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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读杨志军《雪山大地》

哨所里的七夕

□杜晶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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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针对企
业电话咨询及相关信用工作办
理申请， 优化服务方式， 拓宽
服务渠道， 助力解决企业及群
众 “急难愁盼”。

将公示电话转接到个人手
机随时接听， 确保咨询电话能
够以最快速度得到解答。 积极
稳妥依托政府网站 、 政务邮
箱、 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等
平台实现申请线上办理、 线上
解答 ， 致力实现 “数据多跑
腿、 群众少跑路”。

加强部门协作， 畅通与北
京市市场监管局、 丰台区政务
服务局及市场监管所的沟通渠
道， 严格把控审核办理时限，
针对个别申请时间要求较短的
情况， 加班加点以最快速度办

理完成， 真正做到监管为民。
全力做好行政处罚信息查

询工作， 为企业办理上市、 发
行股票、 发行债券、 招投标、
安防资质年审、 评先评优等相
关工作提供依据 。 自2023年1
月至今， 共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行政处罚信息查询服务2100余
次。

平稳有序开展信用修复等
相关工作。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 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秩
序， 建立失信主体自我纠错
的信用修复机制， 稳妥有序
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开展企业行
政处罚信息公示信用修复工
作。 今年以来， 已为3个企业
开展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信用修
复。 （金江玉）

从从““心心””出出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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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推进市场主体信用修复工作提质增效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雪山大地》 以杨志军父亲
走进沁多草原蹲点、 住进牧人桑
杰家开篇， 展现了包括父亲与母
亲在内的三代草原建设者艰辛探
索的足迹与生命历程。 故事贯穿
了雪域高原上生产 、 教育 、 商
业、 医疗、 环保等一系列内容，
全景式展现现代化建设大潮中藏
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
的变迁， 被评论界誉为 “厚重、
扎实 、 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
作”。

杨志军出生于青海， 在青海
生活了40年， 后来到青岛定居。
对所生活过的土地， 杨志军都怀
有深厚的情愫。 “我热爱青藏高
原的雪山、 大地、 草原， 到青岛
后 ， 我又爱上了这里辽阔的海
洋。 我的作品就是对青藏高原和
青岛海洋文化这两种生活的思考
和描写。 我在作品中塑造它们，
它们也在塑造我。”

对生活环境的敏感和热爱让
杨志军的作品充满了细节和生命
力。 在 《雪山大地》 中， 每一个
人物， 每一段故事， 甚至一草一
木都在他的内心真实、 鲜活地存
在着。 杨志军曾说， 他创作 《雪
山大地》 时既怀有使命感， 又怀
有危机感。 “父辈已经逝去， 我
们这一代人也会渐渐老去。 我在
草原见证了父亲、 母亲还有将整
个人生都托付给青藏高原的人们
的故事、 草原牧人的生活变迁，
我有义务将这些记录下来， 将我
的感恩之情讲给这片土地听。 以
文字保存记忆和历史， 影响现代
人们的心灵。”

马脸抹酥油以示祝福、 用童
谣的旋律唱祈福真言、 与汉语逻
辑相异的藏族牧民特有的表达方
式……通过阅读 《雪山大地》 里
细致入微的描写， 读者能够感受
到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 农牧文
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
突 。 能够描写出如此珍贵的细
节， 得益于杨志军的 “生活式取

材 。” 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 ，
杨志军将自己比作一位耕地的农
民。 不能以 “离乡者” 的姿态书
写记忆里的乡村， 而要实地去体
验和感受。 这一点， 杨志军深以
为然 。 “青藏高原的雪山和冰
川 ， 是我国众多大江大河的源
头。 每次回到高原， 看雪线逐渐
下降， 就能明白今年是水源丰沛
的一年。 这份丰沛， 将会给下游
带来富饶。” 杨志军这份对自然
和生态的关注流露到文字中， 让
读者感受到了草原建设者们保护
生态环境的决心， 体会到生态逐
渐恢复的由衷喜悦。

从生活中发掘希望， 让写作
融入生活， 是 《雪山大地》 文字
充满个性与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许多人将
生命献给这片草原， 但人们仍能
像高原的花朵一样坚强地绽放。
这份生命的饱满和韧性一直令我
十分触动。” 杨志军认为， 要想
写好故事， 需要拥有对生活的概
括和抽取能力， 以抒情的方式，
表达出自己对生命独特的感悟。
“我将自己对雪山大地变化的感
悟以文字的形式传递给更多人，
希望在我讲述父辈和同辈的故事
时， 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流连忘
返。”

雪山皑皑 大地有爱

父亲和母亲的相识源于相
亲 。 他们居住在相邻的两个村
子， 之前彼此不认识， 后来经媒
人介绍， 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
父亲看中母亲的端庄秀丽， 而母
亲看中父亲的勤劳善良， 两颗年
轻的心很快贴在了一起。

不久后 ， 父亲响应国家号
召， 参军入伍到了广西的边防哨
所， 母亲在家操劳家务。 虽然隔
着千山万水， 没有耳鬓厮磨和身
边的嘘寒问暖， 但彼此之间互相
理解、 心有灵犀。

边防哨所驻地海拔 4500多
米， 冬季风雪肆虐， 山口的积雪
比推土机还高， 被称为 “雪域孤
岛”。 从上等兵开始，父亲几乎年
年申请上哨守冬， 一守就是5年。
第一次守冬， 父亲和战友一起到
海拔5000米的山口背菜， 回来的
路上， 在距离哨所不到600米的
地方， 父亲不小心踩进雪窟里。
战友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将他拉

