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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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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间，朔黄设备更新了一茬又
一茬，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不变的
情怀依旧在。那就是他们的油毡房情
结。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回忆油毛毡房里
的趣事：虽然墙角的红砖都被岁月的风
雨消蚀了，虽然彩条布式的顶棚上面老
鼠“通、通”的脚步经常惊扰了大家的美
梦；虽然房顶滴滴答答漏雨的声音仿佛
还在耳边回响；经常被风掀起的油毛毡、
风起时耳朵眼、嗓子眼的细沙、摩肩接踵
的打饭队伍；还有那杠子馍、油泼面、红
辣椒……

老一辈朔黄人可能记得，大院内早
起时的喇叭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点的
报时，开饭时铛铛的钟声，更记得黄昏后
孩童打闹戏耍的嘈杂声……他们这些人
曾经在这里指挥过朔黄铁路初期建设，
也指导过后期的临管运输；这里住过几
代朔黄铁路人，他们有的在这里娶妻、生
子，有的升迁、调离。但是不管大家走多
远，飞多高，心系朔黄，因为这里是我们
共同的“家”。

可是，当搬家的消息终于变成了行
动，当最后的日子终于明确，大家开始不
自觉地珍惜在这最后的时光。老同志看
着这个物件也舍不得，看看那件还能用，
一个兰新会战发的刷牙瓷缸子都陪伴了
30年。年轻人物件简单，早早收拾利索，
更多的是网上留言，把感情在 QQ 空间
说说里宣泄。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也许再也不会

来了，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最后的夜晚，难忘的夜晚，美好的

夜晚。真不想走啊！”
有的同事在搬迁后回到了一片静寂

的宿舍区，发下如下说说：“如今，人去屋
空的基地空荡荡的了，只有一条流浪的
狗陪伴着我……往日喧嚣热闹的场景荡
然无存，只有几排肃穆不倒的油毛毡房
依然固执地站着队伍，似乎在等着它的
主人掀帘进来。”

而如今，他们就要从这个家搬走
了。尽管有多么的不舍，有多么的难忘，
有多少次泪流满面，有多少次期盼回顾，
但是，家的影子还是渐行渐远。

“再见，油毛毡房，美丽的肃宁我来
了！”

在这里，朔黄联合运输模式已经发
挥出“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巨大威力，
地标式的建筑群朔黄办公大楼、调度指
挥中心、朔黄体育馆所、标准化公寓……
还有各联合运输单位建设基地的落成等
等，标志着铁路建设者们在朔黄大家庭
中重新建造了一个新的家，一个更美好
的家园。他们将在这块土地扎下朔黄人
永久的根！扩展他们更广阔的事业！新
起点的朔黄时代已经来临。

“行在朔黄” 凡是和机车乘务工
作打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有个特别的

“臭”毛病，那就是准时。这些人对时间的
掌控近似苛刻，不早也不晚，刚刚好。

备班，出勤，接班。按点，正点，赶

点。这是乘务员标准化作业的行话，这
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千万次的磨
练而成，一练就是二十年。

记得初期，我们去机辆备班、出勤都
是骑自行车，遇到雷雨交加、狂风暴雪、
大雾弥漫，难免会造成迟误。后来，随着
运量的逐渐翻番，个人收入也有了提升，
换班方式有了变化，有的乘务员就买了
摩托车、电动车，骑着倒也畅快，但还是
会遇到被雨淋、被风吹、被暴雪阻。不知
道哪一年，私家汽车上下班突然就流行
起来，一个、两个，跟风似的，结果出退勤
找停车位成了一道“风景”，延误还是在
所难免。为解决此问题，各单位“接送乘
务员上下班”一下子就成了正常业务，上
下班，再也不用发愁。后来，神池南地勤
组、调车队的成立，使乘务员出退勤整
备、出库挂车、两万吨组合、煤专取重、站
修取送等具体作业时间相对压缩，纯运
行劳动强度相对减少，乘务工作幸福指
数飙升。备班、出勤、接班过程更快捷，
时间上的把握更准确。

说到精确，还是监控装置给乘务行
车制定了标准。机车监控装置型号从93
型、2000 型到 1127 型，监控装置控制模
式从“815”“578”到“1127”……朔黄铁路
上行线神池南—西柏坡特殊区段，坡度
大，列车充排风时间、试闸地点、缓解时
间、撂闸时间等等，是列车监控分析的重
点，也正是如此才让互控保障作用更明
显，安全正点运行、规范朔黄线所有乘务

