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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路 上

艺海浪花

巷陌有言

～～～～～～～～～～～～～

天上没有一朵云，树下没有一丝风。凝固的空气里，
弥漫着呛人的柏油味。村口那条年久失修的小路，被太
阳晒得发软，行人一抬脚，路面粘得鞋底滋啦作响。

“这不叫柏油路，应该叫沥青路面。过去的公路等级
低、投资少，使用的碎石级配不良，再加上沥青标号低、软
化点低，夏季泛油是正常现象。开始干活吧，王工的基平
组把咱甩了两公里了！”测量队实习生李强，用满口的专
业术语，纠正着道工老韩的错误观点。

李强架好水准仪，已是汗流浃背。看着老韩立稳了
塔尺，李强潇洒地抬手，把头上的MLB棒球帽檐拉到脑
后，右眼迅速贴到目镜上读数。这是李强在大学测量课
里的招牌动作，因为这番帅气操作，班花刘薇成了李强的
小迷妹。

绝活不灵了！透过目镜看出去，炙热的空气被镜头
放大后，眼前的影像如同西部片里牛仔出场的画面，充满
了流动感和颗粒感，塔尺上的数字看上去一坨黑，这怎么
读数呢？李强的脑袋有点发晕，滚烫的汗水流进了眼睛，
立刻感到一阵刺痛。

李强正在揉眼睛，突然感到头皮一紧，不知什么东西
扣在了头上。慌忙睁眼，刺眼的光线消失了，脸庞到肩膀
被突如其来的阴凉笼罩得严严实实。视线向上一瞥，头
上多了一顶草帽。“哈哈”！李强耳边传来一声大笑。侧
脸一瞧，王工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他身后，草帽黄亮，短
袖雪白。

“niania，小帅哥，今儿改日头大的，把皮缝马（宝鸡方
言，蚂蚁）都能晒粘到路上，你得把咱的万能伞戴上！”王
工说话间，用手指敲了敲草帽帽檐。把草帽叫“伞”尚可
理解，可这“万能”从何说起呢？看着一脸茫然的李强，王
工又笑了：“别想了，赶紧测吧，下午地形组就上来了，咱
俩还得去跑板尺呢！”王工又是一阵大笑，高唱着国粤语
混搭的《铁血丹心》转身而去。

其实第一天实习，李强就发现测量队的工程师、道工
们人人头顶草帽。李强是县城里长大的娃，在他童年的
记忆里，每逢六月，城里就会“过麦客”。这些来自临县山
区的农夫们，在自家麦子尚未开镰的间隙，来到平原县区
农家，用割麦子的好把式，换得微薄的收入。一顶草帽、
一把镰刀，就是麦客们的标配装备。

西安公路学院应届高材生李强，把他的大学生标配
带到了工地上：大格子衬衫、破洞牛仔裤、高帮户外靴，头
上的MBL还是刘薇送的，天再热也不换！这使得站在头
顶草帽的工程师们身边的李强，像个骄傲的Rocker。眼
下，太阳击穿了装备，寒酸的草帽却派上了用场。阳光不
再刺眼，闭合差更是接近于零，两公里的中平不到一小时
就搞定了。

这条省道改线，把旧路上的大弯裁直了一段，但新线
穿越的地方，地形图少了一块。于是，总段组织专家和技
术骨干成立了地形组，前来支援测量队。李强第一次参
与地形测量，兴冲冲地赶到现场，却为眼前的场景心头一
震：公路学院传奇学长、现市交通局副局长张永胜担任组
长；参加过援非工程的桥梁专家赵烨操作仪器，久闻大名
的学姐乔蔚娟辅助计算。这队气场强大全明星们，站在
山顶谈笑风生，清一色的草帽黄亮、短袖雪白！

王工扛着板尺下到河道，一回头发现身后的李强，把
MBL换成了草帽。李强红了脸：“万能伞，标配……”在专
家的加持下，地形测量丝毫没有受到高温的影响，十分顺
利地进行着。讲机里传来一道道精确的指令，偶然夹杂
着专家们的笑谈。李强行进着、默记着，心里一阵阵叹
服：“王工，这些专家业务真强，而且没一点架子！”王工
哈哈一笑：“甭急，你也会和他们一样厉害的。”

