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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铁路建设报》的故事”专版

喜闻铁路建设报向新老通讯员约
稿“我与《铁路建设报》的故事”，瞬时激
起了珍藏在我心中与《铁路建设报》的
那份今生难以忘却的情感，往事如同
深秋里绽放菊花，依然叶绿花浓。

记得我初次写稿是在1985年。
我所在的施工单位在山西运城一个
叫清涧的地方，那年的中秋之夜，我
们十几个女工围坐在大院里，望月
思亲，感伤悲叹。夜深了，我难以抑
制自己的情感，随笔记下一首诗《叹
息》。第二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
寄给了《铁路建设报》副刊收。十几
天以后，《铁路建设报》刊登了这首
诗，题目《啊，朋友，请不要叹息》，内
容许多地方进行了修改，把诗中过
多的伤感句子改成了积极进取，奋
斗向上的诗句：

“我有一个好朋友，
她总是叹息，
叹息未考上大学，
叹息道路崎岖，
叹息青春逝去还未找到理想

的伴侣······
啊，亲爱的朋友，
你可知道在叹息声中，
鱼尾纹已爬上眼角，
鬓边又频添白丝。
莫再叹息，莫再迟疑，
失去的即难追回，
叹息就毫无意义。
让我们振作起来吧，
携手并肩，像旭日东升一样，
充实每时每天！”
这首诗鼓舞了我，给了我信心，

我把下班后闲聊的时间全部用来学
习中外诗歌和一些优秀的散文，把
思念亲人孩子的情感用在了给《铁
路建设报》写稿上。我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环境多么
艰苦，时间多么紧张，我坚持每天写
稿投稿。那个时候，我写了许多不
成熟的文章，灵感来了提笔就写，文
章比较粗糙。经编辑精心修改后我
又发表了几首诗和散文。记得有一
次去公司出差，看见科室里有人把
我写的《小路》《我喜欢默默》等诗压
在玻璃板下，对我的触动很大，更加
坚定了我坚持写下去的决心。

1987 年我写的散文《沙枣花》，
经局报社推荐，获得了陕西省企业
报副刊散文二等奖。那时候我所
发表的诗和散文、小说基本上是经
过报社的编辑们修改完善过的，也
可以说我是读着这些修改过的稿
件，边学习边欣赏进步成长起来
的。这为我以后从事文字工作奠
定了基础。

由于经常投稿，引起单位的重
视，派我外出学习，从过去的只知道
写自己喜欢的文章变成为企业宣传
写作，这个过程是我写作的一个转
折点。刚开始只知道写作辛苦，我
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做编辑的辛苦。

我调来到新单位后，仍然坚持
写作，久而久之单位把我调到了宣
传部。在这个岗位让我走近了《铁
路建设报》的编辑们，也了解到他
们更加辛苦的一面。第一次送稿
去报社编辑部，几位编辑正俯首低
头在看稿子，左手夹着烟，右手拿
笔写写划划，凝目沉思。为保证稿
件的真实性，他们不停打电话询问
来稿单位的情况。那时候电话在
副总编房里，很不方便，为了稿件
的真实性，在通讯员没有写清楚的

情况下，编辑们只得打电话询问，
对稿件进行补充，以达到宣传的目
的需要。为了鼓励需要基层通讯
员的积极性，许多稿件需要从头到
尾进行修改。最初我把稿件送到
编辑部，编辑们总是把我叫到跟
前，提出对稿件修改的建议。由于
站的角度、理解和水平有限，稿件
怎么修改都很难达到要求，他们只
得从文章重点、闪光点、突出点，逐
句逐段地给我讲，经他们指点修改
出来的稿件，有了高度和某项工作
的指导性，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及效
果，也令我惊叹和佩服，对我启发
和帮助很大。