员操纵标准化，为后续万吨列车运行分
析和操纵打下坚实基础。

这些年，朔黄铁路运量逐年增加，区
间通过率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在
朔黄线运行，时间，以秒来核算。行车安
全，分秒不差。多拉快跑，成了列车操纵
的重中之重。监控，也成了乘务员安全
行车的法宝和依靠。失去了监控装置的
保护，行车变得不可想象。监控分析与
乘务操纵这个矛和盾不再尖锐，“卸载动
作”“实施自停”“减速减速”这些让人头
皮发麻的监控动作逐年在减少，安全装
备的不断更新和投入让安全行车、精准
操作更规范、标准更统一。如此，朔黄线
上乘务员之“行”算是基本服务到家了。

多年以后，我坐在一个花开阳台，身
边一杯香茗相伴，在袅袅香烟里，会忆起
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一板一眼标
准的呼唤应答，那些洁净干爽的工作服，
那些磨得透明铮亮的大闸手柄，那些红
红火火驾驶列车奔驰的样子会扑面而
来，亲切而真实。

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很短，短到
不足一瞬，可是在朔黄铁路，二十年的辉
煌与成就，是各单位凝心聚力联合运输
的成果。“运输上的联合体、利益上的共
同体、安全上的统一体”的联合运输模
式，必将在朔黄智慧铁路建设中继续发
挥更好的作用，共筑梦想，共创辉煌，共
建美好幸福家园！

（作者单位：新运公司）

王伟宏

远 方 有 个 家远 方 有 个 家远 方 有 个 家（（（下下下）））

更让贺老伯得意的是他这深入地下
的庄院，却经管的如一处精美的田园一
般：一棵根深叶茂的梨树，那黄橙橙的犹
如小灯笼挂满一树的酥梨，光眼瞅着都
喜庆。小菜园里更是精耕细种，韭菜、香
菜、青萝卜，丝瓜、辣椒、西红柿。尽管方
寸之地，却郁郁葱葱，很是养眼。最馋人
的是贺老伯老伴儿蒸的黑面馍馍，因为
是新打下的麦子，又在自己村磨坊磨下
的不除麸子的面，那馍虽然黑青却麦香
味十足，咬一口格外的甜香筋道，如果再
配上新碾的苞谷碴子稀粥或者浆水鱼鱼
醋拌青椒，那将是一种满满的沁入心脾
透入骨髓的农家味道！

当时我们就在想，中央电视台《远方

的家》和《舌尖上的中国》栏目组为啥就
没在这古丝绸之路上发现贺家坪这个古
朴幽静的小山村呢？

但将贺家坪真真实实地装进我们心
底的，还是在田妈妈出现之后。

那是2012年的5月底，我刚从西安的
家里料理完老母亲的丧事回到工程指挥
部的第四天。这天晚饭后，依旧是我和几
个老友结伴，来到了贺家坪。在向贺老伯
做了简单问候之后，我们习惯地沿着那条
穿村小道继续前行，就在这时，迎面遇到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独自拖着一辆架
着水箱的架子车摇摇晃晃地走来，我们几
个赶紧侧立一旁让出道路。目送着这位
老婆婆吃力地打眼前走过，我的眼前竟突
然浮现出刚刚故去的母亲的身影，也是这
般的白发苍苍，也是这般的瘦小羸弱，那
一刻滚热的泪水顿时充溢了我的眼眶。

当我们折返回来的时候，又与那位
拖着水车的老婆婆迎面相遇。

老人家整个身子几乎如弯弓一般，
偌大的一车水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几乎

是一步一挪。我不再犹豫，快步上前从
老妈妈的手中抢过车把，几个老友也不
约而同围拢上来，合力推起了车子。老
妈妈的家远在村东头，就在我们按着老
人家的示意，用条胶皮管子将车厢里的
水慢慢引到水缸、陶罐里的时候，被我们
劝坐在门槛上歇息的老妈妈却触景生情
大放悲声！面对老泪纵横嚎啕大哭的老
人家我们几个既束手无措，又心酸难受，
只能默默地陪着伤心落泪。

随后还是从贺老伯嘴里了解到了这
位老妈妈的一些内情。老妈妈姓田名叫
田姑，去年村上乡亲们给过的八十寿辰。
田姑早年是从临近的陕西长武嫁过来
的。那时的田姑不但人长得好也有主见

