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挥别潇湘大地，飞跃万里山河，到
达“海上花园”——厦门，再跟随车辆，
跨过海洋，盘山而行，终于到达了我此
行目的地，厦门抽水蓄能金结制安项
目部。

经过水电八局和所属机电公司的
双重培训，我充分认识和了解了作为
一名电建新人的定位和目标，思考并
明确了我的专业在工程建设里的发展
方向。但当我得知我将独自一人踏上
南下的路途时，内心不免还是有些许
的慌张不安。初入职场，面对的是新
环境、新任务、新同事，这样的紧张感
促使我心中迸发出一个个疑问，岗位
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该如何完善处
理好工作？工作交接都有哪些注意事
项？同事之间该如何高效配合？好在
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十分温暖融
洽，耐心地一步步教我，给予了我热情
的解答。在办公室提高了自己写报告
的能力，在一线施工地了解了整个项
目的流程和进度，在工作之余学会了
打气排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

深处山林中，阳光明媚，我的心也
满载着积极向上的能量，向着阳光的
方向砥砺前行。正像厦门蓄水部，盘
踞在万山丛林中，向上勇敢拓展，向下
蓄力奔腾，建造出厦门的依托——抽
水蓄能电站。还没到项目上时，就听
机电公司有这样一批为城市发展披星
戴月不辞辛劳的建设者，从新疆到厦
门，他们成绩斐然，把青春奉献给大
地，为城市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效
益。岁月的痕迹镌刻在高山原野、荒
漠戈壁、海岛边疆，镌刻在中国的每一
寸土地上。他们是八局的好队伍，厦
门抽水蓄能项目部。

作为一个文科生，
我对工程的施工是比
较陌生的。而通过这
几日工作生活上的相
处，我觉得这不仅是支
工作上好队伍，更是一
支生活中温馨暖人的
队伍。对待工作，他们
带我去一线施工现场，
讲解整个项目的流程，
施工零件的制作过程，
他们一丝不苟，严于律
己。工作之余，大家一
起散步、打球，在运动
中更加团结友爱，相亲
相爱。作为八局的一
名新员工，心中或是惊
奇，或是焦虑，亦或是
担忧，但只要我们怀揣
着一颗“上善若水，顺
势勇为”的心去探索那
些工作上、生活中的美
好，走出舒适圈，去探
索自己未知的领域；去学习，学习任何
一位前辈身上的闪光点，学习掌握自
己的职业技能；去成长，在不断探索和
学习中，成长为自己梦想中的样子，成
长为更高大巍峨的山。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生活的真
谛从来都不在别处，就在日常一点一
滴的奋斗里。“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
迫。”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人
人都有追梦的权利，人人也都是梦想
的筑造者。

奋斗吧！八局人！加油吧！初入
职场的我们！

作者单位：水电八局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生
活当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家。

我爱好书法，对汉字有一定的兴
趣。12 岁时，我的书法启蒙老师教我

“家”的含义，按照《说文解字》对家的定
义：家，一个“宀”头，下面一个“豕”字。
在旧石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人们
会在屋子里多圈养几头猪，用以维持生
活的基本需求，这就是最早人们对“家”
的界定。1981年出生的我，随着年龄的
增长，对人生阅历和生活的憧憬也沉淀
积累了许多，成长路上的每一个家对我
的影响也都十分深远。

回忆，温暖幸福的“家”

我想每一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
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独生子
女”。我刚一出生，家里的亲朋好友都
来祝福，因为我是家里这辈人头一个出
生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爷爷、奶奶、
姥爷、姥姥等一大家子的亲人天天围着
我转，都是好的东西先紧着我。

爸爸、妈妈每天上下班、洗衣、炒
菜，天天奏响着幸福生活的“交响曲”。
妈妈爱好文艺，炒菜时常唱上两句，无
疑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个体经济

不断出现，许多家庭随着国家政策富裕
起来，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
有着相当大的改观，儿时的我们集家庭
成员的“万千宠爱于一身”。

我想 80 后的我们，回想起儿时的
生活心里都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梦想，国防绿色的“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2000年，我完成
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从稚嫩走向成
熟。有天，母亲问我：“你有何打算？”我

