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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遇见穿越时光遇见““你你””
10年，20年，30年，穿越时光，你会遇到怎样的自己？那里有你跋涉的足迹、流过的汗水，

还有满腔的赤诚、奋斗的豪情。那里或许没有丰功伟绩，但有点滴贡献，有一段激情燃烧的青

春岁月，有一段同甘共苦的珍贵回忆。那是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编者按

本报记者 蒋菡

5月末，刘雪丹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南昆线。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中铁电气

化局集团工会组织了一场“点亮小心愿”活

动，从女职工们写下的 234 个心愿中抽取了

11 个并将助其实现。刘雪丹就是“幸运女

神”之一。

女职工们的心愿大都比较“务实”，比如

一大束鲜花、一个羽毛球拍、一套全家福、一

个新生儿换尿布台。而刘雪丹的心愿不同，

她想重回千里之外的南昆线看一看。

她在心愿单上这样写道：“1995年 8月我

在一处四段，当时 23 岁，报名参加南昆铁路

建设，和 30几名同事从石家庄坐了两天半的

火车到昆明……如今我 52岁了，想去云南昆

明沿着旧日足迹看一看。”

有种情结、有种情怀

过去 32年的职业生涯里，刘雪丹去过很

多地方，干过不少岗位。

1992 年夏天，她从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毕业，被分配到原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中国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前身）一处四段，先后在大

秦线、京郑线干过。1995 年与在同段当技术

员的爱人结婚，随后两人一起转战南昆线。

南昆铁路是一条连接广西南宁市和云

南昆明市的国铁Ⅰ级干线电气化铁路。刘

雪丹所在的四段承担这条线的云南境内接

触网施工任务。

刚到工区上班时，工长照顾女职工，给刘

雪丹安排了帮厨的岗位，她先后在宜良分指

和陆良指挥部担任食堂管

理员。第二年她怀孕了不

方便去买菜，领导又安排

她当物资管理员，负责发

料，直到 1997 年 1 月回家

歇产假。后来，她又干过

广深线、武广线，还在段部

技术室以及 2005 年成立

的运管公司生产技术部等部门待过。

“你在很多地方工作过，为什么最想回南

昆线看一看？”记者问。

刘雪丹扭头想了想，说：“可能是有种情

结、有种情怀在里边。”

她是河北人，去昆明是北方姑娘第一次

去南方，充满了新鲜感。“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出

去看看，当时坐了两天半硬座，也不觉得累”。

20 出头的年纪，刚成为妻子，又成为母亲，生

活的画卷渐次铺陈开来，每个节点都是新的开

始，而艰苦的环境、奋斗的豪情给那段经历笼

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光环，回味悠长。

足够丰沛，足够真挚

5月 29日，刘雪丹从北京飞到昆明，次日

7 时 38 分，她坐上了从昆明开往宜良北的绿

皮车 K7452——这趟车走的就是南昆线。“宜

良北是我在南昆线时的工班所在地，当年是

工长吕宝祥带着我们从昆明坐汽车过去的。”

列车徐徐前行，两个小时里她一直盯着

窗外，拍下沿途的每个小站发给远方的爱

人。因经常过隧道，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可

想而知，当时施工条件多么艰苦，当年的铁路

建设者多么不易。”她说，丈夫当年在技术室，

和同事们扛着经纬仪在沿线交桩测量，用脚

步丈量了四段管段内的每一寸土地。

一张名为《南昆路》的 16 开小报见证了

那段岁月。这次刘雪丹重回南昆线之前，“点

亮小心愿”活动的组织者特意找出了当年南

昆指挥部油印的这份报纸。在 1996 年 3 月

23日的报纸上，有刘雪丹的诗《妻书》：“离家

的路虽有些长，但我不会用柔情将你阻挡。

好男儿志在四方，请时刻记住你的背后，总有

我关注的目光……”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写诗。”隔着20多

年的时光，刘雪丹捧着泛黄的报纸心潮澎湃。

每个人都可以是诗人，只要有足够丰沛

的情感。每个人也可以是音乐家，只要有足

够真挚的情怀。

在 这 份 小 报 上 ，还 印 了 一 首《工 地 小

夜曲》，作词是安质员王维宽。“王师傅几

年前去世了，他人特别好，那时候很照顾

我。”刘雪丹红了眼眶，说，“他喜欢吹笛子，

每个夜晚都从他房里传出悠扬的笛声，听了

特别想家。”

