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雪）“我是市中区青
平镇的居民，2018年农村公交停运之后，
青平镇就没有能到市中区的公交车了。”6
月24日，市民徐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
服务热线，表示现在的16路公交车往返
沫若广场与茅桥镇，建议将其茅桥方向的
站点延伸至青平镇，方便群众出行。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市交通运输局，由市道路运输服务中
心办理。经过调查核实，目前16路公交
车线路已经较长，如果再延伸至青平镇，
将多出10公里的路程，不利于公交车的
正常运行和周转。针对徐先生反映的出
行问题，目前青平镇各村都已开通“金通
工程”小黄车，群众可以电话预约出行，满
足日常需求。

电话里，工作人员向徐先生解释了该
情况，并告知了“金通工程”小黄车情况，
徐先生表示满意并感谢。

公交线路能否延长？
“金通工程”
可满足出行需求

本报讯（记者 宋雪）“夹江县原来的青州乡、梧凤乡、土门乡等已经撤
销，合并进了新场镇，但是这几个乡的小学却没有合并。”6月22日，夹江
县新场镇的杜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希望能将几个乡的小学
合并，招聘教学质量好的老师，这样学生就不用为了追求好学校去县城
念书，家长也不用再接送，能减轻更多负担。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夹江县人民政府，由夹江
县教育局办理。据悉，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目前夹江县已拟定《夹江县基
础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实施方案》草案送审。根据该方案，夹江县将按“幼
儿园就近就便、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中心城镇或片区集中、高中向县
城集中、资源向寄宿制学校集中”的要求优化学校布局，方便学生就近就
便入学。原则上，对100人以下、不足6个班且生源持续萎缩的小规模学
校（含教学点）予以撤并调整，实现义务教育集中集约，同时合理安排教
职员工，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针对杜先生反映的情况，夹江县将严格学校撤并程序，向地方政府、
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征求意见后，再按程序推进落实。

乡镇小学能否合并？
将严格按学校撤并程序推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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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雪）“我带家人到峨眉山景区五显岗车站坐车，父亲
66岁，未能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孩子12岁，购买汽车票时也没有享受到
半价优惠，这是为啥？”6月13日，有游客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咨
询峨眉山景区票务优惠政策。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由峨
眉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核实处理。经过详细了解询问，原来该游客的孩
子身高已超过1.5米，根据峨眉山景区票务优惠政策不能享受车票优惠；
该游客父亲年满60岁，可以享受老年人免门票优惠，但不享受车票优
惠，故需要正常购买观光车票。

电话里，工作人员对游客详细解释了票务优惠政策，得知该游客正
在金顶游玩，又告知游客在雷洞坪车站乘车下山时，可要求现场工作人
员再次对小孩身高进行比对，如身高不足1.5米则退还半价票款。得到
回复后，该游客表示了满意。

老人孩子没能享受票务优惠
二人均不符合优惠政策

本报讯（记者 宋雪）“我从乐山大佛景区的碧山路北侧，乘坐一辆白
色的滴滴网约车到某餐馆吃饭，结果不小心把贵重眼镜落在了车上。我
通过滴滴软件后台的客服中心联系司机，但始终无法联系上。”6月14
日，游客张女士着急地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表示自己即将于当
晚离开乐山，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她寻回丢失的物品。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市交通运输局，由市道路
运输服务中心办理。该中心高度重视，迅速联系滴滴公司乐山办事处，
确认张女士遗失的物品通过滴滴公司的后台找到，并通过后台联系到司
机，将物品及时返还给了乘客。眼镜很快找回来，张女士对办理情况表
示满意，顺利踏上了返程。