皱起眉头，不知如何回答。正在这时，
电视里播放着“有志青年从军报国”的
新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去当
兵！”。爸爸、妈妈对视之后说道：“当兵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你爸爸的同学刘
叔叔在部队，你可以问问刘叔叔部队的
生活如何？”，涉世不深的我，毫不犹豫
拿起电话和刘叔叔约好时间，经过和刘
叔叔的沟通交谈后，对部队的生活略知
一二的我，瞬间觉的当兵是我人生必然
选择。

当走完报名、体检等一系列流程
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军营。清
晰的记着那个年代，绿皮的火车经过24
小时的颠簸、又是汽车迎接我们到了军
营，好奇的我顺着车窗往外看，军队营
区的生活整齐有序，2 人成行、3 人成
列，连走路的姿势都彰显着无处不在的

“纪律性”，时不时还有很多老兵训练口
号的喊声......

迎接我们的班长早就整齐地站成
一列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班长叫任长
君，他是四川绵阳人，很有老兵的样

子。后来才得知他是我们全师公认的
“老黄牛”，至今他的坚韧不拔的人格品
质、工作习惯都影响着我，不过，这是后
话了。

接过行囊后，班长把我们这些“新
兵蛋子”带回宿舍，给我们讲了部队的
日常生活和训练要求。到部队后的一
周，紧张的训练开始了，这是我人生中
时间过得最漫长的一段时光，每天高强
度的训练，夜间还有不定时的紧急集
合，让我们这些刚到部队的新兵心里都

压力倍增。还好有班长在我们身边打
气加油，带头带着我们训练。一段时间
以后，全连每名新兵的成绩在各班班长
的带领下都有着大幅度的提高......每个
当过兵的人回想这段时光都会在心底
打上深深烙印“军旅生涯”.

军旅生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地
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过渡，意味着肩上
的军衔多一份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意
味着从稚气的青年走向成熟的军人品
质，更意味着“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
肉不掉队”的军人精神，是军队教会了

我面对挫折、面对困难时要迎难而上。
至今回想起这段军旅生涯的日常生活
我都历历在目。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
选择了一个有着国防绿色的“家”。

信念，红蓝交织的“家”

后来，当军队生涯结束，国家政策
对复原军人进行安置，我被分配到了中
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作，
跟随着这个“家”，我走遍了祖国的大江

南北，有幸参加云南糯扎渡、济南京沪
高铁、新疆众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的施工建设。

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也认识了许许
多多的朋友和同事。如今，国家大力投
资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站在国家政
策导向的风口浪尖上，有许多的年轻人
投身工作于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现在，我已在五彩西极的新疆度过了10
个工作年头，目前夏特水电站正处于建
设收尾阶段，2022年4月30日要全面实
现 4台机组并网发电的重要节点，处于
历史关键的时刻，全体项目的领导和职
工上下一心、克服万难，全力确保年度
目标任务的实现。自 2012 年塔日勒
嘎、夏特水电站作为电建集团的重点产
业援疆项目以来，每逢节假日对日常属
地工作中的百姓扶贫、帮扶、学校捐赠、
安排民族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好人好事
数不胜数，早已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红、
蓝交织的“家”。

共筑一个家

这是目前我人生经历的三个“家”，
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都有着不同经
历的“家”，无论经历怎样的“家”，都要
把“家”用心经营好，只有小“家”好，以
点成面、以面成片，上下同心、砥砺同
行，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繁荣、更加富
强。

作者单位：水电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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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艺术园地

母 亲 的 千 层 底 布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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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贯对衣着不太讲究，但对鞋子
却有一些偏执。除了一些场合搭配衣
服穿皮鞋外，平素喜欢穿轻巧、柔软的
鞋子，但总找不到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
那种舒适的感觉。

母亲做的布鞋多数是镶着紧松的，
虽费工又费料，却凝聚有母亲深深的
爱意。鞋底软硬适度、鞋帮深浅合适，
穿上很舒适，再远的路，走起来也不觉
得累。

我自小喜欢穿母亲缝制的布鞋，却
也不知到底穿坏了多少双，只知道随着
年龄的增大，穿的鞋码越来越大。而母
亲为了我兄弟四人的穿着操碎了心，花
在做布鞋上的时间，几乎占了她从事农
事、家务外时间的一大半。