下了火车，又驱车 20 多分钟，刘雪丹回

到了阔别多年的宜良分指所在地。“我们刚

来时这里条件很艰苦，连自来水都没有，只能

饮用院子蓄水池里的雨水，洗衣服还要去河

边，但大家以苦为乐。”

那个二层小楼还在，只是更破旧了。楼

道里黑漆漆的，刘雪丹用手机电筒照着亮往

里走，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她的屋子在最里

头，房门紧闭，对面原来住的就是王维宽。

在泛黄的《南昆路》上，还可以读到王维

宽的散文《我的师傅》，写的是他耿直豪爽的

师傅杨四喜。“车站到处是石质加水的基坑，

有的还需在 11米多高的挡墙上开坑打基础，

而这些却难不住他……他憨厚地笑笑，带着

自豪的口气说：‘昨天干了 4 个基础，一气儿

招呼到夜里 12 点，今天准备再招呼它三四

个！’”多么纯朴，多么豪迈。

文章结尾，王维宽写道：“电气化铁路的

壮丽彩虹，是工人们的赤诚和热血铸就的！

电气化的老工人，也正是这彩虹中一抹艳丽

的辉煌！”斯人已去，赤诚不朽。

“你们是平凡的，却不平凡地活着”

5月 30日下午，刘雪丹回到陆良，原来的

陆良指挥部现在是陆良西桥社区办事处。“院

子里地面弄平整了，办公楼对面原来机修班

的那一溜小平房和办公楼右侧我工作过的食

堂都没了，但是之前加工班的机器轰鸣声、院

子里每个人忙碌的身影，以及我刚到这里时

学骑三轮的场景顿时在脑海中还原了。”

刘雪丹坦言，刚开始她不太喜欢这儿。

当食堂管理员的她每天要骑三轮车去买菜，

那车很不好骑，天还老下雨，很不方便。

但待久了，她渐渐有了新的感觉。她看

到加工班有个女焊工总是戴着头盔蹲在那里

电焊，一焊就是一整天；看到机修班的工人们

成天钻到车底下干活，满身油泥；看到食堂的

刘师傅，为了让起早贪黑的大伙儿吃饱吃好，

千方百计改善伙食甚至 12小时值班；还看到

她爱人，“干测量一路走一路测，啥时候回来

都是一腿泥。云南的土是红的，老下雨，泥浆

粘在裤腿上，洗也洗不掉”。

“看到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做着最平凡

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我还有啥怨言？”

刘雪丹说，“我慢慢接纳了我的工作，喜欢上

我的工作，这其实也是一种成长。”

爱岗敬业的底色也许就是在那里浸染

的，情结和情怀或许也是在那里滋生的。

“后来当物资管理员，有七八十个小零件，

我不认识，怕发错了，就对着零件图一个个看，

认识它们长啥样子，然后记住在库房的哪个位

置摆着。”她说，“后来有人来领料，我一下就能

找给人家，觉得自己很称职，也挺开心。”

