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问路在何方》是一部反映淮北市
交通运输部门在公路战线上治理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的报告文学，读完之后，不仅
有一种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感觉，更有
一种亮剑治超、回肠荡气的感慨。正义、
责任、担当，这些生硬而冰冷的字眼在作
者的笔下化作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的交通卫士形象，似乎就站在离我们不远
处，高擎利剑，迎风而立。脚下，是一条条
畅通无阻的通衢大道。

路，从时光的深处蜿蜒而来，自古就
寄托着人们翻山越岭、驰骋天下的梦想。
现代社会，一条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道
路，更承载着人们一日千里，甚至能带动
一方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然而，曾几何
时起，这个美好的愿望却被一种刺耳的杂
音所干扰，修建簇新、坦荡如砥的大道，在
超限超载车辆车轮的疯狂碾压下，发出无
声的呻吟，破损、变形、扭曲，宽敞笔直的
路面变得面目皆非，人们正常出行受到严
重干扰，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受到严重
威胁。正如报告文学中所描写的那样，

“公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铺上沥青路面，
仨月未撑，沥青脱皮，路面塌陷麻裂，桥梁
变成危桥……”国之动脉，似乎在一夜之
间，承受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路之殇”。

重拳治超，护路保畅。这曾经是与一
条新修公路同时亮相的另一道风景。设
卡、拦截，罚款、追责，甚至更严厉的措施
轮番上马。然而，一种奇怪的现象是，面
对超限超载车辆，一项项刚性的措施像重
拳打在棉絮上，有劲使不出。超了治、治
了超；这边治、那边超。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反反复复，一波三折。看似简单的“治
超”，却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难以走出的

“怪圈”。
道路在呻吟，百姓在叹息，执法人员在

抹泪，只有不法分子在黑暗中发出得意的
窃笑。超限超载的顽症像又一把达摩克利
斯之剑，高悬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头上。

敢问路在何方？大地似乎也有着难
以承受之痛，发出雷霆般的疑问。面对压
力与困惑，淮北市交通运输部门一群人，
没有选择沉默、容忍，更没有选择逃避、退
却，而是群策群力，开动思维，最终，他们
把目光投向科技，寻求利用高科技手段，
破解治超顽症。

交通局韩海林局长的思路决定了出
路。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以支队
长丁言柱为代表的一群治超卫士，来不及
犹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作品用纪实的手法，生动的笔墨，走
进这群治超卫士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也走
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半夜接警，劳累一天
的丁言柱刚刚躺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片
刻，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体，再次向漆黑
的夜色进发；治超受阻，大队长葛峰面对
不明真相的群众谩骂围攻，强忍着被不法

分子暴力抗法、创伤膝盖的剧痛，眼中噙
着委屈的泪水；夜不能寐，交通局副局长
孙远立深知一线治超的艰辛，时刻记挂着
执法人员的安危；奋力攻关，王光辉、蒋行
肖在破解超限超载车辆遮牌难题后，疲倦
的脸上终于露出开心的微笑……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乏的
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淮北交通人深
知肩上担子的分量。前进的道路容不得
退却，只有艰难跋涉，遇挫弥坚，一步一个
脚印，才能把心中的梦想变成现实。

应用高科技治超，看似“高大上”，听
起来令人心动，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中来，
又何其艰难。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面对前行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甚至人们
背地里的冷嘲热讽，淮北交通人顶住压
力，把委屈与泪水化作攻克难关的动力。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对他们而言，能忍受
一次次探索中的失败，却不能容忍不法分
子的猖獗；能忍受委屈，却不能忍受“黄
牛”们的冷嘲热讽；能忍受身体上病痛的
折磨，却不能忍受一条条经济动脉再次变
得千疮百孔。“人在江湖，心存魏阙”，“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没
有说出这些豪言壮语，但是，社会的责任
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却时刻牢记在心。正
是这种使命与担当，让这群治超卫士，敢
向日月亮剑锋，科技“治超”的梦想终于一
步一步向现实靠近。

如果说，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倒
不如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敢于行动的人。
淮北交通运输部门科技治超，四年永不言
弃的探索，四年从不懈怠的追求，四年心
血和汗水的浇灌，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从
治超检测点建成，到破解车辆遮牌、设立

