提供充
裕时间。那年突发脑溢血的您被送进
了急救室，寒假归来的我主动提出在
医院照看您。可惜我低估了这桩任务
的难度，住院不久，您就执意拔掉身上
贴着的导联线，闹着要回家。看着怒
瞪 圆 眼 的 您 ，我 只 能 打 电 话 求 助 五
舅。看着挨训后您不再吵闹，像做错
事的小孩般懊恼，我暗自窃喜，又掺杂
几丝心疼。

咱是新战友，这次换我扛起您肩膀
共同抗击病魔。第二年冬天，您再次躺
在病床上，四肢不受控制，意识也时而
模糊。白天我和外婆扛着您下楼做康
复，夜晚您抽筋剧痛却只能无助呻吟，
常常疲惫得抓着我的手才能沉沉睡
去。我哄小孩般给您讲新鲜事，为您剪
指甲，您居然还嫌弃剪得丑。病房也不
再鸦雀无声，充满我们仨的欢声笑语。
说来惭愧，十多年来我们从未有过这般
亲近。开学前夕，您好像意识到我要出
远门，突然难得地清醒过来，叮嘱我吃

饱穿暖。外婆背对着我擦拭泪花，像是
看着我们诀别一般。医生说这关难过，
但我不信，教过我要坚持的您，怎会半
途而废。

您是老同志，我知道您能凭借着坚
强的意志挺下来。是怎样的深情，支撑
您大多时候即便不再记得家人，也能在
我拿出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时，一眼认
出，如梦初醒。我替您在心心念念的北
京驻足，瞻仰了魂牵梦萦的毛主席像，
也开始学着眉飞色舞地解说，只是这
次，换您当学生认真听讲。

虽未曾亲身经历，我也能体会您在
抗战年代的爱国情怀。请您放心，现在
和未来我都会严格要求自己，面向红旗
心向党。请您放心，我早已豁然开朗，
您对我的记忆遗忘，定是心中有更难以
割舍的家国情长。如果您记得我，我依
然是那个小女孩，亲切地喊您：“外公！”
如果您不记得我，作为复兴强国之路的
晚辈战友，请允许我敬重地称呼您：“老
陈同志！”

爱您的：庞艳
2023年5月12日

““赶考赶考””遇上教师节遇上教师节
□□ 武二征武二征

9月10日，教师节，恰巧也是今年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日子。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赶考”，倍感激动，无以言表，万
千心声汇成一句“老师，节日快乐！”。

人生近半，回望来时，老师们的谆
谆教诲早已浸润在几十载的过往足迹
里，那些铺就成长阶梯的知识，那些滋
养过心灵的引导，都在时时刻刻影响
着我，成就着现在的我。反复萦绕在
脑海中的珍贵瞬间，灵光乍现时记忆
深处的只言片语，都是老师们曾给予
我最深刻的教导，最美好的时光。

“桃李芬芳，教泽绵长。”每一丝晨
曦的微露，每一缕黄昏初上的柔光，都
见证过一代代老师岁岁年年的辛勤耕
耘。每一个学生都曾被老师们放在心
尖上，一个又一个学生又都展翅高飞
了，老师们顾不得留恋，新的学生们正
在渴望着滋养。此刻，我的孩子正在
高三的教室里，书写他的奋斗青春。
我在桌前翻开自己的专业书籍，相距
500 多公里的母子俩相互鼓励。幸运
的是，我们都有自己的老师陪伴。

为师者尊，授我以鱼，更授我以
渔。儿时在村里，教着我们4个年级总
共 6 个学生的乡村教师，姓闫，那时他
才刚30岁，头顶中心一小撮白发，村里
长辈们说那是知识的光芒。至今我都

记得小小的土窑洞里，我们的4张木板
课桌紧挨着老师的灶台，灶台的另一
头连着老师起居的土炕，那时候我们
上学，经常闻着锅里各种饭菜的味道，
有时候老师说放学了，大家也不动身，
老师就掀开锅盖，给我们一个绵软的
蒸土豆或掰一小块窝窝头，大家挨挨
挤挤地拿上，背起碎花布书包一溜烟
地跑了，“慢点吃！”老师怕烫着急得追
出院子。那时候上学学了啥，早记不
得了，只是曾经在老师头顶上的知识
光芒，已然丝丝缕缕爬上了我的头顶。

在老师家里上课的日子很短很
快，那时候又很小，蹦蹦跳跳的只顾调
皮，学习也是玩似的，很开心很快乐。
老师在我的记忆里，也一直停留在他30
来岁时的样子。恍如昨日，午后的阳光
透过微黄的窗户纸，给老师的脸蒙上一
层光。他刚刚把四年级的语文书放在
炕边，换了3年级的数学书开始讲——
其实他完全不看书，换书好像只为提醒
该谁听课。想来我小时候就很富有，小
学4年就享受着“一对一”的课程，还能
随时旁听别年级的课。儿时的小伙伴
们对老师是那样地敬仰甚至是崇拜，
老师怎么什么都会啊，村子外头的事
情都知道得那么多那么多，还不和村
东头耀武扬威的老村长一样，扯开嗓

