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人
王强平

9岁那年，我得了一场急病，需要到省城
医院手术。至今记得，在当时交通不便的乡
下，是爷爷背着我，一路气喘吁吁地赶往县
城火车站。站台候车，当看见巨龙般的绿皮
火车从爷爷身旁驶过时，顿觉整个车站地动
山摇，我有些害怕，紧紧地趴在爷爷背上，不
敢出声。

踏入车厢内，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本就
身体不舒服的我，更是觉得闷着慌，甚至恶
心想吐。强忍不适，催促爷爷，让火车快点
开。爷爷安慰我，说：“火车开得可快了，像
飞得一样。”可是我却觉得很慢，心想着爷爷
一定是在骗我。

做完手术，从省城再次坐火车返回县城
时，不像第一次那么害怕了，车厢内，似乎也
没那么多人拥在一起挤来挤去了。身体好
了，自然心情也跟着好起来。路途中，透过
车窗，我看见那树、那桥、那村庄，还有绿油
油的麦田，飞速向后漂移，美丽的田园景色
伴着火车“晃荡晃荡”声，形成一曲婉转动听
的音乐回响在我的耳畔。

此后，我常跟着爷爷到省城走亲戚，频

繁地坐着绿皮火车出行，成了车站“常客”。
喜欢独自一人坐在车厢的角落，边欣赏车窗
外的美丽风景，边谋划未来。那时，我很羡
慕火车司机，开着长长的钢铁巨龙，穿山越
岭，看尽祖国的大好河山。心生梦想，将来，
我要当一名记者，与火车司机一样，脚步踏
遍祖国的辽阔疆域。

岁月悠悠，时光浅浅，一年又一年。
大学毕业，我进入中铁四局工作，多年

来，在党群系统，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因
宣传报道任务需要，时常出差到基层，一路
辗转，在无数个往返之间，与火车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

也多次坐火车回老家，不过相较从前，
交通便利了许多。昔日那慢悠悠的绿皮火
车早已被高铁所取代，车站也不再是人山人
海、拥挤不堪的模样，候车大厅宽敞明亮，候
车人群井然有序。旅途中，坐在舒适的高铁
座椅上，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疲惫。

后来，我还乘坐高铁抵达呼伦贝尔大草
原，站在晶莹剔透的蓝天下，红日白云，似乎
伸手可及，皑皑白雪像海浪般定格在大草原

四周的山顶上，纯洁无比。不远处，还有那
羊群和帐篷、牧童和猎狗、村落和经幡，沐浴
着温暖的阳光，静谧安然。

交通的便捷，得益于中国基建的迅速发
展。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从现代化的港
口到繁忙的机场，中国的交通网络已经覆盖
了全国，连接了各个城市和地区。同时，也
是无数筑路人辛勤付出的结晶。他们，用汗
水和智慧，在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条通天
大道，让天堑变通途。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长年累月地奋战在施工一线，无论是烈日炎
炎，还是寒风凛冽，都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
脚步。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绘制出一幅幅壮
丽的交通画卷，让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
充满生机与活力。

而我，作为中铁四局一员，深感肩上的
责任与使命重大。我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
企业员工，更是这个伟大筑梦团队中的一
员，在工作岗位上，我当勤奋、努力，用笔触
记录下施工现场的每一个动人瞬间，讲述好
属于筑路人的精彩故事，让更多人感受到这
份伟大事业背后的温暖与力量。

远行
程娟

国庆假期，我踏上了回乡的路，与家人
短暂而温馨地相聚。时光匆匆，相聚的喜悦
还未散去，离别的时刻却已悄然临近。作为
一名筑路人，我要及时回到工作岗位，用责
任担当，为筑路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返程那天，天刚泛起鱼肚白，清晨五点，
婆婆便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只见她立在灶
台旁，娴熟地翻动着锅铲，鲜肉虾酱在锅中
滋滋作响，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另一个灶台
上，猪耳朵也在卤锅里欢快地咕嘟着，发出
悦耳的声响。只因前几日我们随口一句“想
吃虾酱和卤猪耳朵了。”公婆便牢记在心，到
菜市场购买食材，回家精心烹制。

