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院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 愿怨号 邮编院苑员园园员远 电话院穴园圆怨雪愿圆员缘猿远愿猿 传真院穴园圆怨雪愿圆员缘3583 电子邮箱院kailuxf@163.com 发至工班 印刷院咸阳新丽彩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院园29原3287源猿怨怨 029-32875238

圆园20年 7月 1日 第 4版开 路 先 锋

“七一”随想
荫杨 娟

如果青春有颜色，我想一定
是鲜艳的红，如党旗炫目，似热
血奔涌。
从桃李年华到三十而立，八

年时间里，我经历工作、结婚、生
子等人生大事 ,可以说，这是一
辈子最为波澜起伏的八年。很庆
幸，在这八年里旅途中，有党给
予指引和温暖，让前行的路上风
和日丽、山花烂漫。
优秀和自觉，是党教给我的

第一课。2008年，在毕业前夕，
我如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彼
时，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
生，谈不上有多么高尚的政治觉
悟，但在我的认知里，共产党员
就是优秀的代名词。那时候，班
级每年有两到三个推选入党积
极分子的名额，但学习成绩排名
靠前，是必备的评选标准。大二
时，为了证明自己，我暗暗下定
决心，一定要在毕业之前入党。
有了目标，也就有了动力和方
向，我一改拖延和懒散的毛病，
融入晨起朗读的“大军”，汇入图
书馆抢座的“洪流”，加入《校报》
记者的队伍，在一点一滴中，慢
慢提升着自己的文化水平和专
业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
二下期，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入
党积极分子，之后顺利通过党的
逐项检验，“晋级”预备党员、党
员，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对党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逐渐成长
和蜕变成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
善良和坦诚，是党给我的启

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这是我不敢忘却
的党的初心和使命。但作为一名
普通党员，我该做什么？我能做
什么？却一直是入党初期的我困
惑不解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
遇上这样一件事。那是从公司下
班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一对夫
妻，怀中抱着一个约莫两三岁的

孩子，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两人
满面愁容，眼中尽是无助。也许
是看我面善，两人向我走来却欲
言又止。我看出了他们的犹豫，
主动上前询问。原来两人来自贵
州，带孩子来附近不远的专科医
院看病，刚刚发现随身带着的钱
包被小偷摸了去，没有证件又无
身无分文。“孩子饿了，可以给我
们点钱买个面包吗？”年轻的妈
妈难为情地开口，要钱！我立马
警觉，这似乎是街头骗局常用的
套路。脑中的小人儿开始“吵
架”，理智告诉我应该少惹是非，
赶紧离开，可良知却说你是党
员，不能见死不救。最终良知占
了上风，看着两人难为情的表
情，我直觉他们是真的遇上了难
处，于是，我带着他们就近找了
家面馆吃饭，又去给孩子买了面
包和牛奶，之后用自己的电话给
他们联系上了家人。想着再给他
们找个宾馆住一晚上，但两人却
齐齐摆手婉拒，告诉我别破费，
他们去派出所等着家人来接。于
是，我把他们送到了就近的派出
所门口，看着他们走了进去才放
心地离开。后来回想，有可能我
真是遇上了骗子，但对于自己的
所作所为，我却并不后悔。因为
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尽我所能，做一个善良坦诚的
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便
是我作为党员最基本的行动。
关于我在党旗下的成长故

事，还有很多很多。而今，我也是
拥有 8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党
的教导下，我逐渐懂得了责任担
当的涵义，明白了拼搏奋斗的意
义，并不断努力向先锋模范看
齐。青春原本是一张无色的纸，
需要我们用行动去为它上色。感
谢党的教导，让我的“画笔”充满
红色正能量！

作者单位：房地产公司

菜园杂记
荫刘家汉

公司总部旁边有一个去处，引我下
班后时常驻足、凝望。
这去处就是同事们一起开发的菜园。
菜园距离总部办公楼大约 100 米，

透过窗户可以清晰看见菜棚。眼睛累
时，偶尔望去，甚为养眼。
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谓，

良田沃土较为少见。菜园的前身本是长
着杂草的荒地。同事“大圣”和“袁总”的
胳膊腿上都长着牛腱子一般的肌肉，为
健身达人，且热爱劳动。他俩利用业余
时间除草、翻土，趁时节在集上买来种
子或瓜蔬苗子种下，渐成菜园。
我对菜园，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愫。记

