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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飞驰见证中国力量

□李钊

———读《中国力量———高铁正在改变中国》

□赵春燕

■奋斗者说·我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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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 是奋进中国的一张靓
丽 “名片”， 它在中国的复兴之
路上飞速驰骋， 悄然改变着中国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呈现出 “中
国速度”“中国智慧” 驱动下的中
国力量。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力
量———高铁正在改变中国》 是王
雄创作的“中国高铁三部曲”的最
后一部，全书通过实地调查、专家
访谈、 百姓感受等方式， 全景书
写高铁改变中国的故事， 他笔下
飞驰的高铁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美
好期待， 勾勒出 “流动中国” 的
美好图景， 显示出中国高铁发展
背后的巨大力量和时代光芒。

记录和书写时代， 是时代赋
予作家的使命， 对于报告文学作
家而言， 更是如此。 作家王雄是
火车司机出身， 长期在铁路部门
工作， 曾经驾驶过国产最大的前
进型蒸汽机车 ， 经历了蒸汽机
车、 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及高速
动车组时代， 亲身体会过中国铁
路从传统向先进发展的过程。 创
作过程中， 他面对面采访过铁道
部领导 、 高铁专家 、 铁路建设
者， 聆听过激荡高铁奋进力量的
铿锵足音， 也与火车司机、 列车
员和旅客零距离交谈， 见过高铁
时代里一张张溢满幸福感的笑
脸。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他是中
国铁路变迁的 “见证者”， 也是
中国高铁发展的 “亲历者”， 更
是高铁正在改变中国伟大实践活
动的 “记录者”。

对于我们而言， 飞驰的高铁
改变着我们的时空观念和生活方

式， 承载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梦，
越织越密的 “高铁幸福网”， 更
是带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让我
们在高铁时代里， 奔向更加美好
的幸福生活。 从绿皮火车时代的
十几个小时， 到高铁时代的两三
个小时， 密集开行的高速动车组
模糊了城市之间的界限， 缩短了
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绿皮车、
纸质车票、通宵长队填满的“漫漫
囧途”是春运，高速铁路、扫码刷
脸、电子车票带来的“说走就走”
也是春运， 一张写满乡愁与温情
的火车票镌刻着各个年代特有的
春运记忆， 一同勾连出时间的印
记， 折射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
历程。 当时空的距离因飞驰的高
铁被无限拉近， 我们的工作、 居
住、 旅游、 养老等传统观念也在
发生改变， 催生出全新的生活理
念， 使异地投资、 择业、 工作成
为可能。 坐着高铁看中国， 收入
眼底的是社会经济的勃勃生机、

政通人和的气象万千。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从跟

跑到领跑 ， 从追梦到实现中国
梦 ， 中国高铁用短短十余年时
间 ， “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
活， 而且以磅礴的力量， 改变着
中国 ， 甚至影响着整个世界 ”。
作者用生动鲜活的书写， 呈现出
高铁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
津冀等大型城市圈和区域发展战
略的推动，京沪大通道、南北“黄
金走廊”、中西部发展的“加速器”
等高速铁路主通道对重要经济带
的促进， 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因为
高铁的发展而实现腾飞的壮美画
卷。你看，“八纵八横”高铁网已然
构建起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循环
系统， 缩短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距
离， 以快速连通的方式改变了中
国“经济版图”。你看，在高铁擎起
“中国制造”的大旗向前奔跑的身
影里，架桥“巨无霸”、盾构机、“万
吨级”挤压机、“焊接机器人”等饱
含科技力量的新装备， 它们为高
铁穿过戈壁沙漠，开进冻土雪山，
征服 “难于上青天 ” 的 “蜀道
难” 等保驾护航。 你看， 随着中
国高铁合作不断走向海外， 伊安
高铁、 沙特麦麦高铁、 匈塞铁路
等线路的建设与开通， 展示惊艳
世界的大国力量， 中国创新让世
界共享正变为现实。

中国制造成就中国高铁， 中
国高铁推动中国进程 。 我们相
信， 这列承载着14亿乘客的高速
列车必将会创造更多令世界惊叹
的新速度和新奇迹， 驶向更为美
好幸福的未来。

