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忙碌中，时间的针脚总是走得
很快。

猛然间才意识到，作为甘肃能源公
司津巴布韦旺吉项目部运维团队的一
员，远离国土走进非洲，到津巴布韦旺
吉电站现场工作已经两个月了。回首
两个月的所见所闻，有太多的感想和情
愫需要记录下来。

我一直喜欢用“阿非利加洲”这个
非洲的全称，或许这个词的发音更符合
我遐想中的非洲。尽管来非洲之前，对
它的印象仅限于标签式的常识，例如：
人类的祖先“智人”起源于东非，他们开
枝散叶并遍布全球；人类现存并活着的
近亲是3种非洲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
猩猩和矮脚黑猩猩；世界第一长河尼罗
河蜿蜒流淌在非洲大地上，孕育出神秘
的埃及文明并创造出金字塔这样的世
界奇迹；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撒哈拉
沙漠横亘在非洲北部；还有非洲大裂
谷、维多利亚大瀑布，以及这片古老土
地上的战乱与贫穷……诸如此类，不一
而足。

多少次，我曾幻想着在走进非洲
后，一定要近距离观察我们的近亲类人
猿；亲眼看看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智
人”；亲眼看看尼罗河、金字塔、撒哈拉

沙漠、大裂谷、瀑布和那里的人们，然后
思考一些看起来深奥，然而或许并没有
太大用处的问题，虽然这些思考可能会
让我午饭多吃一个馒头。

事实证明，疫情防控也许会让这些
愿望一一落空，虽然对于普通人而言，
宏伟的愿望，本来就是用来落空的。习
惯了自己的普通，并不诧异这样的必
然，但来日方长，疫情总会过去，遗憾也
只是暂时的，那些愿望一直在哪里凝
望着、等待着也许会姗姗来迟的我。

临出发前，我准备了很多东西，
本想带点种子在非洲大陆上显摆一
下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种菜“技能树”，
后来发现不符合海关规定，只好作
罢。抱着对未知事物的忐忑，“预习”
了目的地津巴布韦的各种知识，搜罗
了不少影音视频、电子书籍，又读了
宋之问的《渡汉江》，品了品“近乡情更
怯”的况味，只觉得“出乡”情也怯。重
温了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还是隐隐
感觉有点不踏实，直到临别时走出房
间，看到父母妻儿，忽然心有所悟：陪伴
和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我只能选择
后者。哺育儿女，奉养老人，作为一个
36岁的男子汉，自己每一段生命历程的
节点，也许就是孩子生命历程的起点，

有未知才有更多的可能性，有压力才可
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当命运需要你逆风飞翔的时候，
就不能随风而去”，品着电影《少年班》
里孙红雷的这句台词，鼻子有点酸。适
当的、适合自己的“鸡汤”励志，还是需
要有一些的。

乘大巴去电厂坐落的旺吉小镇，第
一次看见右舵车。司机是两个当地人，

会说简单的汉语，比如“牛掰”、“老铁”
之类，甚至能说“我去，太热了”。我们
相互看看，然后哈哈大笑。一路上饱览
了许多陌生热带植物。有一种树叶子
不多，但树身粗壮，同事说那就是传说
中的面包树。因为雨水充足，大部分植
物枝干纤细，叶子阔大，别有一种韵
味。有些地方，有大块平整的地长满荒
草，对于咱中国人而言，这真是一种浪
费。

当地的“国道”略好于国内的村级
水泥路，路边小摊上有小贩在叫卖。卖
品串起来的、挂起来的，颇有特色，有些
不认识。但见西瓜油绿硕大，香蕉明黄
诱人。路过当地市场，有穿越到像国内
八九十年代赶集的感觉。当地人很热
情，主动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则目瞪口
呆地看他们头顶着各种东西健步如飞，
一来觉得他们颈椎好、脖子肌肉发达，

更多的是惊诧于那种强大的在不规则
物体上寻找平衡的能力。

到现场已过半夜 3 点，很多同事过
来迎接，扑面而来的亲切融洽。天气有
点热，听说节令已快入秋，不久就会凉
快下来。还记得我们从新疆出发时大
雪纷飞，到广州是春意阑珊，这里却是
残夏将尽，四季变换在不到五天时间一
一经历，有一种奇幻漂流的感觉。

