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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走 了 冰 墩 墩 ，马 上 要 迎 来 雪 容

融。河北张家口的崇礼将再一次进入人

们的视线。

那一年，一场大雪盖下来，崇礼一片

苍茫。

这样的天气，适合在家里吃火锅，而

后沏一壶老茶，赏窗外雪景，下一盘闲棋。

崇礼区农业农村局云州调水管理办

公室主任安艳怀，和他的工友们聚在施

工现场山沟的冰雪里，围着一个火堆，烤

着自带的干粮，心里畅想着火锅热汤。

“等工程结束，咱天天去吃火锅。冬

天下雪咱围着火炉吃，夏天下雨咱开着

空调吃，把这一年多欠下的好吃好喝全

补回来。”

安艳怀和工友们啃一口烤温乎的干

粮，喝一口刚刚在火堆上温热的水，方方

正正的脸上露出宁静的笑。“都说三亩地

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嘿嘿，这大雪

天，是不是觉得老话说得格外有道理呀！”

“ 是 呀 ，安 主 任 ，咱 都 多 久 没 休 息

了。从雨季干到雪季，从夏干到冬……”

“行了吧，等你老了，干不动了，就蹲墙

根儿底下晒着太阳跟后辈儿孙说冬奥会，

说冬奥会的工程，那时可就有的吹乎了。”

