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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要爱企如家”。在我
们全家人的心目中，一局就是我们的
家。我是一个“铁二代”，当看到“绿叶
对根的情意——我与一局的故事”征
稿启事，一幕幕往事涌现在眼前，忍不
住就用笨拙的笔墨呈现出来与大家分
享，向中铁一局走过的70余春秋致敬。

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到七十年代末，
小时候对父亲印象不是很深刻，只记得
每年就回来一次，在家待上一个月就又
走了，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对父亲也
没有多深的感情，作为他的孩子感觉很
陌生，甚至他在家里我们还很不自在，希
望他早点回单位。在老家最辛苦的是我
们母亲，当时我们家上有年迈的奶奶，下
有我们四姊妹，父亲在外面上班，整个家
庭的里里外外都要靠母亲操持，加上母
亲特别要强，到生产队出工也非常出力，
她不想让乡亲们看到家里男人不在就比
别人差，干完集体的农活还要忙家里的
自留地。一次在夏天干完农活后满头大
汗，饥渴难忍就舀了瓢冰凉的井水大口
喝下，急剧扩张的肺泡遇到冰凉的井水，
导致急性哮喘病发作，由于当时农村医
疗条件有限，后来就变成了慢性哮喘病，
随着季节和天气的突变极易引发病症，
母亲也就无法独自在家务农和照顾我们
全家老小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
父亲便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到了陕北黄陵
宜君县一个叫白沟峁的山沟里，他在那
里修建西延铁路。

从此我走进了一局，在一局的大
家庭里生活和成长并为之奋斗一生，
幸福与荣耀一生。

住宅的变迁。在陕北修建西延线
时，父亲他们办公驻地是由简易活动
板房搭建而成，那时的板房材料和现
在可没法比，屋顶使用的是油毛毡铺
成的，只要能遮风避雨就算好的了，俗
称“油毛毡房”，职工家属则是租住当
地废弃的土窑洞，在窑洞门前搭个小
棚盘个灶台就可以做饭兼取暖了；八
十年代初，父亲根据工作需要转战到
安康修建水电站专用铁路，那时办公
用房框架已经使用木质结构，墙体是
用陕南特有的荆笆和黏土加石灰和成
泥抹起来的，俗称“荆笆房”，职工家属
则是租用当地老百姓的空闲房屋，讲
究的用铁丝和旧报纸吊个顶，在我们
当时看来，这已经比陕北的土窑洞好
多了；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搬到
宝鸡家属基地，住进了楼房，才有了固
定的住址。现在我家的住房也已经换
了两次，一次比一次好，这都是依靠一
局给予的福利和收入的不断增长才实
现的。

温暖的大家庭。我从老家到陕北
工地后，上的是工地小学，老师是由一
局职工担任，由于自己职工的学生少，
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只有几个
到十几个学生不等，加上条件有限，有
的一个教室里坐了两个年级的学生，一
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上自
习课，一名老师至少代两个年级和好几
门的课程，虽然条件差，可学生和老师
相处得好，老师教得尽心，学生学得用
心，学习效果一点不比正规学校差。由
于我们一局的施工环境大多在偏僻的
地区，职工和家属难免有个头疼脑热，
在当时偏僻的地方就医很不方便，那时
我们还设置有工地职工医院，为职工和
家属解决医疗健康问题，同时还为附近
的当地老百姓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为了维护企业治安我们还设有专职的
警务人员，为企业施工生产保驾护航；
为了企业通信联系有保障，我们有自己
的通信专线和专业通信人员。当然随
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施工所到之处职工
就医、子女上学、通信以及治安保卫都
已不是问题，我们的这些业务也都移交
到了地方，使企业摆脱这些社会职能，
更加有利于我们中铁一局轻装上阵，全
力以赴促进效益提升和价值创造。

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岁月如梭，
光阴荏苒，截至到今年，我在中铁一局
工作也有32年了，“诚信创新 永争一
流”的企业精神也深深根植于我的内
心，无论是父辈的示范作用还是上级
领导的谆谆教导，“有旗必夺、有一必
争”的骨气始终长存，中铁一局越是在
艰难险重任务中越能攻坚克难担当重
任，越能展现“天下一局”的美名，体现

