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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国翔

今年 6 月份，与一位朋友聊天，他说
起一部叫 《圆梦之路》 的书稿。当日下
午，作者老刘将书稿送来，这是部校对
稿，我说这叫先睹为快。

两月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装祯简朴，我翻看了一下，感觉我在阅
读校对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在这本书里
已没了，说明作者进行了认真校对。作
者刘恒森我是很熟悉的，是江津的一位
老作家，创作非常勤奋，曾任过区作协
秘书长。他曾告诉过我，他在写一部交
通方面的报告文学。

说起江津交通我深有体会。我曾在偏
远的乡下工作过，每次回城，得头天起
身，先乘川黔线上的火车，在小南海转乘
成渝线上的火车，在德感坝下车后坐三轮
车到长江边，再坐轮船过长江后才能到城
里。后来我调到另一镇工作，交通仍不方
便，一天只有一趟客车，泥石公路弯弯拐
拐，灰尘满面，半天才能到城里。

长江将江津划分成津北、津南两块，
没桥长江就是“天堑”，江津有一句民谣：走
遍天下路，难过江津渡……大江大河对县
域经济的发展诚然很重要，但陆地交通如
高速公路等绝不可小视。长江流过津北，
物产丰富的南部山区的运输则全靠公路。

从2009年起至2021年止，江津高速公
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圆梦之路》所记
述的正是在这3200平方公里上高速公路建
设的点点滴滴。江津于重庆而言不仅是人
口大区，也是面积大区，高速公路已成网

状，区域内四通八达。30个镇可在20分钟
内上高速，可 1 个小时出市境。境内长江
流程达 127 公里，江津建起了多座长江大
桥，天堑变通途。

《圆梦之路》 没从 2009 年写起，而是
从 2012 年江津区一位领导“改非”不任
实职后，被区委安排到高速公路建设指
挥部任常务副指挥长时写起，此是写作
的横截面，可上延下扩，以他和他的筑
路战友们早前事迹和当下所作所为着墨
点，勾描出筑路英雄群体像，包括领导
干部、部门干部、普通职员，也包括基
层镇街和村社干部以及群众。

全书共有“时代选择”“与路结缘”
“临事静气”“沙场点兵”“政治站位”“人
民是天”等共42个小标题，没序号，说明
文字可上连下接。人物和故事可前延后
续。这种网格状的记述是有些复杂的，无
缜密的谋篇布局就难完成，故事的完整性
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会受其影响。

这是筑路英雄群像的速写图，书中
人物平凡而伟大，真实而可敬。无论是
李德良、郑伟宪、周应棋、黄培忠、谢
庆容、周升明、刘光明、唐娟、王风还
是镇村干部龙凤容、谢树高以及社员刁国
富、黄宗福等都各显特点。许是篇幅的原
因和切题的因素，故事背景须与高速公路
相关，如规划、招标、动员、征地、拆迁、建
设、补偿等，但惜墨如金，所以说是群像
速写图。

此是江津第一部反映交通建设的文
学作品，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高速公路
战线上群英点滴事迹的记述，而在于它通

过文学形式向外传达了江津交通建设的情
况、讲述了江津人的精神风貌、鼓励了江
津人的土气、推介了江津经验。

首先，全书记述了江津交通特别是高
速公路建设上的那些人和事。江津水公铁
三通，于百姓特别是津南地区百姓而言，
能直接享受交通便捷还有较大差距。俗语
说：要致富，先修路。高速公路、高等级
公路、快捷通道等于区域经济圈内的百姓
更为重要。从江津修建高速公路开始，一
大批李德良这样的区领导和基层干部，奋
战在高速公路建设战线上。他们虽是一人
一面孔，但经一人一个或多个故事的串
缀，反映出热闹而又有章的、艰苦而快乐
的、忙碌而有序的高速公路建设场面。一
幅现代高速公路建设的全景图将展现在你
眼前。