宿舍门前有一块小空地，远在非洲

的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身边任何一块可
以种菜的土地，大家一起上手，香菜籽、
茼蒿籽、小油菜籽都点上了，豆棚瓜架
也搭起来了。大家捧着大海碗在宿舍
前坐成一排吃饭，看着种下的菜苗一天
一个样，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生活区在一个小山窝里，门前有一
个高大的输电线路塔，上面经常蹲着成
群的猴子。有时候它们会到营地遛弯，

顺便偷菜。每当房顶上有窸窸窣窣
的声响时，大家总是相对莞尔，“猴
哥”又来了。巴掌大的蜥蜴很多，最
大的见过一米多长的总是走两步，愣
愣神，然后再走两步，憨态可掬。路
边的小水渠里鱼很多，听说最早的时
候有 30 公分的大鱼，一个当地黑哥
们眨眼功夫就钓起好几条巴掌大的
鱼。还有一些个头很大的蛐蛐，同事

们编了笼子养着听叫声，网络信号不好
的长夜里，这种“天籁”甚是悦耳。

来旺吉一个月左右，大家原先风格
各异的发型就基本统一了。因为大家
总找同一个手艺最好的“托尼老师”。
盖盖头、类朋克、“圆盾”……随着“托尼
老师”审美认知的变化，大家的发型周
期性地改变，颇具特色。现场还诞生了
几位优秀的木工，他们收集一些木材，

工余叮叮当当地自制起各式大小板凳、
桌子。有人匠心爆棚，放话要做一个太
师椅，后来发现难度过大，虽然遗憾地
放弃但一直念念不忘。食堂的大厨，嗓
门很大，理了个光头，笑说光头做饭绝
对不会掉头发。他做的牛肉面味道可
以媲美兰州市有名的“牛大”，兄弟单位
的同事不时过来“蹭饭”。

工作的时候，大家相互配合默契，
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常晚上十
二点才回宿舍休息，人人身上都有使不
完的劲。设备安装紧锣密鼓，正是电厂
人学习的黄金时期，可以很方便地了解
设备情况，跟踪设备隐患处理，回来统
计复盘总结。经常有人不经意间看到
手机统计的步数，将手机屏转过去给旁
边的人，故作夸张地说：“哇，我今天走
了两万多步，减肥成功指日可待”。大
家配合地做惊诧状，连声说“恭喜恭喜，
今天请客”。

走进非洲，想想未来几年的工作时
光，我就想拿起搁下很久的笔，记下在
这里默默劳作的中国电建人每一个拼
搏奋斗的姿态，记下在这里微苦轻甜的
每一天，作为给自己的一份最好的纪
念。

作者单位:甘肃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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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 尖 上 的 老 挝
刘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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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因为南欧江水电站的存在，几次到
访老挝，多有走动涉足，对那里的山山
水水，善男信女，淳朴民风，至今感受颇
深，回忆犹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带的气候，
多雨的国度，造就了茂密的丛林，如织
的江河，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让老挝民
众少了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楚，多
了份“乐天任逍遥”的超然，养成了老挝
人温良恬静、友善平和的性格，而这又
直接影响到这里的饮食。

抱着猎奇的心态，我曾探访过首都
万象的餐厅、古城琅勃拉邦的夜市、水
电站里的老挝餐厅，乃至移民村的家庭
聚会，从刚开始的瞠目惊异，到后来的
食如鸡肋，再到最后的坦然入味，品味
着舌尖上的老挝别样的风情与感悟。

老挝的菜肴首先给人以赏心悦目
的感受，可以用五颜六色、色彩斑斓来
形容。因为它的食材几乎全部取之天
然，加工方式也近乎原始，主要以凉拌、
蒸煮、烧烤为主，无炫技刀工，无热锅爆
炒，也无高温油炸，更无精细繁复工
序。每一盘都透着山野里的清新芳香，
犹如从菜园里三步并做两步便端到饭