眼镜丢在网约车上？
立即对接找回物品

本报讯（记者 宋雪）“我今天去市中
区苏稽镇，把车停放在了簸箕街，结果被
贴了罚单，但是我仔细看，罚单为啥是市
中区苏稽镇文旅街区支部委员会贴的？”6
月13日，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
服务热线，质疑苏稽镇文旅街区支部委员
会不是交警部门，为何有权力贴罚单，希
望得到合理回复。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市中区人民政府，由苏稽镇人民政府
办理。经过调查核实，因交警部门警力有
限，苏稽镇于2018年起成立了集镇管理
队伍，由集镇管理的工作人员对集镇上乱
停乱放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至于
张先生所反映的“罚单”并非是罚单，而是
工作人员出具的举报单，工作人员向交警
部门举报后，由正式民警认定是否违法，
经确认后再上传违法照片。

不是交警
为何能贴“罚单”？
原来是举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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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凉山（组章）
徐澄泉

莲的心事
马从春

寂寞的夏天
我想说说莲花的心事
这些美丽的精灵
沿着季节的走向
从典籍中跌落到水里
盛开一池荷韵

光脚丫的童年里
莲花的淡雅芬芳氤氲
在盛夏的池塘
在蝉鸣声声的午后
一朵水上的莲花
亭亭玉立含羞答答
就是我最美的新娘

以梦为马的日子
风从故乡来
一路风餐露宿
捎带着莲花的消息
荷塘犹在
碧水悠悠
在岁月的岸边
一叶尖尖的莲舟
载不动深深浅浅的乡愁

铁匠
赖永洪

锤子落下，叮当作响
各种星星擦出火花
就如七月的阳光
照着弯弯曲曲的路
没有半点含糊

心，再坚硬
也经不起炭火的炙烤
等待铠甲溶化成水
改头换面后，去田野
感知生命的体温，去山林
采收母亲的馈赠。跳进激流
分解成无数的翅翎……
锤子落下，叮当作响
路，敲得没有弧度
一眼远望，集市
熙熙攘攘

在铁道兵博物馆膜拜石头

嶙峋的石头，坚韧，锋利。
好像堆积如山的铁钻、铁锤、铁锨、铁铲……黄晕的

灯光把它们的肌体照得惨白，让它们的外表锈蚀，天长
日久，比时间更加斑驳。

嶙峋的石头，斑驳的石头，堪比白骨碜人。
而它们又多么幸运！一些石头，竟然堂而皇之地站

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的尊者，接受后来者的膜拜。
我在一尊题为《生死关头》的石雕前流连，努力还

原一个烈士的事迹：1965 年 9 月 3 日，正在施工的成昆
铁路乐山沙湾隧道突遇大塌方，犍为籍铁道兵徐文科
与战友同时被碎石和支架压住。深受重伤的徐文科
不顾个人安危，把抢救的最佳时机推给战友，不幸光
荣牺牲……

烈士顾永康留有一封未曾打开的家书，永远无法打
开……

烈士易传福的遗物，仅有一张照片……
还有那几个像蜘蛛一样悬在绝壁上劈山的战士

……
还有那几个像西西弗斯一样推动巨石的战士……
还有那些幸存者，像他们如今的生活一样，都是好

样的！
他们都是好样的——
逝去的，化为一座山的脊梁，撑起自己和别人的天

堂。
健在的，炼成一段枕木、一段铁轨，把别人，送向了

远方，把自己，送回了故乡。

“三线建设”，犹见工人“芳华”

工人俱乐部还在。字面上斑驳的油漆，犹见工人阶
级的“红”。

“延风中学”四字依然醒目。
职工宿舍躲在破败街道一角。宿舍的主人，早已不

是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的高材生了！
理发店照旧营业。老旧的陈设，老旧的躺椅，老旧

的剃刀，老旧的发型。理发师的手艺不减当年，顾客千
万烦恼丝，都被她一刀两断。

拐进一条小巷，几个朱红大字惹人眼球——“老字
号水饺”。向导从店里请出四位大娘：陈漱枕，芦秀芹，
潘淑芬，赵冬花，四个“水饺西施”！她们从北京、山东、
浙江、甘肃追随爱情来到大渡河峡谷，为祖国的“三线建
设”当了一辈子后勤。四个西施四姊妹，团结一心包水
饺，多少肠胃和乡愁，都被一颗颗香喷喷的饺子所温暖。