“黑名单”电子围栏，再到实现远程自助办
理，“八大组合拳”，招招如同利锋出鞘，直
点超限超载“死穴”，终于降服那些在公路
上呼啸而过、桀骜不驯的一匹匹“野马”。
以此为基础，他们又探索出“八大科技系
统、三大应用平台、四大运行机制、一套执
法流程”的精准化、常态化“治超”新体
制。一个以科技为支撑，以网络信息化管
理为手段，全方位立体式的治超新模式出
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份用心血与汗水写就的答卷，也
是一曲对脚下这片土地饱含深情的华章。

报告文学贵在真实。作者在这篇不
到三万字的作品中，娓娓道来，向人们讲
述了淮北交通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塑造了
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
出淮北交通人身处社会变革大潮之中的
爱与憎、悲与喜、苦与甜，描摹了他们历经
沧桑后的心曲、遭遇挫折后的反思、不屈
不挠的精神以及一往无前的勇气。

这是淮北交通人的群像在社会大背景
中的生动写照，更是一曲新时代的赞歌。

是为序。

只是瞬间，朔风再次狂飙飞
扬，捎来一串“叽哩哇啦”的粗野嘶
吼，还有脚踏积雪发出的“嘎吱嘎
吱”的纷乱声响，数名穷凶极恶的
日军士兵正如狼扑来。

这是 1941 年 12 月 17 日的清
晨，沂蒙山支脉大青山的鹅头岭。
八路军女战士血迹斑斑的身躯倚
靠在坡顶的大岩石上，身后右手中
的手榴弹攥得更紧，她知道，两个
护卫她的战友中弹生死未卜，而她
璀璨的生命也将化作一簇血红的
雪花，如同这圣洁的白雪一般铺洒
于这片英雄而美丽的土地。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
1937年初秋，山东济南。
夕阳绚丽的傍晚，俏丽女生外

出路过城东，突然看见城隍庙的老
戏台前人头攒动。虽然山东与东
北相隔遥远，但刚刚发生的九一八
事变，如同一根正在“嗞嗞”作响的
导火索，已把宁静的济南城点燃得
群情激愤，沸如火山。此刻，正进
入高潮的抗日救亡演出，霎时抓住
了女生的心，毕竟，作为济南女子
学院“青春剧社”的骨干成员，她对
演戏有着特别的钟爱和敏感。女
生奋力穿过人墙挤到台前，那瞬
间，台下“驱除日寇，救我中华”的
呐喊，如同惊涛叩击心灵；台上战
衣浴血的士兵、蓝光闪耀的枪刺，
更把一缕血性注入血脉。

回到家中，激情难抑的女生立
刻向父亲述说路途所见，并坚定地
表示要把名字由辛淑荷改成辛
锐。身为济南爱国金融家的父亲
辛葭舟，凝目注视女儿良久，终于
颔首赞许道：把纤弱生命锻打成锐
利刺刀！好，吾女有志，国之幸也！

女生不知道，其实父亲早已是
中共地下党员，她的家就是济南地
区党的重要地下交通站。生在红
色家庭，终有奇迹发生，这个冬季
的第一场雪刚刚停歇的清晨，女主
携着妹妹辞别父母，双双奔赴沂蒙
山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

踏上抗日救国征程的那一刻，
女生蓦然回首，雪霁云开，初升的
太阳正跃出地平线，朝阳火红的光
芒照射雪地上姐妹俩踏出的逶迤
足印，折射出一片赤红的光耀氤
氲。女生心头漫过一缕强劲的憧
憬与自豪：神圣壮丽的艳红哟！今
天是太阳光芒照耀的折映，明天将
是我热血迸射的铺展！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
根据地的天是晴朗的，抗战将

士的血是沸腾的。
从踏入根据地八路军营地的

第一刻起，辛锐就感觉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世界。缘于独有的天赋和不
凡的经历，聪颖美丽的姑娘很快被
分配进了战地宣传队，从采访、编剧
到排练、演出，辛锐的激情与斗志如
岩浆般喷发，看似纤弱的才女胆大
艺高，以一种冲锋的姿势在战斗。

战地宣传队精美而深入的演
出，化作了激励指战员奋勇杀敌的
强大号角，辛锐也成为战士们、乡亲
们喜爱和称赞的“战地之花”，到根
据地第一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决
定将战地宣传队扩编组建姊妹剧
团，年仅 22 岁的辛锐嫩肩挑重担，
成为姊妹剧团的首任团长。