其次，全书宣传了江津的人文精神。
江津大江大水、大山大林，加上地处渝
西、川南、黔北三处交界之处，蕴涵出江
津人民独特的精神风貌。有的说是勇于创
新，有的说是包容开放，有的说是敢争第
一，有的说是勤劳勇敢，还有的说是纯朴
厚道，更有甚者概括江津人特点就用三字

“干得起”，我觉得上述这些都很正确，但
又不尽全面。其实江津的人文精神是上述
诸句子的一个复合体。《圆梦之路》 中的

“人民是天”“主动作用”“本色表现”“别
开生面”“江津创造”等节点，核心就是江
津的人文精神：勇于创新、勤劳勇敢、包
容开放、豪爽纯朴。

再 者 ， 全 书 提 振 了 江 津 人 民 的 士
气。近二十多年来，江津的工业强区建

设取得较大成就。但作为基础设施建设
的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晚了一步。
而如今，江津有江綦高速、江习高速等
等。从江津高速公路建设可窥视出我们
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

第四，全书介绍了江津的经验。该
书没有直接梳理江津高速公路建设的经
验。但读完全书，江津在高速公路建设
上的经验昭然若现。比如招投标完成后
在协助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上进行“服
务 外 包 ”， 这 算 是 江 津 “ 全 方 位 的 自
创”，再比如实行“总协调人制”，避免
各部门、单位的断档和脱节。

第五，作者创作下沉很深。作为江
津人，我享受高速公路的便捷之利，但
作为一名作家，没写出这样作品，多缘
其惰性和怕吃苦受累，少有勤勉和刻
苦。而刘恒森先生却怀着责任感，不言
苦字，深入基层，深入工地，采访调
研。反复修改，六年磨一剑，终于写出
大作。早前毛主席在“延讲”时说过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今日习
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
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顺 说 另 外 一 个 想 法 ： 若 我 设 计 此
书，装祯会作一定调整。该书“四封”
和勒口，全留白，文内没插图，感觉由
简朴简约滑向了简单。若此是一部现代
诗集或纯散文集，这样的“留白”可理
解为不奢侈，不华丽，但这是一部报告
文学，是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
基于真人、真事、真时、真实场景为题
材的报告文学，若有配图和插图，更具
美感，读者也会更有亲切感，此是个小
遗憾。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抛砖引
玉，狗尾续貂。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
一部好书。

□ 王勇毅

亿万年流淌的江河，亘古不变的夏涨
秋落，两岸沃野山如黛，水滨泽畔千年古
镇，江河承载着历史，人类生生不息，塑
造着文明，催化着城池，推动着历史文明
滚滚向前。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江津就
有古人类在此生活和繁衍，诞生了早期
文明。江津拥抱万里长江，綦河、笋溪
河、塘河等数十条溪河依恋长江、汇入
长江，蕴育了江津的地方文化，培育了
顶天立地的江津儿女；长江为江津两岸
冲刷出肥沃的田地，赐予丰厚的回报，
成为巴渝福地。

江津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光
芒，有着众多的文化瑰宝：新石器时期
的四面山灰千岩摩崖壁画；圣泉街道的
宋代石佛寺和明代圣泉寺（栖清书院）；
几江街道的江公享堂、奎星阁；石蟆镇
的清源宫；四面山镇的朝源观……白沙

“闹元宵”习俗、清源宫庙会、塘河婚俗、
江津烧酒酿造技艺、江津米花糖制作技
艺等 20 多项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中山镇千米长宴、李市镇旱码
头龙舟歌会等 80 多项列入江津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江津崇山峻岭中形成
了四面山、骆騋山、太公山、石笋山、黑
石山、中山古镇爱情天梯等 10 多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千 百 年 来 ，江 津 江 河 沿 线 催 生 了 5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有长江边的白沙
古镇、石蟆古镇，笋溪河畔的中山古镇，
塘河岸边的塘河古镇，梅江河畔的吴滩
古镇。长江江津段上有多处险滩，知名
的有石蟆镇关溪场与永川区朱沱镇水域
的桌子角险滩，江津区境内的石门、油
溪险滩，还有川江 7 大险滩之首——龙
门滩，更有全国闻名的水下碑诗林——
莲花石。

