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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啟啟林林

夹湾路是水电人的寻梦之路， 我亲眼目睹了它从
无到有，从—条田间小道到车水马龙的沧桑巨变。

四十多年前，在宜昌的版图上，夹湾路还只是—
块两山之间的田地，左边是孢子岭，右边是望洲岗。后
来，随着葛洲坝工程开建，它成为机械设备急需的停
放场地。

葛洲坝工程临近尾声，坝上大量施工器材转入夹
湾路，堆积如山。 水电人因地制宜，在此建立了一个
铁工厂和一个塑料厂， 不仅解决了待业青年的就业
问题，还自主研发和修旧利废，生产的塑料止水带和
翻修一新的钢模板与钢管一度成为水电工程的紧俏
货。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葛洲坝工程竣工和国内水
电建设放缓，工厂产品滞销，经营连年亏损，陷入了
发展困境。

怎么办？万里长江第一坝的建设者转变经营模式，
将厂区改建成集贸市场，厂区大道改为夹湾路，并在

道路两边兴建了整齐的商铺，原来的铁工厂变为夹
湾路集贸市场。 当时，由于重工轻商的观念一时难
以转变，集贸市场开张时十分冷清，但很快，夹湾路
便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迎来了生机。

1992 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改革发展的
号角响彻神州。 同年 4 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关于
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我国水电事业发展拉开了

新大幕。春风吹来，夹湾路一夜之间沸腾了，一间间门
面被抢租一空，各地商人纷至沓来。

成为小商品集散地的夹湾路，人头攒动，川流不
息，是当时宜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在川东鄂
西名噪—时。 有人曾感叹，夹湾路遍地是黄金，只要
肯吃苦会经营，都能勤劳致富。

时光飞逝，进入新世纪后，一座座大型商场和超
市涌现于宜昌街头。 与富丽堂皇、装潢考究和人性

化的商超相比，热闹了十几年的夹湾路小商品批发
市场显得破旧、黯淡和安静了许多。 之后，因城市发
展，夹湾路周边大量棚户区相继被拆除，一栋栋崭
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 周边常住人口快速增长，加
之学校密集，夹湾路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甚至拥挤
的状态。

有人称夹湾路是城乡结合部， 除了脏乱差和拥
堵外，丝毫感觉不到城市现代化的气息；也有人形
容夹湾路是城中村，不光有个望洲村，落后程度也
无异于农村。 无论城乡结合部也好，城中村也罢，这
些都丝毫不影响我对夹湾路的感情。

在夹湾路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的命运与情感早已
与它融为一体。夹湾路上的坎坷与奋斗、兴衰与变故、
辉煌与黯淡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或轻或重地牵系
着我的心。 回首岁月，我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送走
了双亲。 父母是新中国第一代水电建设者，更是夹
湾路的开拓者，他们健在时，无论酷暑严寒，每天都
会守在夹湾路口，期盼着儿女们早点回家。 如今他们
不在了， 我仿佛还能感觉到母亲伫立在夹湾路口，满
头的银发在寒风中飘舞， 仿佛还能感觉到父亲守望
在夹湾路口，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佝偻着脊背，翘
首瞭望。

斗转星移， 也许是血液中流淌着水电人的基因，
也许是命运使然，如今的我也像父母当年那般，守望
在夹湾路，时时回顾着水电人那段难忘的岁月。

（作者曾供职于中国葛洲坝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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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命命本本孤孤独独
———读《孤独六讲》有感

■■程广海

老时早早起床，简单洗漱，急忙吃几
口早饭后， 忙不迭地来到碧根果果园
里，他最牵挂的，就是那些碧根果树的
生长情况。 从这些果树发芽开始，他丝毫
不敢疏忽，仔细观察着它们的生长情况，
浇水、松土、上农家肥，看到树上绽放着
碧绿的树叶，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伺
候这些果树比自己家孩子都上心。 这些
树苗啊，最便宜的一棵七八千元，贵的要
两万多！ ”

老时所在的公司从邹城大束镇的时
枣行村流转了 518 亩山地，栽植了 26000
棵国内最高档的碧根果树新品种，当年
挂果，每斤能卖到几十块钱。 用老时的
话说，这块地就是“聚宝盆”。

