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晨

也许受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吧， 还在上初
中的我便萌生了一个梦想———以后能进入 “国
家电网”这个为人民大众所服务的行业。在高考
填写志愿时我毅然选择了电力和新能源方面的
学校， 家里人都以为是因为我的父亲在这个行
业我才会有这样的选择， 其实只有我知道那将
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转眼间，大学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又到了
就业的时候， 当同学们还在为以后的发展方
向盲目选择，到处打听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
我 早 已 有 了 心 中 的 目 标———“国 家 电 网 ”。
2015 年 1 月，“国考” 时， 我报考了 “国家电
网”。 经过三年的专业学习和三个多月的突击
复习 ，我终于如愿以偿 ，考到了 “四川甘孜九
龙供电公司”。

四川，我很陌生，对它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和
网上；至于四川九龙，对于我这种刚从大学毕业
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前方的路
也许荆棘密布，但我知道，在路的前方就是我未
来梦想实现的地方。离家去九龙的前一天夜里，
在电力行业工作了将近二十年的父亲对我说：
“你现在还年轻，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你就要
干一行，爱一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工作不要好
高骛远，要学会吃苦,工作之余要多看看与专业
知识有关的书籍，为服务社会打好基础”。 我将
父亲的话谨记心中， 并对自己说：“既然选择了
自己钟爱的电力行业，就义无反顾、风雨兼程，
哪怕未来不可知，但只要不忘初心，在寻梦的路
上就不会害怕，不会犹豫”。

我在九月十二日到达九龙， 在从成都前往
九龙的路上，从车窗看到了陌生的甘孜州。这里
远离了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天是那样的湛蓝；山
是那样壮美；人们是那样朴素。好一片天府之国
的净土，未到九龙，心中充满了期待。

到九龙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天空飘着细雨，
公司安排了同事接待并安排好了住宿， 公司的热
情，同事的热心，让我感到了九龙供电所的温暖。
九月十八日我与九龙县供电公司签订了就业合
同，公司安排我到 35KV城关变电站实习。

初到九龙供电公司 ， 说实话还真有点不
适应 。 九龙地处海拔 3000 米左右的四川边
陲 ，周边群山环绕 ，站在九龙县城 ，远处山上
的皑皑白雪尽收眼底。 虽说四川与湖北毗邻，
但这儿的饮食习惯还真是难以适应。 地域的
差异 ，不同的生活习俗 ，常常使我闹肚子 ，但
为了及早适应九龙的生活环境， 尽快地融入
九龙电力团队，我咬牙坚持，终于度过了生活
的适应期。 可对于刚踏入社会的我来说，变电
站实习工作的确有些枯燥无味。 每天盯着电
脑屏幕每小时一次数据记录， 有时给站长汇
报一下站况，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 实习工
作半个月后我对自己说：“这难道就是我想要
的吗？ 我离别湖北老家，不惧路途遥远，可我
的梦想呢？ 我的追求呢”？ 我对未来感到了迷
茫。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 ， 我望着阳光从天
际缓缓落入山间，忽然感到时光是那么匆匆。
我不能像夸父那般 “逐日 ”，只能用有限的时
间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于是， 在后来的工作
中，每天除了记录站况数据，也用空余时间看

了很多电力方面的专业书籍。 当遇到不懂的
专业问题时，就请教站长和同事。 在前辈们的
指导下，我对电力方面的知识也愈加丰富，生
活也变得充实起来。 经过了短暂的不适应和
迷茫，我找到了未来前进的方向，在生活中我
用诚恳谦逊的态度学习着前辈们所传授的知
识经验，在工作中我用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
精神体现着自身的价值， 慢慢地我逐渐融入
了九龙供电公司。

在近几个月的变电站实习生活中， 我已深
深地融入了九龙供电公司这一团队， 爱上了这
一工作岗位。 每天早上八点迎着九龙的第一缕
阳光，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看着街上那些每天
生活为忙碌而嘴角却总带着辛福微笑的人们，
这是一种享受， 一种外面大都市不曾给予的享
受。