得初中的一个暑假，父亲因病住院，母
亲在医院照顾父亲。作为长子的我，自
然就担负起了照看弟弟妹妹的责任。一
日三餐吃什么，成了我每日必经的一道
思考题。不知吃什么的时候，家里几块
菜地帮了我的大忙。父母平日勤劳，把

菜地侍弄得挺好。我们想吃什么，就去
菜地采摘，南瓜、茄子、青椒、豇豆等等，
无比新鲜，洗净，或切段，或切丝，或切
块，在柴火灶上，放上油盐酱一炒，就成
了我们三兄妹可口的下饭菜。
后来，在语文课学了吴伯箫先生写

的《菜园小记》，懂得了在艰苦的岁月
里，边区军民开荒、种地、纺棉、织布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
了敌人的阴谋，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不但
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坚持了抗战，并取
得最后胜利。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有
幸去到延安杨家坪，亲眼见了毛泽东同

志当年种菜的菜园。菜园里现在还种有
辣椒、西红柿等。这些蔬菜虽然不是毛
主席当年亲手种下的蔬菜，但是睹物思
人，令人禁不住想起“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伟大号召。蔬菜飘香，毛主席在菜
地劳作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在南通海启高速公路 6标项目部工

作期间，项目部租住的是民房，楼房下
边有花坛，有菜圃。我和几位喜好种菜
的同事工余饭后就有了用武之地。长三
角土壤肥沃，各种蔬菜长势喜人。黄瓜
初初长成之时，清脆爽口，自然成为众
多同事们的解暑之物。冬瓜、青椒、茄

子、苦瓜等就送去食堂。这些免费的劳
动果实、原生态菜品，深得同仁们喜爱。
菜园总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受，

且让人体味一种劳作的愉悦和丰收的
喜悦。比如当下的这个园子，位处贵安
新区，在郁郁葱葱的大环境中尤显独
特。临近端午的时节，株株百合亭亭玉
立，南瓜藤、向日葵都开着粉黄的花
朵，青椒、黄瓜、红薯、土豆、豇豆、四季
豆、花生苗、黄瓜各得其所。为了便于
四季豆、黄瓜更好地生长，我们找来木
条、竹竿，搭起了菜棚，以利藤蔓攀附。
看着青翠可人的四季豆和辣椒，我忍
不住掏出手机，玩起了随手拍，并告诉
同事们“菜可以吃了”。
菜园宛如一个小景点。晚餐后，同事

们三三两两不由自主地就往菜园方向
走。看菜园风光、给蔬菜浇水、采摘成
果，成为大家业余生活的一种乐趣。

作者单位：中铁贵州公司

粽香海外 情暖西非
荫斯琴

又到“粽叶清香裹糯米，红豆其中惹相思”的时节，
不知不觉，我来安哥拉国际公司卡宾达事业部已有四个
半月了，人称“盛夏小团圆”的端午节近在眼前，安哥拉
卡宾达省中国人少，就有一家中国小超市，经营的是日
常用品，像糯米、粽叶这些不常用的传统物资必须全部
从罗安达华人超市进货。
当地没有糯米和粽叶，所以没有包粽子的条件。端

午节前的两个月，办公室颜主任就询问大家，是喜欢吃
甜粽子还是咸粽子，结果得知大家只要是具有中国情怀
的东西，不分甜咸，都极为爱吃。
今年不比往年，疫情原因严重影响交通，安哥拉在

当前状态下，省际航班仍没有开通，物流大多靠海运，旱
季是风浪和暗涌高发期，货即便装了船，若遇到风浪天
气，十天半月时间不敢发船。为此，颜主任为避开异常天
气，想早早把粽子买回来。

4月初的时候，颜主任就向罗安达华人超市订购了
粽子，而后跟踪粽子的发货情况，华人超市实际是从中
国订货发货，5 月中旬时候才到了罗安达，由于正值旱
季，遇上了暗涌和风浪高发期，船走出来又折回去了，
颜主任的心也随之一时喜一时忧。
厨师小侯开玩笑说：“主任你别较真，实在不行，咱

们就煮八宝粥。”

“不是我较真，我们的员工远离祖国和亲人，没有粽
子的粘软清香就没有家的味道，没有家的味道也许就会
感到难过。”颜主任这样回答，“其他物资可以调换，唯独
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不能调换。”
其实厨房有红枣、豆沙跟莲子，还有淹制好的咸鸭

蛋，项目部的院子里还有大家养的羊，大家一起种的
菜。对于我这个内蒙古的人来说，有羊肉的味道，就有
家的味道，有没有粽子无关紧要，但颜主任不这么认
为。只见她吃不好也睡不香，端午节前的一个星期，她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打电话。
“粽子那么重要吗？到时候再挖一些艾草插在员工