当时因为是新线，不用等到封闭点才干

活，所以施工是没日没夜的，领料也没有点。

“遇到卸车，不管什么时间，指挥部所有人都

过来帮忙。我怀着孕，但也会去搭把手，那种

场面、那种氛围，你一下就融入里头了。”至今

回想起来，刘雪丹依然觉得“很热血”。

艰苦的环境和艰辛的劳动往往能让人

回到特别纯粹的状态，产生一种莫名的幸福

感。也许这就是刘雪丹希望重回南昆线的

原因。

绝大多数人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自己

的职业生涯，就像轨枕下的碎石，籍籍无名，

又不可或缺。但只要你尽职尽责，都能从平

凡中收获成长，而你所经历的那些时光，也将

如琥珀一般凝固成光辉岁月。正如 1996年 1
月 3 日《南昆路》的头条《献给为南昆电气化

铁路做出贡献的全体职工》第一句写的：“你

们是平凡的，却不平凡地活着。”

张传武

6月 27日 7点刚过，王向华来到正在改造的原 2000t/d
生产线中控室。自将其改造为物资仓库的决定做出之日

起，王向华就忙碌起来：设计室内货物分区，规划室外堆

场，联系施工队……

53 岁的王向华是中国能建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生

产管理部基建班班长兼生产统计，另兼生产用电外部联

络员，曾负责计量能源管理和环保管理。每天，他的工作

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

王向华的忙“历史悠久”。10 年前的 2014 年 5 月 6
日，钟厦公司（现公司前身）内刊《钟厦报》上，刊登了同事

卢帮金写的一篇题为《“忙人”王向华》的报道。文章这样

写道：“工作中的王向华似乎没有‘闲’过一次，有时一连

好多天看不到他的人影，要么是跑钟祥，要么跑武汉，要

么扎在办公室整资料……四五十分钟车程，他几乎不停

地在通话,内容涉及电力、环保、招投标等诸多事项。似

乎任何复杂的问题经他几番‘没问题’‘问题不大’‘好，我

来安排’等答复之后，都迎刃而解。”

再往前一年，2013 年 5 月 8 日的《钟厦报》上，一则

《王向华同志荣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消息中这样写

道：“王向华始终处于‘奔跑’状态。在计量管理上，他建

立健全相关制度、器具台账，改造和优化了公司计量器

具，使之始终保持在先进水平；在能源管理上，加大对生

产用电定额管理考核力度，确保了公司电耗处于国内先

进水平……他参与了 2000t/d和 4500t/d生产线电气设备

设计、招标、修改设计方案、制定合同、验货，直到安装调

试的全过程。”

提到当时的情景，王向华记忆犹新。“那时候的确是

忙，整个 2000 吨生产线建设现场虽说有一个管理专班，

可都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大项目，各自都很忙。”他说，

“各施工队为了抢进度经常扯皮，白天要进行协调、检查，

还要收货验货，晚上制订货物进厂计划、商量解决施工中

遇到的问题，拟定解决方案。晚上 10 点多回家是常态，

有时太晚了就在办公室将就一下。”