跟着老时爬到果园最高处， 这里是
鸿山的最西端。放眼望去，整个时枣行村
一览无余。村庄北面，是招商引资新建的
漂浮湖水上乐园，每到夜晚，夏夜的凉爽
伴着璀璨的灯光秀，吸引了众多游客；西
面的湿地公园内， 大沙河如一条飘带穿

流而过，大气磅礴又藏着几分灵秀；西南
面，一大片草木葱绿，那是村集体的百余
亩猕猴桃采摘园。

“守着这块宝地，我们穷了好多年。自
从村里实行了土地流转和招商引资，山沟
里飞出了‘金凤凰’！ ” 老时说着，弯腰从
地里抓起一把泥土，使劲攥在手里，双脚
踩着地面说：“这里原来就是我家的承包
地，地贫瘠，还无法灌溉，基本上靠天吃
饭，没多少收成。一开始，村里流转土地，
好多人想不开，我就带头响应。现在，在果
园打工，不仅有工资，每年还有流转土地
的收入，很知足了。 ”

老时将攥在手里的土散开：“一样的
土地，观念一转变，收入大改观，这要谢谢
我们村的第一书记。 ”

一上午和老时待在碧根果果园里，他
不停地说着， 言语间流露出对生活的满
足感。

见到驻村第一书记孔波时， 他正在
美丽乡村提升改造施工现场查看进展。
从他口中得知， 美丽乡村改造工作已接
近尾声，围绕村庄、湿地和猕猴桃采摘园
的三纵三横交通干道铺设完毕，现在村里
自筹资金 100 余万元，将对自来水实施升

级改造，并免费为 210 户村民安装智能水
表。而且，村委还按照城市规划标准，决定
在村里进行强弱电下地、 雨污分离的施
工。今年 5 月底，完成修建排水沟 500 米、
沥青路面铺装 6720 平方米、 地面绿化
2669 平方米，栽植各类乔木 300 余棵。同
时，村里协调了百万元资金，实施南北大
道北延工程， 积极对接健康小镇漂流项
目，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

匡衡湖湿地公园原来是一条从鸿山
流域流经的小河流，两岸杂草丛生，鲜有

人来。 如今，这里是集匡衡
文化、山水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的美丽
乡村新景观，不仅垂柳婆娑、花草遍地、
流水淙淙，还引来水鸟们栖息。 不远处，
十几个女工正在岸边忙着栽植花草和乔
木，说笑声惊起三两只在芦苇下觅食的白
鹭，呼啦一下从水面上飞起，飞向湿地远
处的另一处水面。

如今的时枣行村，绿水青山就是“聚
宝盆”，有土地的馈赠，有勤劳的双手，不
愁创造不出幸福新生活。

（作者供职于山东邹城兖矿第一中学）

■■陆肖鸣

孤独有时是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尽
管在大多数人看来，孤独的存在，有悖于人
类的成长与幸福。

《孤独六讲》 是一本讲述孤独的书，情

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
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
独、 伦理孤独这六种类
型的孤独常常跟随着每
个人的一生。 在现代人
越来越不愿意面对孤独
时，作者要谈的，并不是

要如何消除孤独， 而是让读者
明白孤独， 了解孤独， 读懂孤

独，敢于在孤独时与沉寂的自己展
开对话，在孤独中享受个人应有的
乐趣。

情欲孤独与语言孤独， 无疑是常人感
受最多与领悟最深的孤独。

生活中，大多数人习惯了熙熙攘攘，满
满当当的状态，害怕孤独且回避孤独，常将
自己置放于喧嚣繁华之中。 即使一个人独
处，也不愿放下手中的网络工具，因为担心
面对独处，不知如何应对空无的内心，故而
主动接收那些对自己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信

息。 所以，没有几个人可以像李白那样，即
使一人在月光下饮酒， 也能有 “花间一壶
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的豪迈和诗意。

还有 ，在看似欢乐的聚会上 ，人头攒
动 ，众声喧哗 ，说出的话语 ，早被一浪高
过一浪的声音掩盖。那瞬间，想与人沟通
的热情遭到“语言孤独”。那种情景，仿佛
自说自话的无奈 ， 也凸显了孤独的寂寞
与苍白。