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字，写稿都
是规定的方格纸，一字一格，写完后
单位领导签字，办公室盖章，再由办
公室统一寄走。编辑们修改的地方
太多，怕校对时看不清，就得整篇重
新抄写。许多基层通讯员初写的稿
件就是这样登报的，这其中耗费了
编辑们数不清的心血。在和这些编
辑交往过程中，对我潜移默化的最
多的是他们爱岗敬业、毫无私心、乐
于奉献和亲切和蔼的精神。搞文字
写稿子辛苦，而作为企业报纸的编

辑们远比我们通讯员更辛苦。我为
自己曾经抱怨他们没有发表自己稿
件而惭愧。

《铁路建设报》对于我们采写的
经验性的文章，特别对其他单位有
指导意义的文章，非常重视，他们在
看了文章后觉得分量不够，报社就
会派编辑下来重新采访，与通讯员
共同完成稿件，这是我们基层通讯
员学习提高的好时机。我就是在一
次次完成稿件一次次学习提高的过
程中成长起来的。在报社编辑老师
们的影响下，我对待单位基层通讯
员的稿件也是不厌其烦地进行修
改，尽可能地完善好稿件的质量，再
往报社推荐。

《铁路建设报》成就了我作一
名记者、作者、宣传干部的梦，丰富
了我的人生。在不断提高写作水
平中，也使我的文章走入了社会，
我采访的《为平凡人送行》稿件，被

《工人日报》采纳，获得了1998年全
国好新闻一等奖；报告文学《夙愿》
获得铁道部“会战风云录”三等
奖。报告文学《夙愿》中的四个部
分分别被《铁路建设报》《人民铁道
报》《陕西日报》和《陕西工人报》等
多家媒体采用。在《铁路建设报》
各位编辑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我的
文章先后被《人民日报》《工人日
报》《新华社海外报》等多家媒体采
用。我的散文、诗、小说也分别多
次获得了奖。这些成功无不倾注
了编辑老师们大量的心血。我很
庆幸我认识了受人尊敬可亲的总
编钱之强、刘少英、王梦楼；认识了
可敬可爱的编辑老师：李林、张天
翔、段慧军、杨宗保、张静、贺刚、沈
忠、王冬生等；认识了中铁一局对
外报道的唐博学副部长，彭伦理老
师和康荣芝大姐。

岁月匆匆，光阴荏苒。我虽然
退休多年，但有了《铁路建设报》，我
的人生丰富光彩起来；有了《铁路建
设报》，我很充实快乐。想起那些可
敬可亲的编辑老师们，我的心会情
不自禁地荡起幸福的双桨。《铁路建
设报》，有你真好！你是我的深爱。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喀纳斯风光 罗正义 摄

回 头 深 爱
贾玉欧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
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2017 年 8
月5号，在中铁一局2017年新闻宣
传 骨 干 培 训 班 上 ，我 遇 见 了

“你”——《铁路建设报》，遇见了我
生命中的另一个春天！

久违的阳光，经历了重重阴霾
的阻碍后，终于勇敢地刺破云霄，
将全身的光和热释放出来。就这
样，阳光像金子一般不偏不倚地洒
在了办公桌上，也洒在了我手边的

《铁路建设报》上，报纸在阳光的映
衬下就像是一位博学、慈祥、温文
尔雅的老师，春风化雨般默默地为
我指引着前进的道路。我不禁怜
爱地拿起报纸，痴痴地看着“追求
卓越是我们的人生品格”这句话，
陷入了无尽的回忆。

能够在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遇
到一位满腹经纶的“好老师”，应该
是幸运的。五年前大学刚一毕业，
我就幸运的通过了家乡本市的招
教考试，顺利的成为了一名基层的
中学教师，对于当时刚刚步入工作
岗位的我来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
即将迈入30岁的时候，因为各种机
缘巧合，我竟然会转行，来到了中
铁一局电务公司。对于一个专业
是汉语言文学，并且远离家乡、远
离父母、远离一切亲朋好友的我来
说，初来工程单位，心里的各种陌
生、恐慌与不安，都像是一道又一
道的壁垒挡在我的面前，骨子里并
不服输的韧劲在自我价值无所体
现的时候也会显得无所适从。正
当我在新岗位感到迷茫和无助的
时候，中铁一局2017年新闻宣传骨
干培训班给我带来了“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光明与希望。

