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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踏上临沂这片热土的瞬间，我心情
格外激动。透过车窗，眼前闪现着宽广的高速
公路、布满绿植的层层山峦、具有现代气派的
高楼大厦、街道两旁整齐的居民楼，眼前的一
切，让我觉得亲切、新鲜与美丽。

每天清晨，我脚踏共享单车，在路上使
劲逛，使劲看。有时会坐在如风帆似的斜拉
桥边栈道的椅子上，静静观看清澈的沂河，
微风徐徐，一栋栋别致的小洋楼的倒影映在
河面，在阳光下有节奏地晃呀晃，波光粼
粼，煞是好看。岸边有三五成群的老年人打
太极、散步或是悠闲地聊天。我和一位锻炼
身体的中年男子聊临沂水系时，他很自豪地
说：“我们临沂境内水系发育呈脉状分布，有
较大支流 1035 条，10 公里以上河流就有 300
余条，尤其是建成的橡胶坝全长 1135 米，是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橡胶坝。这条橡胶坝在发
挥水利工程作用的同时，拦水形成了1.6万亩
的景观水面，成为沂蒙湖的一大景观，是本
地人和外地游客游玩观光的好去处。”听着他
的描述，我打心眼里为革命老区的巨大变化
感到高兴。

巍巍沂蒙山，绵绵沂水长。战争虽已远
去，但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浓重一笔，让中国
人民永远牢记。在走访沂蒙红嫂的路上，处
处能听到她们的感人事迹：当年，她们把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
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
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抬

担架、救伤员；她们用灵巧的手为部队摊煎
饼、缝军衣、做军鞋；她们推着小车，和男
人一样往前线送粮送水送弹药。

我们去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参观
“沂蒙红嫂纪念馆”。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
沉重，因为在沂蒙革命老区，长眠着 11 万烈
士，仅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在册、有名有
姓的烈士就有 62576人，其中临沂籍烈士 3万
多人。他们失去鲜活的生命，如今都已化作
山脉，融入这片红土地里，如果他们在天有
灵，看到沂蒙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定会感到
欣慰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沂蒙红嫂
纪念馆”内。这是国内迄今唯一全面、系统
介绍“红嫂”的专题纪念馆，设置有红嫂主
题展馆展区、红嫂生活体验展区和沂蒙红色
遗迹展区。主馆是在沂蒙红嫂明德英家的旧
房子里改建的。抗日战争时期，明德英在危
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用乳汁救治了两名
奄奄一息的八路军小战士。馆内还展出了村
民曾经用过的生活农具。当年，沂蒙红嫂就
是用这样近似原始的工具，倾其所有，支援
革命。正是她们所具有的吃苦耐劳、勇敢善
良、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孕育形成了伟大
的沂蒙红嫂精神，书写出军民血肉相连共同
奋战的辉煌篇章。我站在一幅画着红嫂用门
板架桥的油画前，直击心灵的震撼让我久久难
以平静。当年闻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役即将打
响时，我军一支千人突击队抄近路准备从汶
河渡过，没有桥，怎么办？紧急关头，村民

李桂芳得知此事后，在家中没有劳动力的情
况下，她带领全村 32 名妇女把自家门板拆下
来，抬到岸边，以身体为桥墩，在河里快速
架起一座“门板桥”，确保了我军官兵快速奔
赴战场，最终赢得胜利。

那年5月的夜晚，河水依然凉气袭人，河
水漫在她们的腰部，厚重的门板压在她们柔
软的肩膀上，门板上是扛着弹药箱、举着步
枪快步前行的战士，红嫂们的目光坚毅从
容。画面是静止的，战火硝烟仿佛就在眼
前，我能想象到，那一刻，她们以顽强的毅
力支撑如雨点般的脚步，肩膀上被磨出血泡，
压出深深的伤痕。她们涌自心底的无穷动力，
都来源于为了新中国成立敢于拼命的坚定信
念。据纪念馆馆长介绍，当时，红嫂们在确
保最后一名战士过桥后，双腿已麻木得失去
知觉，有的人从此落下残疾，每逢阴雨天，
腰部剧烈疼痛，但她们无怨无悔。