毕竟，这是险厄相随的烽火岁
月，姊妹剧团既是宣传队，也是战
斗队。辛锐带领剧团的战友们，一
边废寝忘食地编演《雷雨》《李秀成
之死》《血路》等大型话剧，用戏剧
艺术来传播党的政治纲领和抗日
救国路线；一边又不辞艰辛地深入
连队和乡村采风，将战斗英雄、支
前模范的先进事迹搬上舞台，用鲜
活典型激励部队战士和人民群
众。每当跋涉行军或临战宿营时，
剪短的秀发、粗布的军装，脚上打
绑腿、腰插驳壳枪，辛锐穿行连队、
战壕间，飒爽英姿不让须眉。

辛锐不仅在戏剧的编、导、演
上才艺兼备，而攻绘画、善木刻，早
在 16 岁时就曾在济南举办过个人
美术展览。1938年底，中共山东分
局决定创办《大众日报》，为此，辛
锐被抽调到分局机关担任秘书，参
与筹备策划工作。此时，部队正处
于颠沛转战之中，辛锐就在行军途
中潜心构思，在野外露营间隙挑灯
夜战，以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报头和
伟人像的木刻创作。1939年1月1
日，《大众日报》创刊号印刷发行，
山东分局领导看到报头刻字苍劲
有力，伟人刻像栩栩如生，高兴地
在报纸上批示：“《大众日报》按时
出版，辛锐功不可没！”

1939年春夏之交，山东根据地
展开反“扫荡”斗争。分局机关直
属队转移行军途中，指挥员派骑兵
奔波 3 个多小时找司令部借来地
图，筹划好行军方案后又星夜送
回。目睹这一窘境，辛锐心焦如
焚：根据地军用地图奇缺，对行军
和作战的影响极大。反“扫荡”胜
利后返回根据地，她一连几天猫在
司令部，昼夜突击描摹复制了数份
军用地图，对其中不准确的部分还
作了修改补充。部队首长收到地
图后欣喜万分，说辛锐雪中送炭，
我们每打一场胜仗都要给她记头
功！

1940 年 2 月，山东根据地广泛
掀起征兵扩军运动，辛锐率领战地
宣传队串村入户开展宣传动员。
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山坳一家农
户妹妹缝衣剪花送哥哥参军入伍
的一幕，倏然触动了才女的艺术灵
感，她当晚就创作出木刻《我送哥
哥去参军》。这幅作品生动形象，
灵动感人，很快就在《大众日报》上
发表，深受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喜
爱，成为抗战时期征兵扩军宣传动
员的经典之作。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
“战地之花”的生命注定不凡，

战火熏染赋予她刚强勇敢的军人
特质，而战地邂逅更带给她凄婉悲
壮的情感际遇。

1939年秋，辛锐受组织委派到
省委党校学习培训。在这里，经过
两年战火洗礼的辛锐吸纳了党的
理论素养，也收获了非同寻常的爱
情。姑娘所钟情的“白马王子”叫
陈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高级党校
副校长，这个经历长征的红军战士
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不移，对文学艺
术的执着追求，让辛锐心生既崇敬
又依恋的特殊情感。1941 年 3 月，
尽管年龄相差16岁，但两人义无反
顾地走到了一起。

风雨飘零的岁月，除了生死考
验外，各种困难和威胁都与生命不
期而遇。这对革命伉俪结合不久，
辛锐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和常人
相同，夫妻俩的喜悦是不言而喻
的。然而，此时抗日根据地物资十
分匮乏，但有着长征途中摘野果挖
野菜经验的陈明，自有一套常人想
不到的办法，那就是趁着学员们晚
餐的空隙，独自上山去采摘野生酸
枣，让处于妊娠反应中的辛锐能够
补充些许营养。

那天黄昏，深度近视的陈明下
山时一脚踏空滚下长坡，脸上划了
好几道血口子，在昏暗中摸索了很
久才回到宿舍。正点起马灯为陈
明缝补军衣的辛锐，看到丈夫摸着
门框走进屋，眼镜不见了，脸上负
了伤，鲜血染红了衬衣前襟，但左
手却仍然紧紧地护着衣兜，因为兜
里装着为爱妻采摘的酸枣。

那一刻，坚强的辛锐霎时感觉
心要碎了，她紧抱着丈夫，任由两
行热泪潸然而下。但想到第二天
一早，陈明要带学员们早操训练，
辛锐决然地一把抺去泪水，提起马
灯牵着陈明的手出门上山，费了好
大功夫终于找回陈明丢失的眼镜。