桌。这里的调味则以柠檬、香茅、鲜椒
辛香植物为主，没有浓汁酱料，没有勾
芡高汤，亦无草药秘方，直接以清新酸
辣示人，总结成一个字，那就是“鲜”。

和东南亚的国家一样，稻米是这里
的主食原料，而糯米饭是老挝人最爱吃
的主食，就连久负盛名的琅勃拉邦清晨
的布施，也是主要以糯米饭为主。女主
人每天清晨只需蒸上一锅糯米饭，储放
于陶罐或竹编的小饭篓里，便可供一家
人全天的食用。吃饭时，只需抓出一小
撮糯米饭，用手揉搓成团，放到口中便
可大功告成。如果想增加风味，那就用
手使劲攥捏几次，据说捏得越紧，吃起
来的味道才会越香，这空口白饭，可谓
简单至极。

在老挝，打马轰则是最常见的家常
菜，也堪称国菜代表。先把木瓜切成
丝，再用石臼子，将新鲜辣椒、西红柿、
茄子、柠檬舂成糊状，添加盐、糖、味精、
鱼露等佐料，与木瓜丝拌合，清脆可口
中透着份辛辣。就是这种没有油水、不
着荤腥的凉拌时蔬，竟然让老挝人民趋
之若鹜、欲罢不能，一度让我感到不可
思议。

老挝山林茂密，河流众多，动植物
资源丰富。不论是大到野兽、小到昆
虫，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大
部分可以用来做烧烤。就拿最常见的
烤鱼来说，把罗非鱼内脏去净后，撒上
些盐，再塞上把新鲜的柠檬草去腥增
香，烤熟后，用绿菜叶子夹裹上鱼肉和
其他食材，团成大包，一口塞进嘴里，虽
有黑暗料理的味道，却也是老挝人难得
的豪迈时刻。

倘若你感到上面的口味太重，需要
点小资情调，那就不妨到湄公河畔走一
走，到夜市里逛一逛，一旁的鲜榨果汁
摊，木瓜、西瓜、芒果、香蕉等等，各色水
果，琳琅满目。你可以根据口味，自由
选择搭配，点上一杯，加上冰块，就着河
风微微和日落时分的暮色，不知不觉沉
醉在被岁月遗忘的时光里。

当然，在老挝，有一样物件是人人
喜欢，且为走亲访友必备佳品——Beer
Lao（老挝啤酒）。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
老挝啤酒以其醇厚的口感以及浓香的
麦芽味，一度被选为世界十大名啤之
一。老挝民众对自家的宝贝引以为傲，
格外钟爱，甚至将其比作生活中的一件

奢饰品。工作之余，休闲时刻，来上一
瓶Beer Lao，自斟自饮，也是难得的一次
享受。

如果说，糯米饭填饱了胃口，打马
轰充斥了味蕾，烧烤是难得的释放，鲜
榨果汁酝酿了情调，那么一瓶Beer Lao，
则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追
求本源，一切随缘，不急不躁，温润玉
如。就如同《战国策·齐策》中所言，晚
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
静贞正以自虞。由彼及己，不禁让人感
慨。

当然，说了这么多老挝的美食，最
难忘的还要数离开老挝返程前的那一
次聚会。就在刚刚投用的南欧江运维
中心里，我特意约上几名刚结识的中老
同事，在宿舍里搞了一次中老大聚餐。
中国同事从餐厅里打包来了辣子鸡、酱
牛肉和花生米，老挝员工则亲手做了糯
米饭和打马轰，当然也少不了 Beer Lao
的助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不论是
远方来客，还是地主之谊，大家是亲密
朋友，也是交心兄弟，促膝长谈，尽兴而
归。

作者单位：电建海投公司

4月19日，一个很平凡的日子，但在
电建核电公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部
的员工眼里，却非常的不平凡，因为这
一天给他们带来了成功的喜悦。

为了这一天，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里，电建铁军打了一场硬仗，留下了太
多感动的瞬间，以至于看到水压一磅成
功的那一刻，项目经理的眼睛也湿润
了，百感交集的他，此刻，压力得以释
放，此刻，让人们回忆起了一个月来的
过往。

