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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祥

城市风景

跻身在一年365张日历中，栉风沐雨，风雨兼程。你是城市的一个音符，跃动在时代旋律上，矫健，活泼，又欢欣！

片
羽
时
光

为劳动者而歌
（三首）

■程川

黎明
（外一首）

■方莉

春光中走来扫街的队伍

春风挥着无形的扫帚，清扫冬
日的每一丝雾霾，清洁城市的每一
寸肌肤。

——沙沙的扫地声，是对城市
文明投入的吟哦。

春风清扫的大街，走来一支青
春的队伍，灿烂微笑是城市盛开的
花朵。

和暖的春风张开双臂，和青春
的队伍热烈拥抱。盛大而激动的
场面，似万紫千红，如繁花似锦。

两支队伍合奏的交响，舒展出
五彩丝带般的旋律，穿越老旧的青
砖碧瓦和时尚的摩天幕墙，连接起
老城与新区的风景。

一些昨夜的纸屑、落叶，自惭
形秽，纷纷遁形；

一些角落的杂草、污秽，自感
羞涩，悄悄逃逸。

于是，主通道与小街巷，似乎
更宽阔更敞亮。还有那些诗意的
栖居更加诗意，芬芳的园林更加芬
芳。

碧绿的草坪、妖娆的街树、奔
跑的车流、繁华的市井，全都沐浴
着明媚的春光。

无疑此时，那支牵手春日的青
春的队伍，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
景。

树丛间那把闪亮的剪刀

街边的梧桐树、桂花树和紫

薇，趁着夜晚的春雨刷刷长高。
便有疯长的枝叶，参差成一种

芜杂的感觉。
还有园圃中的玫瑰花、格桑花

和樱花，凭借春天的舞台热烈舞
蹈。妖娆的画面，有些拥挤。

于是，那把闪亮的剪子，肩负
使命隆重出场。

穿行在城市的花草树木之间，
修正着街景上的每一处错误构图；
眯缝着艺术家的敏锐目光，打量着
一草一木的高低错落，完善着画布
上的每一个艺术细节……

去除芜杂与颓废，留出整洁与
清爽。

删去色块的堆积，留下想象的
空间。

那把勤奋的剪刀，为此呕心沥
血，甚至披星戴月。

在剪子的匠心劳作中，我们的
城市容光焕发，青春常在。

也因此，人们对于那把剪子，
敬若神明，顶礼膜拜！

擦外墙玻璃的“蜘蛛侠”

一些岁月的尘土，总是蒙上城
市的头面，甚至眼球。

当今时代的审美，岂容城市灰
头土脸？

擦玻璃的老兄如蜘蛛侠，在万
人期盼与翘首中，闪亮登场。阳光
下的玻璃幕墙，是他表演传奇的舞
台。

没有江湖的波诡云谲，却有生

活的风云跌宕。
一根长绳自蓝天上垂落，垂落

成命悬一线的惊叹与惊险。
摩天墙体的顶天立地，却给了

他攀援向上的勇气。
高楼的峡谷任他纵横驰骋，生

命的高度被不断突破，刷新。
扯一缕洁白的云朵，擦一把滚

烫的汗水；吐一口热辣的气息，吸
一口清爽的空气……

挥舞赤城的刷子，洗涤着岁月
的烟尘。

风也送来问候，雨也送来慰
藉。

当城市的面孔，重新清新如
许，光鲜如许，他总是隐退于舞台
之后。

在人们打量城市的欣喜中，品
尝欣喜。

红绿灯下的交通劝导员

站在十字街口，注视滚滚车流
与人流，往来穿梭络绎不停。

头顶以及身畔的红灯、绿灯，
交替传达着一种安全而美好的约
定。

与红灯、绿灯互为呼应的，是
你手臂上鲜红的袖章，以及手中挥
动的红旗、绿旗。

简单的手势，微笑的眼神，善
意的提示，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你的辛劳与心血，融进了过街
者的心胸，化作车流与人流的和谐
乐曲。