·广告·

开展“质量月”暨食品安全进商超宣传活动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商
务局 、 区科信局走进辖区内永
辉、 首航、 七鲜、 物美等大型超
市， 通过监督执法检查和食品安
全宣传， 营造全社会关注食品安
全的良好氛围。

食品选购仔细看 执法人员
走进商超食品销售区域， 查看肉
类、水果蔬菜、粮油、冷冻食品等
重点物品供应情况， 检查包装食
品标签是否符合规范、 是否存在
销售超过保质期限食品现象、是
否具有产品检验合格报告等。 提
醒消费者在选购散装食品时，一
定要查看食品本身卫生状况及食
品接触人员的卫生防护情况。

安全知识要知晓 执法人员
询问商超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关于
食品进货查验制度、 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制度、 食品储存条件等方
面的要求， 了解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对法规知识储备。 提醒消费者
选购食品时要谨慎， 带回家后按
照要求条件储存， 避免食品出现
异味、霉变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理性消费才划算 检查中 ，
商超促销气氛浓厚， 多种食品都
打出了促销价格。 执法人员调取
了促销商品近期的销售记录， 提
醒商家保障好食品质量安全的同
时务必明码标价， 提醒消费者选
购商品要适度而行。

诚信经营是根本 丰台区科
信局工作人员通过宣贯诚信知
识、 签署 《诚信商家承诺书》 等
方式， 引导企业通过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来赢得信任。 提醒消
费者珍爱信用从理性消费开始，
不要因一时冲动而影响个人信用
记录。

合理膳食更健康 丰台区商
务局工作人员现场向消费者普及
粮油消费、 主食营养、 膳食搭配
等方面知识， 提醒消费者注重营
养健康 、 科学膳食 ， 养成讲健
康、 讲节约的粮油消费习惯， 增
强粮食安全意识 ， 提高生活品
质。 （张建书）

清早起来去上早读， 一路小
跑， 逆光而行， 沿途风景尽收眼
底： 远处楼群间， 朵朵白云在蓝
天上踱步 。 高架桥飞架道路两
侧， 让脉脉相对的行道树隔桥传
情。 轻风刮过， 满树黄叶缓缓起
舞， 摇曳了一地秋。

走到路的拐角处， 三栋相连
的砖红色小楼出现在视野中。 小
楼在周围一众高楼大厦的映衬
下， 显得格外小巧美丽。 楼的西
侧， 操场红色的塑胶跑道上， 几
个早到的学生正在晨练。

我有些恍惚， 这是我工作了
十多年的学校吗？

大学毕业， 我不远千里来到
单位所在地， 只为了追寻心中的

教师梦。 谁知到了这里， 给了我
当头棒喝 。 学校地处城乡结合
部， 只有一趟公交车， 车上乘客
摩肩接踵、 拥挤不堪， 下了公交
已是满身臭汗。 拥挤带来的不适
感还来不及消解， 就被身边疾驰
而过的货车卷起的尘土湮灭。 从
大路出发， 经过村里的土路， 路
边低矮的门房边， 各种小商品杂
乱地摆放着。 逢集日， 还能听见
待宰小羊那凄惨的 “咩咩” 声。

此情此景， 让人既难受又害怕。
校舍里红色砖块 垒 砌 的 四

面墙 ， 支 撑 起 木 结 构 的檩条 。
抹着泥巴的木椽， 成 “人” 字形
横亘在房顶。 因为时间久远， 房
顶的泥巴虽常补充， 也经不起大
雨的冲刷， 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
小雨。

冬天 ， 西北风透过窗缝闯
入， 冻得穿着两件棉衣的师生们
瑟瑟发抖。 墙角那两扇小小的暖

气片， 在强大的寒流面前毫无抵
抗之力 。 学生戴着露指头的手
套， 边哈气边写字， 那冻得有些
僵的小手写的字虽歪歪扭扭， 但
透着认真努力， 这情景让我心酸
又感动。

夏天，气温经常飙升到40℃。
房顶横梁上那两个用铁丝拧着的
吊扇在头顶倔强地转着。 午后的
热风袭来， 把教室变成了一个大
蒸笼，汗珠子顺着发梢往下淌 。
而学生们也昏昏欲睡，感觉不好
意思了， 站一会， 清醒清醒再坐
下。

就这样，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
里， 我和同事们一坚持就是十多
年， 只为了让孩子们能接受到更
多的教育。