3 月中旬，正值太平岭项目部百日
劳动竞赛开始阶段，现场工作如火如
荼。一天，业主找到项目部，说是业主
办公楼的消防系统施工要交给他们，并
且时间要求很急，必须在 4月 25日前完
成。为此，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当前阶段
不行，会把自己的百日计划打乱，所以，
委婉拒绝了。没过两天，业主又找到他
们，说是把场内单位仔细研究了一遍，
最终结果只有他们可以胜任此项工
作。此时此刻，电建核电公司人体现出
了不怕困难的“铁军精神”和山东人豪
爽仗义的本色，于是就应承下来。

回顾一个月的建设历程，回顾克服
的重重困难，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百感交
集。每年 3月中旬到 4月初，广东“回南
天”气候，阴雨绵绵，昼夜温差大，今年
如期而至，而且经历时间更长，但这丝
毫没有阻挡铁军的脚步，莫听穿林打叶
声，将士们身穿雨衣，毅然投入战斗，几
乎每日下班时都浑身湿透，有雨水，更
有汗水。

有一段管线在500千伏高压线正下
方，为了确保安全，所有材料肩扛人抬，
最后打混凝土不允许用天泵，为了赶
工，他们从山底装了地泵，光泵管就沿
山坡布设了 200 多米。还有几个基础，
场地受限，他们就采用2台泵车接力，顺
利完成了浇筑。有几段管道需在山坡
上明敷，吊车用不上，是焊接班的将士

们合力抬上去的，有几位同志的膀子都
压肿了。这样的镜头历历在目，这样的
故事不胜枚举，正是这重重的挑战，检
验了这支电建铁军的含金量。

成功的背后从来不缺精彩的故事，
不缺鲜活的形象。管网一役，塑造了团
队，锤炼了班组，彰显了先进。贺传森，
资深核电项目经理，他扮演了总指挥的
角色，他的深谋远虑和统筹协调能力，
赢得了从业主到监理的普遍赞赏，更用
他咬定目标不放松的韧劲，用他率先垂
范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广大员工的信任
和尊重，关键点盯到凌晨两三点钟已成
他的家常便饭。董振友，管网一役副总
指挥，他用无数个没白没黑的加班，他
用老黄牛般的吃苦耐劳，保证了各个节
点顺利完成，特别是踏勘现场后，创造
性地提出 5点优化建议，为项目的快速
推进立下汗马功劳。王永荣，管网一役
副总指挥，他像一颗螺丝钉，一个月来，
始终盯在一线，问题解决短平快，特别
是厂区大门口管线过度，他把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仅用5天完成了预定任务，创
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业主的喝彩。还
有张行、王红卫、杨仁磊等等，他们都在
自己的岗位上诠释了什么叫追求和担
当。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从来不缺泪
水和汗水，相伴而生的，还有鲜花和掌
声。当他们把水压成功的消息公布在

“高位水池协调群”里时，立刻引来一片
点赞声。此刻，他们就像凌寒开放的梅
花，格外的芬芳。此刻，站在高高的远
处，瞩目沿坡而立的管网，犹如一只虬
龙，作为电建核电人，所有参战人员都
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电建核电公司，
已然风风雨雨走过70年，正像祖国大地
上的一只虬龙。如今，作为中国电建的
核电宠儿，正肩负着干好太平岭核电的
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前行。