讲江津故事，拍江津山水，写江津人
文。近年来，我几乎走遍了江津大地并
拍摄了几十座在江河边上的古场镇、古
村落、古庄院、古渡口，记录下悠久的码
头文化、酒肆文化、茶馆文化、小手工文
化、小吃文化、浣衣文化……

今年 6 月 26 日，等到了万里晴空的
好天气，我前往四川省合江县榕山镇与

重庆市江津区石蟆镇和平村沙溪口处
的川渝公路旁，这儿立有一块“长江川
渝 交 界 水 域—— 上 游 至 宜 宾 219.5KM，
下游至重庆朝天门 164KM”分界牌。我
在这里用无人机拍下了长江入渝第一
弯——沙溪口，再到和平村二组，飞拍
了从合江县城流经江津羊石社区的一
个大场景，同时拍到了羊石古场镇和长
江 入 渝 第 一 岛—— 中 坝 岛 的 标 志 性 地
标图片。

中 坝 岛 ，号 称“ 万 里 长 江 入 渝 第 一
岛”。至此，长江从石蟆羊石入境至珞
璜 ，流 经 127 公 里 ，沿 江 北 岸 分 布 着 朱
杨、石门、油溪、德感、圣泉等镇街以及
新兴的滨江新城。南岸分布着石蟆、白
沙 、龙 华 、几 江 、鼎 山 、支 坪 、珞 璜 等 镇
街。沿线有成渝铁路、渝黔高铁、渝昆
高铁穿境而过，还有重庆外环高速、渝
泸高速、重庆三环高速、江习高速、江泸
北线高速、合璧津高速等高速网络。还
有朱杨溪港、白沙滩盘港、兰家沱港、珞
璜港等数个深水港，沿江还有不计其数
的码头、渡口或古渡。

长江是一条自然的河、历史的河、发

展的河、一条人文的河，更是一条“黄金
水道”，江津向西连接着四川宜宾、泸州
等城市和许多县城、镇街，长江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交通
纽带作用。江河于人类而言，是文明的
源头，是人们生存的根基。

2017 年，江津全面推行河长制，建设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江津开启长江 10
年禁渔，加大水生生物保护力度。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了。

以往区、镇街、村沿江河出现的若干
采砂船消失了，大型餐饮豪华船被拖走
了，渔民上岸转行了，江河沿岸山青了，
岸净了，水绿了，河畅了，珍稀鱼类放流，
珍稀鸟类飞来了，“鸟中大熊猫”——国
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来到了
綦江西湖段越冬，越来越多的越冬候鸟
飞来了。

我用多年的时间，以微薄之力追寻
江河足迹，追忆江河乡愁，记录江河文
化，收集江河故事，展示江河文脉，用镜
头留下江河的历史印记、文化遗址，保存
江河文化现有的珍贵素材。希望能让人
们记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望我们留住
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长江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路上高奏壮美之歌！

江河之歌 江津记忆
——写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之际

歌声飞出山沟沟
□ 罗祖宏

江津四面山是国家 5A 级景区，以原始森
林、高山湖泊、飞瀑流泉、赤壁岩画闻名于
世。四面山海拔 1000 米以上，夏日凉爽宜人，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
的避暑胜地。我居住的竹苑小区，就是这里诸
多避暑小区之一。

竹苑小区与四面山镇人民政府毗邻，距四
面山景区大门只有几公里。这里修竹成荫，一
栋栋小楼翠竹环绕、错落有致，环境幽静，景
色宜人。竹苑小区周边还有桂园、梨花里、红
枫林、香槟小镇、万水千山等诸多小区，连点
成线，连线成片。此处算是居住人口相对集中
的区域，农贸市场、超市、饭店等一应俱全，
生活便利。