崇礼山沟中的雪格外厚。11 月的

天气户外施工，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

可是为了 2022 年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

会，安艳怀他们拼了。

云州水库调水工程是为了给 2022

年冬奥会生活用水和人工造雪提供水源

保障。云州调水至滑雪场，输水工程总

长度 29.8 公里，沿途设 3 座泵站和 4 座减

压水池，工程总投资 3.21 亿元。下窝铺

自来水厂和奥运核心区自来水厂也要接

入云州调水管道连通，靠云州水库工程

提供水源。

为了能够申奥成功，如此浩大的工程

项目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必须实现通水。

急！急！急！

一

2015 年夏天，崇礼雨水充足。穿越

崇礼太子城村的大河，喝饱了雨水，鼓鼓

胀 胀 地 欢 快 翻 腾 着 ，时 而 跃 起 一 朵 浪

花。奥运村还没有开始施工，从太子城

村到二号泵站施工区，必须得跨过村子

里的这条河。

安艳怀和同事们乘坐的汽车，在汹

涌的河水边却了步、驻了脚。这水不知

道有多深，浑浊得看不见河底。不过有

一点很清楚，开着汽车过河，车肯定会陷

在河里。车上运的工具和材料安静地躺

在车厢中，安艳怀和同事们却急得满头

大汗。

怎么办？难道一堆人真就在河这边

傻望着河那边？

安艳怀守着河边转了几个圈儿，捡

起块石头扔进河中，“扑通”一声，感觉水

深不止一米。安艳怀脱掉鞋袜，迈进河

边的水里试试，身子晃了一下，幸好被站

在 河 边 的 同 事 一 把 拽 住 ，才 没 被 水 冲

倒。不过，这倒是给了安艳怀启发。

他招呼一声，大家从河边的汽车上

背起工具、材料，脱下鞋袜，挽起裤腿，相

互之间手拉手，“哗啦哗啦”，像儿时那

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河。

“咱们多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手拉着

手过河了？小时候常常玩的游戏啊！现

在‘70 后’和‘80 后’流行怀旧，没想到

咱今天也怀了一把旧。”过了河，安艳怀

边穿鞋袜边找着理由给大家鼓劲。

一行人在温馨的“怀旧”中到了工地，

发现前一天的工程已经被大雨冲毁，工地

上淤泥堆积，杂物在雨水中四处乱漂。

看着凌乱的“灾难现场”，安艳怀哭

的心都有。

眼泪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安艳怀深

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候自己可不能掉

链子。他撸起袖子、挽起裤腿，喊了一声

“干起来”，带着大家清理污泥杂物，利落

地收拾起“灾难现场”。大不了就是回到

前一天被冲毁的工程，从头再来。

其实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像这种情

况常常发生。往往是挖好的渠被大雨冲

了，工人们只能再挖。

安艳怀把这当成工作中的磨炼。

二

崇礼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

连接处，山地落差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气候。到了雨季云过雨过，下雨的时间

不会很长，一般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过这

雨给安艳怀和同事们正在施工的现场添

点儿乱、增加点儿困难，使他们手忙脚

乱，倒是足够了。

工程第五标段，从四台嘴乡水泉子

村儿到窑子湾村，输水管道都是在河槽

里，整个施工期全部浸泡在雨季。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安艳怀看

着大家一天工作下来，跟在水里泡了一

天似的，心很疼。他在施工场地来回地

转，直到转出了主意。

加大开挖深度，开挖完成后再在底

部铺上石块儿，架高焊接管道作业，成了

水上空中作业。

安艳怀发现自己的工友个个都如同

身怀绝技的杂技演员。管道焊接要克服底

下的水，还要注意头顶的管道。这段得低

头弯腰，那段得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管

道焊接用到电焊机和气割作业，涉及电和

易燃气体。施工场地狭小，需要细心再细

心。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安艳怀他们保质