出， 发现他的小腿肚被尖石划出
一道深深的伤口。 可他全然不顾
腿上的伤， 起身翻开背囊， 看到
磕碎的鸡蛋， 心疼得直抹眼泪。

守哨的苦， 父亲无怨无悔，
只是对于自己的未婚妻， 他有太
多的愧疚。 那时候没有手机， 父
亲 母 亲 相 互 联 系 只 得 靠 座 机
交流。 有一次， 哨所的信号塔坏
了 ， 母 亲 打 电 话 联 系 不 上 父
亲 。 半个月后， 信号恢复， 不知
情的母亲不等父亲开口解释， 迎
头一顿责问之后便挂断电话。 后
来还是父亲的战友出面， 为母亲
解释了情况， 母亲才解开心结。

那一年七夕节前夕， 母亲坐
了20多小时的火车到达边防哨
所， 她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生活状
态 ， 才彻底理解部队生活的艰
辛。 战士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进
行分列式训练， 训练结束去边境
线巡逻 ， 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
疼。 母亲来了几天也没见过父亲

几次， 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
七夕节那天， 部队领导知道

母亲过来， 专门给父亲放了一天
假， 让他们好好团圆。 父亲和母
亲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 一口气
包了100多个包子， 给哨所的战
士们加了伙食。 尽管累得手都酸
了， 但当好不容易吃到包子的战
士们一句句 “谢谢嫂子”， 惹得
母亲脸颊绯红。

也就在那一年的七夕节晚
上， 父亲母亲在部队领导和战友
的见证下， 在哨所里举办了一个
小型婚礼。 哨所营房内外洋溢着
一 派 喜 庆 的 气 氛 ， 战 友 们 列
队 欢 迎一对新人的到来 。 新建
的板房内 ， 大红喜字贴满了窗
户、 墙壁…… “这些年你跟着我
吃苦受累， 我要感谢你。” 哨所
里掌声骤响， 父亲这位 “哨所硬
汉” 不由得红了双眼。

那一刻 ， 爱的表达无关风
月， 却温暖人心。

□马健

新乌鞘岭隧道工程区位于中
温带干旱气候区 ， 海拔 2900-
3800米， 气候垂直分带性明显，
冰冻时间长， 一年中冬季长达7
个月。 恶劣的气候条件成功阻挡
了无数冒险家的脚步， 却阻挡不
了一代代工程人前进的步伐。

从1953年7月乌鞘岭隧道开
工建设， 到2006年兰武二线乌鞘
岭特长隧道建成通车， 一代代铁
路人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和传承了
宝贵的 “乌岭精神 ”。 2019年7
月， 兰张三四线新乌鞘岭隧道开
工建设。 循着前辈们的足迹， 第
三代建设者开始了自己的征程。

现年39岁的景卫刚是中铁三
局集团四公司一名有着20多年施
工经验的 “老工程人”， 这次担
任新乌鞘岭隧道出口横洞工区工
区长， 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有
多重， 从项目开建以来， 他就秉
承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爱岗敬业的
职业精神， 在岗位上默默奉献着
自己的力量。

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影响，
冬季施工时， 隧道内外温差达二
三十摄氏度， 自然条件恶劣。 为
了确保可以在入冬后项目进入大
干状态， 景卫刚面对恶劣的自然
条件没有退缩 。 景卫刚 常 说 ,
“工地运行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
整个项目的进度， 基层管理者必
须以身作则， 绝对不能偷懒， 能
解决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 不能
拖 ， 不能等 ， 要和时间赛跑 ”。
在他的精心管理下， 工区的生产
任务和生产目标记录不断被刷
新。

因为新乌鞘岭隧道邻近祁连
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建设中要高
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农
村出身的景卫刚， 深知土地对于
农民的重要性， 他舍不得污染浪
费每一寸土地， 在工区选址建房
时选取最优建房方案， 尽可能缩
小占地面积。

在工区驻地管理上， 景卫刚
带领工区职工严格遵守污水排放
措施， 将食堂废水、 生活废水经
处理后应用于道路洒水降尘、 绿
化带浇水灌溉等。 他还带领职工
在工区周围种植草皮， 并开垦荒
地种上了茄子、 西红柿、 土豆、
苹果等瓜果蔬菜， 不仅满足了工
区食堂的日常菜品需求， 还有效
防止了水土流失。

景卫刚常年坚守一线， 每每
想到亲人， 他心里充满了愧疚。

尤其是年幼的孩子生病住院时 ，
只 能 通 过 电 话 给 予 安慰和关
心。 孩子嘶哑的哭喊让他心急如
焚，可是责任重于泰山，想到自己
作为工区长的责任， 他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舍小家 ， 顾大家 。 他
说： “对比前两代乌鞘岭隧道的
建设者， 我们不管从居住环境还
是施工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乌岭精神’ 不能断， 要一直传
承下去。 虽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工区长， 但我能为新乌鞘岭
隧道做贡献 ， 家人不仅不会怪
我， 还会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没有豪言壮语， 也没有丰功
伟绩， 但景卫刚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哲理，
展现了新一代乌鞘岭铁路人扎根
高原、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 以
苦为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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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
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均

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
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
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