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人
来说， 字典里是没有 “爱情” 二
字的， 因为他们的结合全是来自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可是， 经过
了漫长几十年的朝夕相处， 谁敢
说他们之间不存在爱情呢！

父亲20岁那年， 在一位本家
长辈的介绍下， 与母亲定下了亲
事。 1977年腊月初八， 母亲正式
成为父亲家庭中的一员。 1978年
初冬，哥哥呱呱坠地，1980年春暖
花开的季节，我也来到了人间。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 我记事
时家中有11口人， 而爷爷患有肺
结核， 不能从事劳作， 小姑小叔
年纪比我和哥哥大不了几岁， 还
在读书， 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部压
在父母亲身上。

好在父亲有一门裁缝手艺，
并且技术精湛 ， 在乡里颇有名
声， 手上活计自然源源不断。 所
以母亲在农忙之余也会帮父亲一
把， 只是并非熟练工种， 所以错
误比较多。 而父亲脾气暴躁， 忙

碌时更是坏透， 特别是年底制作
新衣新裤 ， 为了赶时间就要熬
夜 ， 这些时候要是母亲犯点儿
错， 父亲就会大发脾气， 骂得母
亲总是默默流泪， 手上的活计却
从不耽误。

小时候的自己特别心疼母
亲， 常为她的受骂叫屈。 因为田
地里的活儿全部是她在操劳， 回
来还要制作一家十几口人的四季
鞋装， 并不容易。 可即使心里多
么抗议父亲， 却碍于他的脾气，
不敢言语半句， 默默地与母亲走
得很近、 很近。

虽然父亲的脾气有点坏， 但
从未听见母亲无故抱怨过， 她对
父亲的照顾依旧无微不至， 这也
可能是父亲迄今为止都不会做饭
的原因之一。 不过， 父亲对母亲
的感情也很深厚， 这是在我婚后
的一次谈话中觉察到的。 那时我
与丈夫的矛盾闹得比较大， 父亲
来家吃饭， 趁着酒劲儿拉着我在
房间里聊些心里话， 说的就是他
与母亲俩。

父亲说， 母亲一字不识， 能
力有限 ， 但他却从来没有过异
心。 他说， 母亲为人老实， 对家
人和父母又好， 冲这一点， 他这
辈子就不能辜负她。 父亲这是察
觉到了我和丈夫的异样， 用自己
的经历来劝诫我。 当时， 我也没
有为自己做过多申辩。 但从中我
知道，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 浓厚
得儿时的自己看不懂。

现在 ， 他们在乡下安度晚
年。 父亲因多年前高血压引发了
脑血栓后遗症， 现在已经不能再
工作。 而闲下来的母亲就种些农
作物 ， 成熟后捎给城市里的我
们。 母亲离不开家， 每每来我这
里都不过夜， 着急赶回家。 她总
说， 把你爸一人丢在家不行， 她
不放心。

少年夫妻老来伴， 大概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吧。

父母的爱情

工友情深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荣红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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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图片故事

记忆中的
夏趣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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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不迷茫
■青春岁月

我叫邵尧霞， 曾任中铁十七
局青藏铁路唐古拉山工地副总工
程师兼工程部部长。 记得2002年
3月， 我们中铁十七局中标青藏
铁路二期工程17标段 ， 大 家 踊
跃 报 名 ， 我 和 爱 人 一 起 上 了
青藏线。 一回首， 十多年的时间
过去了！

参加一期青藏铁路建设的老
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曾经经历的那
些事： 高原反应、 缺氧醉氧、 晚
上查夜挨个看、 一公里倒下一名
战士等。

我们当时分两个阶段， 先是
到格尔木， 经过一个星期的适应
期， 再上唐古拉山。 就这， 到了
工地， 高原反应还是很厉害。 晚
上睡觉缺氧头疼。 有一次， 宿舍
氧气瓶里的氧气用完了， 没有来
得及换， 结果一晚上我们就在工
地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睡不着。

唐古拉山一天有四季， 十里
不同天。 夏天最热的月份， 我们
在山上还穿着厚厚的防寒服。 记
得一次在工地上， 天气很好， 眨
眼间， 远处天上大片的黑云， 然

后就是铺天盖地的雪花扫过。
说它扫过， 是因为风太大 ，

雪花几乎是横着扫过一切， 我们
赶紧抢救仪器， 逃进车里。 大家
嬉笑着说 : “如果窦娥在唐古拉
山， 就不会说出六月飞雪来惩罚
的话来。” 也因为山上冷， 不敢
洗澡， 害怕感冒引起脑水肿和肺
水肿， 所以我们一两个月才洗一
次澡是常事， 大家都脏兮兮的，
谁也不笑话谁。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高原铁路， 面临高寒缺氧、 多
年冻土、 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
题， 科技含量高、 质量要求高、
施工难度大。 我们学习研究冻土
施工， 严格要求施工质量， 还移
植草皮来保护生态。 面对百年不
遇的特大洪水， 我们每一位同志
都奔赴现场， 堆砂袋、 抛片石、
抢修便桥。 看着最后累得躺在河
边预制的涵节里毫无形象休息的
工友们， 那种场景， 让人落泪，
让人难忘。

在唐古拉山， 天那么蓝， 云
那么白， 天空离我们那么近， 感
觉伸手就能抓住天上的云朵。 冬
天河面结了冰， 在冰上敲个洞，
里面的鱼都出来呼吸， 伸手就能
抓到鱼， 我们用试验室的烤箱烤
鱼， 对于远离亲人、 在无人区工
作的同志们来说， 也真是一种乐
趣呀！

参观格尔木烈士陵园时， 当
我们看到中铁十七局的前身铁道
兵第七师， 曾在青藏铁路一期工
程建设中， 有108名战士光荣献
身，长眠在这昆仑山下。他们都是
20多岁的小伙，不禁感动落泪。

