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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心心灵灵感感悟悟
往往事事随随想想

一支永远传唱的歌
■王向灵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
《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是一支传唱不衰的歌

每当歌声响起

心中总会萌发

思念和渴望

斗志和力量

一个鲜活的形象

仿佛在我们眼前闪耀光芒

每当唱起这首歌

脑海中就闪现出

风雨中 马路上 列车上

那个永不停歇的身影

时时刻刻

将一腔热忱流淌

仿佛看到

讲台上那慈祥的笑容

战疫一线白衣天使脸上殷红的

血印

抗洪救灾现场勇士们的奋不顾

身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

那些走村串户的忙碌身影

……
绣着镰刀和锤头的党旗是那么

鲜艳

胸前鲜红的党徽时刻闪闪发光

不忘初心才能一心为民

牢记使命才能不负百姓厚望

六十年前

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学习雷锋好榜样》
传唱了几代人

唱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在歌声中茁壮成长

这歌声

永远那么悠扬嘹亮

这歌声

永远充满温暖和力量

这歌声

永远洋溢正气和担当

这歌声

永远激励华夏子女奋发向上

我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让这铿锵有力的旋律

永远在祖国上空回荡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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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侯婷婷

���人类定居，只是占据一份小小的空
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远方的张望
和想象。 高山深泽不能阻挡我们的目
光，大漠长河不能抑制我们的想象。

自长安向西 ， 大陆上升到二级台
地，抬眼望去都是高山峻谷、沙漠戈壁。
这些阻挡人们脚步和目光的天堑，并不
能遏制我们对于陌生之地的向往。 沿途
有西部的巍巍群山，那山顶的雪峰让盛
夏生寒，那深谷生烟的豪气令人震撼。

在西藏的北部，昆仑山以南 ，可可
西里山、唐古拉山以北有一片人迹罕至
的地域，那就是无人区。 藏北无人区地
域辽阔 ，60 万平方公里 ， 平均海拔在
5000 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空气稀薄，
被外界称为“生命的禁区”。

翻过昆仑山遭遇一小阵龙卷风和

沙尘暴之后，“您已进入可可西里无人
区”的提示路牌赫然竖立在那里。 就这
样进入无人区了吗？ 那是原始、神秘、荒
芜的生命禁区。 这哪里是旅行，这分明
是在探险。 我抱着氧气袋这样想着，心
里不由忐忑起来。

行驶了不知多久 ， 遇到一个加油
站，竟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沿途真的
没有人类生活的痕迹，只有旅行者的车
辆穿梭于沙砾石子路上的颠簸，这种苍
凉触动了我的神经。 在这里，除了断断
续续的沼泽、一望无际的戈壁、辽阔枯

黄的草原，还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
悠闲自得， 作为这里名副其实的主人，
它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随时过路。 来
往车辆要做的是减速刹车，摆出“您先
请”的姿态。 无人区公路的神秘面纱正
被我们慢慢揭开，此地海拔已接近 5000
米，安然无恙的我，窃喜着。

在这个生命的禁区，兴奋是要付出
代价的，我吃招了———高反来袭。 只记
得抱着氧气袋，吸氧睡去，迷糊中喝着
递到手里的葡萄糖口服液。 经历了长达
22 小时 1280 公里的车程， 翻越巍巍昆
仑，穿越可可西里，渐渐恢复勇气的我
在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 下车记
录了飘着雪花的画面。

旅行最美妙的感觉，是它在不断地
轻声提醒自己：你所知甚少，而这个世
界如此美好。 在生命的禁区，景色是原
始的 ,画面是荒凉的，而我们是勇敢的。
挑战，不仅需要内心的无比向往，还要
有强健身体的支撑。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车载音
乐响起来，还是会兴奋。 一列绿皮内燃
机车缓缓驶入视野，就这样与进藏铁路
并行，继续在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上行驶。

拉萨，我踉跄而来。
西藏之旅的高潮点是看到羊卓雍

措的湖水。

从拉萨出发， 翻过海拔 5000 多米
的岗巴拉山口，驱车两个小时左右到达
喜马拉雅山北麓，这里就是西藏三大圣
湖之一———羊卓雍措。

下车后， 被绝伦的美景吸引着，沿
着羊湖边走着，下意识地整理披肩。 风
并不大，却起了浪，轻拍着岸边的礁石。
在海拔 4441 米的湖边， 没有了昨天那
种头疼欲裂的感觉。 驻步仰面，贪婪地
凝望着眼前美景，颤巍巍地举起相机。

我醉了，醉得失去了感觉 ，醉得忘
记了呼吸，短短的几分钟，仿佛就已穿
越千年。 在这千年中，我的身体或是化
作一朵飘动的白云，或是化为一颗晶莹
的水珠，漫无目的地在这无形却又充满
了吸引力的空气中迷茫着，或是变成了
一座永不坍塌的玛尼堆，承载着朝拜者
的信仰， 或是变成高山上不化的冰雪，
在圣洁的湖边静静地矗立千年。 我已忘
了我，请您帮忙记得我。