短短五天的培训学习，我获
益匪浅，也借机认识了一位新的
特殊“老师”。当我从领导手中接

过早已精心准备好的培训资料的
时候，在最上面醒目放着的就是
我们中铁一局主办的报纸——

《铁路建设报》。当时，带队的领
导满是自豪地对我说：“这些资料
好好看，特别是《铁路建设报》，它
里面涵盖了很多有关我们工程类
的报道，不管是从事件的选取角
度，还是编辑的内容，以及配图等
各个方面都是优中选优，会是一
个常常陪伴你左右的良师益友。”
我感激领导特别叮嘱的同时，也
对这份报纸充满了渴望，就像是
饥渴中的孩子看到了无尽的水
源，前些时日集聚在心头的困惑
和迷茫顿时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我迫不及待又异常小心地打开报
纸，贪婪地汲取着上面的营养，而
遇见的那一刻心动与忘我，或许
就是一见钟情的感受吧。

在真实的生命力中，每桩伟业
都是由信心开始，并由信心跨出第
一步。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
报纸上看到自己文章被刊登时的
兴奋与激动，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
投稿就被采用，当然我也清楚自己
写的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专业术语
的匮乏，稿子的最终成型离不开报
社老师用心的删减与更正，也离不
开《铁路建设报》这个“老师”给初
来乍到的我提供的机会与平台，并
且对我默默的鼓励，还有在构思、
选材、组织语言等各个方面都为我
作好了榜样，让我有所借鉴，有了
方向。她是一位睿智的好老师，用
自己宽阔的胸怀包容我的一切，认
可我的努力，源源不断地给予我前
进的信心与勇气。

总有一种使命催人奋进，总有
一种责任义无反顾。作为公司专
职负责信息发布的一个窗口，我深
知自身责任的重大。每天认真阅

读报纸，对自己的工作有指导性意
义的信息和稿件，我都会用不同颜
色的笔做上备注，专门记下来，慢
慢学习和消化，每每看到报纸上那
些大篇幅的专题报道，我都会由衷
地钦佩与感动，钦佩那些通讯员和
摄影者的才华和奔赴一线的执着，
感动于在我们一局有那么多兢兢
业业扎根一线，默默奉献自己青春
和汗水的“中铁工匠们”，他们不怕
辛苦，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一首又一首
的筑路赞歌！那一期又一期，一版
又一版的一线专题报道，像一位又
一位的榜样，光彩熠熠地站在我的
面前，我明白那是这位特殊老师对
我的“激励”，激励我要不怕艰辛，
深入基层，以榜样为标杆，砥砺前
行，我也渐渐地明白了企业的灵魂
与精神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在公司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我也有了一次深入一
线的机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
日夜兼程地见证了公司每一个项
目的特色与忙碌，还有一张张棱角
分明的奋斗者坚毅的脸庞，他们身
上的精神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可
贵，每一天都会遇到让我感动的人
和事，我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拿起
笔为这些人、这些事“画像”。白天
深入地下十几米的在建地铁站，来
来回回穿梭在布满灰尘的施工界
面，了解他们的工作，拍照、询问。
晚上回到住处，坐在电脑前，静静
地整理思路，每每思路不畅，语竭
词穷之时手边的《铁路建设报》总
能让我有所启发并豁然开朗，那段
时间，每一天都好像是在奔赴前
线，也庆幸，每一晚的计时创作都
有她的引导与陪伴，让我有源源不
断的动力继续“战斗”。患难见真
情，感谢您，我的老师——《铁路建