“小李——”李强闻声看去，赵烨站在头顶的崖边唤
他。“天热了喝点水，接着！”一道黄亮的影子，在阳光里飘
飘悠悠飞了过来。李强一抬手，接到一顶草帽，帽子的系
带绑定着一个黄军包。打开一看，两瓶冰红茶、四个熟鸡
蛋，鸡蛋壳完好无损！王工剥开鸡蛋塞进嘴里“niania，火
花哥到底是专家，降落伞和乾坤袋玩的真溜！”

夕阳西下，暮霭降临，测设任务顺利完成，但末伏天
的余威仍在，王工和李强在河湾里洗了把脸，一起抬着板
尺爬向山头，王工高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山顶上回应
起一个粗犷的男高音“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随
即爆发出一阵男人的叫好声、女孩的笑声，在山谷中回
荡。王工眨眨眼：“听，胜哥当年那可号称是马路大学腾
格尔呢！”上到山顶，眼前的场景再次让李强心头一震：张
局、赵专家和测量队的人一样，席地而坐，屁股下垫着草
帽圈儿。乔学姐拿草帽扇着凉，如同手执绢扇的古装美
女般优雅娴静。

测量队的晚餐，安排在山上的道班，大伙对道班厨神
五魁叔的野菜宴充满了期待。可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车刚进院子，一阵雨点子毫无征兆地打了下来。李强正
欲冲进雨幕，却给乔蔚娟一把拉住，把一顶草帽扣在
李强头上。于是，大伙顶着草帽，神清气爽地走向山
间暮雨中，直到进了道班房，还在热烈讨论着交点设
置的问题。第二天，李强登上测量队的车时，草帽黄亮、
短袖雪白。

十五年后，通县二级路全面覆盖，区交通局局长李强
经常在新闻里接受采访。李强的女儿小蔷薇疑惑不解地
问道：“你上电视的时候，怎么总要戴顶草帽？”李强笑了：

“这顶草帽，也是遮阳帽、降落伞、沙发垫、扇子、雨伞，它
可是公路人的万能伞啊！” （作者供职于宝鸡分公司）

初识《陕西交通报》还是20几年前了。
那是1999年我刚从其他单位调入公路系统
的收费站以后。一次，在参加单位组织的庆

“五四”活动上，我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小诗
并获奖。活动结束后，站领导对我说：“小李，
我们行业有一份报纸叫《陕西交通报》，很好
的一份报纸。你是年青人，要多学习，多写一
些东西，争取在上面发表文章。”就这样，我有
幸结识了《陕西交通报》（以下简称《陕交
报》）。

那时年少轻狂，自信满满，作为一名文学
爱好者，我写诗、写随想、写散文、写通讯，写
好后就投递给《陕交报》，偶有文章刊发，便欣
喜若狂。因为在《陕交报》上时常刊发文章，
领导便将我从一线调回了办公室，并谆谆告
诫：“多学习，多努力，多写。”

2001年8月9日，那天是星期四，一大早
到单位，我就去找分发报纸的同事，询问《陕
交报》来没？分发报纸的是一位比我年长的
大姐，她说：“怎么？刊发你文章了？”我说：

“应该刊发了我写的诗。”没来由的，坚信那一
期报纸上一定有我的诗。当报纸递给我的时
候，我直接翻看第4版，一眼便看到了我的两
首诗——“石头的爱情是最真的爱情”“飞鸟
和山石”（陕交报2002年 8月7日第4版）。

我拿着报纸，念了又念，看了又看，一整天都
处在莫名的兴奋中，连走路都有飞的感觉。

2002年底，我写了一篇“我是你掌心的
小孩”的小短文，作为“我与《陕西交通报》征
文”投递给了报社，2003年1月21日的《陕交
报》便刊发了我的这篇文章，随后这篇文章又
获得“我与《陕西交通报》”征文二等奖。编辑
老师的认可、关心、鼓励，使我充满了向上的
斗志。

我也先后两次，被上级管理部门抽调到
工程上，从事办公室后勤服务工作。由于自
己不懂工程，起初的时候有一阵子被懂技术
的同志嗤之以鼻，认为就是混日子的。随着
工程建设的推进，工友们的付出与奉献时常
感动着我，便先后写了一些通讯和诗歌，在
《陕交报》上刊发了。当工友们在《陕交报》上
看到他们奋斗的身影的时候，再见到我时，眼
光都有了变化，有欣喜、幸福，也有感动、感
激，更有期盼、希冀。