听过一句很熟悉的词： 谁的
青春不迷茫？ 我觉得那些把生命
献给青藏铁路的一期建设者们、
正在修建青藏铁路二期的我周围
的同事们， 我们的青春都开放在
无人区， 我们无怨无悔， 我们的
青春不迷茫。

2006年7月1日， 青藏铁路全
线通车。 我在首发列车上， 看到
列车经过我们施工段时， 激动之
情难以言表。 在美国， 胡佛大坝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环境最为
艰苦。 当它竣工的时候， 当时的
总统罗斯福去了 ， 他说了三句
话： 我来了， 我看了， 我服了。
胡佛大坝的环境和青藏铁路其实
无法相提并论。 当时我的心里也
有三句话： 我来了， 我干了， 我
自豪！

2003年6月29日 ， 我在青藏
铁路最高点———唐古拉山火线入
党，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 在过去的十几年， 我经
常梦回青藏。 每每见到参加修建
青藏铁路的同事都很激动， 有一
种亲切感。 我想也许这是一种情
结， 那就是青藏情结。

到了夏至， 夏天真的如约而
来。 置身于夏天， 常常会想起小
时候夏天里的那些事儿。 一个人
的记忆总是和童年有关， 而我的
童年和乡村有关。

有着乡村经历的童年其实是
一种幸福， 美丽的大自然给予我
们太多， 那些都是生命的珍藏 ，
它们会让我们人生的记忆更加
丰盈。

童年的时候 ， 盼望着下雨 ，
每当雨后， 会听到屋后山泉的叮
咚声是那样清脆悦耳， 有时我们
这些小孩子也到山野的溪水旁去
游泳、 钓鱼、 打水仗， 那时水花
飞溅， 我们的笑声不断； 也喜欢
月白风清的夏夜， 池塘里荷花连
连， 蛙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那
样的夜晚我们会枕着这些天籁之
声入眠， 梦境都是澄明欢快的；
喜欢夏日的瓜田， 喜欢闻那里弥
散的甜蜜的香气， 喜欢趁看瓜老
爷爷打盹的时候偷偷溜进瓜地，

但那时总是被瓜棚里突然蹦出的
大黄狗撵得飞跑； 喜欢雨后到山
上采蘑菇， 每当看到草丛中树底
下的一簇簇水灵灵的蘑菇会如获
珍宝、 欣喜若狂， 那时便轻轻地
把它们从泥土中摘下装在篮子
里， 然后回家做成蘑菇汤， 味鲜
无比。

有时我们几个小伙伴也会爬
到树上摘野桑葚、 野杏儿， 边摘
边吃， 乐此不疲， 那是大自然赋
予我们的馈赠； 夏天的暑假我们
也喜欢到山上掏鸟窝， 和野兔子
赛跑， 帮着邻家牧童漫山遍野地
放羊， 还吹着悠扬的短笛。

那时夏天里最美的食物就是

用柴火烤苞米、烧毛豆，氤氲的香
气缕缕升起，它们是人间的美味。

每当中午吃饱喝足， 有时乡
下人喜欢歇晌， 我们小孩子就把
凉席铺在院落的树下躺着， 眼睛
看着树枝缝隙中的天空和偶尔晃
过的光 ， 旁边是摇着蒲扇的大
人， 收音机里播着咿咿呀呀的评
书， 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总觉得童年的乡村之夏是最
美的， 那时候天是那样湛蓝， 大
地一派葱郁， 大自然鸟语花香，
一切都是那样诗意盎然。

时常梦回童年， 梦回乡村之
夏， 觉得那是一段如梦如幻的流
金岁月。

这是五六年前我和同事小曹
利用周末去书市的合影留念。

同事小曹， 科技大学金属材
料专业毕业， 刚到厂子时， 因为
专业对口 ， 是想培养成技术员
的。 但刚来到生产一线， 因为只
有书本上的专业知识， 没有现场
经验， 这个小个子技术员并不被
大家所熟悉。 但通过半年的跟着
倒班， 直接参加生产活动， 逐渐
熟悉了生产的各个环节， 并掌握
了很多处理异常现场的经验。 也
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很羡慕他的专业知识， 他
也对老员工的经验敬佩不已。 我
虽然只比他早来一年， 但他虚心
向我和其他老工人学习， 认真做
笔记。 他也把所学专业知识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他说新时期
的工人不仅要爱学习， 有知识，

更要创新。 遇到技术攻坚， 他也
总是忙到深夜 ， 和大伙一块奋
斗。 困了洗把脸， 饿了吃碗方便
面继续。 他从不认为自己学历高
就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设备出
现故障时， 他钻进炉里， 在多用
炉上爬上爬下， 经常弄的全身最
黑的那个就是他。

爱学习， 谦虚， 不怕脏， 不
怕累， 如今的他已成为厂里的技
术骨干， 集团岗位技能标兵称
号和公司颁发的各项荣誉也都
属于他。

我们曾在一个宿舍住过三
年， 不仅工作上相互帮助， 相互
提高， 私底下聊篮球， 聊音乐，
谈人生。 他对我写作的爱好非常
支持。 在他的鼓励下， 我也完成
了本科阶段的自学。 现在是公司
的一名班组长， 也是连续几届公
司简报的优秀通讯员， 在中央和
省级媒体上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

时光荏苒， 现在的我们已经
都告别了单身， 一块儿再去书市
的机会很少了， 因为工作之余的
空闲时间大都留给了家人。 但我
们之间的工友深情不曾改变， 我
们对知识的渴望也永远不会停
止， 任凭生活的风雪再大也阻挡
不了我们。

□盛丽秀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