为了方便当地群众和前来避暑的市民游客
开展户外活动，有关部门在竹苑小区旁边修建
了一个相当像样的运动场。运动场依山就势建
为两层：上边一层有一个小型足球场、四个羽
毛球场，下边一层有两块标准的篮球场，旁边
还有乒乓球台和一个简易的室内篮球场。两层
之间，就着崖壁修建了十多级阶梯的看台，坐
个千来人观赛绰绰有余！于是，每当清晨、
傍晚，这里全是打球的、跳舞的、从事其他
体育活动的人们以及追打笑闹、欢乐嬉戏的
孩子们……人影曈曈，热闹非凡。

整个避暑休闲季虽只有两个月左右，但文
化活动却相当频繁。不仅有由江津区有关部门
组织的传统七夕晚会，也有由四面山镇组织的
片区文艺演出。今年 8 月 15 日，四面山镇就在
运动场里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拥抱新时代 奋
进新征程 建设新江津”的文艺汇演。这个日
子选择很有讲究，当天正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78 周年，以此提醒人们不忘历史，建设强大
国家。

演出前，工作人员和演员们早早来到舞台
周边做着化妆、调试设备等准备。观众们也陆
续到来，他们呼朋唤友、扶老携幼，带着小
凳、摇着扇子，悠闲而略带兴奋。他们当中，
很多有亲人参加今晚演出，更怀有成功的祝愿
与期待。

晚上 7 点 30 分，晚会在大合唱 《拥抱江
津》 那“江水几弯绕 流过我家门”悠扬亲切
的歌声中拉开序幕。第二支歌 《在希望的田野
上》 耳熟能详，在得力的指挥下，合唱队歌声
整齐划一，随着歌词内容或低回婉转、或激情
嘹亮，让人感到无比亲切与振奋。之后，有高
亢激越的男声独唱 《骏马奔驰保边疆》、风趣
幽默的表演唱 《逛新城》、风韵典雅的走秀

《旗袍美人》，还有精彩喜庆、让人耳目一新的
舞蹈 《画你》，以及婉转悠扬的杨琴合奏 《荷
塘月色》 等。9 点左右，晚会在 《难忘今宵》
歌声中落幕。整场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演员
表演、乐队伴奏认真投入，配合默契，演出现
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令人称道的是，整场
演出的演员和乐队人员都是竹苑小区及周边小
区的居住者，他们全都是业余文艺爱好者或离
退休人员，节目排练、准备时间只有二十多
天，这种情况下，演出能取得如此成功，应该
说效果非常不错了。

这次演出，有几点令我印象深刻。一是
表演服装都相当精致，有的甚至堪称美艳！
据了解，这些服装都是表演者自费准备的，
表明人们对文化活动的高度热情。二是舞台
灯光照耀如同白昼，坐在后边的观众也能清
楚看到台上表演。特别是音响设施齐备、质
量优良，让歌声、乐器奏鸣声不仅清晰地传
给全场观众，扣人心弦，更是响彻夜空、飞
出山沟、传播远方！三是整个汇演的组织工
作周到细致，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心
良苦。

思绪不由得飞回到 1957 年，我从江津师
范 中 师 毕 业 ， 任 教 江 津 师 范 附 属 小 学 的 情
景。那时的校舍是上世纪 30 年代抗战时期大
学先修班建的干打垒房，环境很差。在那样
的教室里，我用一架旧风琴教唱歌课，学生
们 坐 着 单 木 凳 兴 致 勃 勃 学 唱 ， 情 绪 饱 满 欢
快。还忆起我中师一年级时，在江津师范大操
场演出歌剧 《橘子成熟的时候》，只凭自然声
音，声带疲劳、声音嘶哑，最后根本唱不出声
的经历。即使 1980 年我在江津师范大礼堂 （那
也还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土木结构建筑） 演出话
剧 《于无声处》 时，我仍然只能靠个人自然声
音，幸好礼堂有些共鸣，声音虽显嘶哑，声带
尚能支撑。回忆起这些，不禁莞尔。不管条件
如何，当年的这些活动与现在一脉相承，都属
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进历程。