如今， 新的校舍建成。 三栋
五层的砖红色小楼， 矗立在一众

漂亮的楼宇间， 格外美观。 教室
里有空调， 有暖气。 孩子们冬天
不冷、 夏天不热， 雨淋不着、 风
刮不到。 触摸屏电脑内嵌在黑
板里 ， 让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
为教学助力。 孩子们每天上学不
用自己骑自行车 ， 定制 的 公 交
车开到校门口 ， 为家长解除了
后顾之忧 。 课上 ， 老师倾情授
课， 学生认真听讲。 课间， 孩子
们推开窗户欣赏楼旁排列整齐、
郁郁葱葱的行道树， 身心愉悦。
心痒痒了， 到操场上打几个滚、
踢几脚球， 劳逸结合， 让学习更
高效。

早读铃声响起， 我匆匆进了
校门。 迎面几棵枫树在秋风中轻
轻摇曳， 它们在楼群间冲我挥舞
着红色的小手， 似乎在向我讲述
着学校这十年间的巨变。

大约是1993年， 我正在乡镇
中学读初三。 冬天是当地的枯水
季节， 停电高峰期， 但初三学习
任务重， 学校不放心我们回家自
习， 要求我们留在学校。 为了应
对临时停电， 每个同学都会准备
一根蜡烛上晚自习。 没有想到，
昏暗的烛光里竟生出了许多难忘
的欢乐时光。

数学老师是个严谨的中年男
人， 平日里对我们要求严格， 全
班同学都有点怕他。 他的开场白
是： “同学们， 时间紧任务重，
虽然停电了 ， 我们也要继续战
斗 。” 同学们稀稀拉拉地响应 ，
好吧！ 上课时， 老师在讲台上放
两根蜡烛， 第一桌的同学也会贡
献几根蜡烛， 就着昏暗的烛光，
老师在讲台上一边讲题一边把
演算过程写在黑板上， 字写得
比箩筐还大 。 一个调皮的男生
说， 老师， 看不见呀。 后面的同
学也跟着起哄说 ， 就是看不见
呀。 也有手持电筒的 “富翁” 将
电筒的光射向黑板， 慢慢地， 电
筒的光就故意射到了老师的身
上， 又移到了老师的眼睛上。 老
师把粉笔头一扔， 一边摇头一边
叹气说， 那就上自习吧。

英语老师是个比我们大不了
几岁的帅小伙， 和我们相处得很
融洽。 看着教室里稀稀落落的烛
光， 自然猜透了我们的心思， 笑
嘻嘻地说： “上自习课， 大家自
己做作业吧 ！” 我们三五成群 ，

小脑袋凑在一起， 快速地完成作
业 ， 剩下的时间就小声地讲笑
话， 分享见闻……偶尔有坐在教
室后面的男生会将一小截香肠放
在饭勺里 ， 把勺子放在烛火上
烤， 不一会儿， 就听到肥肉在烛
火炙烤下 “滋滋” 的爆裂声， 一
阵肉香在教室里若隐若现地飘
着。 “作案” 的同学担心被老师
责罚， 把烤得半生不熟的香肠用
小刀割得四分五裂， 分给邻座的
同学。 我们彼此掩护囫囵吞枣地
将香肠粒送入腹中， 虽然每人只
分了米粒大小的一块， 也吃得津
津有味。 这大概是我平生吃过的
最早的烧烤吧！ 老师在讲台上踱
来踱去也是无趣， 有时会和我们
分享他的童年往事。 在烛光的映
衬下， 眉飞色舞的老师和笑意盈
盈的我们， 构成了无比和谐的画
面。

物理老师是个音乐爱好者。
如果停电的时候恰巧轮到物理
课， 同学们就会提议， “老师，
我们唱歌吧！” 物理老师爽快地
答应。 黑暗中， 同学们扯着嗓子
涨红脖子的歌唱 ， 是忙 碌 而 枯
燥的复习生活里最有意思的调
剂品。

当年的很多往事早已被遗忘
在岁月的长河里， 但烛光里异常
生动的面孔， 谈天说地的我们、
畅想未来的我们、 青春迷茫的我
们 ， 却永远地留在了记忆最深
处。

烛光里的自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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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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