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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那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照亮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陪伴我一路前行
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早安 我的一局”
我想改用时下非常火爆的一首歌

曲《早安，隆回》歌词来表达我对中铁
一局的感情。

今年 2 月中旬，我去江阴探望一
位老领导邓昌华。聊起从前，34年来
的往事历历在目。1990年11月，我接
班到铁一局四处一队参加三（水）茂
（名）铁路建设，当了一名普工。1993
年5月接到时任四处处长张在路签发
的任职通知：我以工带干到队劳资室
任干事。此后我参加了广（州）梅（州）
汕（头）、(北)京九（龙）、西（安）（安）康
铁路，（湘）潭邵（阳）、金（华）丽（水）温
（州）、张（家口）石（家庄）、都（江堰）汶
（川）高速公路建设。2000 年 6 月，在
潭邵15标，时任四公司副总经理兼项
目经理邓昌华找我谈话，调我到项目
综合办公室当主任，当时办公室就我
一人，既要处理项目部日常事务，又要
配合项目书记搞外协。有一次晚上去
一个涵洞工地与阻工的老百姓论理，
嗓子都喊破了他们终于撤离了，一直
嘶哑的嗓子近一周才恢复。这件事让
我记忆犹新。我们做地方老百姓的工
作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此
后涉及外协工作，我一直遵循这条原
理开展工作，收效颇丰。

2003 年 5 月，我到金丽温高速公
路项目部任综合办主任，时任四公司
总工程师兼项目经理安国勇勤奋好
学、善于思考的作风对我影响颇深，他
对做好本职工作的要求：对上搞好关
系领悟透上情，对下做好周密安排部
署抓好落实。我一直沿用至今，收效
良好。

2006 年 1 月，我到都汶高速公路
项目部任综合办主任，时任项目经理
许志忠“超前考虑、提前策划、精细管
理、重点控制”的理念，让我对做好本
职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一直激励着我
勤奋、敬业做好本职工作。

2008 年 3 月我调到城轨公司工
作，任苏州轨道交通I-TS-14标项目
综合部部长。参与盾构下穿国内第一
长湖—苏州金鸡湖施工。2009年6月
30日，时任城轨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卓普周找我谈话，安排我到宁波轨道
交通1号线7标任党支部副书记。当

天下午，我乘坐苏州至宁波的大巴车
冒雨赶到宁波项目报到。

2010年8月，我奉命调回苏州Ⅱ-
TS-11/13标任安全总监，参与2号线
建设。2019 年 12 月，苏州轨道交通 2
号线及延伸线荣获“国家优质工程
奖”，2022年4月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这是我参建工程获得的第一个
国家级大奖。

2014 年 2 月，公司领导考虑到我
家庭的实际困难，调我回西安地铁四
号线11标项目任党支部副书记、副经
理。2016 年 2 月，我被任命为项目党
支部书记，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我经
常失眠，深怕自己工作做不好辜负了
组织的赋予的重任。我与项目负责人
梁西军共事期间，在特级风险项目西
安地铁 4 号线 11 标施工中，我们精诚
合作、团结协作，带领团队攻克“世界
性施工难题”，当时我们每天早晨6:40
组织生产部门及分包方负责人开现场
会，下午5点半组织全员开生产例会，
精心部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2018
年 2 月 5 日，“超级下穿”工程完美收
官，该隧道左线贯通（实现了左、右线
全部贯通）时，梁西军、徐岩军、仇锋
涛、李钊与张宏刚、韩刚等参建员工紧
紧拥抱、喜极而泣，那场面令我至今难
忘。参建员工用615天时间成功穿越
国铁西安站场道岔“咽喉区”，攻克安
全管理、施工技术、组织协调三大难
题，应对极大的安全风险、超高的技术
要求、不良的地质条件、极限的施工工
期、严苛的施工环境五大挑战，打造

“劳模引领、管理创新、攻坚克难、团结

和谐”四型团队奋勇争先，实现了社
会、经济、人才三大效益。中铁一局人
在西安地铁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我
记得当时“道德讲堂”我讲曾国藩家
训：“败人两字，非傲即惰，天下才人皆
因傲字致败。”当时我说：“我是铁二
代，此生无悔入一局，我生是一局人，
死是一局鬼！”

2022年4月，西安地铁4号线获第
十九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使我
倍感欣慰和自豪！