改革开放几十年过去，特别是新世纪这
二十来年，所有的学校包括乡村小学都焕然
一新、设施齐全。变了，四面山越变越诱人
了；人们生活质量更高了，这么多人购置了
避暑房。变了，不仅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人
们的精神生活也提高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走进普通百姓家、走进山乡了。看看参加
演出的老人们：自信的笑脸、甜美的歌声、
欢快的舞步、协调的动作，以及他们参与文
化活动的热情，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激
动人心的变化！晚会后，我夸赞几位演出的
朋友，他们异口同声称赞老年大学提供了学
习交流的平台。他们说，杨琴、巴乌、葫芦
丝等都是在老年大学学的，一些舞蹈也是在
那里练的，这次指挥合唱和男声独唱的两位
都是老年大学的老师呐！

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亲历者，我由衷
地为今天的一切进步感到高兴；作为发展进
程的参与者、奉献者，我真诚地为今天的发
展变化感到幸运与自豪！我想，《难忘今宵》
的 最 后 一 句 “ 共 祝 愿 祖 国 好 共 祝 愿 祖 国
好”应该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声！

□ 刘朝富

泰极剖判，造化初原。体兼昼夜，理包
地天。流为江海，结为山峦。大地挺脊，娄
山卧黔。苍茫西起于毕节，迤逦北接于渝
川。巍巍乎奇峰叠嶂，葱葱兮峻岭相连。

承大娄山之雄拔，造四面之奇观。叠
翠流金，云作峨冠。蒸腾致霭，雾散成
烟。如梦似幻，恍若仙坛。山花烂漫，古
树参天。蓝涧以缀裙摆，素练则饰罗衫。
彩笔浓以绘崖，丹霞美而醉酣。忆当年硝
烟弥洞寨，部队进山除匪难。残云驱散万

峰秀，烈士长眠四面山。
笋溪清孕山翠，涧水潺积龙潭。穹宇

阔飘白云，平湖碧映黛蓝。风轻拂而逸
兴，洪湖漾则波澜。棹桨摇荡，湿衣裳而
浅笑；歌声唱响，山水乐且人欢。细雨纷
纷绿万木，赤壁高耸挂白帘。望乡台前瀑
布长，名噪神州首悬泉。雷鸣声震百里
外，飞花化雾成流岚。云雾茫茫起虹桥，
秀妹天上回人间。

灰千画追上古，摩崖迹记祖先。巴人
生活勤劳作，穿越时空见眼前。千年古刹
朝源观，七星捧寺三教兼。楹联禅语意深

奥，长乘胜迹留疑难。骚客络绎无人解，
留得高手过此关。

四面少林寺，重建莲花山。双峰为头
顶，莲花作底盘。悠悠钟声响，袅袅香火
旋。寺僧尚武道，广泛结人缘。双凤会龙
庄，碉楼耸云端。香楠蔽日月，庭院藏房
轩。雕梁画柱子，飞阁涂流丹。犹如京都
紫禁城，谁人建造奇闻传。

中山镇寻遗风，吊脚楼存旧颜。龙洞
咂酒醇，石板糍粑甜。茶房听评书，酒肆
行令拳。油坊撞杆榨，铁铺敲锄镰。长桌
宴沿街摆，古镇人最明贤。

若夫封建千年重，礼教锁人寰。常乐
故事奇，感人泪涟涟。刘郎爱寡妇，世
俗如刀刓。蜚语毁恋人，牵手奔山巅。大
山挡妻路，凿梯开石岩。级级无字书，锤
锤是誓言。山里种红豆，经霜枝更繁。人
间传佳话，爱情比金坚。斯人虽已逝，天
梯游人攀。

观夫四面胜状，目睹奇特景观。朝
暮不同色，四季随时迁。冬雪白而山寂
静，春花妍则蝶翩跹。夏雨急而雷霆
烈，秋叶红则色千般。赤壁危而图画
美，声应响则瀑布悬。

乱曰：藏气于谶纬，闭象于山川。迥
时世而渊默，应期运而光鲜。四面山之景
致，旅游兴则名煊。

四面山赋

□ 施崇伟

缕秋风，染尽层林；几抹阳光，点
燃橙黄、火红。余光中的文字，定格成
秋天的模样：“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淡
淡焦味，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
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
路艳烧到天边。”

