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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与 思

时代切片与小人物图谱中的精神光芒
——读《新时代，我们踔厉前行》 郑维山

在当代文学中，纪实报告文学凭借原汁原味的笔触映照社会现
实，铭刻时代的风云变幻，呈现个体别具一格的经历与情感，揭示出
深邃的时代精神底蕴。

丁友成新近推出的20万字报告文学集《新时代，我们踔厉前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6组普通成渝奋斗者的故事。吴小敏
以知识回馈乡土，弥合城乡差距；齐永立用钢轨丈量大地，重塑工匠
精神。《倾情“羊肚菌”》和《再次唤醒沉睡的大凉山》两篇文章，记录吴
小敏和齐永立等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不凡贡献，诠释他们对社会
产生的深远影响。

近年来，丁友成专注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治理及重点工
程建设等重大议题，通过多维视角再现社会变革的壮阔图景。在作
品《老爷是少将》和《延安的红色记忆》中，他精心搭建了一座读者与
历史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反思，他激活了个体与时代之
间的深层联系，使得信念、执着和奉献精神在文字中熠熠生辉。在
《春到华蓥山》和《新的候鸟》两篇作品中，他通过温暖的情谊，提醒读
者在快节奏的奋斗生活中应珍视细腻的生活态度。他说：“自己的幸
福，唯有自己心里明白。”

作者在创作中不断突破传统英雄叙事的束缚，聚焦现代化进程
中的集体记忆。故事不仅彰显人物的独特之处，也通过“职业坐标”
织就社会的横断面，为读者开启观察社会转型期命运轨迹的窗口，深

入探寻普通人生命价值这一永恒主题。
作品《春风沐浴的乡村》《徜徉科技城》等，以描绘农村创业者与

科研团队的奋斗画卷，形成独特的“奋斗者蒙太奇”美学。这种蜂巢
式叙事将国家战略融入日常生活，搭建起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对话
的桥梁。

在《神奇的“海扶刀”》《红柠檬红了》等章节中，作者融汇技术创
新与生活美学，借助硬科技与软文化的叙事张力，雕琢出奋斗者的生
动群像。他提到：“历来成大事者，都要下一番苦功夫”，彰显了追梦
者的坚韧品质。

经过几十余年的观察与积累，作者以沉稳和耐心的创作态度深
入基层，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白描手法，将人物命运与时代脉络相融
合。他用“文火慢炖”的态度，专注捕捉《见证：医者仁心》《一张可爱
的娃娃脸》等平凡却具有“决定性瞬间”的场景，文学性与真实性并
重，既反映社会的鲜活面貌，也展现了普通岗位上的非凡光芒。

自诩患有“慢性文学病”的丁友成，在《为初心和使命写作》中，阐
述了文学所应承担的责任。他通过“记录”“思考”“启蒙”三维创作结
构，将个体叙事提升为时代的备忘录。走进城乡的创作实践，为奋斗
者留下珍贵的记忆。正如他所言：“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唯有不断探
索与创新，才能铸就新的辉煌。”

（作者系江北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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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轨道交通的我和轨道交通的故事故事

轨道交通，带领我们驶入春天 江辰宇

近些年，重庆的城市轨道交通迈入了飞速发展的全新阶段，璧铜
线开通运行，多条在建线路的进度条持续刷新……一条条轨道，仿若
一条条有触感、有美感、有情感的线，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每天不知
疲倦地奔跑，只为载着人们能够快速地抵达目的地。

与重庆轨道交通相伴，它带我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遇见形形色色
的人，奔赴一场场相约。一路前行，窗外的城市风光，好像一幅幅精美的
画卷，不停地变换：从人潮涌动、店铺林立的商业区，到宁静祥和、烟火弥
漫的居民区；从嘈杂喧闹的街头巷尾，到江风轻拂的嘉陵江边……每一
处景致都仿佛是这座山城的深情倾诉，讲述着它的前世今生。

一个发展迅速的城市，轨道交通是它的脊梁，承载了整个城市生
活、工作、出行的重要力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离不开这方便快捷的
交通工具。

最值得一提的，是咱们重庆的轨道交通充盈着满满的人文关怀：
重庆的地铁站里，摆上了售卖的摊位，凉面、牛奶、现烤面包、新鲜水
果等各种食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给早起的上班族们带来了便利；
当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之际，有不少的人在地铁口的台阶上乘凉，工
作人员安排他们到纳凉区，为他们提供干净的凳子休息；更暖心的
是，重庆轨道交通特意设立了“背篓专线”便于菜农们去市区卖菜，并

且直接霸气回应“我们的轨道装得下公文包，也装得下背篓扁担”。
行千里，致广大，这座连名字都充满希望的城市，又怎么能不让人向
往呢？

微风吹动梧桐树，好像照进了我的心头，脑海里的一些记忆碎片
不断地浮现，当“背篓专线”火出圈的时候，我也曾早起去见证和感受
专线的故事。多数老爷爷老奶奶都背着沉重的背篓，工作人员安检
时非常贴心，他们背着东西就可以直接进行安检，避免了背篓来回取
下和背上的繁琐。这趟地铁就像集市一样热闹，大大小小的各种背
篓都安稳放心地睡在车厢角落里；到达集市后，我观察他们似乎并没
有什么特别的售卖技巧，只会小心翼翼地把零钱放进钱包。当他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趟“背篓专线”的意义——
背篓是他们生存的依托，专线给他们提供便利的同时，让这座城市充
满了烟火气。重庆这座城市是温暖的，体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
理解上。这正是重庆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无论你是谁，在这里都有
你的一席之地。

