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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庆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的日子里，人们仰望蓝天白云下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约而同

思索着这样的问题：怎样才是爱

国，爱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是

不是每天清晨参加升国旗仪式，

就证明你爱国？ 答案是“不尽

然”， 还得看你参加完升旗仪式

干什么去了，干得怎么样。 也就

是说，你是否尽心尽力担当起了

一份责任。 众所周知，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业是由一个个具体岗

位构成的，那些永远值得我们致

敬、尊敬、崇敬的前辈们正是一

个个岗位上的楷模，他们热爱自

己的事业，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

命感，专心致志在岗位上辛勤耕

耘，以骄人的业绩乃至毕生的心

血诠释了“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的内涵。

身为《上海通服》报编辑记

者的我，在实地采访中深切感受

到身边普通员工以前辈们为楷

模而凸显的强烈责任感，一次又

一次被他们任劳任怨的职业操

守所感染，被他们默默奉献的鲜

活事迹所感动，被他们一往无前

的拼搏精神所感奋！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

途。 如今，巨龙般的东海大桥横

卧在碧波万顷的东海上，成为洋

山深水港的大动脉。 回想当初大

桥通信工程施工最艰苦的日子

依然历历在目。 那天一大早，我

随邮电设计咨询院、电信工程公

司和信产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工

程队赶赴东海大桥工地。 钻入桥

面的临时人井孔， 只见昏暗潮

湿、空气中满是尘埃的桥箱梁内

足有三米多高、五米多宽，通信

管线将从这里穿过直达洋山深

水港区。 然而，两榀箱梁的连接

处孔径只容得下三个人弯腰才

能通过。对此处的光缆铺设，设计

人员大汗淋漓地钻进钻出实地查

勘，数易其稿反复论证，综合考虑

了光缆曲率半径的大小、 材料热

胀冷缩的余量， 以及后续大口径

水管铺设后便于维护等因素，最

终确定了走侧壁、左右固定位置、

前后可自由伸缩的优化方案。

海上作业“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 那年冬天，杭州湾海面上七

八级大风呼呼直刮， 有时人都站

不稳， 送到工地的饭菜早已冰冷

的了；送补给的车子一路颠簸，饮

用水晃得只剩半桶了， 施工队大

伙儿互相节省着“享用”。 在大桥

海上段施工时，比这还要艰苦，饭

菜和饮用水都得借助船只来运

送，员工的“生物钟”只能去适应

东海潮汐的自然规律了： 涨潮时

伸长脖子巴望着补给船的身影；

退潮时只能勒紧裤带盘算着过日

子。海上湿气重，大伙儿打地铺睡

在桥箱梁里， 床铺下都垫了一层

海绵吸潮气。 就这样在海上连续

作业， 员工们足足坚持了一个多

月，直到大桥全线贯通。

中国通信服务上海公司的

一线员工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

惊人壮举，他们把朴素的炽热情

怀融化于爱企业的行动中，糅合

于爱岗位的实践里。在他们身上

鲜活凸显了一股干事劲、一颗责

任心、一份爱国情！

拳拳责任心 殷殷爱国情

�林 春

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冲着唐代诗人王维的名

句，我来到这家“空山·云南餐

馆”感受舌尖上的美味。王维诗

言“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我是“空山高温中”……这天虽

是“处暑”，然“天气不为秋。”于

是早早等“空山”开门。

进得店里，见整个餐厅呈

长方形，两排摆放有序的一个

个小方桌、圆桌是那么的干净

舒适。 左边的一面墙是一格一

格镂空柜，柜里陈列着各

色葡萄酒、高脚酒杯以及

竹雕的小动物和花卉盆

景等。 间隔的墙面上张贴

有“好人相逢”“家门清

洁、人马平安”等手绘年

画。 令我惊奇的是长条柜

上还陈列着跟饮食与云

南有关的书籍，如《云南

地理食志米线》《吃辣的

中国史》《发现云南之纳

西东巴文》等。 这些摆设，

让我联想起饮食与文化

的糅合，方能擦出“美食”的火

花！ 食客边品尝云南的特色佳

肴， 边翻阅与之有关的书籍，

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和平共

处”，不啻是一大乐事。

中午时分，店里陆续有顾

客进来，虽非双休日，不大工

夫也有八成客，同时还有许多

外卖小哥在等着号取货，服务

员既要关注顾客，又要照应外

卖，忙得满头大汗。 看那桌上

的每一道菜品，都犹如一件艺

术品，色彩斑斓的食材在盘中

呈现，形成一幅令人陶醉的画

卷。 而青年人则大多青睐咖

啡、水果，那一道道“果咖”让

他们心旷神怡。

我坐在靠门边的位置扫

码点单。 印象中滇菜似乎被贴

上了“重油”“重辣”的标签。 但

对我而言，“重油” 不要，“重

辣”可以。 鉴于我一人体验，没

有能品尝大多佳肴， 只点了

“空山现烤蔬菜”“小锅米线”