人生步入金秋，尤其在意这个季节的
一颦一笑。好象这些菊为我而绽，我因那
些茶而淡。俨然这个时节的主人，利索地
登高远望爬山赏菊，无声秋雨里读诗习
文，一书一茶一枯叶，引我步入至超脱世
俗藩篱的安闲金秋。这份喜悦，如花般绽
放，落叶似飘飞。

喜爱金秋，爱它大自然天生妙笔绘制
的美景。天气渐凉，秋意渐浓，一场秋日
盛宴悄然揭幕。枫叶给浓烈的绿意抹一把
油彩；柔顺的丝丝线线，总会在我生活的

城市汇织成壮美的“山城菊展”。今年，我
没再去人头攒动的公园喝彩，独自去了略
显寂寥的后山。没有修葺过的山路舒出一
段懒坡，野草随性铺展在路径边；山坡
之上，野菊花轻轻摇曳，像是与我相
约，把我热情地迎接。天有些灰，云有
些乱，阳光时隐时现，山石夹杂了草
丛，野菊花仰头在些许荒芜的山地，恰
似水墨中的光点。凑近小花瓣，虽不浓
艳，却看不出一丝忧伤，更用不着卑
微。风来时，它会小声笑；挂在茎杆上
的露珠，像它笑出的眼泪。

我爱金秋，爱中秋月圆夜聚拢来的其
乐融融。今年中秋逢国庆，难得的八天
长假，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远游，而是回
到农村老家。中秋正当弟弟生日，一家
人相聚，祝国庆，赏明月，叙亲情。假
期里，拎上月饼，踏着桂香，访老友亲
朋，探亲久未蒙面的旧亲。中秋夜，中

秋圆月挂枝头，举杯邀明月，共享家和万
事兴。一轮明月洒清辉，最美的时刻，是
和亲人在一起。

金秋之美，美在一份孝心里。农历九
月九，九月九的酒，香在重阳节。这一
天，或陪着老亲母，秋高气爽登山去，菊
花糕里忆苦甜；把母亲请出厨房，置一身
新衣，奉在高堂，亲自给老人煲一锅热
汤、盛一碗软和的米饭；给母亲置一双棉
鞋，迎候冬雪飘零。和母亲在一起，看她
慢咽细抿，听她唠叨往事，是一年中最美
好的盛宴。

尤其喜欢金秋里，沉浸于一壶茶、一
杯酒里的吟咏。秋风秋雨渐渐凉，不出门
的时候，最宜一壶茶酒伴诗书。请出《唐
诗三百首》，诵读千年金秋。杜牧要么“银
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要么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夜
凉如水，多少闲愁且随流萤轻扬；层林尽

染，又为秋叶那绚丽的美而深深陶醉。王
维尚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他怡
然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眼中
秋天静美的样子，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孟
浩然则是“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
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登高望远的赏心
乐事，古往今来恒不变。再美唐诗也抵不
过我最喜欢的苏东坡。他“不用悲秋，今
年身健还高宴。”他时而“秋风湖上萧萧
雨。使君欲去还留住。”时而又“佳节若为
酬。但把清尊断送秋。”最喜他“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时的豪放……

十月，尽显金秋之美。十月，美在天
地着色的自然画卷，美在浓浓亲情美在一
份孝心，美在诗词意境里的一茶一酒，更
美的，是一份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人生
下半场，不用急急跑，无需苦苦追。淡，
是另一种绚丽；慢，也可以荡气回肠。无
论是和家人朋友相聚，无论独守个人的天
堂，人生的金秋，是这个世间最平淡的幸
福。“空水橙鲜一色秋”固然惹人欣喜，我
更爱，“白云红叶两悠悠”。

白云红叶秋风里

筑路群英的速写图
——读报告文学《圆梦之路》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