作者单位:电建核电公司

人文电建
文化随笔

诗 三 首
李莹莹

菊花茶

菊花傲骨抵凄风，
散热清肝显骏功。
剔透金黄微苦涩，
素来不羡牡丹红。

醉人眸

霞光万丈远山柔，
似海鸿云步履悠。
姹紫嫣红狮岭笑，
春风一夜醉人眸。

云桥

一线云桥两岸连，
金辉几渡染蓝天。
山遥水阔轻舟过，
叆叇氤氲景未眠。

作者单位：水电十二局

职工艺术园地职工艺术园地
赠高考学子

辛尚秋

十年辛苦傍寒窗，
人镜芙蓉喜欲狂。
椽笔凌云欺宝剑，
弦歌动地绕雕梁。
潘江陆海采珠玉，
秋月春风赋彩章。
莫道儒生无一用，
英雄多出读书郎。

作者单位：集团总部

电 建 故 事 会电 建 故 事 会

水 电 人 的 精 气 神
杜 若

印象电建

走进城市看朝气。中国水电七局
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辉煌业绩的水
电劲旅，其前身在共和国长子的河南三
门峡工程局。1965年底，为响应党中央
建设大三线的号召，水利水电部三门峡
工程局的“好人好马入川”建设当时西
南地区第一座特大型水电站——乐山
大渡河上的龚嘴水电站。随后主力部
队兵不卸甲马不停蹄，沿河下移几十公
里，投身国家八五计划的最后一个指令
性特大型水电站——铜街子水电站。
这个时期，中国水电七局一万七千多员
工，加上家属达五万多人，聚集在铜街
子水电站所在的乐山市沙湾区牛石
镇。到90年代中期，国家逐步转入市场
经济时代，找米下锅成为大势所趋。
1997 年，水电七局总部机关也走出山
沟，搬迁到成都市郫县成灌西路。当时
的大楼是郫县城区最具有高度、最扯人
眼球的大厦，是郫县城区名副其实的
NO.1。乔迁之际，七局人书写了这样一
副对联，上联为“大厦新装迎新上风上
水水运福祉”，下联为“盛世祥光接祥好
人好马马到成功”，宣示了水电人走出
大山迎接市场洗礼的雄心和信心，更展
示了老牌水电劲旅恭迎新时代、面貌一
新的蓬勃朝气。而中国水电七局，也正
是从这个重要节点，行稳致远，更加精
准地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南水北调看豪气。南水北调工程，
就是把中国长江流域丰盈的水资源抽
调一部分送到华北和中国西北地区，从
而改变中国南涝北旱和北方地区水资
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总

投资额 5000 亿元人民币。此工程的规
模和难度都超过三峡工程。2010年，水
电七局继惠南庄泵站工程后再次进军
南水北调项目。建设者们在这里留下
了以这样一副楹联为内容的巨型宣传
拱门：右联为“江河逐浪南北连线泽万
里”，左联为“天地融彩日月同辉照千
秋”。扎根四川的水电铁军豪气尽显，
后来事实证明，北上千里转战的七局人
在这里留下来他们引以为傲的足迹和
业绩。

小湾电站看士气。国家西电东送
的标志性工程——云南小湾水电站位
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和临
沧地区风庆县交界处，是澜沧江上的第
三座梯级电站，总投资超过400亿元，历
时 10年时间建设。小湾工程坝高 294.5
米，是世界首座 300 米级混凝土双曲拱
坝。作为在强地震区大江大河上兴建
的世界第一高拱坝，小湾水电站的建设
攻克了一系列设计和施工中的技术难
题，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是中国水电
建设史上的一次飞跃，创造了水电建设
史上的奇迹。2001年，中国水电七局与
葛洲坝集团、水电八局组成“八七葛”联
营体进入施工现场。后来水电七局又
单独中标了该电站的一个标段，喜讯传
来，局党委宣传部一个“大笔杆”挥毫泼
墨，为项目部写下这样一幅鼓舞士气的
楹联：上联为“大禹传人无量山开路披
荆斩棘建功小湾电站”，下联为“水电七
局澜沧江逐浪追星赶月树信大旗雄
风”。

作者单位:水电七局

华中院 王 辉 画 水电十一局 陈亚东 书

凤穿牡丹 水电四局 黎 明 画

太 平 岭 的 故 事
卢相军 董卫强

端 午
辛尚秋
其一

渔郎破浪赛舟子，
田妇寻山采艾蒿。
三盏雄黄肝胆热，
七邪五毒尽藏逃。

其二

披发行吟湘水边，
民生国事叹多艰。
可怜身死千年后，
怨曲哀歌共一般。

作者单位：集团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