两个小时后，酱做好了，卤味也好了，鲜
香扑鼻而来。“虾酱要放冰箱，想吃前蒸一
下；卤味和同事们一起吃，也尝尝我们老家
的口味。”公公一边装罐，一边嘱咐着。我调
侃老公，“你看看你的随口一句，害得爸妈好
一顿忙活，这酱和卤味价值连城哦！”老公有
些不好意思，嘿嘿嘿地笑着，公婆也笑了。

临行之前，走进卧室，看着两个孩子，恋
恋不舍地挥手告别。

北上的列车缓缓启动，车厢内，人声鼎
沸，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景色，亦如电影般
一幕幕掠过，金黄的稻田、巍峨的山峦、错落
有致的村庄，每一处都美得令人心醉。

“下次回家，该是春节了，那时候，就见
不到美丽的稻田喽！”心里虽有点失落，但只
要想到将来会有更多的车、更多的人疾驰、
行走在我们筑路人修建的道路上，于国庆、
春节回到家乡，与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
之乐的时候，我的心中则充满成就感。

用工作中的成就，为他人换取便捷的交
通，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意义深远！

即便是远行，身在他乡，我依旧能够感
觉到满满的幸福感。

国庆游山
李友强

群山秀拔浮佳气，支径蜿蜒入翠烟。
岩峻谷深灵洞开，竹丰柿硕野花妍。
民居石垒隐崇岭，悬瀑流飞汇涧泉。
千载御书留峭壁，怀今思古意绵绵。

“讲究”与“将就”
徐斌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一个特别懂得吃
的人，他写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列举过

“十不食”清单，如“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
不食……”无不彰显孔子对食物品质的苛求与
对饮食礼仪的重视。

然而《墨子·非儒》言：“孔某穷于陈蔡之间
十日，子路为烹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
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
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
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
囊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
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

意思是说，身陷困境之时，孔子为了生存

而饥不择食，全然忘记了平日的讲究。当他脱
困之后，则又继续摆出一副讲究人的模样，席
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

“囊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深剖原
因，不难理解，在生死存亡之际，生存成为首要
任务，讲究与礼仪需暂时让步；一旦脱离险境，
便应重拾道德原则与生活品质的追求。

对于孔子而言，这并不是墨家所说的虚
伪，而是灵活变通、顺势而为的智慧，亦是他自
身人生哲学的体现。

与孔子相似，宋代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对美
食有着独到见解，对生活尤为讲究的人物。他
不仅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还能发现各地的美

食佳肴，如黄州猪肉、岭南荔枝，展现出其作为
美食家的敏锐与热情。同时，他更能在逆境中
保持一份超然物外的旷达与随遇而安的心
态。无论是被贬谪至何方，苏轼都能以乐观的
态度面对生活，将简陋的食材烹制成美味，简
陋的居所布置得雅致，这种在困境中寻找乐
趣、在将就中创造讲究的能力，无疑是苏轼人
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我身边也有一位讲究人儿，他
姓朱，是项目部附近一家超市的老板。喝茶
时，他特别讲究，煮水、烫杯、投茶、温壶、出汤
皆有其固定流程与工序。茶香氤氲，小杯慢
饮，颇为雅兴。

而有一日，他外出办事，途中口渴难耐，车
中的矿泉水早已见底，四处观望后，他径直走
向路旁公共厕所洗手池处，用手捧起自来水，
快意畅饮起来。在生活细节上颇为讲究的他，
原来也可将就。

正如人们常说的“拿得起、放得下”，讲究
是“拿得起”的勇气与决心，将就则是“放得下”
的智慧与豁达。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当学会
在讲究与将就之间找到平衡点。物质充裕时，
可以多一些讲究，提升生活的品质与格调。资
源匮乏时，则要学会将就，以乐观的心态面对
困难与挑战。在张弛之间，保持一颗平和而坚
韧的心，善待自己，活好当下。