也许有人认为朝九晚五的生活是枯燥无味
的， 但我想说：“唯有有业， 方能敬业， 才能乐
业”。 工作中欢乐无处不在，它在我每天早上充
满希望的上班的路上； 在我热爱的 35KV 变电
站里；在我那可爱的同事的指尖上；也在偶尔从
窗外飞来的蝴蝶美丽的双翅上。 工作环境或许
有些许艰苦，但当你真正融入到工作中，就会有
一丝甘甜，犹如山泉慢慢地滋润着身心 ,是的，
我爱上了九龙供电公司。

窗外阳光明媚，如今时光正好。 我感谢上
天给予我这个“寻梦”的时机和平台。 在寻梦
“九龙”的路上，或许坎坷，或许布满荆棘，但我
不会畏惧。 在寻梦九龙的路上，我已起航。

我深信 ：明天将是美好的 ，因为我寻梦
九龙 。

寻梦九龙

■汤卫

每逢五、六月，甘孜高原到处盛开着绚烂的
格桑花，摇曳着幸福和吉祥。

在众多的格桑花中 ， 盛开着一种异样的
“格桑花”。 这就是如巨人般的银色 “格桑花”
———铁塔。

在甘孜州的有些地方 ，也许你看不到一
个人影 ，看不到漫山遍野的牛羊 ，看不到五
颜六色的野花 ，但是你一定可以看到一座座
雄伟的银色 “格桑花 ”———铁塔 。 这些巨大的
“格桑花 ”承载了国网人数十载的心血 ，它们
就像太阳一样照亮藏区 。 从 “新甘石 ”沿线到
川藏联网工程 、电力天路工程 、无电地区电
力建设工程 ，改善了藏区电压低 、电压不稳
问题 ， 解决了无电地区 18.86 万人的用电问
题和甘孜州水电输出瓶颈问题 。

在众多的格桑花中，还有橘黄色的“格桑花”
———穿梭在山峦叠嶂高原上的抢险车和抢险人
员。

藏区一线的电力工作人员没有节日、没有假
期、没有正常休息时间。 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日晒
雨淋，你总能看到盘山公路上闪过一道道橘黄色

的身影。 他们的一生都奉献在抢险和在抢险的路
上，他们的一生都在发光发热温暖着藏区。

在众多的格桑花中， 更有守护在藏区的国
网绿“格桑花”———变电站和值班人员。

在甘孜有很多地方都有一座座 “孤城”，里
面只住有寥寥几人， 但是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
肩负着重大使命———守护万家灯火。

他们十年如一日的相守， 呆在像厂房一样
大门封闭的地方；他们十年日夜不断地监控，像
抢险部门一样保持高度警惕； 他们十年镇定自
若的操作，像回字一样日复一日循环。他们像辛
勤的蜜蜂，为了光明的绽放，默默地在背后采蜜
传粉。

十年种花，如今才有小小成果。十年孜孜不
倦的浇灌，才有如今的花开遍野。

赏花不忘种花人 。 十年前 ，国网甘孜公
司的几位元老犹如几粒花种飘荡到甘孜州
的土地上 。 在人少 、地广 、山高 、交通不便 、物
资匮乏 、气候恶劣等条件下 ，坚持不懈 ，这些
异样美丽的格桑花由最初的几朵到开满甘
孜 ，由最初的生存艰难到屹立雪域 ，每一朵
花从栽种到盛开无不诉说着种花人的艰辛
和毅力 。

高原上的“格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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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兴超

