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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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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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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倒春寒时的风， 明知
是季节的一部分， 但没想到这么
快来。 老何就是这样形容手里的
调令的， 因为工作需要， 他被调
往另一个岗位。 铁路上的工作性
质就像轨道上的枕木， 哪里需要
就往哪里搬。 今天上午， 老何将
离开这片土地。

我知 道 他 心 里 有 很 多 不
舍 ， 每 个 在 这里工作过的人 ，
都对机车出入库这片土地怀着深
厚的感情 。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
因， 每个人都是这里的主人。 这
里所有的一切， 包括轨道、 机车
和常常坐在上面记录数据已经凹
陷了的沙发， 组成了我们职业生
涯的风景。

老何说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二十一年， 冷不丁要告别还真是
困难。 他舍不得那一辆辆蓝白色
的火车头， 舍不得嬉笑怒骂的我
们。 他抬头望着出入库不大的空
间， 此刻的他， 就像准备登上列
车离开家的游子， 眼睛里波光粼
粼， 像春天雨下多了的湖。 我跟
老何的工长戴着口罩， 隔着距离
陪他聊天， 他搭乘的火车两个小
时以后到。 此刻， 我们在4月的
天气里， 尽可能久地挽留一个在
这片土地上奉献过青春， 奉献过
汗水的信号工。

老何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好工
人， 这么多年来， 经他检测的机
车数万辆， 每次它们都安全地行
驶在辽阔的大地上 。 LKJ———机
车上的 “黑匣子”， 准确而又神
秘地记录着每一个运行数据， 老
何既是这 “黑匣子” 的医生， 也
是 “黑匣子” 的清洁工， 我见过
他一点一点把主机表面的油污用
毛巾擦拭的认真样子， 也见过他
分析数据时小心翼翼盯着屏幕不
眨熬红的眼睛。 老何有强迫症，
他上班一听见机车进库的声音，

就会赶紧挎上工具包 、 作业红
旗， 早早就等在库里面。 仿佛火
烧着他的脚了 。 我每次都很疑
惑： “机车都没停稳， 那么着急
上车？” 老何说， 习惯了， 一直
以来看到机车进库就想赶紧上车
干活儿 。 “干完心里才踏实 。”
老何笑着说。 他的脸上是一团揉
不开的皱纹， 但那坚毅的目光让
人觉得皱纹也是好看的花朵。 我
很佩服他的这句话， 不但干活儿
积极， 干活儿还主动， 也只有热
爱这个岗位的人才能做到老何二
十一年如一日的 “着急”。

跟我们希望机车不要进库想
偷懒的想法不同， 有时候， 机车
在线路上奔跑， 活多不进库， 老
何就会念叨太无聊 。 老何坐不
住， 没车进库， 他就在值班房附
近走来走去， 一会儿查看一下备
品， 一会儿对着电脑翻看前面的
数据， 一会儿又跑到轨道上查看
设备状态， 简直跟门口榕树上的
蚂蚁一样忙碌。

老何不但对检测设备这些分

内的工作很积极， 对分外的活儿
同样积极。 去年初夏， 一次丰沛
的雨水过后， 我们房子门口种着
的大叶榕， 就像 “爬山虎” 类的
藤蔓植物一样， 到处扎根， 后来
一些树干就在屋顶上 “生根长
叶”， 老何看见了， 担心影响到
房屋安全， 拿着镰刀一节一节地
把寄生在屋顶的枝叶清理干净。

本来这些事可以交给物业部
门处理的 ， 但老何说 ， 反正休
班， 闲着也是闲着。 老何家远，
很少回家， 休班的时候， 他在宿
舍呆不住， 就会来工区瞅空找个
活儿或者给当班的同事搭把手。
到九道的路上， 野草总是肆意生
长 ， 侵占着水泥路面有限的空
间， 老何就会戴个手套， 像一个
园丁一样把杂草清理得干干净
净。 如果恰好有故障， 他就更积
极地参与进来 ， 那种 “热情 ”，
仿佛就是四月天空中的太阳， 给
出入库带来的除了亮光， 还有那
无穷无尽的能量。