2018 年的最后一天，我奉命调大
连地铁五号线 04 标任项目党支部书
记。项目承担的海底隧道建设是挑战
兼具“长、大、高、险”四大难题、融五项
业界新纪录于一体的“超级穿海”工
程，是摆在参建员工面前的一道世界
性难题，更是中铁一局跻身大盾构行
列，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处女
秀”。

我与项目负责人严淦一起凝心聚
力、殚精竭虑带好“攻坚克难 永争一
流”的项目班子、打造“追求比深海更
深,作风比硬岩更硬”的攻坚团队，我
们或研讨方案、或现场值班，及时解决
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2019年1月
18日，承载着中铁一局人大盾构梦想
的“海宏号”气垫式泥水平衡大直径盾
构机在梭鱼湾南站地下 30 米深处始
发，向大连站进发。这台直径 12.26

米，长 189 米（主机长 14.5 米），重
3380多吨的“大国重器”，承载着中国
中铁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转变”
重要指示使命开启了穿越黄海海域
——挑战世界首例海域岩溶地层大直
径海底隧道的“穿海”之旅。

2021 年 1 月 10 日，经历 722 的天
顽强拼搏，“海底隧道”提前240天顺利
贯通，11 月 10 日，隧道二次衬砌结构
施工收官；11月19日“超级穿海”工程
全面收官。12月2日,火车站至梭鱼湾
南站区间海域岩溶地层大直径盾构隧
道工程获得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
（ITA）“年度工程奖”，摘取隧道行业
“皇冠上的明珠”。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50多名参
建员工凭借坚守与执着成就了“一局
大盾构”事业，他们为构建中铁一局新
发展格局、助力中铁一局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海底隧道建设的四年里，中央
电视台2套、4套、13套、中国国际电视
台、美国星岛电视台等20次报道项目
攻克“世界性难题”，学习强国、人民日
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菲律宾商
报、联合日报、泰国星暹日报及新华
社、中新社、辽宁卫视、大连发布等中
省地新闻媒体60余次报道“超级穿海”
施工；大连地铁五号线火～梭区间海
底隧道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彰显了中国中铁“永远的开路先锋”和
中铁一局“一路争先”精气神，叫响了

“一局大盾构”品牌。
在中铁一局工作34年了，从我选

择了筑路的那天起，便选择了风雨兼
程，选择了以工地为家。一局改变了
我的生活轨迹，使我从一名工人成长
为城轨公司中层干部，我用自己的“辛
苦指数”换来全家的“幸福指数”，成家
立业后把家从咸阳搬到了西安。2019
年10月有了第二套房子，2021年妻子
退休，儿子大学毕业开始上班，在中铁
一局我享受到了各种“红利”，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倍增。

中铁一局是我生命起舞的鲜活战
场。一局，我依赖你，就像双脚依赖大
地，惟愿你蓬勃发展，日胜一日，越来
越美好！

（作者单位：城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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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依山醉，碧空渺无音 李向军 摄

一局，我永远爱你
汤建军

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住院治
疗。每天间隔输液 6 瓶，右臂有个粗
粗留置针头的我往往回家已至凌晨，
在万家灯火阑珊中记录我成年后这一
次住院的经历。

周日住院至今，整4天，除1项病
理检验结果外，所幸除贫血、免疫力低
外，所担心的病因已排除，虽然经历了
一个十几分钟的手术，被“手术室”那
几个鲜红的字吓到，被冰冷的手术器
械吓到，甚至被检查的医生吓到，但前
一秒还在强忍眼泪低声呜咽的我，下
一秒如婴儿般沉睡。这对于我是一种
最佳方案，有些经历还是不要留下痕
迹的好——对于我这样的“纸老虎”来
说。

我醒来，看着一夜间苍老的父亲
焦灼与关切的眼神，母亲正努力抑制
眼里的泪花，我立刻放声大哭，父亲
说：“没事了，没事了……”

入院由母亲陪着我，为了免去她
跑上跑下的辛劳，我一个人上上下
下办好了入院手续，正式被分配到
人满为患、不得不一再加床的咸阳
市中心医院的过道里，位置在医生
办公室、护士站的旁边，亦在公厕、
电 梯 拐 角 、去 开 水 房 的 必 经 之 路
上。有轻微强迫症的我不得不睡在
了一张竹板床上，想当年，单位组织
巡演，我在重庆黔江发烧、拉肚子，
大半夜工会副主席照顾我们几个病
号，硬生生地让我躺在急诊的座椅
上，因为知道我嫌床铺未更换。所
幸，这次护士小妹妹给我挑了一套
干净的床单、被套。

