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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秋季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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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交通强国梦

岁月滑过父亲的手
□徐锐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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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扎根基层16年， 坚定筑路报
国人生理想， 参与12项国家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 踏上高原， 在一
次次工程建设鏖战中燃烧青春热
血 ； 传承 “逢山凿路 、 遇水架
桥” 的铁道兵精神， 在交通强国
征程中， 由走出校门的基层 “小
白” 成长为项目管理大拿。 他，
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铁十二局集团四公司吴燕升。

“上学时， 每次坐在拥挤摇
晃的大巴车上， 我都暗下决心 ，
一 定 要 投 身 祖 国 铁 路 建 设 事
业， 建设九州坦途， 让更多偏远
地区群众享受铁路交通便利， 让
更多群众摆脱贫困。” 吴燕升回
忆。

吴燕升出生在甘肃省通渭
县， 那里黄土丘陵沟壑遍布， 交
通不便， 要想走出大山往往需要
转乘3次客车才能到100多公里外
的定西市区乘坐火车。 高考结束
后， 吴燕升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兰
州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立志成
为中国铁路建设者 ， 为高铁强
国、 路通天下而不懈努力。 2007
年毕业后 ， 他便加入中铁十二
局， 成为践行交通强国战略的一
名筑路人。

“我有幸参与了举世瞩目的
铁路工程任务，感觉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 ， 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
择。 ”吴燕升说，参加工作以来，他
转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参建了
武广客运专线、柳南铁路、福厦铁
路等国家重点工程， 成为中国高
速铁路的参与者和时代见证者。

2020年11月， 吴燕升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 第一时间主动请缨
上高原。 在他的带领下， 一群平
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不远万
里， 从全国各地汇聚雪域高原，
踏上折多山 ， 协力打造丰碑工
程。

“虽然事先做了心理准备，
但是当我踏上折多山时， 还是被
现场恶劣的气候和极端的地质环
境所震撼。” 吴燕升回忆。 项目
位于高寒缺氧无人区， 大风雨雪
是这里气候的常态， 更大的困难

在于隧道地质结构复杂， 建设过
程中需要下穿不良破碎带和富水
岩层 ， 经常发生岩爆和涌水情
况， 施工条件极其恶劣。

“记得穿越高压富水区时，
最严重的时候 ， 隧道内积水漫
腰， 工程建设举步维艰。 但是与
这些地质和气候环境相比， 最大
的挑战还是大雪封山后， 项目建
设者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和恐惧
感。” 吴燕升回忆。

上场之初， 没有电， 也没有
网络， 甚至连饮用水和食物供应
都捉襟见肘。 隧道开工不到3个
月就下起鹅毛大雪， 施工现场15
公里范围内没有住宿和吃饭的地
方， 只能靠工地搭帐篷， 利用大
巴车解决每天的工人运输问题。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项目管
理者， 吴燕升既有攻克建设难题
的坚毅， 也有精细管理的韧劲。
折多山上空气稀薄， 轻微的运动
都会造成血氧不足， 建设者经常
头晕、 胸闷、 嘴唇发紫， 工作1
小时往往需要2小时甚至更长时
间休息。 施工建设初期， 氧气面
罩和供氧设施不足， 吴燕升号召

全体党员给职工让出面罩， 为职
工服务好、 保障好。 经过全体建
设者的不懈努力， 他们用短短10
天时间就给工地每个宿舍安装了
增氧设施， 添置了大量氧气面罩
和移动式吸氧用具 ， 同 时 安 排
工 地 医 生 为 大 家 做 好 保 健 服
务， 让职工在高原上感受到了企
业的温暖， 激励全员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施工生产大会战
中。

凭借实干拼搏和出色的工作
能力， 吴燕升先后荣获中国施工
企业管理协会 “工程建设科技创
新人才万人计划 ” 青年拔尖人
才、 中国铁建第十届 “十大杰出
青年” 等一系列荣誉。 “荣誉的
获得， 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
定， 更是对我们团队拼搏奋战的
肯定。”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后， 吴燕升表示， 感觉肩上的使
命和责任更重了， 在今后工作中
要全面发挥劳模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 以实干者、 奋斗者的姿态带
领企业参与更多的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建设， 用坚守、 勤奋与创新
谱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誉华章。