在他的影响下， 来实习的小
伙子离开出入库后， 干活儿都学
会了 “越界”， 我觉得， 那就是
一个榜样的力量吧。

如今， 老何将到另一个岗位
继续着他热爱的铁路事业， 这里
的土地已经因为他的坚守而正焕
发着春天蓬勃的气息。

老何是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只是千万职工里的一名， 但正因
为有他这样对岗位始终怀着太阳
一般热情的铁路工人， 机车才飞
驰得那样平稳，奔驰得那么欢快。

时间到了， 老何坚定地往前
走着， 手里攥着调令的背影在春
天里书写着另一份耕耘的故事。
再见， 坚守了21年阵地的老何，
你的不舍会有人替你守护， 你热
爱工作的故事依然会影响更多的
后来者。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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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叙《乘慢船，去哪里》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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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根 诗意深情

疫情之下，人心惶乱。何以解
忧？唯有读书！在这个不同寻常的
春天里，捧读马叙先生的新著《乘
慢船，去哪里》，我的一颗心方悠
悠然醒来， 从宅家日久的蒙昧昏
沉中，从口罩遮面的窘困窒息中，
像蛰伏了整整一个冬季的草木，
开始萌芽生叶展新枝， 开始饮露
浴雨迎暖阳。

春去春回，韶华逝水。偏偏你
我常又无处可逃， 被时代的洪流
裹挟着拖缠着，浮沉随波难自拔。
终于，偷得半日闲暇，要么自驾出
游， 打卡名山大川； 要么包车随
团， 直奔草原大海———名为探山
访水，实是走马观花，匆匆拍照归
去来，情未寄而怀未抒。

马叙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的出游是散漫的， 体验是诗意
的；他的思考是人文的，书写是深
情的———“在这个草原之夜，我是
这里的一棵草，一只羊，一块土。
在辽阔的巴尔虎草原上， 我就这
样听风吹过：吹过牧场，吹过人心
与湖泊。一支长调的叙说，把原本
的虚构唱成了现实……” 如果说
翻开一本书，就是踏上一段旅程，
那么，作为中国“新散文”创作先
锋人物的马叙，引领大家乘坐的，
恰是古老的木船，他以笔作橹，轻
轻摇动，缓缓离岸，然后，从流飘
荡，任意东西……

没错， 这是一场慢时光的诗
意之旅。 木黄、慈城、沉香荡；遂
昌、淳安、楠溪江……从喧嚣、日
常出发，抵达安宁与深远。你我的
目光与脚步不曾停留， 一路追随
作者行吟山水、神游古今的身影，
徜徉于其诗、文、画合一的精美篇
章，确是畅心胸、消块垒。

随举一例，“雁荡山多是枯笔
山水，山峰刚健峭立，奇异向天。
与雁荡山咫尺比邻的楠溪江 ，则
是水墨写意，轻柔湿润，意蕴绵长
……撑竹筏的艄公，弯腰斜身，双
手撑篙，质朴却固执，如狼毫笔书
写于丝绸一样的江面。 一组组茂
林修竹， 可坐狐仙水妖， 偶一探
面，妖娆迷人。近岸处，溪石铺展，
渐渐没入江中， 为水与岸作谦卑
的过渡……”是不是心意别裁，独
抒机杼？尤其是，书中所描绘的地
方，除了妇孺皆知的青海、井冈山
等著名景点，作者把更多的笔墨、
更多的情感与更多的思索， 一腔
赤诚地交付于江浙地区的一些

“名不见经传”， 甚至连地图上也
很难查到的小地方，如“新市”，如
“湖墅”，如“施家岙”，如“坡阳古
街”等等。 然而，小地方有小地方
的丰厚，小去处有小去处的大美，
远离高铁，远离飞机，悠然行走，
从容探寻，恰能满接地气，笑看浮
云，获他人之未获，给你我带来新
鲜别致的阅读美感。 再者，“海不
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中国文化
的繁花似锦， 亦恰恰离不开作者
等对类似这些小地方、 小去处的
文化寻根与孜孜书写。

