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友情怀

———读《少年奔跑在田间》

铁警父亲

□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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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季节， 饮用水需求量
增大， 桶装饮用水企业生产量
旺盛。 结合当前实际情况， 近
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
产科联合卢沟桥街道市场监管
所主动向前， 对片区内一家桶
装饮用水生产企业开展全面监
督检查。

执法人员查看了企业的水
处理车间、 灌装车间、 桶外刷
车间、 成品库房等重点区域，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情况以及各
个关键环节风险控制点的防范
情况。 执法人员对生产企业进
行了相关指导和提示：

做到相关包材进货索证索

票， 验收到位， 做好详细的台
账记录； 做到桶装饮用水从源
水的预处理、 回收桶的清洗消
毒、 灌装等各个关键环节的严
格把控； 按照作业指导书进行
生产加工操作， 确保产品可追
溯； 做到各项生产记录详实，
包括生产过程控制记录、 出厂
检验记录、 销售记录、 留样记
录等内容； 落实好企业主体责
任 ， 进一步健全 “日管控 ”
“周排查” “月调度” 工作机
制并做好相关记录； 在生产活
动中要合法依规生产， 牢固树
立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意识。 （李天玲）

追追光光的的人人
□黄颖华 张文瑞 文/图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桶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少年奔跑在田间》 是当代
作家陈伟军最新创作的一部以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为主题，
聚焦青少年 “劳动教育” 的儿童
文学作品。 沿着小主人公顾小森
在田间奔跑的脚步， 记忆和时间
里的乡村世界、 孩童被乡村生活
磨砺过后的成长、 青少年积极投
身新农村建设的昂然景象等逐一
铺陈开来， 形成一道烂漫、 夺目
而温暖的光芒， 为孩子的人生铺
上真纯温暖的精神底色。

人生最幸福的， 莫过于从童
年出发， 最终回归童心。 陈伟军
无疑是幸福的， 大地深处的童年
生活赋予他最初的精神力量， 支
撑他坚定地行走在文学创作之路
上， 从 《不和上帝回家》 致敬青
春情感、 《兄弟承诺》 歌颂兄弟
情谊 ， 到如今 《少年奔跑在田
间 》 回归率真童心 。 这一路走
来， 童年的乡村生活是他想象的
起点， 也成为他心灵的归处。

成长 ， 是 《少年奔跑在田
间》 中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 作
者将顾小森的成长放置到乡村田
野之中， 从顾小森的眼睛中观察
新农村的巨变和坚守。 乡村带给
顾小森的滋养和启示是全方位
的， 当他与本地 “骑猪少年” 林
图图和坚强自立的阿秀等人相
遇， 乡村的 “人和物在他的心里
镌刻下有爱的印记”， 他逐渐感
受捉泥鳅 、 捕鱼 、 洗衣服 、 割
稻、 瓜棚守夜、 做菜等劳动中蕴
藏的乐趣。 好友皮克的加入、 奶
奶的过往、 姐姐的奋斗让他深刻
地体会到友情的甘美、 亲情的芬
芳和奋斗的力量， 他不再有 “花
生挂在高高的树上” 的傻想法，
慢慢喜欢上幸福和艰辛交织的乡
村生活。

顾小森的姐姐不顾父母反
对， 返回农村， 帮助村民致富，
体现当代青年的担当。 虽然面临
的困难不少， 但她和伙伴们立足
乡村实际建设民宿、 和弟弟一起
利用短视频进行宣传、 制作策划
书引入企业注资……她一路奋
斗， 一路成长， 让美好生活的理
想照进了现实。

子女的成长也带动父母思想
上的 “成长”， 在写到顾小森和
皮克组织的 “奔跑田间少年团 ”
抵达村庄时， 顾小森爸爸的一段
话， 说出了无数从农村走进城市
的父母的心声， “每个人像长在
泥土里的花生”， 无论走进如何
光鲜亮的厅堂， “身上永远沾染
着泥土的清香”。

作者用充满诗意的文字写进
心灵深处， 唤醒了我们心中那个
永恒的孩子， 也在启示我们应该
带着孩子走进广阔的乡村， 去触
摸大地深处的温度， 感知田间地
头的勃勃生机， 品味新时代 “山
乡巨变” 的活力和魅力。

写给儿童的劳动赞歌

我刚出生， 父亲就去外地工
作了。 对父亲的印象， 是在母亲
的描述中， 她说父亲曾是一名军
人， 后来又当了一名铁路警察。

在我7岁的一天， 院子里突
然进来一个戴大盖帽的男人， 我
一看像公安民警， 吓得连哭带嚎
地喊爷爷。 爷爷出门一看， 哭笑
不得地对我说， 他是你爸。

父亲那次回家， 是接我和母
亲的。 到火车站后， 父亲排队去
买火车票， 望着售票窗口前那长
长的队伍， 母亲一脸迷惑地问父
亲： “你不是铁警吗， 还要排队
啊？” 父亲说： “正因为我是铁
警， 所以更不能搞特殊。”

绿皮火车像一头耕地的老
牛， 慢条斯理地在铁轨上游走，
而父亲却忙了一路。 一会帮旅客
卸行李， 一会扶老人上厕所， 只
要旅客有需要， 他站起来就去帮
忙。 我感觉父亲也像一头拉车的
牛， 扛行李、 背老人、 抓小偷，
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