国有企业的担当。让我最记忆犹新的
是宝成铁路109隧道抢险，2008年5月
12日14时28分，因四川汶川发生地震
引发山体崩塌，致使运行中的一列货
物列车在西安铁路局管内宝成线徽县
至虞关站间撞巨石脱线，12 节装有汽
油的罐车在109号隧道中起火燃烧，造
成入川主要通道之一的宝成线中断，
隧道中间大堆山体塌方石块也将嘉陵
江河道堵塞。宝成铁路是中国西北通
往西南的大动脉，是支援四川抗震救
灾的生命线。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
是生命。中铁一局组织全局的精兵强
将迅速集结，全力投入抢险工作。抢
险过程中，无论是局长、处长还是一线
职工，面对熊熊燃烧的油罐车，顶着高
温炙热，不畏艰险奋力抢险，仅用10个
小时，就抢通了公路上方山体塌方路
段，比指挥部要求的两天时间完成提
前了38小时，为各兄弟单位开展各项
抢险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搭建两座
通往隧道南口的石质便桥和消防平
台，为清理隧道南口处塌方体、隧道内
灭火和车辆起复作业奠定了基础。经
过连续 12 个昼夜的奋力抢修，于 5 月
24日将宝成铁路109号隧道顺利抢通，
中铁一局发挥了开路先锋作用。

榜样的力量。中铁一局70余载的
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时期都涌现出了
许多先进人物，他们是中铁一局各个
时期的典范，引领、激励和感召着各个

时期的一局人勇于拼搏、积极进取。
和我接触比较密切的是全国劳模曹献
金和白芝勇两位先进人物。

曹献金和我们家是邻居，因而接
触就比较多，他一直在生产第一线担
任班组长，工作表现突出，带领全班每
月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队上施工用
水井，三次被洪水淹没，他三次下到八
米深的井底排除泥沙，保证了施工生
产的正常进行；他乐于助人，关心他人
胜过亲人。在西延线施工时，抢救落
水村民；探亲途中遇车祸事故，帮助抢
救伤员送进医院，还帮助垫付医药费，
不留姓名；搬迁工地押运车皮，遇车站
失火，他奋不顾身帮助抢救；从新疆转
移工地去华东的车上，遇见小偷行窃，
他见义勇为，面对持刀歹徒奋力搏斗
毫不畏惧；班组里职工家庭有困难，他
隐名汇款进行帮助，被职工誉为“贴心
班长”和“热心人”。曹献金曾参加过
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时刻发挥着
表率作用，被誉为“雷锋式”好工人，当
了全国劳模后，他依然任劳任怨努力
工作，处处率先垂范永葆先进本色。

我和白芝勇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也
较多，他工作认真，学习刻苦，不断创
新，他参加的精密测量队QC小组在“提
高CPⅢ平面控制网测量效率”项目中
取得显著成绩，被命名全国优秀管理小
组。他先后荣获“全国知识型职工”“中
央企业岗位能手”“陕西省技术状元”

“全国最美青工”“全国最美职工”“陕西
省劳动模范”等三十余项省部级以上荣
誉称号，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
一名技校生，到高级技师，到全国劳动
模范并光荣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白芝
勇走过了一段平凡而不平庸的成长历
程，他当之无愧成为我们一局年轻职工
的学习榜样。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
征程。中铁一局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走
过了70余载，建立了无数的辉煌业绩和
一座座丰碑，作为一名一局人我倍感自
豪，无比荣耀。让我们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指引下，继续发扬“诚信创新，永争
一流”企业精神，擦亮“天下一局”美名，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当开路先锋，在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上再铸辉煌！

（作者单位：五公司）

黄金时节 李奕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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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畔果园（小小说）
杜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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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临溪一侧，是一片悬崖。崖
畔是一块没人要的狭长弃地，地面虽
大，但乱石遍布，土层稀薄。太阳照到
的时间，热得呆不住，夕阳西下后，又
冷得不像样。加之能到这块土地的只
有一条石头小路，曲曲折折，一不小心
可能就要摔断好几根骨头。因这些缘
故，这块土地便没了价值，一荒废就是
好多年。