设报》。
时光荏苒，在新的岗位上工

作也有半年有余，从初出茅庐到
慢慢步入正轨，在每一次的节点
上您都忠贞不渝地陪伴着我，指
导着我的工作，我从您身上学到
了写作的技巧、拍照的角度、博大
的胸襟，还有与时俱进、精益求精
的精神。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
展，纸媒的阅读量大大缩小，为
此，在报社老师的积极创新下，

《铁路建设报》也有了电子版和微
信公众号，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
您勇于改变、勇于创新，不断地推
陈出新，无形中更加缩小了与大
家的距离，真真正正提供了随时
随地都可以拜读的条件了。如
今，70 岁的您也因此愈加地青春
时尚，活力无限，我也不仅仅可以
通过纸质版的内容向您学习，也
能够更加便捷地通过电子设备时
刻关注您了，而且您的公众微信
号的美文与排版技巧也对我的工
作有了很大的指导和帮助，因为
您太优秀，以至于我总是无所节
制地向您索取的太多，还请您原
谅您这位还不是特别完美的新学
生吧，谢谢您，我的“老师”！

拼搏的汗水放射着事业的光
芒，奋斗的年华里洋溢着人生的欢
乐。我很庆幸，在我人生的又一次
重大转折点面前我能够遇到了这
样一位既特殊又博学的“老师”，是
您，让我学会了自信、担当与奋
斗。在今后的宣传工作中，我将再
接再厉，以“老师”为榜样，多学习、
多发现、多行动，为“老师”发现更
多更好的素材，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为企业的宣传添砖加瓦。

感谢您——《铁路建设报》，我
的“老师”！

（作者单位：电务公司）

遇见“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郭淑君

不知从何时起，《铁路建设报》已悄
悄驻入了我的灵魂，从此，我们情谊相
通，心心相印。

说来也巧，记得前年四月下旬，因
工作需要，我被从一个带有着小庭院的
水电科室，调入到一栋有着六层的机关
二楼,房产部办公，隔壁就是我们的综合
办公室。很清楚地记得那天，综合办公
室的同事对我友好而诡异地说：“乔，你
有空了帮我写篇稿子，严格地说不是为
了给我帮忙，而是为了咱单位，如果你
写了，中午饭，我请你吃羊肉泡馍，如果
你不写，咱们单位完成不了稿件任务，
领导追责你可是有责任的哦。”

当时一头雾水，什么稿件？什么追
责？我不会写公文啊！他又指点我说，
如果你擅长写散文，也可以，你就投稿给
局报社的吴烨老师，是个女的，说着热情
地给我写了吴老师的电话，还念念不忘
地再让我欣赏吴老师的图像让我再次确
认投稿的老师，叮咛明天就要投稿啊！

我带着这种“威胁色彩”的任务，利用
业余时间，写了第一篇《有一点心动，是因
为被温柔对待》，当时，我犹豫徘徊了很
久，感觉自己才学疏浅，还是没有勇气发
给吴烨老师，而是发给我们公司的党委宣
传部，直到4月20日我在中铁一局外网上
竟然看到了我的名字时，那种从天而降的
激动给了我一定的勇气和力量。5月17
日，当我再次在《铁路建设报“紫藤萝散
文”》中看到真正和《铁路建设报》结缘的
第一篇《槐花飘香》时，那种心跳的喜悦是
不可言喻的。仅隔三天，5月20日《铁路
建设报“紫藤萝散文”》再次看到《初夏的
香水味》时，一种感恩，感谢，感动的百味
情愫泛滥于我心海，直到6月22日第一篇
在《铁路建设报》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感
恩党，感恩生活》文字时，我把报纸捧在手
心上，那种欢喜与沉淀的感觉让我对生活
有了更多的挚爱和追求。