吴燕升 （左二） 开展方案研究

想起父亲， 便想起他那双握
紧岁月的手。

那几亩老田， 是父亲一生的
舞台。 勤劳的双手磨光了无数农
具， 收获了无尽甘苦。 春天， 他
操起铁锹 ， 锄净猪圈 ， 堆肥备
耕； 夏天， 他握着锄头， 挥汗于
田垄， 点种玉米； 秋天， 他扶着
犁铧， 精耕细作； 冬天， 他拿起
斧凿， 修缮农具。 辛劳过后， 父
亲总会用他那双沾满泥土的双
手， 欣慰地捧出花生、 红薯、 果
蔬及全家的希望。 如今， 父亲还
在 菜 园 里 忙 活 ， 只 为 丰 富 我
们的餐桌。 那双手， 是取之不尽
的粮仓， 保障着全家老小温饱无
忧。

我们三兄弟次第而至的学
业、 婚事， 逼着父亲曾一度背井
离乡 ， 四处打工 。 父亲手中握
的， 便是通往城里的张张车票。
小小车票， 带着父亲下过山西的
煤窑， 入过东北的林场， 住过上

海的工地。 那十几年， 父亲辗转
各地， 吃苦无数， 可每次回家，
他都笑着交给母亲一沓钞票， 送
给我们一堆糖果。 那次， 我将一
张车票递给父亲， 想带他旅游，
父亲脸上却愁容闪过： “一看到
车票我便想起当年的冷饭 、 清
汤， 酷热、 严寒。 我现在就想守
在家里 ， 哪都不去 。” 那双手 ，
曾握着写满苦累的车票， 送我们
兄弟踏实有力地启程人生。

父亲的手， 其实很有艺术灵
性， 拉得一手好胡琴。 母亲曾笑
言 ， 是父亲的琴声绕住了她的
心 。 父亲曾是村里戏班的 “首
席”， 颇具影响力。 那年村里唱
戏， 父亲正襟危坐， 琴声如水，
我在台下听得入迷， 甚感自豪。
拮据的家境， 曾让父亲无奈地卖
了胡琴， 断了琴声。 两年前， 父
亲坐在墙根的阳光里， 悠然地用
桑木自制了一把板胡， 拉起了当
年的小调， 陶醉其中。 那双手，

按着弦、 拉着弓， 奏出了父亲的
生活五味。

那次回家 ， 父亲因腰疼卧
床。 父亲喊我： “大锐啊， 你帮
我换贴膏药吧。” 说着双手颤巍
巍地撕下一贴递给我。 父亲身上
的皮肤已然松弛， 那贴膏药， 我
使劲压、 抹才贴好。 这还是那个
曾驮我乱跑 、 力壮如虎的父亲
吗？ 那次父亲重感冒， 我陪父亲
在医院输完液后上街吃面。 父亲
像个孩子似的， 一路紧跟， 过马
路时， 我干脆牵住了他的手。 几
十年来， 我貌似第一次和父亲拉
手， 可拉到的手， 却已枯瘦、 无
力。 我不由心头一酸， 那双曾力
大无穷 、 撑起全家的大手哪去
了？ 那双手， 不再强劲有力， 却
重重地捶打着我的心。

从父亲的手中， 我接过了努
力上进、 隐忍坚强， 这让我受用
终生。 我将握住父亲的手， 让他
剩余的岁月过得幸福、 安然。

———读黄永玉散文集《还有谁谁谁》

□钟芳

一个真诚而有趣的灵魂

“我不喜欢把死亡说得很可
怕，死，是后来的活人们将它弄得
讨厌起来。”这是著名画家、作家、
诗人黄永玉先生在《温暖的追忆》
里所写的文字， 其对生死豁达的
态度尽显其中。 这位众口皆碑的
“鬼才”与永葆童心的“老顽童”，
原打算在自己100岁时举办一场
全新的画展，如今，他却永远地离
开了， 我们只能在他的各类作品
中缅怀和品味这个有趣的老人。

