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
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每当我读起朱自清先生的

《背影》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父亲。
1965年7月，我的父亲出生于四川射洪山里的一个普通农

村家庭，初中毕业，家里排行老二。他到甘肃当兵两年后，回到
家里帮奶奶养家糊口，20岁时加入了中铁一局，参与建设延安至
西安铁路。他做事眼明手快，为人刻苦勤奋，深受周边同事认
可。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父亲眼里总是冒着光，嘴角露着笑。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平时很少回家，每逢过年的时
候，只能在家里待几天就要急匆匆赶回单位去，一直都在奔波。
在父亲身上，我清楚记得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父亲每天的
花销。刚上中学那会儿，父亲总是对我说，“小子，节约是曹家的
家风，你一定要传承下去”。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每次跟同事聊起家庭，我都会
跟他们讲起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修铁道的普通工人，在最基层
的岗位上一守就是几十年，虽然做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的工
作，但他那种兢兢业业、老实本分的工作精神让我受益终生。”父
亲一生甘守清贫，从来没想过要大富大贵，每月都会将全部的薪
水交给母亲，从不要求给自己添衣加裳，只是叮嘱母亲一定要让
我好好学习，千万不要亏待了我。

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家境不好还要坚持让我读书。他说，
“读书就有知识，有了知识就可以报效国家，爸爸没有知识，只能
为国家出一点力，你长大了要为国家出很多力才行。”这些话一
直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
想起父亲的话，想起父亲的背影，想起父亲慈爱的目光，瞬间便
有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这些朴素的话语是我在困境之中的勇
气，也是我感到迷茫时的指路灯塔，它们将伴随我的一生。

不知不觉，父亲已经离开八年多了。但每当夜深人静，抛却
世间繁杂，我的眼前常会闪过父亲修铁路时忙忙碌碌的身影，想
起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导，感觉一下子就见到了光，心情也重
新振奋起来。作为一名中国中铁青年，我会把父亲的言传身教
化为前行的动力，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父 亲

曹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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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荆铁路等春天春天春天
赵少强

读 你

——写在中铁一局二公司成立70周年之际

王 芬

读你

从皋兰山下到铁山冰沟；

读你

从黄河之都到石炭井；

读你

从西头公社到凤凰城；

读你

我们思绪奔涌。

我们读你

用“不畏艰难困苦、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净化心灵；

我们读你

用“不怕困难、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五虎精神滋养

心灵；

我们读你

用“勇毅奋进、不懈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感染心灵；

我们读你

用“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

震精神浸润心灵；

我们读你

用“迎疫而上、大爱彰显、国企担当”的

抗疫精神塑造心灵；

我们读你

用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

筑路精神凝结心灵。

我们在

宝天铁路的天荆地棘中读你；

我们在

兰新铁路的精卫填海中读你；

我们在

京山铁路的冲锋陷阵中读你；

我们在

京秦铁路的精益求精中读你；

我们在

朔黄铁路的钻坚仰高中读你；

我们在

勉宁高速的自强不息中读你；

我们在

石济客专的潜精研思中读你；

我们在

沈阳地铁的协心戮力中读你；

我们在

京沪高铁的孜孜不倦中读你；

我们在

南水北调的再接再厉中读你；

我们在

长春污水的一路争先中读你；

我们在

700多项工程的脚踏实地中读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筚路蓝缕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蹒跚学步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泪流满面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乘风破浪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分分合合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无坚不摧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热气腾腾的你；

穿越时光隧道

我们读砥砺前行的你。

读你

我们会听见一阵阵为一项项精品工程呐喊的声音；

读你

我们会看见一只只长满老茧的双手；

读你

我们会想起一张张晒得黝黑的脸庞；

读你

我们会回首那些思念亲人偷偷落泪的瞬间；

读你

我们无时无刻地为奋力奔跑的你加油；

读你

我们发自肺腑地为硕果累累的你鼓掌；

读你

我们祝福那些躺在画中紧紧拉着爸爸妈妈手的孩子；

读你

我们期待孩子“爸爸妈妈接我一次放学”的愿望早日

实现。

读你

我们越来越爱思念的你；

读你

我们越来越爱温暖的你；

读你

我们越来越爱发展的你；

读你

我们越来越爱感恩的你；

读你

我们越来越爱坚定的你；

读你

我们期望遇见未来的你。

又是落叶时。飘洒的秋叶挥
舞着身姿左右飞落，尽情表现着满
足与美好。从春芽开始，它们用情
用爱用心为树的枝干绽放青春，当
秋冬时，它们含笑落叶，展现出一
种伟大的无私和奉献。