保量安全零事故地完成了全部任务。

三

崇礼的山真高！崇礼的沟也真深！

冬天一场雪下来，可以齐腰深，人在其中

行走，完全靠“爬”。

迈开腿一步一“爬”，雪地上留下一

串深深浅浅的脚印。“让后面人踏着前面

的脚印前行？”“想啥呢兄弟，童话书看多

了吧，这可是崇礼山中的雪啊！”安艳怀

安安静静地笑着，否定道。这位兄台一

看就没见过崇礼山中“原始”的雪。

其实，能“爬”着前行就够好了。安

艳怀说山中的雪坑更可怕！一场风刮

过，山中的雪四下乱飞，飞得到处都是平

展展白茫茫一片。就这样，雪坑做好了

它的伪装。没经验的人如果一脚踩下

去 ，整 个 人 就 会 凭 空 消 失 。 这 不 是 穿

越！这是遭了没顶之灾，雪的没顶之灾。

当年，从县城出发到现在的太子城

核心区，车停在云顶滑雪场。人们步行

到山顶，再到长城岭山顶蓄水池。每天

上山、下山、下山、上山，来回检查输水线

路、阀门。

每年雪季供水前，工作人员要检查

全部阀门井，保证运行期间不出问题，要

确保每一个阀门正常运行。云顶滑雪场

上游，最高位置设了 13 个排气装置，确

保排出管道在供水过程中产生的气体。

每一个阀门井，工作人员都要下去亲自

检查。井深 3 米到 8 米不等，上上下下几

十次。有人因为视线不好，被阀门划伤

了好几次。而且，井下长期封闭缺氧，可

能会产生有害气体。新手刚下去时头

晕，再后来，就懂得打开井盖后等一会儿

再下去。

回首这一路走来，安艳怀感触良多。

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21 年，云州调

水工程，已经为云顶、万龙、太舞、长城岭

等 滑 雪 场 共 计 完 成 调 水 600 多 万 立 方

米。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保障工程

项目，云州调水工程几年来运行稳定，有

效地保障了几个雪场的造雪用水需要。

冬奥会开幕那天，看着电视直播，安

艳怀静静地笑了。

记得当年大家“五加二、白加黑”地

忙，都要忙疯了。同事小王媳妇生孩子，

小王被准了一星期的假，下山陪媳妇生

产。山上的一群人看着小王蹦跳着下山

的背影，羡慕极了。可是，原本拥有一周

假期的小王，第四天就归队了。因为他放

心不下新进来的阀门，怕编号不对……

崇礼又下大雪了。一个个奥运健儿

的身影，从山顶飞舞着滑下来。

丰年好大雪！踏着厚厚的白雪，安

艳怀和他的同事从山上检查线路阀门归

来了，顶着一头一身的雪花。他们，常常

是冰雪夜归人。

冰雪夜归人
■朱阅平

在闽西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山村

闻名遐迩、令人向往。

它就是松毛岭脚下的长汀县南山

镇中复村。1934 年 9 月 30 日，红九军

团将士奉中央命令，在该村观寿公祠前

举行誓师大会。当天下午，红九军团兵

分两路前往瑞金，开始了战略转移。

松毛岭，位于龙岩市西北的连城与

长汀两县交界处，海拔 955 米，地势险

要，森林茂密，因山上多松树，落叶时满

地松毛，故称松毛岭。此山距长汀县城

约 50 公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复村，位于长汀的东南部，与连

城、上杭交界，坐落于松毛岭大山下，四

面环山、地势平坦，距汀州城 40 公里，

距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瑞金 90 公里，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4 年 9 月，国民党军在松毛岭东

面连城——朋口等一线，集结了 10 余

万兵力，向驻守松毛岭的红一军团阵地

发起进攻，妄图 9 月占领汀州，威胁瑞

金党中央领导机关，由此拉开了松毛岭

保卫战的序幕。在朱德的亲自部署下，

红一军团主力、红九军团和红 24 师取

得了温坊战斗的胜利。9 日，由于江西

兴国告急，红一军团奉命驰援，坚守松

毛岭的任务交由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

四师及地方部队负责。从 9 月 23 日到

30 日，红军将士与敌人进行了 7 天 7 夜

的浴血奋战，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战略

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苍松翠柏，丰碑矗立。今天，当人

们在松毛岭的七岭上看到迟浩田将军

题写的“中央苏区松毛岭战役纪念碑”