有一年，一个流浪老头倒在村头，
善良的村人们拿着干粮和冷茶水给他
灌下去，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于是
老头就在村子里呆了下来。开始只是
在村里的各个山包、深沟里晃悠，串东
家走西家讨些许剩饭果腹。后来不
久，老头花力气在崖畔那块地上筑了
个茅庐，后来村委会还为他协调来一
批树苗，让他造个果园出来聊作安生
之用。树苗送来那天，村干部还和老
头在码得整整齐齐的树苗前合了影留
念。

往后的日子里，老头就背着背篓，
到崖下三伯父家的农地里吭哧吭哧地
往崖上运土，一点一点地将那乱石盖
住。又到村里堆放过农家肥的地方将
经过堆肥的有机废物一篓一篓搬上崖
畔，增加土壤肥力。三伯母眼看着自
己田里的表土大片大片消失，颇为不
满，几次跑到地边对着弯腰忙碌的老
头儿嚷嚷，可是总没有效果，每次都要
被三伯父苦口婆心地劝回来，“都是可

怜人，何必为难他？”三伯母在做饭时
记起这茬，把锅碗瓢盆摔个“噼里啪
啦”响。

老头的果园终究还是建立起来
了。许是感动于老头的坚持，初创果
园的几年里，往日里风不调雨不顺的
小山村竟然没有天灾，果树趁着好时
光疯狂生长，很快就有了要结果的样
子。老头也争气，早起就拿着捡来的
半拉铲子在园子里除草，顺带再“吭哧
吭哧”地将表土和农家肥搬上山崖。
经年累月，那原本没人看得上眼的荒
废之地渐渐有了起色，夏日绿意盈盈，
秋天果实累累。夕阳西下，辛苦劳作
一天的老头就拿出三伯父淘汰给他的
烟锅，按上烟叶或者树叶，“吧嗒吧嗒”
地吸起来，烟雾借着山风四下飘散。

破败的小山村自古以来便饱受物
质匮乏之苦，即便已是新世纪初，人们
可用的食物种类都极其有限，于是老
头那渐渐成势的果园，便成了山村少
年们最眼红的地方之一。夏秋两季，
常有少年三五组团，或拉着绳子从崖
壁跃下，或从河沟一侧顺着坡道攀援
爬入，每一条路都凶险万分，但果园实
在太诱人。

许是为了弥补攀爬时的辛苦，少
年们摘起果子来格外地卖力，简易中
山装的四个兜兜里不一会儿就装了个
满满当当，放学路上，拼了命似的也要
把书包装满才肯作罢。老头被盗果贼

们惹得分外恼怒，不顾年老体衰，随手
抓起一根棍子就在果园里追出，惊得
小贼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咬牙切齿
地咒骂几句“这老不死的。”

架不住光顾果园的小贼实在太
多，老头挨个敲门要求家长管好自家
娃儿。其中因为三伯母家的小孙子被
抓住的次数最多，老头跑三伯父家讲
理的次数也就最多。三伯母爱孙心
切，又因为老头儿扒拉了自家的土，往
日旧仇没算清，不仅对老头的投诉没
兴趣搭理，火气上来了还要怼几句“当
初快死的时候是谁救了你？现在因为
这么一点事就天天上门，怎么好意思
的？何况我家小幺儿最乖了，怎么可
能跑你那鸟不拉屎的地儿偷那没人要
的烂果？”老头只好悻悻出门。

小孙子憎恶老头上门告状，晚上
辗转反侧想着怎么报仇，于是决定干
一票大的。次日上学，不待三伯母来
喊，就简单收拾完毕，趁着黎明天黑，
直奔老头的果园，也不区分是不是自
己喜欢吃的，更不管生的还是熟透，一
股脑就往书包里塞，偌大的迷彩书包
就装满了大半。老头儿白天受了气，
晚上躺在茅庐里也是翻来覆去睡不
着，天蒙蒙亮的时候刚眯上眼，就听得
园子里有树枝折断的声音，气鼓鼓地
拿起一根棍子就冲了出去，边冲边叫
骂。小孙子正摘得兴起，被吓了一跳，
也顾不得把书包合起来了，匆忙往背