子喊“我们二娃、三妮”之类的，老师用
很“普通”的乡音普通话，很平等地叫
我们的大名。可惜的是，老师的名字
是我们从来都不曾知道过的。

四年级上完，五年级得去镇上读
完小学，我骑着“二八大杠”，右脚从车
架下掏进另一侧，踩住脚蹬子，斜着身
子骑到镇上；后来，一圈一圈跌跌撞撞
地又从镇上蹬进县城中学；考上中专
后，坐三轮车，换大客车，最后在绿皮
火车上“咣当咣当”了一天一夜，16 岁
的我精神抖擞地进入了省外的大城
市，背着母亲新缝好的大布包，站在比
我们村子都大的火车站，人山人海、眼
花缭乱——我心想，也不知道闫老师
来没来过这么大这么远的城市……

一路上，在县城中学时，被学生踢
倒凳子气哭的物理老师说：“来，我们
接着讲欧姆定律，不能耽误大家的时
间，大家来看黑板……”插班生的我坐
在最后一排，抬起头隔着一排排的后
脑勺，看到的是老师眼角的泪珠，透亮
透亮的。中专时，讲铁道信号的是班
主任杨老师，我们是他的关门弟子，辅
导完我们毕业设计，老师就正式退休，
他说他早就想养花了，退休后回老家
住平房，一睁开眼就能看到牡丹花。
一米八的班长放肆地搭上老师的肩膀

“我们不就是您培育最好的花吗，等我
们这些同学们洒在祖国铁路各条战线
上的时候，您到处走走，看看您带出来
的学生，欣赏欣赏祖国的广阔山河，见
证见证我们日新月异的铁道建设。”老
师侧头看着比自己高出许多的学生，
笑出了一脸的宠溺。

离校的时候，同学们挨个和老师拥
抱，惊觉曾站在讲台上光芒四射的老师
竟那么瘦小，我热泪盈眶，分不清是惜
别还是心疼，老师真的很朴实，很纯粹，
他们甚至很傻，大爱至简！他们滋养了
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用知识，用智
慧，用他们全心全意的爱，不求回报，不
谋赞誉，只问付出，只是单纯地希望前
行的学生们未来走得更远更顺畅。

人生路漫漫，很多很多的老师在
我的生命里走过，他们伴我一次次的
考试突破，助我一次次的人生递进，师
恩永存，唯有感恩前行，高山流水，扶
翼成风，传承老师的教诲，向阳而生。

近年来，工作生活纷杂，对着镜子
努力藏起渐多的白发，越发觉得时光
飞逝，再不敢有片刻懈怠，学习的态度
更得端正。也再难有与老师面对面的
幸运，许多课程都只在手机屏幕的碎
片时间里，老师的头像很小很小，甚至
有的课件都不放老师头像，各种倍速
反复地听，声音很熟很熟，却无缘当面
和老师说声谢谢……

想来见过的老师们不一定记得我，
网络那边的老师们可能更不知道有我
这么个学生，只能用键盘敲出心底的谢
意，山高水长有时尽，唯我恩师日月
长。枫红橘黄、丹桂飘香，借着此刻的
温馨，真诚地说一声“老师，谢谢您！”

一朝风过，秋意浮现，立秋的到来昭示着热烈
的夏开始挥手告别，即将迎来美丽而寂寞的秋日。

立秋时节，硕果，枫叶……好像秋日的每一个
印象里都带着极致的浪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带走了夏天所有的暑热，将一丝丝凉爽传递到身
畔。立秋时节的到来，就连蝉鸣的声音也似乎弱
了几分，没有了盛夏时节的聒噪，也没有了深秋时
节的静默，它好像就只代表了已经过去的那一段
时光，那一段岁月的热烈情怀，一阵激荡的热情过
后，秋天便是缓和。

总是不住地期待着那一片金黄的颜色呈现
在眼前，有贵馥的甜香萦绕鼻尖，经久不散，更有
晨光下的冷露无声，沾湿了那一缕余韵。无论是
在诗词画作里，还是广袤的自然里，秋日永远都
是一瞥是硕果甜香的丰年。燕雀远飞，一声声传
递着秋的气息，带着经年累月沉淀的味道，也带
着农家小院里面的烟火气。

碧波荡漾，瓜果飘香，秋高气爽，美好时光，总想在这个时节里恣肆酣畅
地享受当下的生活，这里的每一片落叶里都在诉说着它们在夏日中尽情绽放
的故事。这一刻秋日的讯息，代表着廓然空阔的心绪，带着一份淡然惬意的
闲适，去迎接新季节的到来。