盛夏的骄阳下，你为城市撑起
一片绿荫；

数九的寒流里，你站成街头傲
霜的红梅。

你把手中的信号旗，当做城市
交响的指挥棒，婉转的旋律似潺潺
溪流，回旋在手起手落之间，回旋
在城市的脉动之间。

执着于岗位的平凡与神圣，实
现的是城市岁月的和谐，温馨。

快递小哥脚步匆匆

也许你来自遥远的乡村，肩
扛着生活的重负，怀揣着家人的
希冀。

惴惴走进这陌生的街市，驾
驶飞转的生活车轮，用坚韧意志
踏平岁月的坎坷、艰辛。

你用追逐梦想的脚步，追赶
着城市的节奏，匆匆又匆匆。

奔忙的身影如轻盈的燕子，
奋力张开命运的翅膀，飞过城市
的街巷楼宇，飞进千家万户的庸
常生活。你饱蘸温热的汗水，把
一缕缕城市的期盼，书写成舒心
的笑意。

穿过大街，转进小巷，飞身楼
梯；

送去冷暖，送去香甜，送去温
存……

双手递过快件与问候，换回
一片诚挚的谢意。用自己的一张
笑脸，赢得了城市无数张笑脸。

此时，你心里流淌着温馨和

甜蜜。
跻身在一年 365 张日历中，

栉风沐雨，风雨兼程。
你是城市的一个音符，跃动

在时代旋律上，矫健，活泼，又欢
欣！

勇敢逆行的志愿者

这场瘟疫悄悄来临，魔鬼的
手掌伸向生命。

而你们，没有畏缩没有逃避，
而是迈开坚定的脚步，逆向而
行。

把赤诚之心捧在手中，用顽
强意志抗击疫情。你们和疫情赛
跑，和魔鬼比拼，把希望带给千家
万户，唯独把危险留给自己。

义务送医护，现场搞服务，你
们任劳任怨；

扛米面蔬菜，搬医疗器材，你
们挥汗如雨。

可爱的身影活跃在哪里，哪
里就有春天的气息；匆忙的足迹
留在哪里，哪里就有掌声响起。

亲人的担心抛诸脑后，街坊
的问候弥足珍惜。

但如果疫情没有喘息，你们
就不会停顿、稍息。

也许你们不能冲锋在医院前
线，只是活跃在车站码头，街道
楼院；也许你们不能挽救生命于
危急，却能带给人间春风一缕。

是的，你们没有豪言壮语，却
把大爱写满天地！

在我们家，“五一”劳动节并不
普通。我的父亲母亲，都以曾经是
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自豪。

上世纪60年代初，父母所在的
筑路队，主要任务就是维护铁路。
铁路沿线以山区和丘陵居多，自然
条件差，滑坡、山洪、泥石流时有发
生，维护铁路安全畅通非常重要。

有一年夏天，筑路队接到通
知，山洪冲毁了一段铁路。当时已
是半夜，为了让铁路线尽快恢复，
所有队员没有一点犹豫，连夜爬起
来向冲毁路段集结。

那时父母刚结婚，母亲身体弱，
父亲想让母亲再歇息一阵，待天亮
再出发。母亲不答应，说大家都去

了一线抢修，她躺在床上睡不着。
由于路基被冲毁，需要填补大

量土石方，筑路队只得去就近的山
梁上开采和搬运碎石。铁轨下面
铺的碎石有一个专业术语叫“道
砟”，要得到道砟，就得对大石料先
专业爆破，再人工开采成碎石。不
管哪一道工序，都是一个苦力活。

父母都是城里人，寻查路况，
做点技术活不在话下，但事发突
然，父亲拿起了钢钎，母亲挑起了
土筐，一起奔赴采石场。

用作道砟的碎石，基本上是硬
度很高的花岗石，最适合铺枕木和
铁轨，但开采起来很费力。过去机
械化程度不高，爆破后的大石料，

需要人工打碎，打碎的工具就是铁
锤和钢钎。

锤打体量大的石块得两人一
组，父亲负责握钢钎，工友负责抡
大锤，一锤又一锤，工友满头大汗，
父亲满手血水。血水从手套里往
外渗，父亲一边忍着一边不时往身
上蹭，想抹去手上的血迹，但血水
不争气，仍不断往外渗。工友看见
了，让歇一歇。父亲看看周边，都
是拼了命碎石头的工友，手上渗血
水的也不只他一人，他怎能安心歇
息。父亲咬着牙坚持，离他不远，
就是新婚的妻子，不顾双肩孱弱，
挑着渗着血水的碎石像个娘子军
……

筑路队连夜抢修，让拉满货物
的列车提前一天通行。那天夕阳
西下，雨后的山野空气清凉，累了
一天的父母和工友们没有一个人
叫苦，一边大步走在铁路的两侧，
一边激动地高歌：“一条大河波浪
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美丽的
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
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忘情的歌声里，有劳动者的
骄傲，更有劳动者的自豪。

筑路队经常风餐露宿，也时常
会遇到危险。有一年夏天，他们暂
居在一个山凹里，半夜里突然传出
异响，值勤的工友急得在外边大喊

“泥石流来了，快跑！”父母和工友

们刚跑出工棚，泥石流就滚滚而
下。可母亲没跑几步，又返身跑回
工棚，身边的工友们见状，也舍命
冲向工棚……原来他们不是去找
私人物品，而是尽力抢运集体物
资。气喘嘘嘘爬到山梁上，工友们
一个个浑身泥土，父母也彼此对
望，刚说了一句“不要命了”，便互
相哈哈大笑起来。