正是因为《陕交报》，我的名字被许多兄
弟单位的同事记住了，有时参加会议或者培
训，交流过程中，便会有人说：“你是不是写那
个啥啥的某某？”或者“《陕交报》上的某某诗
歌是不是你写的？”我在回复中，内心也有点
小小自得，看来，我也小有名气了。

一次，我们上级管理单位的一位新到任
领导到基层调研。来我们单位座谈时，他问：

“谁是李军？”我立即站起来，领导说：“我知道
你。但你说我是怎么知道你的？”我脱口而
出：《陕交报》上那篇“朱老爷子”（2007年2月
6日第4版）。领导笑了，说：“就是那篇文章，
写得好。”临走时，领导对我说：“好好写，我等
着看呢。”

细想与《陕交报》的交往，从最开始的写
信式的投寄到邮箱电子版的传输，从每天盼
《陕交报》报纸到现在随时打开电子版网上阅
读，一路走来，我从一个文学“小白”，到如今
在系统内也有了所谓的“才子”或“诗人”的称
谓，每一次的进步，都离不开《陕交报》编辑老
师的指导、鼓励。

匆匆20几年过去了，《陕交报》即将30年
了，正是风华正茂，我也从小伙步入了知天命
的年龄，我不仅仅是和《陕交报》一起长大，还
会和《陕交报》一起继续意气风发。

人一生中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平台，与
我而言，认识《陕交报》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平
台，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而此时，耳畔正回响着优美的旋律：我
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
老…… （作者供职于商南公路段）

一

他们带着疲惫
从泥泞中走来
公路上 车来车往
没有人在意过他们辛苦的模样
昨夜雨急风骤
他们顶风沐雨
在雷电交加中排险逆行
直到晨曦初现时
他们拂去一身倦意
继续那执着如初的日常
我们该以怎样的怀抱来感念
这守护着公路平安通畅的点点橘黄
我们该用怎样的言语来赞美
这韵染了青绿山河的点点橘黄
他们从泥泞中走来
笑脸如花般绽放

二

他们从泥泞中走来
带着父辈对公路发展的期望
或许 他们已记不起
年少的梦想
却一定记得
父辈那壮硕黝黑
扛起公路建设和家庭重担的脊梁
也一定记得
老屋墙壁上那尘封多年的相框
和某张公路竣工留念照片上
记述着的一段过往
或许还有写字台抽屉里
父亲一直小心珍藏的
那枚劳动奖章
他们从泥泞中走来
带着自己对明天 对未来
对美好生活的畅想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在高原之下生活的人们，大约很难体会到氧气的重要
性，来到普兰每晚都会因为缺氧被数次憋醒，发红充血的
眼球和电子表上黄色的血氧饱和度监视条都在提醒我，昨
晚又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窗户外又是一个大晴天，整
个县城都已经在灿烂的阳光中苏醒并活跃开来。

普兰县的上班时间是十点半，这里与内地有着两个小
时的时差。乡村振兴局的办公点是座二层的小楼，我和另
外两名藏族同胞同在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
公。来到办公桌前，照例泡好一杯家乡的绿茶，袅袅升起
的茶香，飘散着家乡的味道。

伴随着茶韵开始签阅文件，一同办公的资料员仁青康
卓到达办公室的时间比往常略微迟了一点。仁青康卓是
一个典型阿里普兰土生土长的藏族姑娘：二十多岁的年
龄，个子不高，略显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大而明亮，昭示

着这个成长在高原日光下的藏族姑娘，健康而爽朗。今天
这位明朗的藏族姑娘，大眼睛又红又肿眯成了一条线，这
是被藏区的一种毒蚊子给叮了一口。

普兰县的蚊子又肥又大，往往还成群结队地出现，对
人展开无差别攻击，简直是防不胜防。在藏地边陲，医药
资源匮乏，防护措施也缺失，被咬之后一般都只能靠自身
免疫力来抵抗。仁青康卓眯瞪着眼睛打开电脑，利索地拆
开一个文档盒，继续整理文件，“这叫轻伤不下火线”，仁青
康卓爽朗大方地对我说。我对她说，应该赶紧去看看眼
睛，不要延误了病情。她却摇摇头说：“没事，像这样的小
毛病，我们都是抗一抗就过去了。”但看着她越发肿胀的眼
睛和不断往下淌出的泪水，我还是忍不住担心起来。说话
间，我想到了我们一起来援藏的队伍里有一位眼科医生张
薇。她是陕西省富平县医院对口支援普兰县医疗的医生，
还是学习强国中《援藏姑娘》那首歌的原型，张医生有着精
湛的医术和丰富的治疗经验。