与落叶相比，我自愧不如。但
我始终向往着它们那份无畏与无
私的精神。一年时光仅有365天，
12 时 58 分。在这个短暂的时间
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有谁能
像落叶一样，毫无保留地付出？

我选择了做好自己。近年来，
我在追寻中试图唤起童年的记忆，
拾起笑声中的苦涩。从《挖甜根》

《拾士豆》《溜红薯》《扫麦粒》到《列
车上的记忆》，我都用心描绘着童
年世界的纯真与美好。

因此，我开始用心去欣赏各种
诗、词、散文、小说、纪实等不同类
型的作品，希望为自己的创作增添
新的灵感与活力。

一
创作和心绪、季节、情感是绑

在一起的。春节前后是思亲、念
友、问候、互慰的时段。《过年印象》

《回味酒香》《同学》《感悟生活》《留
存心底的真城》《记忆中的永恒》

《感悟生活》是这个时段创作的。
清明节时，我回忆在东北工作

数年的日子里。那里的雪让人感
触很深。《故事发生在暴风雪之后》

《清明雪》《山中骄子》等作品是这
个时段完成的。

人老了怀旧。现在的事情记
不住，过去的事却难忘记。尤其对
父辈对老家的姥爷、舅、妗子，姨
父、叔婶都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情
怀。《父亲》《母亲》《我的姥爷我的
舅》《我的姨夫我的姨》《婶子》《春
芽》《小胖回味》《沈家小记》比较完
整地记录了往事，对家族有了浅浅
的认知。

二
我喜欢军旅作品。但不知从

何入手。在访友途中，一位老者聊
起神农架一女孩被特招特种兵的
故事。引起我极大兴趣。便用三
个月时间创作了《泥砚风起云涌之
月月》随后以月月为核心，连续创
作了《林海探秘》《跨境寻兵》《锋刃
出击》《九峰山之谜》《少年特兵》

《跨境追杀》《雪山之鹰》《木屋老
兵》《雪山洞窟》《豆儿》《狼谷缘》

《狼沟救孤》等一系列军旅作品。
这些作品基本上以一九七九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描述官
兵们甘洒热血铸军魂的故事。

三
我自幼便是在中铁一局这个

奋斗的集体里长大的，与一局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情感纽
带。在父辈们无悔奋斗、无私奉献
的岁月里，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坚
韧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精神风
貌。这些老一辈的风骨，如同璀璨
星辰，闪烁着伟大的光芒，照亮了
我的前行之路。

因此，我以感悟为笔，以善美
为墨，用传承的力量，细致地描绘
出中铁人的风采。他们不仅是我
心中的楷模，更是时代的标杆，他
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一段段辉

煌的篇章，为祖国的铁路事业贡献
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的作品《我的家路情怀》《青
春如梦不是梦》《穿越断层》《咱家
工会暖心呀》《救助的绿色通道》

《真情》《白草坬轶事》《枣树林的故
事》《汶川地震的七天六夜》《雪花
飘飞的日子》《又到雪花飘飞时》等
就是描写筑路人的生活、工作、情
感以及人性的豁达。

这些作品有人认为很俗。其
实俗是一种传承，是一种内心世界
和社会变革中相互碰撞显现的真
情和路魂。

四
写作很有趣。只要用心，娱乐

也尽是文章。我喜欢打扑克，也喜
欢打麻将，更喜欢旅游。在这些过
程中，我写了《激情战役》《草丛中
的欢笑》《眼睛里的微笑》《感受空
中快餐》《为公交司机喝彩》《酒缘
之系列》《享受年华》等作品。这
些作品大多在西部文学社刊发
过，也有少部分自己认为太一般
没有去投稿。无论怎样，我自己
一直在努力，每当看到那飘落的
树叶，我都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学
会落叶的无私，学会用一颗感恩、
善良的心去记录生活。

几年来我写了近百万字的作
品。出了两本书。《拾起来的记忆》

《青春如梦不是梦》曾荣获陕西省
征文一等奖，内蒙古文联银奖等诸
多奖项。

盘点过往作品，是对自己的肯
定，也是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它是
我内心深处的旋律，是我对生活的
热爱和追求的体现。我要把余热
献给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用文字
记录生活，用故事传递情感，让更
多的人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和美
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前
行，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和更深的
内涵，让心中的歌永远悠扬。

盘
点
我
心
中
的
﹃
歌
﹄

沈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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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9日，春节后的第二个工
作日，我便来到襄荆铁路项目。恰好赶上
襄阳地区的雨雪天气，气温骤降，我赶忙
从一件外套又换回厚厚的羽绒服，乡村宾
馆里的空调整晚嗡嗡地工作着，可屋里依
然很冷。