宿舍门口，家的温馨和祥和不就有了吗？”我劝慰着她。
颜主任说：“端午吃粽子是中国人传统的习俗，我走

到哪都不想丢！”
说完她又低声问我：“姐，你想家不？”
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想。”
我真的不想家，漂泊多年，从尝过现在的温暖。从罗

安达项目经理部到卡宾达事业部，领导同事都称呼我
姐，都很尊重我，尤其是在卡宾达的这几个月，同事们经
常给我摘木瓜，挂香蕉。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真的没
有远在天涯离家万里的感觉。
颜主任又说：“我很想家，大家也想，就是不好意思

老说出来。”
说完这话她自顾自地又笑了：“身处海外，肩挑着央

企赋予的重任，铁建人只能把思念埋在心底，闲聊都是
工程的进度，项目创造了多少效益，‘想家’二字轻易不
说出口！我的职责是把后方工作搞好，尽量排解大家远
离家国的苦。”
听她说这些话，才能理解她“一根筋”地认准端午节

必须吃粽子的理。
是啊，海外员工把所有的感情与精力都投入“海外

优先”走出去战略中，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一带一路”
建设前沿，大家的爱国情愫虽然不能与屈原、岳飞相提
并论，但疫情之下，坚守海外，为国担当、为企创誉、顾大
家舍小家的大局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端午节前一天的凌晨三点，颜主任接到了船到卡宾

达的电话，她一大早就派安籍司机去码头接货。
粽子终于没有失约，颜主任如释重负。员工们吃着

香甜的粽子，议论着自己喜欢的味道，脸上荡漾着满足
的笑容。这样的场景在我的内心，也留下了不一样的温
暖记忆。
端午安康！起笔落笔间，我心遥祝祖国繁荣昌盛，祝

坚守海外的铁建人及家人健康平安。
作者单位：安哥拉国际公司卡宾达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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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芳菲 彭丽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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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
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你是
否还记得入党那一刻，面向党旗，举起
右手的庄严宣誓？那一天，鲜红的旗帜
映入眼帘，铮铮的誓言响彻工地，回荡
在全体铁建儿女心间。
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都有两

个生日，一个昭示着生命的开始，一个
代表共产党员的初心。6月 21日，是我
的政治生日，15年来，每一次党旗下宣
誓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昨日，项目党
支部组织一场集体政治生日会，一起重
温入党誓词，唤醒入党初心，此刻，身着
“铁建蓝”，心中不免升起一幕幕温暖的
历史记忆。
入党誓词是人生的座右铭，是奋斗

的指南针，它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实
现人生最高价值所作出的无悔选择。习
近平总书记说过：“入党誓词字数不多，
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我们“铁建

蓝”的前身———铁道兵，就是一支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部队。解放战争，
横空出世；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只要党
的一声号令，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党指向哪里，铁道兵就奔向哪里，不讲
条件，不打折扣，“哪里需要哪里去，哪
里艰苦哪里安家”，逢山凿路、遇水架
桥，风餐露宿、沐风栉雨，建造出了一条
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百
废待兴的建国初期，铁军队伍奋战青藏
高原、修建雪域天路，驰骋高寒林区、建
设森林铁路，绿军装挺进西北戈壁荒
漠、跃入西南崇山峻岭。“党员就要冲在
前！”在缺乏大型机械和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铁道兵战士
一双手，一副肩膀，用铁锹、镐头、炸药和坚强不屈不挠的意
志，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再创战功累累。在改革开放的历
史新时期，作为铁道兵队伍的传承者，经济建设的弄潮儿，
作为新铁军党员，我们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现
代化立体交通网继续奋斗着。
在建设工地上，每日看着吊臂起落，听着机器轰鸣，心中

时刻铭记着那段铮铮宣言。无论是如今的铁建蓝还是当年
的绿军装，在一次次驰援的“逆行”里，抢通、保障、援建、捐
款……在抗“疫”大军里，在返工复工的号召下，党员同志勇
当先锋，齐集施工一线，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铁建人铺设的铁轨上，默默闪烁着特别的光辉，那是一

种内涵，是一种根植于路基之上的神圣而又坚定的信仰，更
是一种催人奋进的永恒力量。左胸前的那枚党徽在党旗下
熠熠生辉、愈发闪耀，透过它，我看到了荡气回肠的峥嵘岁
月，更看到了一群群“铁建蓝”坚定又从容的步伐，党旗下的
“铁建蓝”既要率先垂范谋先机，更要事无巨细必躬亲。