一幅幅再现革命战争年代感人的画面，
一张张满头银发面容慈祥的红嫂照片，一件
件珍存多年的旧物，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故
事，一幕幕伟大的壮举，深深感动着我。

沂蒙红嫂的事迹在中国大地传颂至今，
蒙山沂水可以作证，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沂蒙精神源远流长，在新时代以不同方
式进行新的传承。当代沂蒙红嫂朱呈镕 20 多
年来走边关、上海岛，踏遍了祖国边疆的边
陲哨所，总行程 36 万多公里，累计走访慰问
部队 600 余次，被广大官兵誉为“最美兵妈

妈”。我们在朱呈镕自筹资金建成的“红嫂文
化博物馆”内，倾听她发自肺腑质朴无华的
讲述，深切感受新时代新红嫂不忘初心，在
传承沂蒙精神的拥军路上，给人们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

在去往临沂乡村的途中，我想象着革命
老区的前世与今生，那片土地倒下的是血肉
之躯，挺直的是坚实的民族脊梁。山道弯
弯，白云悠悠，在地处沂蒙山深处的村庄，
我看到整洁有序的街道，路旁的鲜花绽放，
空气中飘着迷人的花香，村民们居住的房屋
大多为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房。站在田埂上
放眼望去，一派田园风光。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沂水县泉庄镇，不足100平方公里，山崮星
罗棋布，沂蒙共有 72 崮，这里就占了 50 多
座，素有“沂蒙崮乡”之称。我们站在山崮
最高处，环望四周，群崮起伏连绵，山花烂
漫，满眼绿植，恰在此时，清澈如洗的蔚蓝色
天空，缓缓飘来朵朵形态各异的云，有的如神
仙眷侣缠绵缱绻携手前行，有的如挥舞长袖
般潇洒漫步，有的如凤凰展翅般自由翱翔。

面对如此美景，我们情不自禁赞赏着，
泉庄镇党委书记被我们的快乐情绪感染，高
兴地说：“这些年，我们以乡村振兴为契机，让
各村逐步建立绿色农业、观光农业、采摘农业
模式，打造了尹家峪田园综合体沂蒙花开景
区，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来这里休闲度假。”

我的内心释然了，这也是我多年来期望
的沂蒙乡村景象。

一辆电动车轻盈地驶过来，停在太原清
徐一片叫“南湖城”的工地上。

26 岁的吉克达富笑吟吟站在眼前。他的
身后，几栋高楼正在阳光下蓬勃向上，七八
座高耸的塔吊金光闪闪。

高高的塔吊下，达富更显瘦小。写满憨
厚、朴实与善良的一张脸却像头顶的阳光，
散发着直达人心的暖意。

仔细端详，也看不出吉克达富是彝族
人，从大凉山来。

他打开手机，让我看大凉山是什么模样。
一段不长的视频里，是他的家乡，山峦叠嶂，树
林茂密，高山流水，蓝天白云，美到无与伦比。

这就是达富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莫红乡达觉村。今天，
包括达觉村在内的三个村已经合并为马处哈
村，搬迁到100公里之外地势相对平缓的汶水
镇新村安了家。然而曾经的达觉村，不仅没
有公路，没有电，甚至没有安全用水，没有
安全住房。村庄在山上，人在山上，动物在
山上，土地在山上。美丽的金沙江流淌在他
的家乡，然而同样被大山阻挡。

自汉代就建县的雷波县，早先却没有学
校这个概念。懂事以来，达富与姐姐就帮着
父母种玉米，收土豆。他兄妹四人，一个姐
姐，两个妹妹。

达觉村距离最近的公路，往返一次需要
步行 12 小时以上。因为艰难，达富直到 6 岁
那年才走出大山。那是一次盛大的出行，他
与8岁的姐姐跟着母亲到舅舅家。那也是母亲
出嫁后第一次回娘家。这一趟远行走亲戚，
让达富记忆犹新的不仅仅是路途的不易，还
有人生中第一次吃到的大米。

3 年后，一纸文件到了达富所在的地区，
所有孩子必须上学。达觉村的支书数来数
去，村里适龄学童就有 56 个，年龄大的已经
十六七岁。

上学，要先上户口。于是，9岁的他有了
一个名字：吉克达富。乡里的学校非常简
陋。达富的学习成绩不算差，总是第二三名，
然而因为师资水平有限，达富在姐姐嫁人、家
中失去收入来源后便挑起了养家的重任。