那几天，我们会欣赏着正月里银装素
裹的雪景，然后小心翼翼地去街道品尝一
碗襄阳牛肉面。2月24日，太阳终于出来
了。工程人最高兴的就是有这样的好天
气。项目部立即组织人员破冰除雪，为节
后复工创造条件。工地上依旧很冷，道路
又湿滑，越野车甩着屁股艰难地从便道上
通过……

连续几日的好天气，融化了大地上残
存的积雪，也带走了道路上的湿气。挖掘
机开始挥动着强有力的臂膀，运输车也载
着路基填料欢快地跑了起来，工人们则将

框架模型安放在路堑的护坡上……项目
的第5段路基处在架梁通道上，是影响架
梁施工的“拦路虎”。我们早上出门，晚上
才回来，跑料场、奔现场，想尽一切办法保
障材料供应。大雾、雨雪、设备故障、厂家
安全检查、修路、报检……太多的干扰影
响着材料进场和填筑速度。多少个黑夜
里，我被窗外的雨声惊醒，写下打油诗“梦
听屋外风雨声，心忧路滑进料难。点灯披
衣推窗看，满眼漆黑闻鸡鸣。”有一次，我
们在工地上守了一天，直到晚上7点多，才
去附近的镇子找饭吃。问了几家饭店，不
是厨师打麻将去了，就是休息去了，想回
项目驻地所在的李垱社区吃饭，路又太
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亮着灯的商店，
赶紧买了方便面带回去。我把两个面饼
放在一起泡，吃到一半就感觉吃不完了，
但还是遵循“不能剩饭”的祖训，吃了个干

净，从此再也不想吃方便面了。
襄荆铁路的施工时间因工期提前而

变得异常紧张。“襄荆三标二十桥，七湾三
冲一亢子，两凹两河两祠堂，刘家吊桥跨
浩吉。”是我们给项目部编的顺口溜，也充
分体现了项目的单元施工之多。桥梁尚
好，路基施工真没少影响架梁进度。尽管
在节前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第6段路基的
施工任务，桥梁桩基施工也已全部扫清，
但剩余工程任务依然繁重。节后，公司工
作组来了，集团公司工作组也来了，李垱
这个小地方一时间“风云际会”，整个项目
部也弥漫着乌云压顶和大军围城般的紧
张气氛。

第4段路基如何过？一筹莫展中等来
了好消息。领导决定调整架桥机架梁顺
序，架桥机在第4段路基前调头，向大里程
方向架设50孔梁后，再折回通过第4段路

基。但这样一调整，虽然为第4段路基赢
得了时间，却也给第 12 段路基带来了压
力。我们的主战场也因此从第5段路基转
移到第12段路基。

第12段路基位于梁场附近，距离项目
部需要40分钟车程，又是早上出去，晚上
回来。中午，工人们回去吃饭的时候，一
车车的材料就进场了。我一边指挥着卸
车，一边查验着发料票据。为了节约时
间，有时会搭顺风车到附近的镇子上去买
份炒面填肚，有时也会乘皮卡到双龙工点
吃午饭。一周多的坚持和努力，材料供应
充足，填筑进度大幅提升。

也许是连日来扑在现场，也许是水喝
少了，也许是吸入了粉尘……我的嗓子开
始发干、发痒。先是买了含片，再是买了
药，都不管用。晚上咳嗽得更厉害，常常
半夜咳醒。连续输了三天液仍不见好转，
又做了两次雾化，效果仍不明显。

3 月 20 日，来项目已经整整一个月
了。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和公司科技部的
陈清云一起走路去项目部。也正因此，我
才意识到这荆楚大地已经悄无声无息地
发生着变化——春天来了。从邓冲村穿
过时，要路过一片田地、经过几处池塘，目
之所及，满是春色。村子里的桃花开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田地里的油菜花
开了，金灿灿一片；池塘边的柳树抽出了
新枝，“万条垂下绿丝绦”，嫩嫩绿绿、朦朦
胧胧；微风过处，吹皱了一池碧水，莲藕残
余的枝干横七竖八地横卧在水面上，一片
狼藉，反而是池塘边上的无名野花不甘寂
寞，开起黄色、紫色的花朵，把池水和春天
来装扮。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
节，也是放飞希望的时节。看着襄荆工地
上剩余的工程已经全面开工，机械轰鸣、
人声鼎沸，我的心情顿时也觉得舒畅起
来，连咳嗽似乎也好了许多。

嗯，襄荆铁路的春天来了！

工 地 故 事工 地 故 事工 地 故 事

不负好春光 勾小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