“军魂”，看到松毛岭保卫战的先烈群雕

和无字碑，看到松毛岭半坡上杨成武将

军题写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时，

脑海里便会重现那段红军将士浴血奋

战的历史，对先烈前仆后继革命精神的

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当人们来到中复村大街街中的南

边路口，一个高大的牌坊便映入眼帘，

两面红九军团的军旗格外醒目。从景

区的停车场往南拾级而上，便到了当年

的“红军桥”。

“红军桥”，原名“接龙桥”，始建于

明代，系木梁客家廊桥。1929 年，红屋

区（钟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这里便

成为红军宣传革命、征兵动员的地方，

因此被百姓称为“红军桥”。桥上至今

保存着一条“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抗

日标语。“红军桥”又被称为“英雄桥”。

当年，“红军桥”廊柱上都刻有一条征兵

用的标线。标线与带枪刺的步枪一样

高，人比枪高才可以参加红军。许多人

因年龄小、个子不够高，就昂着头、踮起

脚，争当红军。苏区时期，有 3000 多名

当地的热血青年，从这里参加红军、奔

赴战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场上壮

烈牺牲，再也没有回来。后人便给廊柱

上这些标线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

等高线”。

走过刻骨铭心的“红军桥”，便来到

红旗招展的“红军街”。这条街宽 5 米，

长 500 余米，两旁店铺为一层的土木结

构，路面由鹅卵石铺设，是东往永安、福

州，南出厦门、漳州、泉州，西往上杭、广

东 ，北 到 长 汀 、瑞 金 的 古 驿 道 交 通 枢

纽。苏区时期，这里是中央苏区的边贸

经济中心。今天，人们走过“红军街”凹

凸不平、锃光发亮的鹅卵石路面，仿佛

仍能听到岁月的回响和红军将士奔赴

战场的脚步声。

穿过“红军街”，便来到红军文化广

场。在广场的东侧，有一座青砖灰瓦的

古建筑特别抢眼，它就是国家文物保护

单位“观寿公祠”——松毛岭战役总指

挥部旧址、长征出发地。观寿公祠大门

左侧悬挂着“松毛岭战役总指挥部旧

址”的牌匾，右侧是“红九军团长征二万

五千里零公里处”及“毛泽东选集第一

卷第一百六十页”的石刻。公祠内布有

红色展馆，展示着松毛岭战役、中复人

民支前、红九军团誓师长征等历史资

料。

血与火洗礼的中复村，流传着许多

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故事。

松毛岭保卫战打响后，中复村村民

除青壮年参加红军奔赴前线外，还组成

了担架队、运输队支前，百姓把各家各

户的门板拆下来，支援红军。战后，不

少百姓的家里无门板，即使找回也难以

配对。

长 征 前 ，村 民 钟 根 基 与 16 位“ 发

小”相约一同参加红军。出发前，他们

在红军桥起誓：谁能活着回来，就为死

去兄弟尽孝。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岁月，

当年一同参军的伙伴只剩下钟根基一

人。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他谢绝了组

织安排，回村当起农民，给牺牲战友尽

孝。

如今，中复村已被列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国防教育基地。每年来这里缅

怀先烈、倾听红色故事的人们络绎不

绝。

闽
西
山
村
的
红
色
守
望

■
陈
寿
南

不知不觉间，李瑛已离开我们 3 年

了。每每回忆他的离世，总有无尽的悲

伤萦绕心头。

李瑛是我敬重的前辈诗人，和他第

一次见面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1966年

8月，我参加《解放军文艺》举办的创作学

习班，住在白广路一处楼房里。傍晚，李

瑛推门走进来。我俩一见如故，很快便

亲近地聊起来。那时，李瑛担任诗歌组

组长，诗名已满全军，但他没有一点傲

气，问我吃得习惯不？环境有些嘈杂是

否影响学习？嘱咐我写诗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他说：“孔子还问花草的名

字呢，年轻人一定要深入生活，不断充实

自己。”话虽不多，却句句掏心。自此，我

俩交往近 60年。

李瑛是位谦卑的人。他的为人和他

的诗一样，浸润着泥土、露水的气息。他

任编辑组长、出版社社长、原总政文化部

部长，始终保持“兵”的本色。

记得多年前，我负责编辑的一本诗

集，电话中说好我去他家取书稿，但他执

意送来。那天，他从黄寺赶到北太平庄

花园路，走了一身汗，把书稿交到我手里

时，我感受到一颗诗心在跳动。我翻看

着浸满他心血的书稿，从勾勾画画的纸

页上，看到他是何等用心。尤其看到他

有些变形的字迹，眼前便浮现出他右手

抖动的样子。他是怎样坚持着、执拗着

写下一个个字的。我的心酸了，又有些

灼痛。

这天凌晨 4 点多，我就醒了，翻了几

次身再也睡不着。我索性起床摸进书

房，当我翻读李瑛的书稿时，烦躁顿时

消遁了。我游进了他岁月的河流。我

是从一条大河的源头寻起的，看它的潺

湲，看它的跌宕，看它的涛涌，看它的转

折与舒畅。

也许因为我们是唐山同乡，一条滦

河穿过他的家乡也穿过我的家乡，青纱

帐 掩 映 着 他 的 小 村 也 掩 映 着 我 的 小

村。挖野菜、拾柴火、捉青蛙，是我们儿

时的共同经历，炊烟味、苦菜味、糠皮味

是我们共同尝过的滋味。所以，读他写

儿 时 、村 庄 、乳 名 、上 学 的 诗 ，我 如 读

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他写人生、情感、

心灵的诗，更是如己所出，非常亲切可

心。我想，这是他与我同乡又同在军旅

的缘故。

有人说，一个伟大的诗人应当同时

又是一位思想家和哲人。李瑛在这本诗

集中写道：“到今年为止整整坚持写诗 70

年。70年来，从未愧对诗歌，从未停止对

诗的思考与追求。”在读他这本诗集时，

我又翻出《李瑛七十年诗选》拿来比较。

他早年的诗写得轻松流畅，在叙事状物

上不断有新的突破，逐年都有超越。我

和诗友们多次谈起，在马拉松般的诗路

上，有不少诗人落伍掉队了，而李瑛常写

常新，直至炉火纯青。我指的不仅是技

巧的跟进，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拓展，日

益坚实。对此，他自我评价说：“真正成

熟的诗是老了以后写的。”