达富走出了大凉山。几年学习对他来
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汉语拼音。

那是 2013 年，他跟着村里的劳务队，在
一个明媚的四月天到了山西应县一家砖厂。
眼前的这个世界琳琅满目，让他目不暇接又
不知所措。一个月后，因为对初次离家的儿
子极不放心，母亲跟着家乡的工头突然出现
在他面前，并决定留下来陪儿子。母子俩从
春天到秋天，在彝族的春节前怀揣着15000元
赶回家。对达富一家人来说，15000元是人生
中第一次过万的巨款，回去后便用这笔钱在
山对面的村庄买下一套大约 50 平方米的房
子。达富的家中，从此有了电。

因家中还有两个妹妹需要母亲照顾，春
节过后，达富一个人离开了家。这一次，他
跟着老乡去了江苏。当时，对于既不识字又
没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来说，干活只能凭力
气，他做过饭店服务员、车站保安、网吧网
管，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直换工作，却一直找
不到方向。

无奈之下，他又辗转经河南再次来到山

西一建集团的建筑工地，干混凝土工，用瘦
小的身躯，挑起繁重的砖头水泥。

干活过程中，他的视线常常会被工地上
的塔吊吸引。那熟练操纵着庞然大物的高高
在上的驾驶员，在他眼里很牛气。

没想到有一天，一个机缘给了他与塔吊
接触的机会。劳务队一名指挥塔吊的女信号
工因为怀孕休息了，领队便让眼里有活、手
脚麻利的达富顶上。

突然将手中的砖头水泥换成轻盈而现代
化的对讲机，达富既忐忑又骄傲。这个时
候，他的语言沟通尽管还很不顺畅，但指挥
塔吊的简单用语已没有问题。

塔吊指挥，就是替驾驶员观察其视野范
围 内 无 法 看 到 的 地 面 情 况 ， 并 表 述 清 楚

“上、下、左、右”或“起钩，落钩”等简单
用语。这份在别人眼里并无技术含量的工
作，达富却干得极其认真，简单一个动作，
他却常常要爬到钢管架子上去，就怕说不明
白，就怕上面的驾驶员看不清楚。

“达富特别吃苦，特别勤奋。”最初合作
的塔吊驾驶员高建全将达富的一举一动都看
在眼里，“他从来不闲着，自己不忙时，就帮
周围的人干活。”

于是，高建全与达富成为朋友。第一次
见到从塔吊上下来的高建全，达富便向这位仅
比他大 4 岁的师傅提出，自己有没有机会也成
为一名塔吊车司机？高建全清楚地记得达富
眼里流露的那份对塔吊的喜爱，于是一口答应
教他。晚上达富下班后，便爬上高建全的塔
吊，认真学习了解一个个按钮的作用与功能。

达富真正以一个塔吊驾驶员的徒弟身份
学习开塔吊，是2015年4月。他说，那段时间
他如同一个小跟班，总是形影不离跟在高师
傅身后。一个按钮一个按钮去理解，一个动
作一个动作去分解。一个合格的塔吊驾驶
员，不仅仅是将施工用的钢筋、木楞、脚手
管等施工原材料吊装到位，还需要了解整台
设备的原理，机架、机座、起重臂、平衡
臂、变幅小车等部位要一一熟悉，一个螺丝
松动都有可能发生大的安全事故，因此塔吊
操作员必须具备简单的故障判断与处理能
力。此外，一处建筑工地往往是群塔机作
业，这个时候，对周围的环境与其它塔机的
交叉判断就尤为重要。

那段时间，只要哪个环节有疑问，达富就

用心向懂的人请教。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
三遍，不管大小问题，他总是努力弄通为止。

达富脑子聪明，又肯下功夫，阻止他向
前的最大障碍是语言。高建全记得，达富常
挂在嘴边的三个字是“为什么”。尽管有些词
语达富弄不明白，还是很快学会了塔吊操
作。高建全整整教了他两个白天。这个速度，
在他教过的所有徒弟中是破了纪录的。他
说，一般的新人，最快也需要一周时间掌握。