于此，生长于富庶家庭的辛锐不
以为苦，反而感觉享受到一种别样的
甘甜，丈夫是她的太阳。尽管战事倥
偬聚少离多，但丈夫释放的那片阳光
般的艳红无时无刻不在拥抱着她的
身心。然而，战争终究是残酷的，营
养无法跟得上暂且不说，辛锐肩上沉
重的工作担子不能撂下，而且危情险
境的行军打仗，对于孕育中的新生命
的威胁更是如影随形。这晚，夫妻俩
商量再三，陈明最终接受了辛锐放弃
这个孩子的想法。此时，距离培训结
业只剩下三天时间，辛锐强忍内心痛
楚服下18片奎宁，流产后的辛锐等
不及静养恢复，立即辞别丈夫返回了
战斗岗位。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
1941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总

司令烟俊六纠集 5 万多重兵，对沂
蒙山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
荡”。八路军 115 师和山东纵队按
照战役部署，牵着日寇主力的牛鼻
子展开游击战，机关直属队则编队
多路向沂蒙山腹地转移。辛锐率
领姊妹剧团和抗大一分校一部，踏
上了辗转奔袭的征战之路。

狡猾的日军除以主力数路并
进互成犄角外，还派遣数支小股力
量轻骑快进，深入沂蒙山腹地寻找
八路军零星分队，以图对八路军作
战部署实施牵制干扰。

实行分散转移的第13天，11月
30日的午后，阴沉了两日的天空终

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辛锐伫立
岭头的一块岩石上，远眺雨中的朦
胧山影，心中担忧顿生，冒雨行军，
山路泞滑，按时赶到预定宿营点定
是要多费上几把力。正思索间，山
坳口闪出一支行动迅捷的部队，打
头快步疾行的正是丈夫陈明。

此时，担任山东省战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的陈明，
正组织指挥山东分局和115师机关
直属队的转移，虽然有六百之众，但
大多为非战斗人员，可谓责任重大，
风险极大。就在这一瞥间，两人目
光骤然一碰，辛锐感觉热血霎时涌
上头顶，她张嘴想呼喊一声，却又硬
生生地把正要发出的声音咽下了喉
咙，因为他们各自都带着队伍，战事
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非常时刻去互诉
儿女情长。理智让飙升的情感温度
瞬间冷却下来，辛锐抬起胳膊使劲
地招了招手，远处的陈明也会意地
高高招手，瞬间便消失在雨幕中。

世界就在那瞬间消失，辛锐不
知道究竟是雨幕还是泪帘阻隔了
她的视线，一种突如其来的撕裂感
笼罩身心。分离数月后的不期而
遇，她陡然发现魁梧英俊的丈夫竟
然形销骨立，但行进的身姿仍是器
宇轩昂。辛锐的心头陡然生发一
阵刺痛，她感觉生命的一部分正快
速地脱离躯体而去。

或许，这就是心心相印的一种
验应。果然，这场雨中邂逅竟成为
这对军中伉俪此生最后的诀别。
就在招手分别 6 个小时后，陈明带
领打前站的警卫连一排抵达预定
宿营点大谷台，孰料，日军一个旅
团已先行一步占据这个区域。此
时，转移队伍主体按照行军布阵，
正滞后三公里待命，陈明果断命令
警卫连指导员火速赶回，组织队伍
迅速改变行军路线，自己则率领微
弱兵力与强敌周旋，以拼死阻击拖
延时间。激战中，陈明被日寇子弹
击中头部，英雄血洒大谷台。

陈明，福建龙岩人，1902 年出
生，1926 年入党，1927 年“四一二”
事变后担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
记，并参加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曾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
深造。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115
师宣传部部长，1941 年 11 月 30 日
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

而此时，正在火红峪村的辛锐
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重伤手术刚
刚完成，得知队伍已经安全转移，
辛锐顿时感到伤口的疼痛减轻了
许多，但另一份痛楚又如潮般涌
来，那是对丈夫的牵挂担心。处在
日寇围剿的险恶环境下，信息无法
传递，辛锐并不知道夫君此时已经
牺牲，在生命最后的艰难时光里，
仍执着地在心底默默祈求丈夫平
安无险，直把这份凄婉的心愿坚守
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
山坳口分别后，辛锐带领队伍

继续东行，黄昏时分抵达猫头山，
此时距离目的地火红峪村仅有数
公里之遥。未想，恰在这时，一小
队日军突然从密林中成扇形蹿出，
因稠雨遮掩了声音和视线，双方在
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仓促交火。

狭路相逢勇者胜。辛锐本能地
迅即拔出驳壳枪数个点射，撂倒正哇
哇喊叫指挥的日军中尉，就在她转向
另一个目标射击时，左侧的鬼子机枪
开火了，一颗子弹从辛锐左膝盖穿
过，又击中右膝，鲜血顿时从裤管中
汩汩涌出，辛锐身体向前扑倒，但手
中的驳壳枪仍在不停地射击。