我记得，在翻看这部诗稿时，他心事

重重说到金钱物质，说到精神坚守，说到

当下诗歌的现状，多有忧虑。尤其是有

的诗过于私人化、口水化……我们都有

同感。正如他所说：“诗歌创作是复杂的

精神劳动，要写出精品，不下决心做艰苦

的努力不行；同时，诗人也必须是一个能

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沉湎于心灵、甘

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写作虽是个

体劳动，但却绝不是个人的事。我主张

诗人讲使命感、责任感，这是对他的道德

要求。”当下，有些诗人恰恰缺少这些。

他们自以为写诗好玩，任意为之，以致作

品琐碎无聊，甚或艰涩难懂。我看李瑛

的诗也有写小事物的，但小中见大，见微

知著。比如《草帽》一诗，抒情主体虽然

简单平常，却写出了诗意，“它金色的光

芒已经变暗，却成为一个时代符号”。有

大胸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诗行。

李 瑛 的 妻 女 都 先 他 去 世 。 之 后 ，

他 写 了 关 于 妻 子 的 一 大 组 诗 ，都 是 掏

心 之 作 。“ 这 一 天 的 日 历 是 一 扇 门/你

昨晚把它打开/今天却关闭了/时间冻

结在那儿/从此我再难推动它/也没有

钥 匙 能 把 它 打 开 。”生 离 死 别 是 痛 心

的，“如果能把我们，还给母亲/让我们

一起再重生一次，该有多好/当生命成

为枯叶/让我们手挽手一起轻轻飘落，

该 有 多 好/但 你 一 个 满 身 历 史 创 伤 的

灵 魂/没 告 诉 我 一 声 ，便 独 自 远 去 了/

留 给 我 巨 大 的 懊 悔 和 痛 苦/我 捧 着 颤

抖的呼唤。”表达了诗人“流血的思念”

之情，那思念“滴滴都是不会开花的种

子 ”，真 挚 感 人 ，撼 人 心 魄 。 相 比 时 下

那 些 浅 薄 的 爱 情 诗 ，是 不 同 品 质 的 作

品。

我们常说诗意，诗意存在于诗人对

生活的理解判断、语言意象的运用上。

能在平中见奇、俗中见雅、小中见大，是

诗人智慧的体现。李瑛的诗感染我的

是思想的密度和语言含量。他的一句

诗里能有两个或多个意象跌宕出现，又

意象不凡，是很难得的。记得他在《对

诗 的 追 求》中 这 样 表 白 ：“ 我 的 一 双 芒

鞋，曾踏遍千山万水，用整整一生的时

间，以枪衡量从战争到和平的距离，以

笔衡量从生到死的距离”“我唤醒我的

母语中的一切符号和词语，把饥饿孩子

的 泪 滴 叫 星 星 ，把 贫 穷 母 亲 的 乳 汁 叫

爱，把战士滚烫的血叫自由，把汗抛在

了哪里？已经忘记”“我伏在每个夜晚

和黎明的肩头，不倦地歌唱，像一只吐

血的布谷，除了它，我一无所有”。

在 时 空 里 ，我 看 到 一 位 老 人 从 风

雨中走来，苦与乐、艰与险、荣与辱，伴

随 着 思 索 走 过 来 ，又 豁 达 地 走 了 。 他

对 诗 的 悟 性 与 生 命 的 本 质 相 融 合 ，又

凸 显 出 思 想 指 向 ，格 外 坚 实 牢 固 。 没

有成熟思想的诗人是营造不出这种诗

的意境的。

我与李瑛相识近 60 年，书信往来、

电话沟通、登门互访不断。可以说，我

是读着他的诗而写诗的，是在他的关注

中成长的，有此因缘，深感有幸。我永

远记得他那充血的眼神，记着他发自肺

腑、撞击喉管的话语，以及他如布谷鸟

的歌唱。

歌
唱
的
布
谷
鸟

■
峭

岩

是山涧一汪清澈的泉水

是旷野一缕和煦的春风

因为有了你

大地姹紫嫣红

春意盎然

车站，码头，街道

因为你的到来

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妇女，儿童，老人

因为你的搀扶

心头温暖，幸福安详

三月的春风里

想起雷锋，就想起永恒

宛如一枚熊熊燃烧的火炬

你不仅照亮了自己

还温暖了整个中国

因为有了你
■程荣贵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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