一个月后，达富便开始独立驾驶塔吊。
终于结束四处漂泊的生活，干上自己喜欢的
工作，达富工作之余更加努力地学习语言。
看电视时，他逼着自己看字幕，一个字一个
字去读。他买来许多字帖，一个字一个字去
描，一本又一本去写。

2016年5月，由山西省总工会举办的“山
西省建筑业第四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拉开
帷幕。由于达富优秀的操作技术，班组长推
荐他参加。

先是在一建集团内部海选。达富记得，
他抽到的是第 32 号。而直到他上场前，前面
31 个选手都没有一个拿满分过关的。重压之
下，达富出场。

“空中那个钩子，始终是稳稳的，根本不
晃！”这让在下面观看的塔机分公司领导极其
好奇，大赛中不说别的，单单下面站着的各
级领导，就够让选手紧张的，有些人常常连
正常水平也发挥不出来，然而吉克达富这名
操作员能做到吊钩不晃，就不是一般的水平
与心理素质。让领导更为惊讶的是，吉克达
富操作塔吊只有一年多时间。

达富的实际操作行云流水，满分通过。
随后的理论成绩，却让人们大跌眼镜。

“满分 100分，我记得只拿了 20分，还是
蒙的。”原因是他认字有限，读不懂题。

离省里正式比赛只有两个月了，怎么办？
一建集团塔机分公司开始了对达富的大

助力。他本人更是发挥出自己一贯的勤奋与
韧劲。他将题库中的1000多道题摆在面前，在
不认识的字下面一一标注了拼音，即便上塔
吊，也要带着这些题，一有空闲就背。两个月
时间，1000多道题，死死“印”在达富的脑子里。

达富笑言，他并没有完全弄明白那些
题，但是记住了每一道题的样子。

省级大考，实际操作依旧是毫无悬念。
45 分钟理论考试，达富仅用 10 多分钟就完

成。成绩出来后，他成为唯一的理论与实操
双满分选手。

2017 年，达富用智慧、勤奋与汗水，成
为一建集团塔机分公司一名正式员工。

在山西建筑业，大凉山来的达富“火”
了。达富不仅技术过硬，而且人善良、踏
实，因此常常被许多项目经理争抢，也常常
成为项目的“调和剂”。各种经验与事迹分享
活动，也随之而来。这让汉语水平基础差的
达富深感惶恐。他说，看到台下那么多人，
真是害怕。然而达富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回
家他就关起门拼命练。还是笨办法，一个拼
音一个拼音标注，一个词一个词理解，还要
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以加深记忆。恐惧，慢
慢被他克服。知识，也悄悄在他头脑中累
积。2021 年 12 月，达富参加全国总工会在延
安组织的“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演讲大赛”，
6 分钟的演讲稿，认字、理解、背诵、演讲，
达富用他的“笨办法”在半个月时间里解
决，最终在演讲环节一举取得全国第二名的
好成绩。

演讲，分享，开会，发言，达富的日程
里，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每一次，他都像
第一次一样认真对待。

2019 年，达富成为一名班组长，管理成
为他的新挑战。一个班组十几名成员并不固
定，是随着施工场地而变化的。一个项目，
协作的单位也很多，哪一个环节配合不到位
都会耽误进度。当然还有最关键的安全。身
为班组长，达富要操的心很多。遇到困难与
问题，他从不推诿，总会身先士卒，与大家一起
商量对策，沟通解决。遇到谁有压力与情绪，
他就讲自己的故事给他们疏解。因此，许多
塔吊司机都愿意到达富身边，觉得与他在一
起顺心、踏实。

达富所在的班组，被一建集团团支部授
予“青年示范岗”；达富本人，是“党员模范
岗”。塔吊司机不仅仅跟着达富学技术，更学
做人。

荣誉与光环，也接踵而来。短短四年时
间，达富荣获了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山西
省劳模、山西省特级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达富的事迹，也传到了大凉山。许多亲
戚乡邻找到他，要把他们的儿子交给他。尽
管要承担各种责任，达富还是一一应承下
来。今天，他亲手带出来的塔吊司机已经有
20 多个，有几个一直跟在他身边。活成像达
富一样的青年，成为这些年轻的产业工人的
追求。