开往春天的列车，我们是永远的乘客；做一个勇敢逐梦的少年
吧，祝愿我们永远风华正茂，永远向阳而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诗 绪 纷 飞

三月是首雷锋之歌

蒲苇

春风拂过三月的门槛
无声的雨水溅起一簇簇田园诗话
娇滴滴的花朵馥郁大地的心腹
三月在传递雷锋故事
弹唱雷锋之歌

雷锋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
雷锋精神已成中华民族的风骨
深深根植在华夏儿女心中
像繁星，像皓月，像耀眼的灯塔
照亮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征途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一个普通人做出的不平凡举动
感动神州大地上的每寸光阴
雷锋，是三月大地美到极致的字符

而今，一个个志愿者用实际行动
再版了新时代的主旋律
文明新风遍及祖国的每个角落

“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赞歌
响彻大江南北，不绝如缕

因为雷锋，春天才如此美丽
一枚爱憎分明的螺丝钉
嵌入芬芳四溢的人间
您便爱上这块赤诚的土地
无论她是贫瘠的还是富饶的

您把祖国的温暖始终铭记在心
您持续的微光一直在照耀
我们的心房因有了您的光辉
人间便多了数不清的阳光和雨露

您是一滴水，携来大地的蓬勃
您是一束光，普照您热爱的地域
您是一泓春雨，孕育遍地锦绣

三月的人间
处处都有动听的乐曲
因为有无数个像您一样的人物
祖国的春天才如此美丽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外一首）

春节返乡一瞥

院坝鸡鹅戏，东君送惠风。
逢人皆笑脸，春意漾心中。

团年宴上豌豆尖

白水微烹列席前，清香扑鼻引垂涎。
珍馐纵或盈台面，难及豆苗滋味鲜。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绝句二首

曾卓

春来梅花当自开
生 活 随 笔

吴凤鸣

嘉陵江上连接红岩村忠恕
沱两岸的红岩村大桥，5号线城
轨穿梭即景即感。 ——题记

旭日东升，山川秀，江天澄
廓。任长龙、铁桥飞渡，舟车交
错。不老红岩花满道，再将梦
境添新作。

载过客，一一入层霄，行云乐。
城轨悦，窗烁烁。车似屋，形如琢。贯

两江四岸，四山丘壑。
朵朵红梅承继往，花开自有春风约。
桥隧路，一日半城游，归来却。

(作者单位：重庆市无线电协会)

满江红·城轨红岩赋

艾万忠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一曲《红梅赞》，把梅花的冰清高洁、傲雪怒放、不向世俗低头
的品性体现无遗，而毛主席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
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又把梅花的优雅与从容、谦虚与大气之
情溢于笔端。梅花，被排在花中四君子之首，又被赋予人格力量、道
德情操和文化内涵的精神内核，被人推崇。

春已来，走在路上，抬头，对面公园里一树红梅悄然绽放。欢喜
中，我朝那树梅飞奔过去。

真是给人惊喜呀！几棵红梅树早已盛开，整个公园都仿佛浸染
着一层红晕。深红，粉红，重瓣，单瓣，那些花儿各自在枝头或肆意
地开，或含羞地开。它们一枝枝浓密地开着，又一枝枝舒展地伸向
四周，仿佛要伸到你的鼻翼面前，让香氛绕你一身，让你直夸好香！
每一枝上，密密匝匝地开着无数朵的花，每朵都娇艳，每朵都像孩子
们的脸，露出盈盈笑意。看得呆了，自己的脸也似乎变得红润起来，
好半天舍不得离去。

好吧，我承认我被诱惑了。但被诱惑的又何止是我呢？公园内
的小亭子里，坐满了人，不少老人，还有妈妈带着孩子，都来了。他
们在聊天，或在注视梅花。我不用去理会他们的存在，此时的我只
在乎这树梅，旁若无人，闭上眼，独享这春来之美，甚感人间值得！

一位老人走到梅树前，抬头看看盛开的花，又低头在稿子上写
着什么，然后是久久地低头沉默。如此专注，又如此神情凝重。梅
花，让他想起了些什么呢？记得陆游在沈园与唐婉一别，多少情感
都付之回忆中。在陆游八旬高龄，他又一次梦回沈园，写下“城南小
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的诗句，笔端流露的离愁与怀念，又有
多少人可以懂得。眼前这位老人是否有着相同的际遇呢？

手机突然响起，是友人相约赏梅。她说城区梅园的红梅开得
娇，很多人在那里赏梅画梅。她说，如果想走远一点，丛林镇绿水村
的红梅定会让我一饱眼福。我听说过那片种在山谷地带的梅，面积
较大，形成了壮观的花海景观。红梅花开，绿水村就像罩上了一片
红霞，煞是好看，引得游人络绎不绝。听说这个梅花谷不仅种有传
统的红梅、白梅，还有罕见的绿梅和粉梅，友人说得激动，我听得心
动，毫不犹豫约定赏梅。

我问友人，知道赏梅贵在哪一个字吗？我笑着告诉她，赏梅重
在“探”，探梅之色、梅之香、梅之韵，去感受梅之疏、梅之瘦、梅之老，
这样的赏，才不玷污梅之魂。友人讪笑，太文，太累。穿上喜欢的衣
裙，带上欢喜的情绪，岂不快哉！我没法反驳，或许，这才是人们生
活该有的模样！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