因为父亲立过功， 铁路局给

我家分了一个大房子， 父亲的同
事刘刚家分了一个小房子 。 那
天， 我们刚把房子收拾好， 刘叔
就来了。 一进屋， 他拉着父亲的
手说： “兄弟，你也知道我家人口
多， 那小房子根本住不下……”
刘叔话还没说完 ， 父亲一拍胸
膛， 慷慨地说： “换房子是吧，
没问题。” 刘叔一听， 紧紧地握
着父亲的手千恩万谢。

我们搬进小房子后， 父亲和
我们依旧聚少离多。 为了铁路运
输的安全， 他守酷暑， 候星月 ，
夜以继日地行进在祖国的大地
上。

有次， 我在火车站的大厅里
看报， 突然看到了父亲的署名文
章。 回家问起， 父亲说， “这些
年铁路迅猛发展， 有很多劳模工
匠值得讴歌， 作为一名铁警，我
有责任和义务讲好铁路故事。 ”母
亲听后对父亲说：“10年前你在火
车站救人被歹徒连捅几刀， 这个
事迹你也写写吧。” 父亲回绝道，
“警察的职责就是救人， 这有什

么好写的。”
我初中毕业时， 父亲调回家

乡工作。变的是工作地点，不变的
是使命。白天，他外出工作，晚上，
就一头扎进书房， 看书、 写稿。
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澄静的
情感， 如果用一个流行词来定义
这种情感， 那就是 “初心”。

那天， 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
说： “闺女， 有件事我藏了很多
年， 今天一定要说出来。”

父亲说： “当年你问我， 写
稿有稿费没， 我说没有， 可实际
上， 写文章大多是有稿费的， 只
是我用它资助了一位铁路工人的
遗 孀 和 孩 子 ， 这 件 事 我 早 想
告 诉 你们娘儿俩 ， 可又怕你们
不高兴……”

其实 ， 我们怎么会不高兴
呢 ？ 这样的父亲 ， 就是一面镜
子、 一个标杆， 于无声处教会我
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许， 父亲没
有寄望自己能够被理解， 但从他
真诚的眼神里， 我依然看出了一
位铁警的风姿。

□张淑兰

你经历过最长的黑夜有多
久？他开着玩笑回答：“16年、5840
天”。同事也常常开玩笑说： “隧
道已经成了卫勇的家。”

2000年毕业后， 卫勇进入中
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 从
2007年至今， 他一直从事地铁盾
构施工， 16载时光， 扎根隧道的
他， 跨过黑暗泥泞、 仰望深夜繁
星， 成为奔跑在盾构创新路上的
“追光人”。

隧道中， 每道工序都有他勤
奋的身影 。 黑暗 、 潮湿日夜相
伴， 无光的环境常常让他忽略了
时间的流逝， 有时工人把饭送到
隧道底下时， 他才发现原来已经
过了饭点。有人问他，干盾构最开
心的时刻是什么？ 他说： “当然
是隧道贯通的时候， 那一刻， 我
们终于看到了光。”

盾构施工是一个吃苦的活，
更是一项精细的活。 如何让大型
盾构机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安全掘
进， 是他经常遇到的难题。

广佛线盾构区间4标是中铁
三局首次中标的泥水盾构法施工
项目， 由于经验缺乏， 没有先例
可以借鉴， 盾构施工进度缓慢。
卫勇四处请教，拜师学艺，通过30
余次实验， 成功调整了盾构环流
系统进浆、 出浆、 速度的匹配，
有效控制了出土量和地面沉降，
保证公司首次盾构安全顺利掘
进。 广州地铁9号线项目盾构区
间是典型的上软下硬复合地层，

岩溶发育见洞率达36.5%。 当时
国内基本没有可借鉴的先例， 卫
勇凭借多年的经验， 创造性地提
出在岩溶发育的上软下硬地层不
装刮刀的想法， 成功解决了泥水
盾构穿越岩溶地质的施工难题。

再难的问题到了卫勇那里，
仿佛总有解决的办法。 他带领团
队创造了盾构掘进995米未更换
刀具的好成绩， 刷新了之前438
米的全线最高掘进纪录。 目前他
正在攻克大盾构技术难题， 探索
大盾构管理模式， 助力公司进军
大盾构市场。

卫勇作为盾构团队的引路
人 ， 非常重视对盾构新人的培
养。 以他名字命名的 “卫勇科技

创新工作室”， 已经成为党员骨
干、 青年技术人员攻克难题、 革
新工艺、 提升技能的成长课堂和
攻关阵地。 对于新人， 他总是倾
囊相授， 实践中研究的绝活、 工
作中总结的经验 ， 他都毫无保
留。 他以一名老职工对企业的挚
爱之情， 细心浇灌培养着企业的
未来和希望。 在他的带领下， 盾
构队已经成为一支专业素质高、
作风形象好的 “高能战队”， 为
公司的地铁施工保驾护航。

追光的人， 自有光芒万丈。
卫勇 ， 一个奔跑在创新路上的
“盾构工匠”， 潜心钻研勇创新，
勇挑重担解难题， 为推进盾构施
工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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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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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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