如今我已度过 24 个春末
初夏的时光。 在这 24 个年头
里， 是充满了酸甜苦辣的时
光。

酸
2010 年 7 月我和所有的

高考学子一样参加了开启人
生的第一扇门———高考。 我失
败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做什
么好，我还能做什么，我看不到
方向，找不到的路标，像一只迷
了路的麋鹿找不到黑暗森林
的出口。 我开始浮躁，开始后
悔，开始失望，各种各样负面情
绪几乎快要压倒自己。 我不敢
去想未来，不敢去触碰，未来将
是什么样子我根本不敢去思
考，所有的坏情绪最后积累变
成了无限的悲伤。

甜
就在我快要放弃学业的

那刻， 得知四川省电力公司
“521” 援藏计划中的 “三定
生”在藏区招生，我像抓住了
一根救命的稻草， 紧紧地拽
着。 “521”援藏计划它如同
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芒， 点亮
了我的世界， 指明了我前进
的方向，也让我看到了希望。
心随所愿， 我成为了其中的
一员。 从那刻起，我清楚地认
识到我的一生将“植根电力，

与光明同行”。 我相信只要坚
持信念，必将会有奇迹。9 月，
我在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新粉刷了起跑线， 在那里
我与 49 名同学一起，开始了
为期两年的学习。

时光匆匆 ，在我成长最
快的两年里 ， 我收获最多
的 不 再 仅 仅 是 专 业 知 识 ，
而是有了一颗懂得感恩的
心 。 感谢 “521”援藏计划 ，
是因为这颗救命草让我在
这 里 书 写 我 人 生 新 的 篇
章 。 我至今也记得拖着行
李箱踏出校门那刻 ， 我有
了甜甜的微笑 。

苦
2012 年的 6 月， 我带着

自己曾经年少时的理想，带着
诸多的期望，背负着建设家乡
电力事业的责任，回到自己家
乡的电力公司投入到工作岗
位中。

刚进入康定公司，我分配
在离康定县城有 110 多公里
的塔公。 “塔公”藏译汉意思是
“菩萨最喜欢的地方”。 我想我
将会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开始
了人生的起点。 而到了那里才
知道，塔公供电所是一个供变
电一体的站所， 供区内供电、
变电、营销都只有我们一个团
队。 气候恶劣，物资条件艰苦，
工作任务繁杂，现实与理想的

差距让我有些彷徨。 但我选择
了坚持，或许这样的坚持让我
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无论是线
路、变电、营销都在我们学习
范围内，同时也有更多机会将
所学与工作相结合，并不断向
师傅及同事学习，在这样苦并
乐的生活中，自己用自己的能
力改变了这样的“苦日子”。

辣
2014 年的 6 月 ，我调到

了公司运维检修部工作 ，而
如今的工作环境让我更加开
阔眼界， 让我觉得一切都是
那么新鲜， 突然意识到原来
自己要学习的，要去请教的，
要去钻研的还有很多很多 。
工作、生活都将重新开始，这
样的挑战也会是我成长中最
好的考验。 但我依然坚信只
要自己脚踏实地的去学 ，不
管再苦再累，只要勿忘初心，
我便认为是值得。

岁月蹉跎 ， 青春正好 ，
我已参加工作满满三年时
间 。 三年时间我看到了公
司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一部
分后 ，正一步步地前进 。 这
三 年 让 我 经 历 了 太 多 ，三
年的酸甜苦辣 ， 短短的只
言 片 语 早 已 表 达 不 尽 ，想
要感谢的 ，想要阐述的 ，都
将成为我以后努力 、 奋斗
的动力 。

我的酸甜苦辣

■张建国

百年清华，源西学建制，开新学祖庭，一直
萦绕着神秘的光环，是世人向往的学府圣地。 今
年 5 月，有幸参加清华大学 2015 年县域干部执
政能力专题培训，在似梦如歌、是诗像画，令人
心驰神往的清华园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学习。 清
华之“美、实、重”让人折服。

清华建校以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一
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
科的重点综合性大学，正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清华人仍像前辈那样， 用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
精神在学习、奋斗，去实现个人、清华和国家的
理想。