如今的阳光早已没了暑热时期的炙烤，带着一丝丝凉意，带着微微的清
风，入目的景物越发的清疏而爽朗，那浸透了半年岁月的美景，开始绽放出不
可方物的芬芳。

秋日的天空呈现出一片极致的蓝，好像是被过滤过的毫无杂质的湖面，
带着清澈的新鲜的味道，那不是夏日时节万里无云的定格感，飘荡着的几缕
白云勾勒出绝美的画卷，与此间山山水水相媲美，与此间清风相搭配。

秋日的雨也不是夏日骤雨，那样急促而短暂，初秋的雨，带着丝丝缕缕的凉
意，不带着丝毫的声音，只是那样默默地从天际落入到泥土里，沾湿衣袖，如同
露珠一般就那样晶莹剔透地站立在花蕊上，轻声细语地宣告着秋天的来临。

此刻的初秋时节，好像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气息，它们抓住自然界
最后的时间节点，在最后一刻迸发出绚烂的色彩，在最后一刻向外界昭告着
自己的到来，这一场最后的狂欢里，每个人都是主角，在这一场狂欢过后，便
是秋风萧瑟，所有的芳华景致会被遗落在秋天。

等一场丰收的硕果里，五谷飘香的喜讯，大家不仅仅是自然界万事万物
庄稼的丰收，更是事业上期待已久的收获。就好似翻滚着千万层破浪一般，
最终归于宁静。

谁说秋天是个令人多愁善感的季节，此刻一池秋水，一点秋韵，一场秋
雨，一缕秋风，都是热到冷中间舒缓的过渡曲，不像春日那么羞涩，也不像夏
天那么坦荡，更不是冬日那般冷漠，它也许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却带着几分
成熟的韵味，谱写出一曲专属于秋日的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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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最美背影高温下最美背影
□□ 铁朦胧铁朦胧

今年的夏日特别火，
热浪滚滚的三伏天，
持续的高温预警。
让大地都喘不过气。
仿佛，在深深的地下，
一罐熔岩芯被打翻，
在岩层的缝隙里，
高速释放飞奔的酣畅。
但是，有这样一群人，
忍受大地上的桑拿浴，
头顶烈日，脚触灼热，
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
高温下，弯腰如弓的背影，

让隧道一米米向前，
桥墎一节节慢慢长高，
让铁轨不断伸展延伸，
让飞驰高铁走向八方。
那挥汗如雨忙碌的双手，
是你我他尊敬的铁路人。
即便，背影上的衣衫全湿，
但却是最美的流动风景。
哦，巍巍的山脉，
那宽敞的大海，
还有夏天的交响曲，
在酷热中弥漫清凉的风，
正绘就交通强国最美的诗。

一 身 多 职 满 腔 情一 身 多 职 满 腔 情

梁溪秋行梁溪秋行
□□ 顾顾 骏骏

癸卯之秋，七月既朔，得宽余
日，往无锡城。方寸间显乾坤，
舀 中 水 滋 三 白 ，十 八 里 路 分 清
净，万千天光写灵山。

初时日照映彩掛，归时斜阳
掩红妆，晨起古山寻钟鸣，夜来摆
渡觅花影，尽日不能游太湖，只待
斗转换新阳。南长熙攘人成行，
南禅香绕古刹旁，一湖秋水靛蓝

天，几道鳞波缀远山，秋来何处不
成景，景中更有欣欣颜。

三日难尝湖山色，尽兴怎能
不盈年。春樱林，夏荷塘，秋云
海。不晓冬夜月，应美景良辰。
若得君与共，余年和萧笙。

注释：
七月既朔：七月初已过，古指

初一为朔日，十五为望日。

与萼绿君与萼绿君
□□ 李李 栋栋

南有嘉卉兮，天姿婷立。对叶以
生兮，腋生始为枝。韬晦以变兮，冰
雪聪明。盈盈素靥兮，玉骨冰肌。添
香一室兮，德馨使然。故曰：修花史
兮，香列第一。四月维夏兮，与君萼
绿。申旦以舒中情兮，偕君莫离。

维夏序使之夜兮，风徕月胧。
对窗饮茗兮，恍然如梦。披望舒临
下之羽霓兮，乘飞廉以扶摇。驾四
牡以奕奕兮，西迎宝姿下祥光。背
朝昭以启路，伴鸾鸟兮凤凰。玉将
将兮盈耳，翱桑梓以周章。

锡一名兮，恐德疏才浅。启《九
歌》通《九章》兮，求知先贤。独申旦
而不寐兮，寄以桃李。慕伯庸大德
兮，锡灵均以嘉名。严君锡予苏兮，
家慈锡予禾。一曰草丰水沛兮，顾菟
自足。二念枝叶扶苏兮，风禾尽起。
三愿苏世独立兮，和而不同。落笔以
熠熠兮，宠正则先贤诗以慧通。近萼
绿而观之兮，叹花枝正盛。累累以继
兮，含苞醉复醒。名余曰苏禾兮，喜
乐亦无穷。展诗以寄兮，颂吾女之初
生。昭诗后继兮，达诗书以继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