在古镇老街的震撼之外，在
山林溪水的浸染之外， 在诗意盎
然的行文之外， 书中还穿插了30
余幅作者近年来所绘的水墨人物
行吟图 ， 线条貌似简单粗犷 ，
人物貌似夸张随意，题字貌似一
挥而就，但细品之下，一幅幅画却
又古意盎然， 潜蕴妙趣， 暗含哲
理，让人开怀，让人省思，让人叫
绝……画与文可谓珠联璧合，相
得益彰。

“当黑暗占据了光明， 有天
使来守护心灵……” 在 疫 情 防
控期间 ， 驰援武汉的人员达到
了4.2万人 ， 我那当护士的堂姐
就是其中之一。

犹记得那天， 堂姐来我家吃
饭， 在饭桌上她忽然说： “我申
请了去武汉支援。” 之后的几秒，
全家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就连
我嘴里的米饭都忘了嚼。 “你不
要命了吗 ？” 我想起那 “猖狂 ”
的新冠病毒， 打了个冷颤。 妈妈
也说： “事关生死， 你得慎重。”
堂姐却十分笃定： “我小时候重
病， 是医生和护士把我从死亡线
拉回来的 ， 从那时我便立志从
医。 现在我做到了， 穿上了这身
洁白的衣服， 我要对得起它。 以
前我不能独当一面， 总躲在前辈
们身后， 现在我有能力了， 我要
冲到一线， 我得去救人！”

堂姐激动又坚决地说。 坐在
角落里的爸爸始终没有说话， 神
色凝重。

没过几日， 堂姐就和她科室
里的几个姐妹一起， 出发前往了
武汉。

后来 ，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
期， 我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 视
频里， 女医生3岁的孩子问爸爸，
“为什么妈妈不回家？” 爸爸告诉
她： “妈妈去打小怪兽了， 打赢
小怪兽就会回来陪你玩。” 主持
人也采访到了正在倒休的女医
生， 女医生对着镜头说： “我不
来武汉， 可能保全了自己， 但我
来了， 就可以救更多的人……我
不怕死也不怕病， 就是有点怕春

暖花开的时候也回不去， 怕女儿
忘记了我的样子……”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我的
心头一酸， 眼眶有许些湿热， 是
啊， 如果那个女医生不去武汉 ，
自己的孩子便不会有失去妈妈的
危险， 但她去了， 许多孩子的爸
爸、 妈妈就能健康回家！ 人间大
义不过如此。

“芸芸众生 ， 谁不爱生 ？ ”
我开始明白， 在危难前表现出超
越凡人的勇敢和坚强， 是他们的
“爱生之极 ， 进而爱群 ”。 刹那
间， 仿佛被电流击中般， 我恍然
想起堂姐坚决奔赴前线的举动，
也明白了她当时那比以往更坚定
也更无畏的眼神———那是荆棘丛
中燃烧的一堆火， 有着不同寻常
的力量。

那天， 结束工作回到住处的
堂姐打来了视频电话。 画面中的
她眼窝略微凹陷， 有了黑眼圈，
似乎是缺少睡眠。 她变瘦了， 摘
下口罩后的脸颊被闷红了， 有很
深的勒痕， 但她还是很美。 她说
很高兴看到有许多病人在自己的
照料下逐渐康复， 她还笑着让我
们不用担心她， 一切都很好。

这是我疫情期间最珍贵的经
历 ， 我珍藏着那些逆行者的身
姿， 珍藏着那些白衣战士披荆斩
棘的斗志， 我珍藏着那些天使的
自信笑容， 连那脸上的红肿与压
痕我也要珍藏。

我们相信国家、 相信一线工
作者们、 也相信我们自己。 爱和
希望会比病毒传播得更快， 春天
终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