上一甩就往果园沟壁一侧狂奔，那是
他走了很多次的路。少年顺着沟壁上
脚踩出来的窟窿一点一点试探着往外
逃，老头只能站在果园畔谩骂，时不时
还捡起一块石头土块远远地扔过去。
少年急了，一边攀援一边咒骂，突然，
脚下一滑，手里一个没抓住，就从沟壁
直直掉了下去，红色从身子地下蔓延，
将白色的盐碱地染红了大片。

得到消息的三伯母像发了疯似的
哭着往沟里跑，三伯父用借来的农用
小三轮紧赶慢赶把孙子拉到县里的医
院去救治。好在送得及时，命是保住
了，但摔断了脊柱，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了。

三伯母哭成了泪人，抱怨三伯父
收留老头儿做什么，抱怨小孙子太过
贪嘴终究酿成大祸，更抱怨那老头没
事干搞个果园干什么……每每怨到深
处，一个气不过，就跑到崖畔冲着果园
的方向嚷骂。老头儿坐在果园里，托
着早就消失了光泽的烟锅“吧嗒吧嗒”
吞云吐雾，烟头随着叹气声消散在夕
阳里。

后来，某个秋日的晚上，果园突然
不知道怎么就失了火，大火漫过秋叶，
将散失了水分的果树也一并烧了起
来，被惊醒的村民们扬起沙土扑救火
势，想将破败的茅庐拆掉去救老头，不
曾想却再也没有见到老头的踪影。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

一局，我永远的家园
张红军

孩童的快乐 张煜学 摄

中铁一局首届文化节征文中铁一局首届文化节征文中铁一局首届文化节征文
立夏时，春色渐阑，莺声远逝，红

英落尽，熏风惹人心醉。此时，进入
初夏时光，那新鲜时蔬，鲜甜瓜果，还
有时令鱼鲜，争相上市，琳琅满目，让
人美了眼福，饱了口福。

自古在民间，有立夏“尝新”之
俗，就是品尝新鲜时令佳肴，享受初
夏的美食风情。元人吴澄在《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里解释立夏：“夏，假也，
物至此时皆假大也。”“假”即“大”意，
也是指植物此时长大了，可做美食。
古人尝新，还有迎夏仪式，帝王率文
武百官到京城南郊迎夏，举行的仪式
复杂，其中有“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
臣”之举，那冰也为鲜，从冬天藏到夏
天，稀罕至极。

立夏在农历四月，阳历五月，江
南人称之为蚕月。陆游曾赋诗“蚕月
人家处处忙”，此时的蚕儿上蔟制茧，
家家闭户，禁忌往来，习称“放蚕忙”
或“蚕关门”。那蚕月，因蚕得名，此
时蚕豆也成熟了，那豆取蚕字，自在
意中。立夏日，江南水乡有烹食嫩蚕
豆的习俗，记得儿时，蚕月吃蚕豆，叫
吃新，也就是尝新。那些天，母亲用
线将煮熟蚕豆串成圈，挂在我脖子
上，让我随手一粒粒摘下来吃，味儿
清鲜，非常好吃。此时，在老家沿江
江南，我还可以尝到诱人的桑葚，好
吃的竹笋，上市的河豚，品茗的许多
新茶，有黄山毛峰、桐城小花、六安黄
芽，皆为应时的尝新之美，口福之
喜。江南的立夏习俗里，常说“见三
新”，就是吃立夏时的三种鲜嫩食物，
有说樱桃、蚕豆和竹笋，也说青梅、麦
子、豌豆。