四张沧桑的脸庞，饱含风霜。
四张和善的面容，布满阳光。
又有四个年轻女子从店里鱼贯而出，四张灿烂的笑

容、四盘香喷喷的水饺逐一摆到客人面前……老字号有
了新传人。

八位美女两代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曾芳
华！

在道林子邂逅一只岩鹰

鹰的巢，总是悬在悬崖上。
在一个叫道林子的移民新村，我仰头望天，绝壁上，

云雾中，一片黑色的小屋载沉载浮，恍若一张飘忽不定
的大羽……我只顾张着嘴巴惊讶，来不及感叹，就有一
个汉子逡巡到我身旁：“那是我的老巢。”

我继续惊讶着我的惊讶——“除了翱翔天际的鹰，
谁能在悬崖绝壁筑巢！”

他以和善的笑容回答我的好奇。是的，王帮华，金
口河区永和镇悬崖（胜利）村村民，53岁；脸色黝黑，鼻梁
高凸，目光如炬，真是一只岩鹰！他来自悬崖绝壁的云
端之上，他的前半生如此度过：一日三餐，云朵是他的炊
烟；太阳落入大峡谷，风是他的催眠曲；寂寞时，与岩羊
倾诉衷肠；高兴处，和飞鸟比赛歌唱；生病了，一枝灵芝
权当医生；向往大瓦山的高处，向往大渡河的远方，就把
自己当作岩鹰，展开翅膀和想象……

后来呢？后来就是现在——
一只岩鹰把老巢搬到了新窝，两只岩鹰把老巢搬到

了新窝，三只岩鹰把老巢搬到了新窝……所有的岩鹰都
在谷底筑了新巢。众巢簇拥，巢巢相连，悬崖村变成峡
谷村，道林子变成胜利村，胜利村变成特色镇，特色镇变
成桃花源。王帮华，还有张帮华、李帮华、赵帮华……所
有的“云端遗民”，他们都是我必须赞美的岩鹰！

在蓑衣岭，为“蓝褛开疆”碑献上鲜花

蓑衣岭上，“蓝褛开疆”碑前，一捧鲜花静穆着。
这些滴露的鲜花，流泪的鲜花，它们轻轻地靠着，肩

并肩，手拉手，凝心聚力，驱寒取暖。
这些迟到了80年的鲜花，终于献给了一块石碑，一

块凝聚着川康地区24万彝汉筑路民工心血的石碑，一块
蕴藏着3万筑路人英灵的石碑。

一块石碑的功能是有限的，它承载不起亡灵们的重
量，也镌刻不下英魂们的名字，只能记载一个简略的事
件：“蓑衣岭当川康来往要冲，海拔二千八百余公尺，为
乐（山）西（昌）公路之所必经，雾雨迷漫，岩石险峻，施工
至为不易。本年秋，祖康奉命来此督工，限期迫促，乃调
集本处第一大队石工，并力以赴，期月之间，开凿工竣，
蚕虫鸟道，顿成康庄。员工任事辛劳，未可听期湮没，爰
为题词勒石，以资纪念。”

1941年，“中国交通工程三杰”之一的赵祖康，在蓑
衣岭留下一块石碑和114粒文字，为一条“抗战血路”打
上最后的标点，为一部中国筑路史添上精彩的一笔。

以至于今，因为这块石碑，我才把一条公路读成了
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因为这块石碑，我才把无数
无名的英雄烙在了心间；因为这块石碑，我才真正理解
了一块石头的深刻内蕴。

因此，蓑衣岭上，“蓝褛开疆”碑前，我要假借别人
献上的鲜花，再次献给这块石碑：一鞠躬，二鞠躬，三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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