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 ：“所谓大学
者，非唯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精妙地
点出了大学的办学思路。 清华不仅校园美、大，
光大师方面， 其他学校就远难企及。 “大楼”与
“大师”的论述，不仅适用于大学，也适用于任何
领域 、行业和个人 ，这就是如不重视 “软件 ”建
设，光注重“硬件”投入，一定没有前途。 具体到
个人 ，就是要加强 “内心 ”修养 ，而不是光注重
“外表”修饰。 短训中，我深有体会。 清华老师的
思想观念和意识境界推陈出新， 既有引人深思
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 老师们
或幽默或儒雅或睿智的风采，让人为之倾倒，严
谨的治学态度，使人为之震撼。 深邃的理论、跳
动的思维似和风细雨般在老师们的言谈中不经
意地浸润着我的心智，陶冶着我的情操。

平时也爱学习思考， 这次有幸融入到清华
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感受到知识的浩瀚，科技的
进步，时代的节奏，有梦圆清华、如鱼得水之妙。
老师们理论深邃、思维活跃、观点前卫、论述充
分，使我醍醐灌顶，认真聆听，积极思考，消化吸
收，主动交流使我大受裨益，解开了许多困惑。
老师均十分认真和低调，展现了“成熟的稻谷总
是弯着腰”的真谛。

何谓“国之重器”？ 《资治通鉴》中，魏惠王指
的国之重器是珠宝金玉等， 而齐威王指的国之
重器是人才。 圣西门曾提出“两个假如”告诉我
们：人才是国家的灵魂。 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
的资源和财富，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价值
远远胜于“和氏壁”等珠宝。众所周知，二战时,美
国正是因为重视争夺德国的科学家， 才使它战
后在经济、 科技等发面发展迅速， 成为超级大
国。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掌握
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正是那些优秀人才， 那些真
正的“国之重器”。

一周短训时虽短，百年精神渊源长。 百年清
华风雨历程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赋诗《清
华三美》以为念。

水木清华美，中外远近名。
校史多华章，人文载册秉。
行胜于言鼎，民族最精魂。
百年精神铭，国家之重器。
清华在我心中已留下深深的印记，不单是

清华园的优美环境和辉煌历史，更主要的是清
华的百年精神 、厚重底蕴 ，清华人的自强不息
和厚德载物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启迪 。 同
时 ，与授课老师和其他省区的同学相比 ，深感

自身许多不足和差距，也提振了精气神。 作为
甘孜藏区基层的党员干部，我们肩负着沉甸甸
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我们的工作关乎基层
稳定 、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这个意义
上说 ，我们必须像所有的清华人一样 “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 ”“严谨 、勤奋 、求实 、
创新”，忠诚坚守、干净做事、担当负重，更好地
为基层和群众搞好服务。

忘不了 ，挂职州委常委 、副州长的清华大
学招生办主任于涵专程看望我州学员，并带领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教育扶贫办 、校团委
的相关负责人与大家座谈的情景； 忘不了，在
王永康领队下，甘孜同学汇聚一场开展活动的
欢乐；忘不了，8 省区同学自我介绍，推介风土
人情的异彩纷呈；忘不了，开展班会活动，探讨
困惑及方法的真诚；忘不了，开展讨论，举办讲
坛，演讲发言的精彩；忘不了，我们甘孜同学欢
歌 《康定情歌 》敬献哈达的场景 ；忘不了 ，在优
干班同学之后二度同窗的颜磊同学引领游览
北京大学，了却了另一个梦的感受；忘不了，晚
上和郭静交流学习心得的话语 ；忘不了 ，与李
俊、李灿 、汪洋 、达瓦 、倾批 、周权 、其太等同学
晚饭后漫步京城的惬意 ；忘不了 ，利用课余时
间用 PPT 展示介绍我州旅游资源和旅游全域
化，全体老师和同学神往的眼神……我们甘孜
州的 15 位同学互相关照和督促，认真参训，给
老师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展现了甘孜藏区
基层干部的良好风采。