我在立夏那天，去了北方，那儿
麦子未熟，当地人取青麦穗煮熟，去
芒谷，磨成条，称为“捻转”，享誉“一
岁五谷新味之始”。也有人将青麦炒
熟，拌些糖吃，称“凉炒面”，口感极
佳，非常好吃。清人蔡云在《吴歈百
绝》中写道：“消梅松脆樱桃熟，新麦
甘香蚕豆鲜”。可见立夏时，北方有
新麦甘香，也有蚕豆清鲜，甚至有青
梅松脆，樱桃甜熟，真是好时光，好风
情，好的尝新佳期。

有地方尝三新习俗，就是吃乌米
饭，也叫青粳饭，是糯米与捣碎的乌
树叶一起浸泡，煮的米饭乌黑油亮，
口感清香。喜吃甜的，加入一些冰
糖、红枣和核桃仁；好吃咸的，添加新
鲜蚕豆、春笋和咸肉丁。在饭里，尝
到的是三鲜味儿。杜甫有诗曰：“岂
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
资，山林迹如扫。”说乌米饭，不仅好
看好吃，还能强身健体。民间也说，
立夏吃了乌米饭，可以不生疰，预防
蚊虫叮咬。相传吃乌米饭，溯源于唐
朝，是道家寻求长生不老的食物。

民间有许多“立夏尝三鲜”之说，
那三鲜分为地三鲜、树三鲜、水三鲜，
各地三鲜不同，做法也不一致。我吃
过的树三鲜有青梅酒、枇杷仙露、香
椿拌豆腐，水三鲜有砂锅黄辣丁、黄
鱼家烧、香煎金线鱼，地三鲜有蒜蓉
手撕茄子、脆皮黄瓜、火烧辣椒。在
无锡民间，那三鲜的三大类，地三鲜
即蚕豆、苋菜、黄瓜，树三鲜即樱桃、
枇杷、杏子，水三鲜即海蛳、河豚、鲥
鱼。听说苏州的“三新”，指樱桃、青
梅和麦子，当地人用“三新”祭祖后，
才让人尝食。还听说，立夏这天进饭
店吃饭，老顾客可得到老板奉送的酒
酿、烧酒，不取分文，所以把立夏叫作

“馈节”。在上海，那儿的“三新”，指
樱桃、蚕豆和竹笋，也说是梅子、酒酿
和咸蛋。

苏南等地三新，指樱桃、青梅、鲥
鱼。樱桃古时，用以祀宗庙，献皇亲，
朝廷亦用以赐百官。康熙南巡江宁
时，曹寅进贡时令佳品樱桃，康熙一
见十分喜悦地说，先进皇太后，朕再
用。那青梅，未熟时味儿酸脆，可蜜
煎糖藏，也可做青梅酒。《雨航集录》
上说：“鲥鱼者，夏以时至，故名。”曹
寅曾兼任过监督进贡鲥鱼的贡使，他
曾写过一首《鲥鱼》诗：“手揽千丝一
笑空，夜潮曾识上鱼风。涔涔江雨熟
梅子，黯黯春山啼郭公。三月齑盐无
次第，五湖虾菜例雷同。寻常家食随
时节，多半含桃注颊红。”曹寅以鲥鱼
为题，诗中却囊括了樱桃、青梅等新
味，写出了江南的风俗民情。旧时浙
江立夏民谣唱道：“青梅夏饼与樱桃，
腊肉江鱼乌米饭。苋菜海螺咸鸭蛋，
烧鹅蚕豆酒酿糟。”短短四句，包含了
十二种初夏的美食，足见江南是鱼米
之乡，物产丰盛，是尝鲜的好地方。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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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蓝来海蓝蓝，斐济美景天下传。

中铁一局来建设，打造美好幸福园。

周密组织不放松，流水作业细分工。

不说空话埋头干，进度质量加安全。

计划落实抓资源，成本单元细核算。

齐头并进创佳绩，兄弟姐妹争第一。

后方亲人支援大，不拖后腿总牵挂。

项目纳入体系化，大好平台任你跨。

努力自信展风采，团结一致永不怕。

国事家事海外事，共创幸福中华梦。

铁一海外梦
潘新峰

（作者单位：市政环保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