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阿山吃罢早饭，正在悠
闲地观赏着窗外的雨，茶几上的
手机突然“叮咚”响了一声。打开
一看，是在霍山的项目经理阿张
发来的，他说：“下午业主领导要
到工地检查，您是否能来？”

霍山的这个项目，今年 3 月
开工，年底完工，眼前已进入最后
的收尾阶段。阿张是一名优秀的
项目经理，工作认真、负责，人也
谦恭、稳重，除了这个项目，还干
过两个项目，均受到业主的肯定
与表扬。阿山作为公司副总，对
阿张很放心，也很欣赏。

“我在家隔离，去不了，你再问问其他领
导。另外，现场要整洁，安全、进度、质量也
都不能放松。”给阿张回复信息后，阿山顺手
拿起抹布擦起茶几上的灰尘。刚擦了半个
茶几面，“叮咚”一声，手机信息又来了。“好
的，尤其是安全生产，天天落实网格化管
理。还有，防疫工作也正常。”

看到阿张信息中“防疫也正常”这几个
字，阿山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疫情反
反复复，丝毫不能大意，人员管理、扫码登记
等各个环节，必须落实到位，常抓常管形成
常态，若员工感染上病毒，企业信誉受损不
说，还要停工停产，员工身心健康、收入更是
受到影响。想到这些，阿山拿起手机。“防疫
工作，切莫疏忽、大意，除按照防疫规定，做
好相关管理外，项目部还要严格控制驻地人
员外出，食材、物资等，选择派送或者安排专
人购买。另外，核酸每天都要做，切记，一天
都不能落。”信息发出后，阿山心里稍微轻松
些。

“谢谢领导提醒，我们一定用心，逐一落
实，认真、细致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接到
阿张回复的信息，阿山则放下心来，继续擦
拭茶几。

这时，窗外下起了雨，落在香樟树叶上、
凉台遮阳布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阿
山放下手中的抹布，情不自禁地走到阳台
上，隔着玻璃窗，看着溅在树叶上的水花，脑
海里又浮现出阿张的面容和施工现场协作
队伍农民工冒雨施工的场景，心中默默祈祷
着：愿疫情早日结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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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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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2018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时任长治
县少工委主任李杰有一天来电，说是有家企业
想在“六一”来临之际，慰问一下学校的困难儿
童，我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满口应
承。我和胡益权书记的缘分，由此揭开。

李杰跟我说，胡书记是中铁四局太焦铁路
项目部的党支部书记，并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
我，让我抓紧时间联系。

抓起电话就拨了过去，很快就接通了。
在电话中，我向胡书记介绍道，我是山西

省长治市上党区西池中心学校老师李宁。他
听后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说李老师你好啊，同
时询问我学校困难儿童的相关情况，我一五一

十回答。学校困难儿童，大多是由于父母常年
在外打工，跟着爷爷奶奶在家的留守儿童，还
有部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也有单亲家庭
的，学生本人残疾的等等。胡书记了解情况
后，拜托我每个班级选出几名困难代表，他则
提前准备好慰问品，前来慰问。

挂断电话，经详细了解、筛选后，最终确定
15名困难代表。

5月 31日下午，胡书记一行数十人走进学
校，在召开简短的座谈会后，胡书记和县团委
的领导们一同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每人
一个新书包、一本新华字典、一个文具盒、一盒
笔等，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必需文具。

同时，胡书记勉励学生要好好学习，将来
做报效国家的有用之才，还希望同学们有机会

到他负责的项目部去参观。
秋去春来，又是一年五月到。
再次打电话给胡书记，试着问道今年可否

带学生到项目部参观，好让学生见见世面。他
毫不犹豫地回复，说欢迎！

2019年 5月 10日上午，由每班优秀学生代
表 3人组成参观队伍，在我和政教处同事的带
领下，驱车前往太焦铁路项目部。

顺利抵达项目部，在会议室稍作休息后，
胡书记便带领大家参观起办公区院子里墙壁
上的宣传画，耐心向学生讲解浙商、徽商文化，
学生们似懂非懂地做着记录。接着，胡书记让
我们戴好安全帽，由技术员将我们引进焊接车
间，学生们看到各种陌生、先进的机械设备，都
露出好奇的眼神，并请求技术员为他们介绍机
械设备的用途。