来了 ，清华大学 ，我们学习了 ，收获了 ；别
了，清华大学，我们流连了，忘返了；再见了，清
华大学，我们圆梦了，约定了。

清华之重：“校”“史”媲美
康人随笔

■杨立锋

或许，没有多少人到过康
定， 但是一定有不少人听过
《康定情歌》。估计不少人为愉
悦欢快的歌声所迷恋，为歌声
中秀美多姿的风景所陶醉。

记得我第一次来康定，那
是 2012 年 3 月， 怀揣着心中
的梦想，踏上了开往康定的汽
车。翻越“古树荒草遍山野，巨
石满山岗”的二郎山时，雪迹
依稀可见，车窗外的寒气逼人
而来。到达康定已经是下午时
分，3 月的康定城冷风飕飕，
街上行人稀稀拉拉，那颗焦渴
与翘盼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一
个又冷又静的康定，让我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悄悄闭
上眼睛不忍寻觅，进入国网甘
孜供电公司。刚刚参加工作不

久，时值国家电网全面吹响了
消除藏区及其他地区无电户
的号声， 工作艰巨而又神圣。
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无电
户”、第一次体会到了“藏区第
二次解放”、 第一次感受到了
“地广人稀”、第一次认识到了
“虔诚”……太多的第一次。

虽然我没有触摸到“新甘
石”工程建设的脊梁，但却无
意触碰了藏区无电地区电力
建设的神经，亲眼目睹了数万
名电力建设者在藏区有效施
工的情况下，面对恶劣的自然
环境，面对包虫病等传染性疾
病的威胁，历时一年半，给一
个个村庄送去了光明，点燃了
农牧民心中希望的火焰。我被
这些场景深深地感动着，内心
也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彷徨了。

当一条条哈达献给电力

建设者的时候， 一道道银色
电线的光明照亮了整个康巴
高原的时候， 祝福和祈祷在
康巴藏区流淌。 飘扬的经幡，
在蓝天白云间尽情地； 起舞
的少女， 伴随着悠扬古老的
旋律尽情地飞舞。 此时的歌
声不仅表达着扣人心弦的爱
情旋律， 还传递着藏区人民
对电网建设者的浓浓深情。

以歌传 “情 ”，以 “情 ”抒
歌。 电力人正在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 践行着对这片高原
的承诺， 用自己的行动谱写
着一曲曲 “光芒 ”，传唱着一
首首“情歌”。 这歌声也将飘
过千年的时光， 守护甘孜这
片圣洁而又美丽的土地。

情歌礼赞

土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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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你这神奇的地方
让我怎不向往
山是您的长子
水是你的姑娘
那壮汉头顶的白雪
流着温柔的银光
朝阳的热情
使她越发明亮
还微微露出点儿害羞的

粉色
莫非这儿郎撞见了心上

的姑娘
那东窜西跳的山路上
躺着的石子
全是岁月中的静默风沙
时间里流动的年华
那男子的皮肤
是绿色的曼妙?
红色的娇柔
赤色的冷峻
还有灰色的孤独
对，是孤独
是高远造就的孤独
乘风而去
那云雾飘渺的山间
可有仙人居住
不然这青红相间的山坡?
何以飘下一阵花瓣雨
我惊奇，我驻足凝望?

哦 ！ 那雨滴竟是绯红的
落叶

寻径而来
邂逅你大方的姑娘
那清凉之中又荡着幻波

的山泉
是白色的精灵
飘动的素巾———她腰间

系着的流动的舞姿
哗 哗 的 声 响 是 姑 娘 的

欢唱
她就这么唱着，流着
敲打着岁月的旋律?
流进我的梦乡
康巴
你这神奇的地方
山是你的儿子
水是你的姑娘
我在你的怀里
你在我的心上!

你这神奇的地方
康巴诗园

甘孜风光。 廖华云摄

格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