能担事，就当了贺家坪第一任妇委会主
任，之后还当了好些年的县劳模。田姑跟
丈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惜好日子不长，在
她嫁到贺家坪第六个年头时，丈夫一次出
去打柴，黑夜回来时蹋空了脚摔下了百余
米的土崖。田姑带着两个刚会叫娘的孩
子独自苦熬了到了现在。小儿子也四十
大几去南方打工几年了，大儿子早些年在
县城开了家面馆，经管得不错，人也特别
孝顺。不管店里生意再忙再累，隔三差五
总要回家看看。后来在县城买了房，要接
田姑下山到县城去享清福。身子骨还算
硬朗的田姑去住了一阵便又回到了山上
的小院里，以后再任由儿子劝说动员，说
啥再也不动窝了，说城里车多人多闹得
慌，住不惯。哪想到今年三月大儿子突发
心肌梗塞死了，儿媳薄情贪钱卖了房子跑
了。田姑被瞒了两个多月，直到十多天前
才知道了大儿子一家出现变故的噩耗！

“唉，我这位老姐姐命苦哇！”
贺老伯说到伤心处，也是语不成声

老泪涟涟。

那一晚上，我辗转反复难以入眠，眼
前总是浮现出已故母亲和那位田妈妈的
样子，同是那般的慈祥同是那般的年迈
……眼泪便忍不住往下流。

第二天上午我专门去了县城，找了
家最好的蛋糕店为田妈妈买了最好的蛋
糕点心。那天，田妈妈最开心。老人家
说，以前大儿子总给她买吃买喝的孝敬
她。没想到儿子不在了，自己还能吃上
松又软的糕点点心!田妈妈的这些话深深
地落在了我的心底。在之后的一年零四
个月的日子里，我都会隔三差五地为田
妈妈送些好吃好喝去。就连贺老伯都羡
慕地说，我这老姐姐也不知哪辈子修成
的这福气。

有一次，当我傍晚散步来到田妈妈家
门前那条岔路口的时候，老远就看见田妈妈
病歪歪地依靠在路边石坝子上。我赶紧上
前一问才知道老人家胃胀了两天了，吃不下
饭睡不着觉。“我就是想等你，见着你这病就
会好了。”田妈妈攥着我的手说。这让我怦
然心动，这是只有母亲对儿子才说的话呀！
我当即下山找了一家社区卫生院，请大夫给
开了一些用于治疗胃胀不适的药，又匆匆给
老人家送了上去。第二天仍然不放心，草草
吃了晚饭，赶到了贺家坪，直到听老人家说
胃里畅快多了才安心。从那以后，不管指挥
部工作多忙，只要自己不下施工现场，都会
照例跟三两个喜欢步行锻炼的老友一起在
返回的途中，拐到田妈妈的小院歇歇脚，抽
根烟，陪着老人家说说话。

2013年10月，西平铁路进入了全线铺
轨贯通最紧张的阶段，因为现场跟班督导
等原因，我有近半个多月都是一大早出去
大半夜才能从几十公里外的铺架现场回
来，去田妈妈那里也就一时没了时间。十
几天后全线终于架完了最后一片梁铺完了

最后一节轨，我才得以抽点空闲往贺家坪
赶。像那次老人家生病的情形一样，远远
便看见那三岔路口处田妈妈站立的身影。

“是老人家又不舒服了？”我带着这个念头
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田妈妈近前，这才看
清老人家竟然双手捧着一个粗瓷大碗！

“田妈妈，您老这是——”我又好奇
又不解的问。

“娃，昨天是你的生日，你咋就忘了？
大妈做了长寿面，等了我娃两天了！”

接过老人家手上那碗打着荷包蛋依
然热乎乎的面，泪水一下从我的眼眶中
涌了出来！我的生日，连自己都忙得昏
天黑地的我，早把生日的事儿忘得无影
无踪，可田妈妈却记得！更奇怪的是她

老人家又是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呢？
“不要想啦！”田妈妈笑着摸摸我的

脸，“中秋那天你们几个娃来给我送月饼，
有人就说起你快要到的生日，我也就记了
一耳朵。看看，这人苦累的，都见瘦啦！”