参观结束，我与学生们都意犹未尽。在会
议室里，胡书记又拿出几包已经打包好的书
籍，说是捐赠给学校的。盛情难却，只好欣然
接受。同时，我们也回赠胡书记一面锦旗：情
系教育，初心不悔！

缘起太焦校园情

秋高气爽的东北，微风习习，带
着丝丝凉意。天空像一潭碧水，清澈
明亮，深远而宁静，秋风吹过，把原野
吹染成黄色。花落地，叶飘飞，转眼
之间，一年光景又将消失殆尽。

“天寒闻落木，叶叶是乡愁。敲
窗作风雨，不减去年秋。”诵读明朝谢榛的《东
园秋怀》，回想这一年，从吉林到内蒙，再到黑
龙江，离家愈来愈远，不禁伤感起来。

中铁四局筑路人志在四方、以项目部为
家，过的是集体生活，建的是百年工程。他们
风雨兼程、不畏艰险；他们爬山涉水、不惧困
阻。远离家乡、四海为家，从国内到国外，哪里
交通最不方便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条件

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任务重、压力
大，每日都很忙，没有清闲的时候。

筑路人是大自然的儿子，他们属于山川河
流、野岭谷壑，伴着朝霞出门，迎着夕阳晚归，
披星戴月，一路风尘。风霜雨雪锻造出铮铮铁
骨，艰难环境磨炼出高贵品格。一条条宽敞公
路、一座座雄伟大桥，还有巨龙一般的铁路，是
他们用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铸造出的人

生华章！
虽然因为工作忙，筑路人很少回

家，但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让他们牵肠
挂肚，父亲的身体、儿女的学业、爱人
的工作……他们把对家人的爱与惦
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工作动力，

支撑他们一路砥砺奋进、阔步向前！
春去秋又来，一晃三十五载匆匆而过，犹

如一列疾驰而过的列车，对家人虽有思念，但
我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是一名筑路
人，只要企业需要，就要即刻出发，全力以赴为
祖国基建事业奋战，为它添瓦增砖、增光添彩。

从此，四季化作我心间的乡愁，伴随我在
工程建设的旅途中，一路披荆斩棘！

秋风起，吹乱乡愁几缕

列车在夕阳下
熠熠生辉
我们拾掇好工具
准备收工
回望多年奋斗历程
经过汗水洗礼
记忆就像
一株绿植奋发生长
沐浴阳光雨露
铺就我们成长之路
项目部是我们
共同守护的家园
同事亦如手足般
相互陪伴

肩并肩风雨同渡
我深爱眼前这片绿
无法忘怀来时路
艰辛漫长
它见证我的青春
多少次我情不自禁
用握惯工具的手
写下柔软的诗句
以感恩之心诉说情怀
此刻独立黄昏
忆昔过往
一项项工程震撼而生
我按捺不住
内心的欣喜
想把记忆印成诗集

把记忆印成诗

■散文/○寇薇

深秋，草木凋零。银杏、梧桐叶渐黄，带着
干枯的纹路，轻轻悠悠地飘落到地面上，一层、
两层，风乍起，金黄色的一片，煞是好看。

时常独自一人穿梭在合肥周边大大小小的
树林、田野中，脚踩着松软的泥土，品赏四季无
边的景色。春天，草长莺飞、柳絮飞扬；夏天，火
烧如云、栀子飘香；秋天，层林尽染，姹紫嫣红；
冬天，漫天飞雪、玉树琼枝。无论是哪一种美，
都美得让人惊心动魄。

从前，想要身处繁华、立于广厦之间，做个

优雅、时尚的职业女性，光鲜靓丽、轰轰烈烈过
一生。现在却想以山水为家、与松竹为邻，把一
间小小的房子筑在山水之间。清晨，跟随一泓
山泉，走到它的尽头；追随一只蝴蝶，研究它的

飞行路线；观察一片叶子，测算它从枝头飞落的
速度。黄昏，削一根山竹，凿空为笛，斫一节木
头，雕琢为琴，然后用这笛子和琴，模拟高山与
流水的声音……

如此逍遥，我知道终是奢侈一梦。
但可寻一黄昏，徒步大蜀山，在湿润微凉的

空气中，牵着爱人的手，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间小
道慢慢踱步，放松身心，吸吮大自然气息，乐享
清静与安宁，这个愿望，唾手可得。