反应仅在瞬间，辛锐身侧的战
士们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向敌人开
火，密集的火力很快又击毙数名鬼
子，剩余的日军仓皇退进密林逃遁
而去。

遭遇战结束，战友们抬着辛锐
赶往火红峪村，驻村的山东纵队第
二卫生所迅速实施救治。辛锐双腿
重伤，且失血过多，在途中已然昏
迷，手术后才缓缓醒来。火红峪村
养伤的日子里，辛锐觉察到双腿已
经残废，但这并未给她带来太多忧
伤，拥塞心间的仍是那股撕裂感，她
更牵挂的是丈夫此刻的安危。

疗伤刚满半个月，传来侦察情
报，一路日军正朝火红峪村方向袭
来，第二卫生队奉命收拢转移，辛
锐和其他几名重伤员被分散到驻
地乡亲家中隐蔽养伤。仅两天后，
12月17日凌晨，风雪交加，天寒地
冻，一小队日军突然从村西口冲进
了火红峪村，留守的八路军战士立
即展开火力阻击。枪声爆响，情况
危急，战友们急忙抬起辛锐向村外

后山转移，但鬼子很快就紧追上
来。

前方已无路可走，两个战友抬
着担架直往山上冲，可铺着薄雪的
山坡滑溜难行，刚冲到半坡就哧溜
一下滑倒在地。辛锐大喝：“不要
管我，你们赶紧冲出去！”说着一骨
碌地滚下担架，左手一撑直起上
身，右手举起驳壳枪就是一梭子。
几与同时，日军密集的子弹如雨扫
来，两个战友中弹滚下坡去，辛锐
腹部中弹，枪弹的剧烈冲击加上伤
口剧痛，让她顿时陷入了晕厥。

辛锐是仰面向后倒下的。就
在她中弹倒下的一刹那，追赶过来
的八路军战士开枪击倒数个鬼子，
余下的日军恼羞成怒，转身向八路
军战士追去。

晕厥只是瞬间，辛锐听到枪声
渐渐远去，这才勉力撑起身子。许
是苍天着意要给英雄留一缕温暖，
飞扬了一夜的鹅毛大雪悄然停歇，
但朔风仍是如刀锋利，苍茫旷野寒
冽砭骨，眼见两个战友寂静地倒卧
坡底，她心头漫过一缕比弹伤更剧
烈的疼痛，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穷凶极恶的鬼子定会去而复返，自
己虽然手枪子弹打光，但手中还有
一颗手榴弹，即便牺牲也要让日寇
付出惨痛代价。

辛锐忍痛翻转身体，将手榴弹
别在腰上，双手扒着积雪下的树
枝，奋力向坡顶爬去。她知道，腹
部伤口的鲜血正加速流淌，她花样
的生命光华也将随着鲜血流尽而
凋谢。她更知道，她生命最后的搏
击就是爬上山巅，昂起高贵的头颅
蔑视敌人，让日寇强盗领略中国军
人的不屈和尊严。

……
思绪仅是瞬间。
此刻，残酷的一幕正无情地撞

击着辛锐的瞳仁：洁白的山坡上，
一条红线从远处逶迤延伸到她脚
下，那是她左胸中弹流淌出的鲜
血，她挣扎爬行的身躯化作了一支
巨椽，宛如赤子在深爱的土地上书
写着最后的誓言。

片刻间，一群日军狼奔豕突地
再次冲到坡下，远远看见辛锐只身
盘腿端坐在坡顶，领队的日军少佐
声嘶力竭地大喊：“女八路，抓活
的！”数个鬼子立即平端着三八大
盖猫腰直向辛锐冲来。

辛锐秀美的脸庞毫无怯意，只
是嘴角撇出一丝轻蔑的笑意，进而
优雅地抬起双手拢了一把散落额前
的秀发，又庄重地将军帽戴正，这才
将双手收回身后。那一刻，英雄眷
恋的目光远眺皑皑雪山，似在向别
离的夫君作最后的告别，而身后已
然是右手拔出腰间的手榴弹，左手
食指扣紧拉弦，静待着鬼子靠近。

眼见浑身是血的女八路双手
空空，显然已无力抵抗，冲在最前
面的3个鬼子立即狞笑着奔到辛锐
跟前，撤枪上肩便伸手来抓，但瞬
间就惊恐地吼叫——“八嘎！”因为
女八路倏然右手前伸，举在面前的
赫然是一颗“嗞嗞”冒烟的手榴弹。