特别令王向华印象深刻的是 4500t/d 生产线安装期

间，设计院提供的从总降到各车间的电力线路图纸过于

简单，并与现场情况不符。他带着技术人员将总降室、各

配电室到生产车间的线路进行一遍又一遍测量、校对，重

新绘制详细的路线图，并与安装公司技术员沟通，确定了

以桥架铺设的方式进行线路改造的方案。

“方案实施后，桥架及线路达到了安全美观、经济实

用的效果，领导很认可。”王向华说。

转眼 10 多年过去了，当时引以为豪的 2000t/d 生产

线已经拆除，曾作为接待“打卡地”的中控室，早已停用并

闲置至今。

今年 6 月中旬，当王向华忙完替代燃料项目，将

“忙”点转到这里后，沉静了近 10 年的中控室一天天恢

复生机。

“还是忙点好，你忙,才证明你还是个有用之才。”这

是 10多年前，王向华对采访他的卢帮金说的一句话。

随着钟厦公司与中国能建葛洲坝水泥公司牵手，王

向华的舞台更大了，先前积累的知识与技能有了更大的

用武之地。他也更忙了，忙出了连续三年公司“最佳文明

员工”的殊荣。

王向华享受着忙碌。在忙碌中他忘记了自己因先天

性小儿麻痹导致的左臂发育不全而带来的各种不便。

赵春国 李吉建 何艳华

一次故事会唤醒了胡志胜记忆深处的往事。

6 月 18 日，中石化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

司举行第 10 届“光荣与梦想”故事大讲堂活

动，一位讲述者提起了 29年前那次特大风暴

潮和激流突围行动。胡志胜正是亲历者。

回到家，胡志胜翻箱倒柜找到了当时头版

头条刊登这则新闻的《胜利测井报》。

1995 年 2 月 27 日一大早，在山东东营河

口区，29 岁的测井一分公司放 7 队队员胡志

胜和 6 名队友驱车 60 公里，来到大海边进行

测井施工。“记得天特别冷，风越刮越大。大

家都想早点完工，回到车里暖和暖和。”胡志

胜回忆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从未见

过的风暴潮即将袭来。

《胜利测井报》完整记录了当时的过程：

“上午 10点 30分，一股强寒流奔腾南下，形成

强大的风暴，向桩西油区袭来……11 点 30
分，测井施工刚刚结束，风力已达 10级，海水

蔓延到井场，没了脚腕。”

眼看形势越来越紧急，作为队长，梁超心

里只有一个念头——中子源决不能丢，尽快

徒步撤离！测井用的中子源含有放射性元

素，一旦丢失，后果不堪设想。

梁超和胡志胜抬着中子源下了水，另外

5 个人一字排开，牵着手、拉着胳膊，艰难地

在齐胸深的水中行走。走到最深的路段，为

了防止意外发生，梁超和胡志胜拼命把中子

源举过头顶，另外 5 个队友簇拥在他俩周

围。海水冲击着他们已经麻木的身体，张海

清被水冲倒了，旁边的池胜军赶紧一把把他

拽起来……下午 6 点，他们终于进入了安全

的钻井驻地。

半个多月后，单位专门组织了放 7 队战

海潮事迹报告会。面对同事的掌声，胡志胜

翻来覆去只说了一句:“我们这支 7 个人的队

伍太好了!”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随着改革的

深入，放 7队的人员不断变化，队名也几番更

改，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队魂

在每个人身上扎了根。

1997 年 9 月 14 日，《胜利测井报》以《一

曲集体主义的英雄壮歌》为题，报道了胡志

胜、池胜军等人所在的测 4 队战胜风暴潮的

事迹。

“1997 年 8 月 19 日，11 号强台风席卷着

暴雨和海潮一起扑向桩西油区，井场最高水

位达 2 米左右，巨浪可冲上高达 5 米的钻台。

正在这里施工的测井一分公司测 4 队胡志

胜、池胜军等 8 名同志，忍受着长时间的饥

饿、疲劳和寒冷，与狂风、暴雨和巨潮进行了

一场长达 40小时的殊死搏斗，谱写了一曲集

体主义的英雄壮歌。”

随着海边防波堤的建设和天气预报越

来越精准，现在测井施工已经很难遇上风暴

潮了。

“两次大风暴潮刚好都被我赶上了，我就

是个普通工人，没什么可讲的，干好工作是本

分。”回想 20多年前的情景，寡言少语的胡志

胜脸上还有些羞涩。

前些年胡志胜当过队长，如今在测 3 队

当地面工。问他工作 30 多年来取得过哪些

荣誉，胡志胜摇摇头。但是他所在的班组多

次被评为测井公司“工人先锋号”“十佳小

队”，还当选过集团公司金牌队。

胡志胜很普通，但又不普通。正如多次

采访过他的公司宣传科科长王守星在一首诗

里写的：“就像一道霞光，披起生命的桔红，与

苍白地活着的人区别开来……啊，测井工，把

满眼斑斓的色彩，写在身上。”