《还有谁谁谁》 是黄永玉创
作于2022-2023年的全新散文集，
真挚温暖的笔触详细呈现了这位
百岁老人站在百岁边缘， 回望曾
经走过的漫漫人生路， 以及一路
同行的故友亲朋， 讲述他们的情
怀与命运、 理想与归途。 老先生
亦画亦文， 人生旅途中那些重要
的人、 重要的瞬间、 重要的记忆
化为图画和文字跃然纸上， 点点
滴滴都饱含着他对人生、 历史与
文化的思考。作者自称，这本书可
以说是他早前随笔集 《比我老的
老头》的续集或补充，两书构成完
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 折射出一
个时代的背影。

黄永玉自诩是 “无愁河边的
浪荡汉子 ” ， 也是 “湘西老刁
民”。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的
他， 因家道中落， 12岁就离开家
乡外出谋生 ， 不久抗战全面爆
发， 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生
活 ， 一度 “靠捡拾路边残剩度
日”， 三次从日本人的炸弹下捡
回性命 ； 甚至和一船舱尸体同
行， 还险些被抓 “壮丁”。 出于
爱好也碍于生计， 他在艺术的道

路上自学成才， 以出色的木刻作
品蜚声艺坛， 后拓展至油画、国
画、雕塑、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
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
位。 “我进入社会之后，周围人一
直对我很好， 大概觉得这个孩子
能吃苦，做人过得去。到哪里给人
画像，剪个影，人家都喜欢我。”黄
永玉作画情真，做人重情重义，爱
憎分明， 优秀的人格魅力为他赢
得了不少真挚的朋友， 并且使他
遇到了一生挚爱张梅溪。

《还有谁谁谁》 包含了多篇
黄永玉回忆自己和师友朋辈之间
的往事， 嬉笑怒骂、 自然随性 。
譬如他写张学铭： “张先生高大
的中型胖子， 见过全世界大场面
的人， 那时候能找到个随心交谈
的人真不易， 居然一坐就是一整
天，上午来，聊、聊、聊，吃中饭，喝
茶，再聊、聊，吃晚饭，吃大西瓜，
再喝茶 ，再聊 ，九点钟 ，起立 ，再
见。 我们送他出门。 ”三笔两笔便
把人物言行举止刻画得栩栩如
生， 那些大多早已离开的人物形
象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他们仓
皇与镇定、 软弱与勇敢……令读
者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

“我回香港住了几年， 回北
京之后 ， 这些先生都没有了 。”
“我活得这么老， 常常为这些回
忆所苦。 ”在书中，黄永玉叙说着
这些平凡的与不平凡者的人生际
遇。 他们在黄永玉的生命成长过
程中，都曾及时地伸出过援手，给
予他无私的帮助， 让黄永玉蹚过
人生道路上的一处处险滩， 由此
迈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坦途。
然而，人生就是这样，有相遇就有
分离， 面对一些曾支持和帮助过
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先后离去，晚
年的黄永玉常常情难抑制， 深深
地怀念着他们 。 他们是他的光
影， 是他的背景， 是他行旅的地
图， 也是他的精神肌理， 他和他
们共同写就了一部生命之书。

回望自己的世纪人生， 黄永
玉在《还有谁谁谁》书中颇为坦然
地写道：“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
候我会说两个满意： 一是有很多
好心肠的朋友， 二是自己是个勤
奋的人。”读完全书，我深以为然。

为确保辖区环境秩序稳定，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以创城工作
为抓手， 全面开展秋季占道经营
专项整治工作。

强化外部协调 ， 做好跨部
门、 跨属地的合作联动， 提前布
控。 采取人盯车巡、 视频巡查等
方式多角度多方位管理， 稳步推
进， 提高违法成本。

强化对相邻街乡镇协调联动
同步部署、 执法力量同步上岗，
有效压减占道经营违法空间。

强化文明执法， 以人为本、

疏堵结合， 确保执法过程理性、
平和、 文明、 安全， 避免因执法
不当引发负面舆情， 同时落实全
过程执法记录要求。

强化普法宣传， 对占道经营
者进行普法教育， 彻底消除占道
经营者侥幸心理， 引导占道经营
的商贩规范有序经营， 劝导摊贩
离开现场或者将摊位挪移至摊点
群 ， 有效保证市容环境整洁有
序， 确保群众出行畅通， 环境整
洁。

（成光）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