已入花甲之年的节俭的父亲，不
知道从哪买来一大块牛肉，给我分了
一大半，另一半拿给还在月子会所坐
月子的小女儿，也许，父亲还以为我是
那个二十几年前在他肩上虚汗不断、
用低微声音说饿了，因为一盘牛肉，几
口米饭和一小碗汤就活蹦乱跳的孩
童；抑或还是那个逐渐长大，却扁桃体
常化脓，一打吊瓶要吃牛肉、鱼罐头等

“好吃东西”的少年？心里有一丝心酸
掠过——两位老人年纪大了，却还要
为儿女操心。

常常想问自己，吃的牛肉和鱼那
些好东西都去了哪里？为什么身体依
然虚弱多病？人总要为自己的任性和
无知付出代价，幼童期的我，靠着母乳
续命，我妈妈说我吃母乳到四岁多，又
不喝奶粉、麦乳精；父母想要给我断
奶，小小的我软对抗，类似绝食。后
来，被人笑话那么大的孩子还吃母乳，
才不得已断奶。

一棵小树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
没有充足的营养，后期再补也枉然，说
的就是我。

我的主治医生叫贺鹤，年龄不详，
但我看着比我年龄小。未见人前，我
一直听护士长说“呵呵”，我以为是外
号之类，等到我的主治医生把她的牌
子挂出来之后，哈哈，这个贺鹤不是我
想的“呵呵”！她是一个对病人耐心、
有爱、亦忙碌无比、下了夜班还有3台
手术的女医生。

下午，给她拿耳鼻喉科会诊的结
论，见她一张张在看病人检查结果单，
却还抽空告诉我少打针，尽量不要输
液，有空练习瑜伽——她是一个可爱、
乐观、积极向上的医生啊！

果然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
易”二字。但愿这次住院对我有感悟、
有触动、有改变、更重要的是出院后要
有行动。

感悟完了，说说触动，看着楼道、
走廊里有人提着尿液袋，有人提着血
液袋，突然就很庆幸自己的“lucky”。
前几天，有朋友把人类社会比喻成动
物世界，很贴切，也适合于拼搏、奋斗
的职场；但更多的人其实更像像蝼蚁
——生命太渺小，也太脆弱！谁都不
知道明天和疾病、意外哪个先来！下
午打完针，透气的时候，有个大姐撕心
裂肺的哭声传入耳内，让我更觉得医
院是个悲凉的地方，聚集着无尽的哀
伤、不甘、悔恨，却是每个人不得不面

对、最终都要去的地方——是的啊，医
院给了生命一个过渡与可能，生命可
能在这个地方重生，也有可能在这个
地方终结。

在人满为患的过道里，虽然同为
病患，却有穿着得体的艺术从业者，唱
歌、练嗓；也有农村来的朴实农妇，放
心不下农活，不断叮嘱家人的；也有不
谙世事，住院也玩游戏的少年……

有个老乡四十多岁，把我母亲叫
姐，一会又给她儿子唤我姐，我混乱
了，她是一个极可爱的、精力旺盛，喜
欢分享的大姐。她告诉我们她在西安
的一家大火锅店里工作，就是给冷冻
虾挑虾线，工作可轻松，老板可喜欢
她，我也喜欢她，她说要请假看病，店
里的人还以为她跳槽了，想着就是“李
想大虾”一类的餐饮行业吧。据我所
知，干餐饮的都是起早贪黑辛苦异常，
可在大姐的心里，觉得很快乐。

有的人在黑暗里却觉得光明，有
的人在光明中却还觉得黑暗，知足常
乐可能是快乐的源泉，她老说我饭量
不行，太瘦，她饭量如何好，中午吃两
碗干拌面，喝几碗面汤都不撑，胃也不
难受。

大姐确实有好胃口，走路也生风，
而且乐观向上。她的儿子22岁，一个
清秀，不爱说话，但是照顾起自己母亲
来却一把好手的乖孩子。我常常想，
我父母生病了，我未必做得有他那么
好。

昨天，我床边来了一位笑起来像
茉莉花一样的女子，“梨涡浅笑、顾盼
生嫣”说的就是她，起初并没有引起我
的注意，一个说话声调柔柔的女子，等
我开始了每天的第三个阶段的输液，
天都已经大黑，她洗漱了，取下了自己
的假发，戴上了帽子。开始用梳子梳
自己的假发，聊天中得知，她是一个独
自做化疗的坚强的人，她就淡淡地说
着自己的病情，先检查，然后开始化
疗，她不是本地人，婆婆在帮着带自己
的孩子，老公工作忙，要养家，没时间