千层底布鞋工序繁杂，搓麻线、糊
亮布、做鞋帮、纳鞋底、绱鞋等，每道工
序都是由她亲自来完成。这些繁冗的
活计，母亲大多数是利用雨天或夜里的
时间来做。

麻线与亮布，是母亲常年必备的布
鞋材料。每年七八月，她会在地里将洋

麻剥皮，再用刮刀清理干净仅留下麻纤
维。晒干后，便将麻纤维分成细细的麻
丝，分三缕在腿上一截一截地搓成麻
线。亮布制作前，母亲会先熬好一大碗
米糊，端出一笸箩平时积攒好的布头，
在一扇门板上，刷一次米糊铺一层布，
反复多次，一块八九层碎布黏在一起的
千层底半成品就制作成了。

放鞋样是做布鞋工序中最有技术
含量的，这也是母亲的“骄傲”所在。村
庄里只有她能设计并有一套鞋底与鞋
帮“样码”模板，分男女及不同年龄阶段
的样码，特别齐全。村里的姑娘与媳妇
们时常来找母亲要鞋样，母亲总是会很
热情地指导她们照着“样码”裁剪。鞋
样都要用白布覆盖粘牢，六七块摞起来
固定好，就是最初的千层底。

做鞋帮，则相对简单些，只需根据
“样码”裁剪出面布、绒布，两层对齐缝
合，鞋帮和鞋底连接处用白布条包边、
鞋口用黑布条缝合，就完成鞋帮的制
作了。棉鞋鞋帮制作相对复杂些，要多
几道工序。鞋面隔层还要絮上厚厚的

一层棉花，会花费较多的时间。
纳鞋底、绱鞋是最费力气的。所用

工具有锥子、钩针、大脚针、顶针等，且
有共同的扎、顶、拽、拉、拽等基本动
作。母亲喜欢从四周纳一圈固定鞋底
的整体，再在中间针脚细密均匀地以满
天星的花式，将整个鞋底纳完，再用切
刀修边，这样制作出来的鞋底漂亮又结
实。绱鞋的重点是要用粗点的麻线，将
鞋底和鞋帮紧密缝合。母亲年轻时，三
个来小时就可以将一双鞋绱好。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离家出来上
学时，母亲在我背包里放了一双方口美
观大方的布鞋。学校大多数同学都穿
着高档皮鞋，与我穿的布鞋成了鲜明的
对比，但我没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穿
上这双千层底布鞋，虽身在异乡却仍能
深感母亲的那份关爱。

参加工作后，每次上工地，母亲仍
会在我的拖箱里放进一双布鞋。在工
地天天跋山涉水而舍不得穿，只在下班
后我会偶尔穿一下，一双鞋可穿上一两
年。过了几年，居然积攒了几双新布

鞋，但却没想到在工作调动搬家时连同
箱子一起遗失，让我伤感了好一阵子。

母亲年岁大后，手脚关节患有风湿
病，眼睛也花了，做一双布鞋耗费的时
间是以前的几倍。但每次春节回家时，
母亲总是要给我准备好一双新布鞋。
穿上它，所有的疲乏一下子就被消除。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房间柜子里看
到还存有几双新布鞋，可惜的是因保存
不当，都已经霉损不能再穿。我很后
悔，没提前留下一双给自己保留一份念
想。

如今，千层底布鞋已经成了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但都已工业化生产。纯
手工千层底布鞋，已很难寻其踪迹。

而我脑海里总浮现母亲做布鞋的
样子：堂前或煤油灯下，母亲在鞋底上
扎一个眼，引一下线，还不时用针尖划
一下头发。手指被扎出血来了用嘴吮
吸一下，又继续引线……这些动作连贯
起来，组合成一幅弥足珍贵的画面，难
以忘怀。

作者单位：江西水电公司

电建地产公司 叶川照 画

水电四局 米国宁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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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蝉

身本贱虫出土泥，
攀援只为借高枝。
声声聒噪乱人意，
漫道曾经入赞诗。

雨后荷塘

风散残云雨复晴，
荷钱珠露倍晶莹。
几枝菡萏爭颜色，
香伴新凉波底生。

雨后行路难

夜半愁闻落雨声，
晓看潦水阻人行。
履鞋泥垢裙裾湿，
怨怒都缘路不平。

作者单位：集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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