达富，也成为塔机分公司、山西一建集
团乃至山西建投的一张亮丽名片。在达富的
成长道路上，公司上上下下给予了全力支持
与帮助，山西一建还将达富聘为首席技师。
面对荣誉，达富脸上依旧是那份朴素而纯真
的笑容。

2023年5月4号下午，达富走进中铁五院，
向青年产业工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从台
下一双双专注而崇敬的眼神中，达富感受到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想，自己的经历，或许能
给这些青年以希望，以信心，以力量。

那天，达富在 60 米高的塔吊上说到这些
事，笑吟吟的一张脸挂在云端里，青春四溢。

你有没有试过，凌晨四时，穿越
沉睡中的城市，去寻找日出之时刹那
间的蓬勃灿烂？

于夜的凉薄里，起行。路上天还
全黑，鸟在栖息，屋舍也在沉睡。这
条熟悉的大道，两旁有着法桐宽阔的
叶片，时已仲夏，昨日一场沛雨，枝
叶纷纷落下。踩上去，沙沙沙，除了
脚步声伴着微弱的星光，静阒无声。
白日的城市喧嚣如潮水褪去，夜的风
拂过耳际，街灯晕眩迷蒙，隐隐绰绰
包裹着墙上涂鸦，记录着城市的呓
语。一座城，尚在梦中……

也只有在此时，你才会听到这个
城市巨人的呼吸。呼——吸——，呼
——吸——，他的鼻息惊扰了树上枯
叶，于惊厥中，叶子飘然坠落。

山路在眼前了，黎明曙色给山石
草木都蒙上一层灰色。“湛湛露斯，
匪阳不晞”，这暗色调却是五彩斑斓
的洪流出现之前的序幕。

站在半山腰，回望这云霞下的城
市。城中多湖，黎明时湖中水汽蒸
腾，雾气时移时凝，文霞成绮，澄江
似练。慢慢地，天水相接处现出一道
红霞，那霞的光晕越来越大、愈来愈
亮。我目不转睛，看到太阳如负重
担，一纵一纵，使劲儿想挣出海面。
世界都成了背景，惟余海与日，形成
了一线与一点。

这是蒙德里安画中的大海吗？去
除表象芜杂，在色彩与线条间，让观
者自去感受涛的汹涌，揣测那暗夜里
灯塔的光亮。此时，极目处隐隐露出
一条绚烂金边，汪洋、山石、云朵，
连观日的自己，也似乎嵌入这光亮
中，成了金色的一部分。

禅宗发展到六祖时，花开两朵，
惠能南禅重顿悟，神秀北禅重渐修。
此时的海与日，是触机顿悟，或是经
年渐修？

带着肃穆的欢悦，奏着晨的牧
歌，万物，醒来了。听，东君，驾着
他的车马驰近了！楚地之人将太阳神
呼为“东君”。

忽然，暗的帷幕被一把利剑彻底
挥断，史诗的断章轰然中开，扬帆起
航的英雄掀起一场惊澜。日神，几乎
是在一刹那间，笼罩万物，淋漓地在
每个角落洒落他的光芒！

楚人唱起来了，他们舞蹈着，鼓
瑟吹笙，以悠扬的楚声唱道：暾将出
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
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
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
徊兮顾怀。我读楚辞，常常不自觉为
这东方式的狂欢感染、裹挟，每读至
此，眼前总会再现三千年前祭祀神祇
的一幕。

楚地万民把他们对自然伟力的崇
拜寄托于“巫觋”，在男曰“觋”，在
女曰“巫”。他们更把世间男女恋情
嫁接于仪轨之中，觋接阴神，巫迎阳
主。这样想来，本应肃穆的典仪竟演
化为恋爱中男女的思慕！这是楚文化
独特的魅力——表面“娱神”，实际

“娱己”。
遥远古老的华夏吟唱里，“人

性”在“神性”的笼罩下微微一笑，
竟颠倒众生了！

现在，我站在崖壁高处，大西洋
的风吹过来，象征主义的奇绝色彩喷
薄而出，烈焰涂满黎明的天空！

心中的聂鲁达说：“你在远方
时，全部的爱，会忽然而至！”

是的，我在这里，我在远方，张
开双臂，迎接东君的降临！

东君记

董 岩（加拿大）

青春在云端闪耀
蒋 殊

坚实的沂蒙脊梁
仇秀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