曹英男

“眼看着太阳落山了，工人们说说笑笑地

踏上了回家的路。荒原、雪地、铁塔、抽油机

渐渐消失在黄昏中，车驶过街市，灯火的喧嚣

让小伙子们忽然记起今天过节。车里顿时安

静了不少，大家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安全

员肖永旭显得格外落寞，今天本该是他相亲

的日子。‘没办法，搞工程的都这样，别人介绍

好几个了，人都不错，可一年到头也没时间陪

人家，打电话都少，谁跟你处啊，黄就黄了吧，

以后再说。’肖永旭无奈地笑着。”

6 月 28 日下午，肖永旭盯着 2005 年第 1
期《油田电力通讯》上刊发的这篇关于过节的

文章，笑了。笔者盯着肖永旭，也笑了——这

位 24 小时前刚在中油电能电力技术服务公

司“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舞台上精神焕发、慷

慨陈词的项目管理一班班长，变得蓬头垢面，

身上原本笔挺的白衬衫、黑西裤也跟着遭了

殃，整个人像刚从坑里爬出来似的。

“昨天现场有事，我开完会就直接过去

了，想换衣服不赶趟了。”肖永旭略带歉意，黑

黝黝的脸上隐隐露出两个灰酒窝。

在 90多公里外的现场，大庆油田古龙页

岩油古页 8H1 井区 Q9 层扩大试验工程电力

部分刚刚完工。为了保这个重点工程，肖永

旭又 40 多天没回家了。这天早上 6 点，他就

起床从驻地驱车 40分钟赶到工地，协调征地

事宜，组织各方进场施工，设计交桩。

“ 肖 哥 ，唠 唠 当 年 相 亲 的 事 儿 呗 ！”笔

者说。

“哎呀，早都忘喽！”肖永旭说，这稿子写

的是 2004年的事，2006年他就相成了——穿

着工服去的，见过一面就直奔工地，要干一个

电缆迁移工程。

“她看上我了。”肖永旭分析“成功原因”。

肖永旭年轻时又黑又帅，会弹吉他，人送

绰号“黑面秀才”。从 1998年毕业上班至今，

他一直从事电力工程施工。具体干过多少个

工程，他也记不清了。

长年风吹日晒，让肖永旭更黑了。“前两

天儿子中考，我请假回去了。”只要稍得闲暇，

肖永旭就尽量顾家。不过这两天的积极表

现，难以弥补他长期的愧疚。

“我不是个好爸爸！”对于儿子，肖永旭心

里疼爱，却无暇多管。儿子早产，刚出生三天

就得了肺炎，进了 ICU。大夫建议放弃，因为

即使能救回来，也可能脑瘫。肖永旭咬着牙

说：“救！无论什么结果我都愿意承受！”抢救

了一个月，孩子奇迹般康复了。那次，肖永旭

在医院陪了一个月。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

陪儿子的时间屈指可数。

“这些年，你动没动过转岗的念头？”笔

者问。

“当然想过，就是下不了决心。”他像回

答问题，又像喃喃自语，“我走了，这活儿谁

来干呢？”

桌上的这摞旧杂志，记录着许多人的青

葱岁月。在 2005 年第 3 期《油田电力通讯》

上，有一首散文诗《冰凌花》，其中一段这样写

道：“不要告诉我，你也曾留恋喧嚣街头的灯

红酒绿；不要告诉我，野外驻扎时也曾在梦中

呼唤妻儿的名字……你不曾告诉我，你也无

法说清楚，可我却深深地知道，答案在你饱经

风霜的双颊上刻着，在你紧锁的眉宇间藏着，

那是一份对电力工程的火热赤诚。”

艰苦的环境和艰辛的劳动往往能让人回到特别纯粹的状态，产生一种

莫名的幸福感。也许这就是刘雪丹希望重回 20 多年前工作地的原因

重 回 南 昆 线

来不及换下工服去相亲

“还是忙点好，你忙,才证明你还是个

有用之才”

基建班班长王向华
的 忙“ 历 史 悠 久”

他和队友与两次风暴潮殊死搏斗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