从此，我对《铁路建设报》有了更多
的依恋，那一丝丝的牵挂渲染着我的每
一天，还记得，第一次期待《铁路建设报》
周三电子版更新的场景，一点不夸张地
堪比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心情，那种
久违的等待唤醒了我对文字的渴望，那
个周三更新的日子，我没有放过任何一
个空闲的时间，等孩子放学的间隙，晚睡
的最后一眼，早起的第一眼，我期待着今
天，由满格的黄色到白底红字瞬息的变
化，我期待着把生活中那些最本质的东
西，最纯真的情怀呈现在报纸上的那神
奇的一刻，期待感受那种酣畅的快乐，游
走于我每一寸肌肤的感觉，每次心潮彭
拜，都会让我立刻欢呼雀跃起来。

因《铁路建设报》我有缘结识了吴烨
老师，我和吴老师同龄，同性别、养育着
同龄，同性，同年级的孩子、又被同一方
水土养育长大成人。最让我感动敬佩的
是，吴老师学历那么高，资历那么深，条
件那么好，她的态度却总是那么的谦逊
温和，工作总是那么的严谨认真，不由地
充满了仰慕和崇拜。

吴老师像指导小学生一样，耐心地
给我指正一些错误（有时甚至是非常低
级的错误），大到文章的主旨与结构，小
到遣词造句，标点符号，密密麻麻的批
注都会令人肃然起敬，在吴老师的激励
下，我总是寻找一切机会拜读珍藏吴老
师的文字及一些名家的作品，在文字中
感受吴老师的那份委婉细腻，安静优
雅，感受她的丰富灵魂。

第一次见到吴烨老师是去年八月
份，第一次参加通讯员培训班。那天，
吴烨老师一身白色连衣裙坐在豪华气

派的大厅内（彼此不认识），我一身绿色
长裙走近签到台，当我找到桥梁公司写
到我名字时，吴烨老师站了起来，“你就
是那个某某某啊，我是吴烨。”老天，这
就是我心目中传奇的女神，吴烨老师
啊！又惊又喜，两双纤细的手紧紧地握
在一起，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当
娇小玲珑的吴烨老师坐在讲席台上，打
开精美的PPT时，我才领略到吴老师的
磁场到底有多强大，至今，当时很多场
景的图片我还珍藏，每次翻看时，仍不
禁心荡神驰。

第一次见到史飞龙老师时，是一个在
报告大厅忙碌的身影，哇！这就是那个常
在报纸上包揽大奖的人。待我在《铁路建
设报》上看到那篇《十六岁出潼关》时，对史
老师的认识更深刻更敬佩了。

看到《铁路建设报》8篇作品获省记
协企业报分会新闻一等奖中，有那么多
熟悉的名字时，特别是吴烨老师包揽了
副刊所有奖项时，我同样也感动着他们
的感动。

在《铁路建设报》这个大平台上，常常
会感受到一线朋友们的艰辛和坚韧，了解
到更多丰富的新闻报道，常常会聆听到来
自不同单位，同行朋友们的感人故事，感触
她们的铁路情怀。那一刻的美好，不仅仅
是由一张报纸来承载的，更多则是，每个记
录着背后蓬勃的精神世界，每一个名字都
是一个激情满怀的中铁人。

随后，更多平淡如水的日子，还是
喜欢在红尘深处，留有一份淡如菊的心
境，在清朗如月的月夜，展一纸素笺，用
清浅的笔触去淡写生活的感悟。

今天，我还是习惯地喜欢坐在阳台，
遥望远方，或侍弄花草，无关什么，只是一
种淡淡的喜欢，享受那种平静，回味着各
种情怀的感觉，秋雨绵绵，喜欢看风起云
动，看雨来雨歇，喜欢听细细雨滴滴落的
声音，那种穿入心间的温柔，深深沉醉。

心中，依然会珍藏《铁路建设报》的
种种美好，就这么素心安静地守着这份
小情怀。如春的风，夏的雨，秋的枫，冬
的雪，还有那些人……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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