我恍然大悟！哦，好一位有心的老妈
妈哟，您这一碗面，把孩儿的心都揉碎了！

2013年12月30日，历时整整五个寒
暑的西平铁路终于建成通车了！怀着那
份满满的喜悦，我也要告别这里了。临
行前的那天晚上，清冷的月光映着一地
的大雪，我在那高高的土崖下徘徊着，犹
豫着，在内心苦苦挣扎了一番之后，最终
还是掐断了再去看一眼贺家坪，去向贺
老伯，向我那孤苦的也是豁达坚强的田
妈妈做最后告别的念头！

毕竟那种心头滴血的离别不是谁都
能承受得了的！

我走了，带着深深的眷顾，深深的痛
惜，深深的不舍……

再见了！贺家坪，我远方的家！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染着炮火的硝烟，凝着战斗的风霜，
中铁一局，
你诞生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
从天降甘霖的天水小镇，
到牛羊成群的天山脚下，
你稚嫩的肩膀担负起了母亲的重托。
越过千山万水，扫尽云雾茫茫，
肩拉人扛抡大锤，
勒紧裤带创新绩。
千沟万壑摆战场，深山老林传捷报。
顶风冒雪战严寒，
千里戈壁现彩虹。
用忠诚和信仰，翻开了新中国的
筑路新篇——
从西北边陲的昆仑山峰，
到革命圣地的延水河畔；
从备战三线的日夜苦战，
到抗震抢险的人定胜天；
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你不屈不挠，百炼成钢。

中铁一局，
穿过疾风暴雨，迎着鲜红的太阳，
你骄傲的旗帜高高飘扬。

你坚定迈着矫健的步伐，
昂首阔步走进新的时代。
啊，多少年啊，多少代，
炎黄子孙盼望着中华复兴，
各族人民渴望着国富民强。
从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开始，
就梦想着要建铁路十万！

中铁一局，
你肩负着母亲的重托，
你怀揣着复兴的梦想，
你脚踏在祖国的大地，
用辛勤和智慧
装扮壮丽的山河！
你不愧为“共和国的长子”
在七十个风雨春秋的岁月里，
你为母亲所忧、为人民而战，
你为母亲所急、为人民而干！
你不畏艰难困苦，克服重重困难。
在你的手里，
条条大道洒金光，
风驰电掣上高原，
地铁织出交通网，
新区绿化赛江南。

中铁一局，我们来了，
继承我们父兄光荣，
我们来了！
不忘初心我们来了！
牢记使命我们来了！
怀揣梦想我们来了！
创造幸福我们来了！
我们是中铁一局新的一代！
拂去历史的尘埃，
听那铿锵的脚步，
沐浴着三月的春风，
凝视着一局的旗帜。

中铁一局，你不愧“共和国的长子”，
你是我的骄傲，
我是你的光荣。
听着你的故事，我热血沸腾，
讲述你的历史，我斗志昂扬，
继承你的光荣，我信心百倍，
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你的血液。
中铁一局！

(作者单位：二公司)

唱给一局心中的歌唱给一局心中的歌唱给一局心中的歌
梁书启

随工下江南已是一年有余，不知何
时起，我便爱上了这浪漫而柔美的江南。

初来江南，最引人沉醉的便是那笼
罩在烟雨霏霏中的十里长堤及若隐若
现的青砖灰瓦、白墙粉黛。伴随着凉风
习习，我漫步在那样的小巷中，看淅淅
沥沥的雨冲刷着落满灰尘的世界，听雨
轻打在树叶上的乐动，感受着雨水涤荡
着自己的心灵。那一刻，仿佛在烟雨中
的石桥板下，有一位撑着油纸伞，身着
旗袍的女子从一片氤氲中走来，无须回
眸追逐倩影芳华，那一弯浮在朱唇边浅

浅的笑容，就是整个江南的美景了。
连日的绵绵细雨，使得江南的一切

都变得朦胧如幻。破晓时分，寒气仍未
散尽，倘若这时隔窗望去，你会看到，池
塘中，晶莹的露珠垂挂在叶子边沿，仿佛
在滴答滴答地诉说昨夜衷肠；天空中，迅
疾掠过的鸟儿停落在屋顶，仿佛在叽叽
喳喳地讨论里短家长；街道上，撒欢的猫
狗扭打在门前，仿佛在踢里哐啷地争抢
新的暖阳。而渐渐多起的人影，也都打
着哈欠徐徐行走在路上，“沐浴”在江南
烟雨中，开始新的一天。