“春城玫瑰鲜花饼”和“新鲜薄

荷”。 小锅米线是云南著名的

地方小吃。 空山的小锅米线遵

循传统做法，每一锅都是顾客

点单后现煮的，用新鲜熬制的

鸡汤， 加上云南的韭菜花、腊

腌菜和猪肉糜调味提鲜，我因

口重， 特地要求多加点韭

菜花。 可能厨师知道我是

上海人， 米线锅里的辣味

不是很浓， 于是我又让服

务员加了辣。这锅米线，汤

浓味鲜，辣中带酸，酸里含

辣，店里虽然开着空调，但

我还是满头大汗。 吃着米

线、 就着独特的玫瑰鲜花

饼， 那爽劲不可言喻……

最后再用清甜可口的新鲜

薄荷扫尾， 犹如沙漠里的

甘霖，沁人心脾。那一竹盘

盛装的现烤蔬菜，不仅仅是香

菇、菌菇、西红柿、西兰花等，

还有牛肉。 这款菜品食材新

鲜，口感细腻，烹饪技艺高超，

将食材的优点完美地发挥出

来，让人感受到雅致高端的品

味。 因实在吃不下，便打包让

家人也尝尝鲜……

纯正的云南风味带给人

们不一样的美食享受。 它粗犷

中有工巧， 精致里赋内涵，在

大都市能沉浸于民族气质的

食铺里感悟独特风味，无疑是

一种惬意的享受。

临走时，我看到右边厨房与

服务台的墙上是几个硕大的拼

音字母 KONGSHAN（空山）及

东巴文“山”字的 LOGO，我的满

足感爆涨，脑海里即刻蹦出了这

几个字：“山”不空，客盈门。

消失的家庭晚餐

�向超群

在记忆的长河中，有

一幅画卷始终鲜艳如初，

那是关于家的味道， 关于

一顿晚餐的故事。 那些年，

黄昏时分， 家的轮廓在夕

阳的余晖中渐渐柔和，厨

房里飘出的香气， 像是母

亲亲手编织的温暖， 悠悠

地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晚

餐， 不仅仅是一日三餐中

的一顿， 它是家庭情感的

凝聚，是心灵停泊的港湾。

小时候， 晚餐是一天

中最值得期待的时刻。 母

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犹

如一位魔法师， 将简单的

食材变换成一道道美味佳

肴。 她熟练地烹炒煎炸，每

一动作都蕴含着对家人的

爱。 父亲在一旁充当着得

力助手，择菜、切菜，偶尔

两人还会交换一个默契的

眼神， 那眼神里有岁月静

好的温柔， 也有对生活的

共同承担。 而我，总是那个

迫不及待的小馋猫， 一会

儿探头进厨房，问一句“好

了没”，一会儿又趁大人不

注意， 悄悄用手指蘸取一

点调味汁， 偷尝那份即将

出炉的幸福。

餐桌， 是我们故事的

舞台。 晚餐时刻， 灯光柔

和， 食物的香气和家人的

笑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

世间最温馨的画面。 我们

会分享一天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学校的趣事， 还是

工作上的小成就， 甚至是

路上偶遇的一朵奇花异

草， 都会成为餐桌上的话

题。 父亲会耐心地解答我

提出的每一个“为什么”，

母亲则微笑着倾听， 不时

插话，鼓励我们表达自我。

计划明天，回味昨天，晚餐

不仅滋养了身体， 更滋养

了心灵， 让我们在忙碌与

平凡中找到归属感。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

长， 那些画面似乎渐行渐

远。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如

同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

把人们的时间切割得支离

破碎。 成年人的世界里，晚

餐往往简化为一份外卖，

或是因加班而错过， 或是

为了健康而省略。 减肥、健

身、加班、应酬……种种理

由背后， 是对家庭晚餐的

无奈妥协。 孩子们呢，他们

的世界也被各式各样的辅

导班填满， 放学后的时光

在书本与屏幕间穿梭，晚

饭或许只是学校食堂里匆

匆解决的一餐。

曾经那份团圆的温

暖， 那份围坐一桌的幸福

感， 似乎正随着时代的变

迁， 慢慢地淡出了许多家

庭的生活。 我们得到了效

率， 却失去了那份慢下来

的温情；我们追求了便捷，

却丢失了亲手烹饪的乐趣

和家人共处的珍贵时光。

晚餐不再仅仅是一餐饭，

它的消失， 象征着一种生

活方式的改变， 一种传统

家庭文化的悄然流失。

但愿， 在这个快节奏

的时代， 我们仍能偶尔按

下暂停键， 重拾那些简单

而美好的传统。 让餐桌再

次成为家的中心， 让晚餐

成为亲情的纽带， 让我们

在忙碌与奔波之余， 还能

找到一个角落， 安放那份

对家的眷恋， 对生活的热

爱。 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 家的温暖与亲情的陪

伴， 永远是人生旅途上最

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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