紧随“轰”的一声爆响，火光浓烟
霎时腾起，3个鬼子身子飞起滚下坡
去。爆炸声在山峦间久久回响，正当
芳华的巾帼英雄辛锐香消玉殒。

辛锐，原名辛淑荷，1918年生，
1937 年加入八路军，次年入党，先
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秘书，山
东省妇联干事，姊妹剧团团长，被
誉 为 沂 蒙 山 根 据 地 的“ 战 地 之
花”。1941 年 12 月 17 日在与日军
作战中壮烈牺牲。

辛锐牺牲的第二天，冒险赶回
的战友和火红峪村的乡亲们一道，
将烈士安葬在距离牺牲地仅 10 米
的东坡上。1950年，山东省人民政
府在沂南县双堠乡建立大青山革
命烈士陵园，陈明和辛锐两位烈士
的忠骨，被隆重地移入新建的陵园
安葬。生离死别长达九年之久的
英雄伉俪，终于得以团聚。

烈士遗骨迁移那天，火红峪村
的乡亲们自发地组队护送。他们
说，那天辛团长一路开枪引走了鬼
子，以牺牲自己性命换来全村的安
全转移，我们要依照亲闺女出嫁的
礼仪送她到新家。

火红峪村乡亲们的这份情义，
英雄地下当应有知。有个现象给
人以诗意的联想，每年沂蒙山的第
一场雪飞扬飘落时，巍巍沂蒙山漫
山遍野银装素裹，唯独鹅头岭上那
块大岩石前的坡形雪地，会时时泛
出殷红的鲜亮光泽。

红雪之艳，抑或就是忠魂释放
的生命光芒。

红 雪
章熙建

敢向日月亮剑锋
——《敢问路在何方》序

姚中华

大自然的“调色板”。 ■ 摄影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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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我随市作协到刘桥镇王堰
村进行“文艺进万家”采风活动。王堰村
是全国文明村，王堰村的美景俯仰皆是，
彩虹大道上的景象就是一例。

当我们从王堰村的连心院走进彩虹
大道的时候，那美景真的是令人陶醉，美
不胜收。这是一条村子中间宽约 10 米
的柏油道路，路两边是桂花树和其他风
景树，路的中间有红、蓝、黄三道均为宽
10 厘米的平行线，状若彩虹，故而此道
被命名为“彩虹大道”。道上的花香荡漾
在空气之中，引来了一只只小鸟在丫枝
上歌唱，我们活动中的几位美女，靠近桂
花树，贴近枝条，用鼻子对着桂花闻了又
闻。走到路中段，遇到一位六十余岁女
同志站在她家门口的菜地前，一位会员
与那位女同志说：“你们这儿的景色真
美，花更香。”她说：“这都是政府给规划
的。”又指着白菜、小青菜、大葱说：“来，
你们都来薅把菜吃。”有几位会员异口同
声：“不了，不了，别客气。”“薅把菜吃”，
这是多么热情、真诚、朴实的话语啊，这
话语也彰显了全国文明村人的好客、文
明与和谐。向西看，又有一排排的民

房。每排房子之间都有大约宽5米的小
路。路两旁鲜花盛开，桂花飘香，沁人心
脾。离开那位女同志，向前又走了大约
50 米，向西一看，一位七十余岁的男同
志正在他门前的一块宅基地上侍弄着菜
园和菜园边上的花儿。我们走到一株花
的跟前，向老人问道：“这是什么花？”他
说：“是三角梅。你看，这花蕊是白色的
小瓣儿，四周是比较大的红叶子。好像
喧宾夺主了一样。”我们有的人附和着：

“真的是喧宾夺主了。”“这花花大好看，
但不能过冬”，说着，又背转身，走到他的
门东旁指着一株花说：“这是腊梅，她不
畏风霜严寒，越冷越傲放，真的是品德高
尚”。说罢又若有所思地说：“人哪，都应
该像腊梅那样，不怕困难，迎着困难上！”
我们中的一位会员说：“老人家，您说得
太好了。”是的，一位普通的农民竟然能
够随口说出这么富有哲理的话！那位老
妇人和这位老翁，是彩虹大道上比雨后
彩虹更加亮丽的风景。

啊，我们真的是彩虹大道见彩虹
啊！全国文明村果真名副其实，名不虚
传呀！

彩虹大道见彩虹
陈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