身在江南，我感受着夏去秋来的季
节变化，也体味着江南美景的动人之
处。如果此刻的你，愿意与我一同俘获
这美景，那么请跟我来!我将带你乘着
那乌篷船，穿过整个江南，去看十四桥
明月夜；我将带你去敲响寒山寺的钟
声，寻访灵隐寺那位佛陀的快乐；我也

将带你去吃一把茴香豆，喝那绍兴的女
儿红，感受苏州评弹的温柔雅致。

哼着特有的江南小调，行走在江南
的烟花雨巷中，就如同行走在一幅瑰丽
的长卷中，行走在诗词的字里行间，雕
琢这诗中的平仄有秩，感受这词里的细
腻润泽。不知道哪位名人说过，世间从
不缺少美好的事物，缺少的只是发现美
的眼睛。江南的美就是这么不留痕迹，
它像一位古朴典雅的东方美人，虽然粉
黛未施却素雅至极耐人寻味，而身边的
美则更像一杯蕴藏在江南泥土里，被细

雨精雕细琢的陈年佳酿，苦辣浓烈却不
失柔情，豪放肆恣却不乏憨醇。

心在江南，我不停地感知她的好，
她的美，更在这美好间徜徉着那一幕
幕动人的回忆。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是啊，能不忆江南？

肩扛职责，纵有江南美景如梦如
幻，那群可爱的铁路工人却只想干出最
棒的施工成绩；心装思念，纵有江南美
景如梦如幻，那群可爱的铁路工人却只
想聆听远方的乡音；眼含希望，纵有江
南美景如梦如幻，那群可爱的铁路工人
却只想奔向新的春光。

江南，载着朦胧与幻想，乘着春
风，在我的记忆里，还在久久游荡，我
爱这如画的江南，更爱那群在江南留
下“可爱’的人们。

（作者单位：电务公司）

江江江 南南南
辛懿桦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太多
人的心中，“爱情”这一字眼都是那样
的梦幻而美好，让我们甘愿忍受所有
可能的随之而来的长久的疼和痛，仅
仅只是为了一句白头执手的许诺，或
是一个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笑脸，或是
一滴如何也擦拭不干的眼泪。究竟什
么才是爱情，可有人能够真正懂得？
当我们拥有爱情时，生活与世界一同
散发着光彩；当我们失去爱情时，只有
疼痛和记忆让心灵有所知觉；当我们
等待爱情时，坚韧与淡漠可以无视长
长的岁月；当我们守护爱情时，眼中何
曾还有月圆与缺。爱情让我们的笑源
自内心，爱情让我们的泪模糊长长的
夜，爱情让我们片刻的欢乐经得起岁
月的磨洗，爱情让我们的思念超脱时
间与空间的分离，然而我们依然无法
说清爱情究竟是什么，何以这般，何以
这般钩织了一个如何也解不开的结？

我独自走在幽深静谧的小路，思索
着那久居心头的谜题。然而我依旧无法
诉述它的神情，只能借助杂乱无章的比
喻，些许的将它勾画。爱情可以如火焰
一般炽热而升腾，燃尽一切的孤寂与苦
楚；亦可以如冰山那般冷寂而坚定，以沉

默守望如梭的岁月和广漠的天空。爱情
可以是晴朗的午后两个久别重逢者面前
茶几上的一盏茶，神情怡然，茶味甘苦；
亦可以是发黄的书页中一片早已焦枯的
枫叶，殷红依旧，承托岁月。爱情是清早
时门前无声的徘徊与守候，只为向所思
念者诉说满腔的热情；亦是寒夜里一条
嘘寒问暖的信息，驱走漫长无边的夜，消
融漫天飞舞的雪。爱情是灵魂的碎片，
当灵魂因爱而忧伤，该是何等的忧伤。

“思念一个不在眼前的人，就会在
内心一片漆黑中点燃光亮。那人愈无
踪影，就愈放射光芒。幽暗而绝望的
灵魂，能望见那天边的亮光——内心
夜空的明星。”这是维克多雨果笔下有
关爱情的文字，原来爱情是夜空里的
星，是长长的思念。巴尔扎克笔下病
重的于勒夫人望着病床前因劳累过度
而睡着的于勒先生，含着泪说道：“上
帝啊，我是多么希望他能跟我一起走
啊。”她甚至不敢让于勒先生听到，因
为她知道，他遵从自己任何的想法。
对于爱情，从来就不需要太多的言词，
因为它本身就是能够让灵魂为之颤
动，让灵魂洞悉永恒的存在。