革命孤独、 暴力孤独的情感默默潜伏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它们像化学因子，也许
一生都不会与我们相遇，也许会突如其来。
当它们出现的那一刻，不是绚烂，便是某种
毁灭。

思维孤独， 是个人在遇到事情时主动
探究自己思维世界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一旦思考后，令人成长而清明。思维孤独恐
怕是所有孤独中最巨大的一种孤独， 却也
是许多伟大新生事物诞生的前奏。

伦理孤独， 以爱的名义存在于生活的
各个角落，是最难走的环节，也是最煎熬的
的孤独，它既成就了我们，也束缚了我们。
谁也说不清，那看似简单的发生、过程与结
果，囊括了太多的传承与界限，迈不过、躲
不掉，兜兜转转就这样在生命里，一次次对
抗或者臣服。

孤独是一种沉淀，也是一种历练，沉淀
的是自己的思想，历练的是自己的身心。当
一个人在孤独中读懂自己，面对自己，也就
沉淀了自己，升华了自己。当从喧哗的人群
中走出来，从繁华的街市回到家中，从繁盛
的青春逐渐走进壮年，你渐渐会发现，孤独
如影相随，是人生的主旋律。

人生的宿命终究是孤独的， 如果独自
一人并不感到人生逼仄， 对生活的细节充
满了热爱与宽容， 那么你已经享受到孤独
的乐趣，享受到孤独所带来的美，享受到孤
独所具有的美学本质。
（作者供职于广西辉煌中诚投资有限公司）

■■黄廷付

爷爷去世已经十几年了。
小时候我就知道，爷爷是一

名抗美援朝的老兵。 那时，村里
的小伙伴经常缠着爷爷讲打仗
的故事，爷爷总是面色凝重地摇
摇头，摆摆手，孩子们只好识趣地
一哄而散。

后来还是父亲告诉我， 爷爷
之所以不愿提及往事，是因为那
是他心里最沉痛的记忆。

爷爷的部队是第三批入朝
作战的，他所在的连刚进入朝鲜
没多久，就经历了一场惨烈的阻
击战。 为了守住那个无名高地，
连长抱着机枪带头阻击，任务虽
然完成了，但撤离时遭到敌机的
疯狂轰炸。结果，连长身负重伤，
爷爷的腿也受了伤，全连战士所
剩无几。 爷爷硬是拖着受伤的
腿 ，忍着剧痛将连长背回驻防
的防空洞 ， 才算捡回两条命 。
后来 ，爷爷和连长都被送回国
内医治 ，伤好后，爷爷就转业回
了老家。

转业时， 部队联系了地方政
府，准备让爷爷去县人武部工作，
爷爷当即摇头：“我大字不识几
个，这工作肯定干不了，还是让我
回老家种地吧。 ”

爷爷回村里没多久， 就被选
为村支书，这次他没再推辞，而且
一当就是大半辈子。那时候，爷爷
给社员开会，常常都是念报纸，他
有一句口头禅：“毛主席说……”
“毛主席让我们……”有人问他见
过毛主席吗？爷爷也不说话，只是
笑笑，笑着笑着，脸色又变得凝
重了。

三十多年前初冬的一天，村
口突然来了一辆军车， 车上下来
一个身穿戎装的老人，他一路走，
一边和村民们打招呼， 最后径直
来到我家门前。 爷爷那时已经
不当村支书了， 但回乡工作后
很注意学习文化， 每天阅读报
纸成了他的习惯。 那天，他正戴
着老花镜聚精会神读新闻 ，压
根没注意到身后。

“黄友良———”爷爷立刻条
件反射似的站起来， 大声回答：
“到———”

爷爷疑惑地转过身一看，眼
眶立刻湿润了 ： “我的老连长
啊！ ”“老黄啊！你可是我救命恩
人，我一直说来看看你，总脱不
开身，今天总算见到你了！ ”

两位老人先互敬了军礼 ，
默默对视了许久 ，然后泪流满
面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经历了
生与死、血与火的两个老兵终于
重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幸幸福福““聚聚宝宝盆盆””

读读荐荐··

老兵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