火红的岁月是父母一生的财
富。多年后，一段段筑路往事，父
母依然能如数家珍讲给我们听。
而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父母心
里分量很重，用父母的话说，劳动
节是专为劳动者而歌，是对劳动者
最好的尊重。

印象中，母亲在“五一”劳动节
从来没有休息过，因为农村人根本
就没有过劳动节的概念，再加上那
时正逢农忙季节，所以大家根本不
会想起这个节日。

记得我上高一那年，“五一”放假
回家，忙碌的母亲根本没空关心我。
清晨天刚蒙蒙亮，她就叫醒我并吩咐
道：“做好饭后送到麦地里去。”说完，
便戴上草帽、扛着锄头走了。

我做好饭来到麦田，远远望
去，麦田就像铺了一层绿色的地

毯，一阵夏风拂过，像是大海掀起
了微微的波浪。母亲瘦小的身子
被淹没在麦浪中，仅有那顶草帽和
锄头把露在外面。

那几日，刚好下过几场雨，地
里野草都在疯长。野草是庄稼的
敌人，也是母亲的心头大患。那个
年代没有除草剂，母亲只好手工清
除。只见她粗糙的双手紧紧握着
锄把，眼睛盯着麦苗之间的杂草，
弯腰挥动手中的锄头扎入土中，一
边锄草，一边松土，身上的汗水一

滴滴落在麦苗上。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这是是母亲日常劳动的真实写
照。我让她休息一会儿，她却乐呵
呵地说：“干活干活，干了才能
活。”

年少的我不解，追着母亲问这
句话有什么来历。她抚摸着我的
脑袋说：“只有劳动，庄稼才能活，
人勤地不懒哩！”

母亲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供
养我们四个姐妹读书。现在，我们

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在城里安了
家。母亲也步入晚年，我们把她接
到城里。

没想到，在城里居住的母亲依
然闲不住。春天到了，她拿起锄头，
在小花园的空地搭上架子，种上豆
角、茄子、西红柿、扁豆、丝瓜等各种
蔬果。炎炎夏日，院子里生机盎然，
充满了清新的田园风光，给久居城
市的我们带来了别样风景。

母亲把吃不完的蔬菜摘下送
给邻居，并时不时地宣扬这是真正

的绿色有机蔬菜。邻居们都非常
高兴，连声道谢，看到劳动成果被
人认可，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

母亲如今已经70多岁，身体
不好，经常腰疼。我们劝她不要劳
动，应该歇一歇，可她却说：一日不
干活，浑身不舒服。每年五月，正
是种菜的大好时节，她忙着给韭
菜、芹菜扣上薄膜；种上几垄茄子、
豆角；在暖棚里撒上菜种，培育菜
苗。也许，只有劳动伴着汗水，母
亲才会身心愉悦。

■高桃芝

母亲的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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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好饭来到麦田，远远望去，麦田就像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阵夏风拂过，像是大海掀起了微微的波浪。母亲瘦小的身
子被淹没在麦浪中，仅有那顶草帽和锄头把露在外面。

■杨力

“筑路”往事

那
年
那
月

火红的岁月是父母一生的财富。多年后，一段段筑路往事，父母依然能如数家珍讲给我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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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些狭窄而笔直的厂区
那些雍塞而豁亮的车间
那一张张脸，还是那么生动
闪动着生活打磨不去的釉质

时常油污的工装，时常
为一颗颗干净的心而痉挛
冰冷的钢铁，在无数个暗夜里
暗恋。纤瘦如你我的焊条
却灼伤了那些紫薇的黎明

清晰的景象，又一一
浮上时间的水面。快三十年了
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啊
却不知是否还如一珠清冽的
水灵。蹑脚流走在谁的心尖

野地里

一个人出工，忘记了回来，
在乡间。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还是那一把刨地的锄头，把自己
也当成了种子。

一颗发芽的草，让发芽的
雨水和野花簇拥着，
在乡间。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像一个人从野地里归来。

在夜色里

小心地关好门再关好窗
为梦，筑好栅栏
虽然知道无法阻挡席卷的
夜色，破壁而入

哪怕伸手不见五指
哪怕，身陷再深再黑的
夜色里面。待久了
也会发现光亮的事物

那不是眼睛和夜色
达成了某种和解。而是
在夜色里守身如玉
我们本身就是一盏灯

大地还在沉睡
风已苏醒

早起的鸟儿
迎着光亮
觅食

推开窗户
每一口呼吸
都是上天的馈赠

黑与白，生与死
每一个黎明
都曾孕育新生

重逢

那片叶，飘落在
秋天的脚边
用溅起的一串串思念
吸引路人的关注

星星 大山 河流
都在流年里期盼，迎接
从心里振翅而飞的蝴蝶

岁月煮酒的氤氲
缭绕在梦境里
等待，便是心与春天的再度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