照顾她。
她背着旅行包，里面生活小用品

一应俱全。她始终都浅笑，笑得点到
为止，笑得让人不忍心去大声说话。
正当我虚张声势地点了外卖喝鸡汤喝
时，她笑吟吟地说，“鸡汤啊，要对自己
好一点。”

让我某天下午躺在那偷偷掉眼泪
的，是听到的一段对话，一对老夫妇，
年纪不详、外貌不详。男的说：“古人
说，病从口入是有道理的，那天的馒头
在塑料袋都捂得发霉了，让你不要吃，
你非得削掉了自己吃！”“那不是新的
么，没放几天，农村人哪有那讲究。”阿
姨回复，他们的声音都淡淡的，埋怨里
带着不悲凉。

我有些心疼，少年夫妻老来伴可
能就是这样，如果不是生病，估计这样
关怀的话语也不会从这些陕西大叔的
嘴里说出来。

今天下午，老有护士给病房里的
人在灌肠，网上一查原来是给大手术
做准备。祝好运吧！

因为在电梯拐角的走廊，所以输
液的我，看到有蹦跳的小姑娘、有 70
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有衣着讲究的绅
士、有提个袋子的农夫打扮的人，也有
乐观讲述自己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经
历的病患，有中年大姐晚上低泣的声
音，也有少年不知愁滋味，长了肿瘤也
能呼呼大睡的 90 后。形形色色的人
和事，组成了一副人间疾苦、悲欢离合
的连绵画卷。

医院里的病人都是平等的，没有
贫穷富贵，也没有美丑高低，有的人
在重生，有的人在挣扎，有的人要掉
皮，有的人却要剜骨、这是一个离死
亡最近的地方，也是一个新生命开始
的起点。生命短暂，无论如何，余生
请好好爱惜自己！不任性、不无知、
不懒惰！

时间已经到了次日。苍穹中没有
星星的光亮，但人间有霓虹闪烁！

（作者单位：铁建公司）

在人间
李 彤

一年之中，最有仪式感的两个字
一定是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立
春在中国人心中有着非凡的意义，春季
气候温暖，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鸟儿从
南归，春播耕种忙，到处充满生机。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老百姓一年的期盼，
都是从春天开始，所以自有历代以来，
立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小时候，我老家的祖辈们，每在立
春前几天，就会用泥土、篾条和纸去糊
春牛，刚刚熬过大寒乏味的日子，人们
都期盼寻找一点乐子来解闷，而老祖
宗定下的“立春”就是最好的节点。人
的心恍若从寒冬中苏醒，柳条儿抽打
在泥糊的春牛身上扬起一地尘土，越
是卖力据说预兆来年越有好光景。而
另一边，只有在重大喜庆日子才出场
的保留节目是踩高跷，它代表的不仅
是邻里和谐日子安康，更体现了当地
老百姓祈盼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美
好愿望。

立春体现在食俗文化上更生动，民
间俗称“咬春”，其中能够流行无数朝
代，横跨近两千年历史的“咬春”小吃可
能不多，但春卷一定是其中之一。首先
制作春卷皮，把面粉用水调成稀糊状，
而另一边则把平底锅在炉子上烧烫，用
手把糊状的面团抓起，顺势往平底锅上
一扫，不消两三秒，一张小人手掌大的
薄如蝉翼的春卷皮即告完成，这活儿看
似轻巧实则需要经验，今天留在脑子里
的几乎都是婆婆奶奶的影子。再一个
是制作春卷馅，把红白萝卜切成丝，刀
工细到每根萝卜丝晶莹发亮，用筷子把
萝卜丝挟到薄薄的春卷皮上，轻轻一
裹，一只乖巧的春卷即刻完成。浇上少
许熟油辣子，再佐以醋、芝麻、少许酱油
和芥末，舌尖上的春卷又脆又香又酸又
辣，芥末冲得眼泪花打转，而藏在心窝
下面的胃却十分舒坦。

立春踏青，是更多人表达情绪的选
择。此时似寒非寒，似暖非暖，但院子
里的水仙花、耕道旁的红梅花、坡地上
的迎春花，还有那柳条上挂出的满树翠
绿的苞芽，会让每一个踏青的人实实在