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哭肿的眼睛，
双手合十，站在经幡围栏边。 站在这里，
就好。 感谢圣湖让我独有这一刻，完完
全全属于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去审视心
灵，回望曾经走过的路。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你是否走得
太快，忽略了沿途的风景，忘记了当初
为了什么而出发。 柔美安谧的湖水充满
了对生命的尊重，经幡飘荡，祈福了无

数生命，自己也接受着风的洗礼。 感谢
幽静的湖水，在此刻静止了时间。

西藏山南浪卡子黑河有一个水流

湍急的拐弯处，一块黑黝黝的巨大岩石
上，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 这里，是一处
水葬台，是藏民将逝者尸身投入水里的
地方。 在礁石对面公路边的石壁上，有
很多用白石墨涂绘的楼梯状图案，这是
亲属为逝者亲手搭建的“天梯”，祈求逝
者早日升天。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它会在最
不经意的时候由内心深处蔓延出来，势
如洪水，毫不留情地把我击打得体无完
肤。 泪水就这样一下遮住了眼睛，撕心
裂肺的痛向全身袭来， 身体僵在了那
里。

经幡的沙沙作响让我仿佛听到了

父亲最后的叮嘱，那定格在正月初七晚
上的叮嘱。 山风吹起，冷。 冷不可怕，可
怕的是有风。 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痛。
父亲尝遍了所有的痛,他走得那么不舍。
当我眼睁睁看着父亲停止呼吸的那一

刻，有心又无力的呐喊显得那么苍白黯
然。 死亡，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严酷现
实。 面对死亡，他依然还能把安详、勇气
和力量留给活着的人。 雅布江的水带走
了父亲的爱，却带不走我的思念。

那一刻，感觉这次行程 “只为途中
与你相见”，这话始终萦绕在心头。 ①8

房子的变迁
■王科军

������漫步在故乡村中的街道上， 望着一
幢幢漂亮的小洋楼，我心中充满了感慨，
思绪不由得回到了 40 多年前。

父亲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初中生 ,有
一定的远见，他总是说，只要奋斗，生活
总会变好的。

“居者有其屋”是千百年来人们怀揣
的朴素理想。 上世纪 60 年代末，我家住
的房子是三间土墩瓦房。 墙体是七层蓝
砖根脚，用胶泥土掺入麦秸和成泥巴，一
层一层垛成墙体。 我至今还有记忆：土墙
体用泥巴垛起来， 窗户就是在土墙上留
上几个不规则的洞，插上几根木棍，没有
玻璃和塑料薄膜的遮盖，任凭风吹雨打。

一个夏天的晚上，刮起了大风，屋顶
被树枝砸了个窟窿， 雨水夹杂着泥水洒
下来，母亲惊叫着把我抱到哥哥的房间。
那一夜，我蜷缩在哥哥的被窝里，外面的
风声、雨声仿佛是落地的秤锤，砸得我心
里发怵。 风雨过后， 父母爬上高高的木
梯，用塑料布和新的瓦片修补着屋顶。 每
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我的眼泪总会在
眼睛里打转。

随着家里人口增多， 三间堂屋不够
住了，父亲又在院里用泥巴垛西屋。 全家
老少齐上阵， 从村东边河底拉胶泥垛土
墙，一垛就是三四个月。 西屋就这样陪伴
父亲过了大半辈子。 其实不光我家，那个
年代，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后来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 人们逐渐将土墩房换成了
砖瓦房。

我长大后， 父母在老家给我建了三

间砖瓦房，窗户是钢筋玻璃窗。
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告别了父母给

我建的三间砖瓦房， 到了城里工作。 那
时，城里的住房很紧张，单位临时给我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 做饭的炉灶摆在
门外，房子中间拉一块布帘，里面摆一张
床，外面摆一张小饭桌，吃、喝、睡，以及
招待客人， 全在这间小屋。 由于房子太
小，亲朋好友来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而
这一住就是好几年。

后来，我终于分到一套 30 平方米的
房子，顿时感觉空间宽敞了不少。 尽管这
套房也不大，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实现了
我住楼房的心愿。
进入 21 世纪，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我买了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
从土墩房、砖瓦房到单元房，再到如今的
高楼， 不仅生动而直观地见证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较好地阐
释了亿万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如今，回到故乡，放眼望去，乡亲们
大都住上了小洋楼， 这些小洋楼错落有
致。 宽敞的水泥路直通家门，卫生室、幼
儿园都入驻村里， 排排站立的路灯照得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个大
字熠熠生辉。 乡亲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
笑容， 感慨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他们才能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常常说“这是
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已经被历史验证。
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 ①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