（作者单位：市政环保公司）

论 爱 情论 爱 情论 爱 情
汪 璐

有人说：“如果说新加坡是将花园
建在整座城市之中，那么伊斯兰堡则
是将整座城市建在花园之中。” 我曾
在巴基斯坦分公司本部工作了三个
月，用零散的文字，记录自己对伊堡的
粗浅感受。

由于家乡在陕南，加上生活阅历
的原因，大脑中的惯性思维总认为，只
有在山里，才有可能有茂密的森林，大
量的植被。到伊堡后，我体会到了城
市在森林中呼吸的感觉。

从伊堡南面的山丘上放眼望去，伊
堡犹如绿色的海洋，只能隐隐约约地看
到清真寺，以及少量的楼宇。伊堡道路
两侧的树木，树皮的表面，长满了绿苔，
只要一见到它，你就会感到时光的厚
重，且大多数是在上个世纪栽种的，甚
至有超过百年的树木。即使是树根周
边，少有的空余区域，也生长着绿草。

在分公司的对面，有一个较大的
绿化带，在其南侧，紧挨着一个公园，
我称其为“围园”，因为公园里几乎没
有人为地去栽种花草树木，管理部门
用铁栅栏将固有的绿地围起来，并在
里面修建了供人们休憩的亭子、座椅，
安装了儿童玩乐设施等。在公园的附
近，有个天然的足球场、板球场、网球
场等运动场所。

在伊堡随处都可以近距离地看到
小鸟在路边和院落的草丛中寻食或嬉
戏。特别是在傍晚，成群结对的飞鸟，
会集中在院落的上空歌唱，或相互问
候或一起欢庆。伊堡的绿荫不仅为飞
鸟构筑了坚固和温暖的家，而且为部
分巴国人们的“谋生”提供了几乎是

“零投资”的“商铺”。有大树底下的理
发店，像雨伞一样，在树上撑起一面椭
圆形的遮荫布，用砖头砌上一个小平
台，摆上凳子、镜子、剪刀等，就是一个
简易的“理发店”，由于条件限制，不提
供洗发，最低50卢比（约3元人民币），
就可以理一次发。除此之外，大树底
下还有卖水果、卖手工制作品等。

在伊堡城市里穿梭，高楼大厦非
常鲜见。伊堡的民居建筑以别墅为
主，分布在道路的一侧或两侧，当然有
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员才能建或买得起
这样的别墅。每一个别墅都是一个独
立的院落，用围墙和安全网将院子围
住，门口有保安防护。每一排房子都
会建在一条线上，没有那个房子会侵
占公共的道路。房子地下都有一层，
地上只有两层半，每一层的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都有阳台且面积较大。院
子里有绿色的草坪、车库、游泳池等设
施。房间里每个卧室面积都较大，且
基本上都配备有洗手间。同时建设有
佣人住宿的房间，设计可谓细致入微。

巴基斯坦电力较紧张，在伊堡也不
例外。不同的区域，都有相应的停电时
段。居民和办公区，均配备有发电机设
备。道路两侧的路灯设置较稀疏，有个
别路段，甚至没有路灯，为了在夜间既
起到照明，又能够发挥指引的作用，在
路的中央，安装了一些分隔灯。

在工作间隙，我偶尔随同事一起到
附近的F6、F7等市场里走走，店主见到
我们时，会从店里快步出来迎接，说着中
文：“进来看看，不要钱。”如果你相中了
某件物品，老板会说：“给你再便宜点。”
在伊堡的道路上或在商场里时，总会有
巴国人们过来打招呼，确定我们来自中
国后，他们首先会说:“chinaand pakistan
are good friends。”然后会希望和他们合
影：“take one picture please。”在市场里
的中文交流，也许是为了促成一单买卖；
见面时的问候，也许是为了拉近距离。
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
深厚友谊的真实写照之一。

伊堡有山有水。据了解，拉瓦尔
湖位于伊堡的东南侧，是观光的胜地
之一。作为首都，伊堡有历史文化的
积淀，还有独特的风土人情等，不只是
我描述的点点滴滴，还需要继续去感
知和体味。

（作者单位：中铁一局机关）

伊 堡 初 感伊 堡 初 感伊 堡 初 感
谢 群

人间仙境。 叶知秋 摄

李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