我将张医生的信息推荐给了仁青康卓，并介绍她去张
医生所在的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并进行了热敷、涂抹抗
生素消炎等处理。专业及时的治疗很有效，当天下午仁青
康卓红肿的双眼就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忽闪着那双漂亮的
大眼睛，一个劲地对我说“谢谢”。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藏族姑娘，眼睛恢复如常，我为
能够帮助到她而感到高兴，但一想到这里落后的医疗条
件，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薄弱，又不免为更多的藏族朋友
担忧起来。普兰县是位于祖国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尼泊
尔三国交接的边陲小城，这里医疗水平、居住环境与内地
都有着极大的差距。作为前来援藏的亲历者，我真心希望
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普兰出一份力，尽一份心，给
这里的兄弟姐妹们多一点关心和支持。

“我愿做雅江里的一朵浪花，轻轻地荡漾在你的身
旁。我愿做高原上的一只雄鹰，久久地围绕着你飞翔”，能
够成为援藏干部，能够来到普兰，在这里看到最美的风景，
遇到可亲可爱的人，并且能够帮助他们，多年以后，我也会
感恩这段特别的时光吧！（作者系汉中市公路局援藏干部）

与老同学聊天，她说起一件事：前几日她
在单位食堂用完餐，习惯性地将凳子回归原
位，又将其它凳子放至桌子底下，然后洗餐
盘、漱口……可就在她特别“豪爽”的漱口时，
因为水的重力作用，水滴溅到了旁边同事的
衣服上，她连声说着对不起并表示歉意。然
后侧目看了一下这位同事的举动，同事在漱
完口后用一只手环在嘴的旁边，然后低下
头，漱口……老同学说她一直认为自己在这
些方面做的都很好，但那次她同事的举止告
诉她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正所谓，细微之处
见公德。

我不禁想起了不久之前去超市购物，在
门口有一个小男孩推门进去之后并没有立刻
松开手，而是扶门等着后面一个推着婴儿车
的人进门，然而那个推婴儿车的人并不“买

账”，只是自顾自地停在那里逗着婴儿车里的
孩子，男孩依旧在那扶着门。我看不下去
了，快速过去扶住门让男孩先进去不用再
等，然后回头问推婴儿车的人进不进。那人
飞快地推着车进了超市，而且并没有一声礼
貌的“谢谢”……

当我告诉老同学这件事的时候，我和她
的话题就转入了这个关于文明举止的问题
上。文明不是说教，不是唱着高调却我行我
素，不是大肆宣扬而不为所动。它一直藏在
我们的举止里。

在外就餐，当你的餐饮均已呈上，你诚恳
道出的那一声“谢谢”就是文明举止。路过交
通十字路口，车辆礼让行人，行人微微点头示
意之后再通过，就是文明举止。进小区时没
有带门禁卡，同院子里的人虽是顺手，却帮你

打开了门，你的一声由衷的“谢谢”，并礼让他
人先进出，这就是文明举止。

需要同事帮助，即便是一件微小的事情，
比如借用一下电脑，完毕之后记得将同事的
桌面回归原样，这是文明举止。

在公共场合，当你伸手去拿一件公共
用品，伸手的一刹那，有人刚好递过来给
你，你礼貌感谢并微微欠身示意，这也是文
明举止。

其实，文明就藏在这些寻常琐事之中，就
藏在一言一行中，不需要大肆宣扬，只是本心
流露。它是藏在一个人的核心品质中的东
西，也是编织人格的纤维。文明的举止就是
通过耳濡目染的影响，潜移默化的熏陶传播
开来。所以，文明就在举止中。

（作者供职于富平公路段）

他们从
泥泞中走来

文 / 绘画 周 峰

万能伞 ■ 马 骐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 我和《陕西交通报》的情缘

■ 李 军

援藏小记

文明藏在举止里 ■ 李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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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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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医生张薇给藏民做检查援藏医生张薇给藏民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