在党的 99 岁生日之际，让我们一起致敬飘扬的党旗，
诠释坚守初心的意义。在平凡中坚守信仰，用行动践行初
心和使命。 作者单位：二公司

端午遐思
荫徐成涛

我们火红的青春
荫洪敏

2018年 12月 29日，对我而言，是永生难忘
的一天。从我加入中国铁建的那一刻起，我就想
象着自己何时可以右手握拳，站在鲜红的党旗
下铿锵宣誓。那一天，我终于如愿了。从此，我的
青春有了火红的颜色。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十年前，怀

揣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豪言壮语，我
被分配到了中铁二十局六公司一个偏僻的小山
区参与修建高速公路。经过将近三十个小时的
长途跋涉，我终于开启了我的梦想之旅。
小山区气候阴冷潮湿，蚊虫肆虐；工地点线

长，须得爬山涉水才能走完全程；办公场所趋于
简陋，说实在的，最初的内心总有些失落。不过，
时间一长，常看到那些身着蓝色工服、佩戴党
徽，脸上洋溢着自信的老党员，他们步履坚定、
热爱工作。从时候起，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向
党组织靠拢，积极入党，到项目的几个月后，我
就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南至北，从东到西，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

项目，从青涩二十到三十而立，身上唯一不变的
是特别喜欢听项目上的老铁道兵、老党员讲述
他们从炮火硝烟到建设前线的感人事迹。每次
听他们轻描淡写地讲着，周围的同事围了一圈
又一圈，鼓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时，我的内心就会

如波涛翻滚，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溢满眼眶。
每逢“七一”建党节前夕，项目党支部的党

建工作栏就会多出了几个事项：党员干部带头
上党课，慰问当地贫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踏
寻红色足迹、重温奋斗里程……虽然当时的
我，还没有正式入党，但是每当听到这些故事、
看到鲜艳的红旗、走进红色纪念馆，我总是情
不自禁地把对党的热爱融入《铁道兵志在四
方》这首歌里：背上了行装扛起枪，雄壮的队伍
浩浩荡荡……
见证过项目刚上场的时候，测量员风雨无

阻，几十天如一日，犹如开路先锋一样爬山涉水
开荒扩土，把一张张脸蛋晒得黝黑发亮；安慰过
项目的新学员抑制着对家人的思念，仍然加班
熬夜哭红的双眼；也在凌晨一点的夜晚，为坚守
工地的一线技术人员送去一碗热汤时，即使他
们冻得瑟瑟发抖，也不忘让工人按照标准施工。
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他们的青春就如我

的青春一样，是火红的青春，是实干的青春。我
们用奋斗绘就的火红色，敢于挑急难险重的担
子，敢于到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
自觉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才能让青春
的色彩在党旗下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六公司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随着时代变迁，那些
习以为常的事物，随着环境的改变，愈加成为一种氛围。
儿时感受端午，并不先从书中了解，而是父母亲提前去

采摘棕叶，把它挂于门口，再找些植物用来煮鸭蛋。风总是
时不时带来有节奏的敲鼓声，和人们的呐喊声。这是一个节
日应有的音律，铿锵有力。
记忆中，早在端午节的前两个多月，爷爷便开始收集黄

泥，清洗鸭蛋。食材的讲究是美味的保障，收集的黄泥要打
碎、晾干、过筛，鸭蛋也得是“云英”鸭蛋。母亲说，和咸鸭蛋
一起煮下的粽子才香。中夏的早晨略显凉爽，走到桌前的
我，一眼见到的一定是青绿的粽子和白白的咸鸭蛋，一打开
蛋壳，油便顺着筷子溢出来。母亲总是会强调不要把油滴在
衣服上，而爷爷则会笑着让我慢点吃。一家四口的欢声笑语
就是我对端午的全部记忆。中国人最重视的其实并不是节
日这一天，而是节日所包含的团聚，一家人的欢乐。
我们许多的员工，端午节都在项目部过。不过据我了解，

大多数的项目部，都为大家准备了粽子和鸭蛋，那是筑路人
家的味道，是必须的，也是人文关怀。每个节日，项目上总会
精心组织，让远离家乡的筑路人一起过一个“家”的节日。来
自天南海北的我们，因为同一项工程，同一个目标聚在一
起，也为了同一份荣誉并肩作战，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
人。视频里，员工和父母细细诉说着在项目上的节日，看着
亲人的笑脸，筑路人的端午就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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