在感受到春天的讯息，此时再有两只早
到的春燕恰巧飞过，春天也便飞进了心
里，满山春色，满池春水，春天的景象由
此揭幕。南宋诗人王镃用一首《立春》，
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时刻的美好景象：

“泥牛鞭散六街尘，生菜挑来叶叶春。
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风
软柳条新，真是意犹未尽啊。

立春是春天的开始，它美好的寓
意，也赐给今人很多灵感。多年前有一
部金鸡奖同名励志电影，讲了五个小人
物在自己坎坷的人生中去追随远大的
理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伟大抱
负的故事。这部叫《立春》的电影，几乎
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场景，但每一个张力
十足的镜头，都能让人感受到孤独背后
流淌的暖意，正是这份温暖的初心，支
撑着每一个人前进的动力。

同样，从寒冷中走过来的立春，是
春天的庄严宣言，它让我们无论是身处
岁月的寒冬，还是人生旅途的寒冬，心
中都从此注入希望。保留这份春天的
初心，日子才有奔头，生活才有盼头，明
天才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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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工夫，年又快过完了。小时候
那么喜欢过年，一过初一，就想着不要那
么快就到初五；过了初五，又想着慢点到
初十吧；一晃就过了十五，就再没有年的
念想了。不过，随着天气的渐渐转暖，我
们的心又飞向了田野：碧青的麦苗、嫩绿
的树叶、哗哗的流水、清脆的鸟鸣。生活
就是这样，冬去春来，大自然又给我们展
现出一幅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美丽画卷。

初春时节，提个小筐、拿把小铲，去
田野里挖野菜是最快乐的时光。

忍受了一冬的冰霜严寒，在春风细
雨的唤醒滋润下，二月刚过，那大片大
片浅黄淡绿的麦田便一天天地改变着
颜色，黄色一天天退去，绿色一天天加
深。这便是麦苗的“返青”。麦苗返青，
野草也争相从泥土里钻出来。麦田里
最常见的是一种叫“麦蒿”的野草，这种
野草叶片羽状，有着雪花般精美的纹理
图案。

我是现在才通过手机上的“百度识
万物”软件知道这种野菜的学名叫“播娘
蒿”。《诗经·小雅·蓼莪》里提到的“莪”就
是这种野草。“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
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
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此诗抒发了
诗人对父母生养之恩的无比感念和不能
终养报恩父母的痛切之心。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说，“莪抱根丛生，俗谓之
抱娘蒿。”《中国植物志》定名为播娘蒿。
小时候，这种野菜吃得并不多，大概是麦
田里到处都是，人们对它并不在意。可
现在据说它身价倍增，不仅是一种很美

味的野菜，还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中
药材。

荠菜是人们最喜欢采的野菜，上学
时就学过张洁老师的《挖荠菜》。母亲把
它洗干净，和上一点面粉，蒸熟了，再调
上辣子和醋，我们叫“菜馍”，那种美味，
现在想起仍在舌尖上萦绕。记得一年初
春时节，父亲带我去家里看望他的一位
生病的同事，中午时分，那位伯父家就蒸
的“菜馍”，当那个姐姐很羞涩地把“菜
馍”端上桌，我却吃得津津有味。

除了麦田里的野菜，苜蓿也是我
小时候常吃的野菜。那时，农村还是
集体经济，我们生产队里种了大片的
苜蓿，有专人看管，那是给生产队里养
的牛吃的。可没菜吃的村民却经常偷
来吃。母亲常回忆起在我小的时候，
家里就她和我娘儿俩，初春时节，青黄
不接，晚上，她们几名妇女相约去地里
偷苜蓿，母亲把我哄睡着，然后她们借
着夜色悄然出门了，可心里又总怕我
醒来哭，让别人听到，人家就知道她们
又去偷苜蓿了，母亲给我讲这些的时
候，是笑着说的，可当时的她该是多么
紧张和担心啊。

印象最深的还有灰灰菜，我们叫“灰
条”。这种野菜炒着很好吃，长大后再没
吃过。前几年回到老家，在久无人住的
老屋的前后院子，长满了这种草，快有一
人高了，我掐了一大筐嫩尖，在锅里煮了
一下，家里什么调料都没有了，我大口地
嚼着，真像老牛吃草一样，泪水禁不住流
了下来。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初春的野菜难以忘怀
刘奔海

环抱我心 白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