家乡的新米饭
杨方明

“老表，家里开始收割稻子了，快回来吃
新米饭。”刚准备午睡，就接到表弟的电话，
虽然相隔千里，依旧感觉到表弟眉飞色舞的
模样。也就是这个电话，让我思绪万千，家
乡的丰收场景扑面而来。

我的家在长江上游南岸的一处不起眼
的村庄，到了秋收季节，周边上上下下的梯
田，铺天盖地，满是金黄。绿色的茎叶，黄澄
澄的稻穗，虫鸣蛙叫。蜓飞蝶舞。微风吹
来，卷起层层稻浪，好一派田园风光。

依稀记得，每到春分时节，父母都会起
早贪黑，忙着赶牛犁田，播种施肥。等到插
秧时，整个田间热闹非凡，有插秧打趣的，有
插秧唱歌的，还有相互比速度看谁插秧快
的。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插秧速度慢
些，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过来帮忙。田
里也有缺水的时候，此时山底下的溪沟发挥
了作用，一大早大家很自觉，依次排队挑水，
溪沟里水用完了，大家又到长江边去挑，一
路爬坡，一路哼着号子，从不感觉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场雨水和日照，几
阵微风和鸟鸣，插下的秧苗，一天一个样，由
黄转青，由干瘪到粗壮，在田中挺立起来
了。到薅秧的时候，父母与家里的长辈们，
拿着薅秧棍，在秧田里排成行，一边薅秧，一
边有说有笑。看着稻谷杨花、灌浆，沉甸甸
的稻穗，大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收割季节到了，父母和家里的长辈们带
着镰刀一大早就出门了，他们把收割好的稻
子放在田埂上晾晒，下午再从田里收回来，
铺在各家门前铺满了石板的空地上，用“连
盖”反复敲打，直至稻粒完全脱离出来。看
着大人们打得欢，小孩们也加入进来，帮忙
收稻子，翻稻草。那时没有现代化工具，只
能靠原始的农具进行脱粒。

到了赶场的时间长辈们便会前往市场，
精心挑选几斤上好的五花肉。回到家中，他
们施展厨艺，烹制几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
同时蒸上一锅晶莹剔透的新米饭。随后，他
们会邀请三五个知己好友，围坐在一起，桌
上摆满了佳肴与美酒。在觥筹交错间，他们
品尝着如珍珠般饱满的新米饭，相互谈着眼
前的收成，喜悦、丰收之情溢于言表。

在家乡的日子里，我总能胃口大开，享
用好几碗新煮的米饭。然而，自工作后，父
母随我迁居，鲜少回乡，我也已近三十年未
尝到家乡新米的滋味了。那香喷喷的味道，
甜丝丝的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一股清
香，这“清香”里有长辈们的艰辛，有家乡的
味道。

现在交通发达了，高铁已修到县城，不
久的将来，我一定带上家人，觅着“清香”，看
看家乡成片的“金黄”，再吃几碗家乡的新米
饭。

我们与祖国共成长 张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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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
张雪晴

秋风缕缕拂过中国大地
带来沉甸甸的果实
从南湖到北京
哪怕一路艰难险阻，您都不语
抱薪救火，让真理熠熠发光
您怀揣着真理之火
看遍那波谲云诡的世界
从江海飘摇中挺身而出
高擎和平旗帜，丹心沃理想之花
谱写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瑰丽华章
红色的火焰，星火燎原
照亮前行的方向
抗战之年，浴血奋战，护卫家园
新中国诞生，五星红旗傲立于新生红阳中

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
肩负起谋幸福，谋复兴之重任
初心不忘，马不停蹄
多幸运我们有您
您用鲜血汗水铸造人民的祖国
听民心，顺民意，利民声
我们从温饱奔向了小康
在康庄大道上一路生花
拈一缕秋风浅浅作序
您是我一生跋山涉水寻找的力量
行过万里流云
掀起江河盛意，长路漫漫
心之所往
普天同庆，共颂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