周末就出发！

寻 秋 记

■诗歌/○鲁颖

于凌晨时分到达
跋涉千里
面见一座古老的寺
白龙江从天上流出
湍缓有序
鸥鹭在其中
祈祷着安宁

两岸居民划江而治
川甘两省
云层中穿梭的金顶
是他们的信仰
我看见僧侣
断续涌入
转经筒从不停息
踟蹰而坚定的脚步
昭示虔诚

辩经林中
有着怎样的思考
无从详实
但我看见天葬台上

鹰鹫慈祥如佛
竭力向更远处望去
在山巅
一片比云朵
更洁白的雪在盛放

我们向西而行
路通道成已为夙愿
山谷腹地
会有我们的朝拜
没有人责难
路途坎坷，或泥泞
铁路畅行
是未来的禅语

不曾听闻佛的箴言
却将信徒的福祉
当成真理
开路架桥吧
在雪山深处
一条黑龙正在升起
夕阳下
郎木寺寂静庄严

郎木寺行记

春去冬来，日子如
流水一般，转眼，已近

年关。
加完班，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将我的影

子拉得冗长。刹那间，想起故乡的夜晚。故乡
位于祁州市，一个名为东寨村的村庄。乡下，
夜晚没有路灯，除了各家各户门前比较亮堂，
其他地方都让人觉得暗影重重。一座桥、一片
田、一畦菜、一潭水，还有树影、花枝都在无尽
的黑夜中变得神秘起来。

夜，暗有暗的好。
春耕时，有人举着火把在水田里抓鱼虾，

鲜活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换来家人身上的新
衣裳；酷暑天，有人打着手电筒到树林中挖蝉
蛹，清水将其洗净，用盐水浸泡片刻，可油炸可
火烤，洒点盐、胡椒，味道鲜美无比。

故乡的景色，四季亦美到极致。
春天，田野间开满蒲公英，黄色的小花清

新、淡雅，惹人怜爱。待到凋零，花托上会结出
白色毛绒似的球。春风吹过，绒毛便在天空中
飞舞起来，似柳絮、似雪花，轻盈而富有诗意。

初夏，融融和风催发着麦子生长，空中弥
漫着麦苗浓郁的气息。幽草碧碧，三两只黄莺
歇息在枝头，唱着婉转、动听的歌。

秋来，一片片黄灿灿的稻子，在秋风拂过
的刹那掀起层层金浪，飘来阵阵稻香。火红辣
椒、翠绿蔬菜、金色橘子……整个村庄都沉浸
在丰收的喜悦中。

冬至，在柔和的夜色里，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热气腾腾的饺子。轻声话语间，眉目皆写
满温柔，幸福感满满。

故乡，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美好。

故 乡
■散文/○孙艳文

七月中旬来到浙江东
阳以后，才知晓这里的雨水
金贵无比。

每 天 ，太 阳 露 出 笑 脸
前，房东便早早地到菜园中
给蔬菜浇水。的确，那园中
的菜，早已一片枯黄，亟需甘泉滋润。

可是水从哪里来？附近的水塘早已被抽
干。雨水，更如娇羞的美人，姗姗来迟。

日盼夜盼，多日后，终于迎来降雨。
清晨，乌云一层一层地铺开，在天空这张

宣纸上熟练地演示着中国画的泼墨技法。接
着，雷声接踵而至，轰隆作响。不一会儿，夹杂
着土腥味儿的倾盆大雨便四处泼洒开来，并给
力地持续至黄昏。暮色四合时，雨水渐渐小
了，化作连绵细雨。

推开窗，伸出手去接，指尖传来一阵清凉。

和着细碎的雨声，酣然
入梦。

夜半，被淅沥的雨声吵
醒，脑海中瞬间涌出宋朝蒋
捷的《虞美人 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
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夜，亦充满诗意，夹杂着听雨人的淡淡惆

怅。
第二日醒来，上班时路过房东的菜园，只

见从前那一片枯黄的菜，此刻棵棵鲜嫩，绿油
油的，无比水灵。

那一刻，雨夜的惆怅，一扫而光。

东阳夜雨
■随笔/○鄢茂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