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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鉴中，无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副会长、无锡旅
游饭店业协会会长，除著有《中国酒店管
理模式》《第五颗星》等专业类作品之外，
也有散文集《南来北往》《在路上》出版。

本期访谈作家 黄鉴中

7月23日上午10点，阳光刺得
人睁不开眼，一列列车驶入无锡西
站。调车长杨恒位于车尾，半个身
子探出车厢，密切观察着前方的信
号灯。他身上那件亮眼的橙色工
服，在烈日的长时间炙烤下已经泛
白，而中间那片显眼的深色区域，是
被汗水浸透的痕迹。“每天就在这铁
道上来回走，日行两万步是常态。”
作为班列的“穿针人”，杨恒和同事
们需完成列车解体、编组、取送等作
业。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他们
就在这没什么遮挡的货场来回奔
走，检查线路状态、确认道岔位置、
启动制动装置。

身上背着两个用于实时调度的
对讲机，腰间挂着安全扣，腰包里还
揣着一瓶水，一出工，杨恒就要背负

十来斤的装备。“出来没一会儿衣服
就湿透了，中间偶尔能被风吹干，但
几乎一整天都泡在汗水里。”即便在
如此炎热的天气里，长衣长裤、棉手
套也是出工的标配。“车厢都是金
属，阳光一晒温度高得很，很容易烫
伤，必须全副武装才能上岗。”早上
出门前，杨恒喜欢带瓶冻得邦邦硬
的冰水，让这份清凉更持久一些，

“天气太热，没带出来多久也就喝完
了。”

为了凌晨能准时将装好货物的
车厢运往芦潮港集结，搭上海铁联
运班列，白天送车皮、卸货、装车等
工作一步也不能松懈。“这也意味
着，调车作业时，高温始终如影随
形，单次作业时间至少要两个半小
时。”无锡西站副站长周宏告诉记

者，为了给工人降温，大家也想过不
少办法。他们曾买过冰袋衣，但工
人出汗后毛孔张开，接触冰袋容易
感冒；也想过准备挂脖小风扇，但额
外的穿戴可能增加工人的作业风
险。“这高温，只能扛过去。”

作为无锡铁路物流核心枢纽，
无锡西站、无锡南站承担着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重要使命。数据显示，6
月以来，无锡直属站累计发送各类
班列超1.3万标箱。成果背后是调
车职工日均350余勾调车作业挥洒
的汗水，他们不分昼夜在滚烫的铁
轨间“穿针引线”，确保每一列班列
准时出发。

（陈钰洁）

本报讯 近日，无锡地铁塘
铁桥站，一名儿童被异物卡喉发
生窒息，地铁工作人员凭借专业
急救技能，仅用20秒，成功完成
急救。

7月17日中午，无锡地铁塘
铁桥站站台，一阵慌乱的呼喊传
来。一名家长满脸焦急，身旁的
孩子面色涨得通红，呼吸困难，
情况危急。正前往站台巡查的
扬名站区备班值班站长殷燊蕾
快速来到家长身边，救助处在窒
息危险中的孩子。

殷燊蕾绕到孩子背后，双臂
环绕其身躯，双手交叉握拳，快
速向上按压。为了增加压力，使
肺部气流产生足够强大的气压
挤出异物，她抱起孩子，更加用
力按压。一下、两下、三下……
近20秒的按压后，堵住孩子气
管的“硬糖果”成功被吐出。孩
子恢复自主呼吸，小脸也逐渐恢
复血色，在场的人长舒一口气，
家长激动地向殷燊蕾表达感谢。

回忆救助过程，殷燊蕾说，
当时，她没有慌乱、害怕、紧张的
情绪，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
是赶紧让孩子把异物吐出来。
接受过专业急救技能培训的她，
认为自己是本能地去做了该做
的事。

“在我抵达之前，家长和在
场的一位乘客也尝试使用海姆
立克法对孩子进行施救，但也许
是因为力度不足或是手法的问
题，孩子没有及时将异物排出。”
殷燊蕾告诉记者，在处理紧急情
况时，专业的急救技能还是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无锡地铁每个站台
都配备了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轮椅、急救医药箱、担架等
基础的急救设备，以随时应对乘
客突发状况。无锡地铁工作人
员均接受过红十字会等专业机
构组织的定期急救培训，值班站
长层面人员均取得相关资质证
书，具备专业的急救知识和急救
技能。 （见习记者 朱冰冰）

黄鉴中：
跨界文学途跨界文学途 万里照故乡万里照故乡

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外，身份跨越酒店管理、书画艺术与文学创作。故乡的潺潺河流与世界的浩瀚海洋
相互交织，管理者的理性与书画家的感性相辅相成，凝聚成了他文学创作里的独特视角。

铁路“穿针人”烈日下保货运

“书法是人的‘长衫’，写作是
说给远方亲人的语言，知识是登
上成功的阶梯。”六岁那年，当黄
鉴中第一次握起毛笔临帖时，父
亲的这句训导便如墨汁渗入宣纸
般浸透了他的生命。笔触尚为稚
嫩，目光却已经在《梦溪笔谈》《古
文观止》的文字间穿行，“那个年
纪肯定是看不懂的，但也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黄鉴中回忆
道，随着年纪增长，读了几本家里
的藏书，算是有了点知识和文字
的积累便急于“显摆”。中学时
代，作文习作便成了他最初的创
作试验场。

“那时人人都是文学青年。”
黄鉴中笑言，那种在被窝里打着
手电筒“偷看”的兴奋，作文时常
被老师鼓励的“虚荣”，都潜移默
化地催生着自己的写作萌芽肆意
生长。大学时期，他沉醉于顾城
诗中“小巷，曲曲弯弯”的江南意
象和徐志摩的浪漫吟咏，领悟着
季羡林《清塘荷韵》中清淡而深刻
的文字和《包法利夫人》里西欧小
说的幽默语言与比兴手法……

“文学需要这种审美情趣与深远
思想，”黄鉴中说，“明清散文的淬
炼之美，至今是我语言的标尺。”

行万里路
书写有温度的文字

黄鉴中生于无锡，却如同一尾
从小河游向大海的鱼，早年求学便
离开故土，后来工作的轨迹将他带
向更多彩的远方。“离开了故乡，才
更懂得故乡。”黄鉴中坦言，行万里
路亦是读万卷书，自己创作的灵感
就是来源于生活经历。

在江西婺源，层叠的粉墙黛瓦
与青山绿水扑面而来，他惊叹“眼
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水墨画”，于
是巧妙地将绘画的构图与意境融
入散文创作中，写就了充满画意的
《水墨婺源》。在海南，他目睹当地
中秋放水灯祈福的习俗，这份异乡
灯火点燃的乡愁，凝结成文字，被
赋予了温度与重量。驻足在山东
东营黄河入海口，他侧耳倾听古老
的黄河奔腾的几千年历史与路程，
于是写下了充满哲思与自然灵性
的《倾听水间物语》。每一次远行
后的回望，都让故乡的轮廓在对比
中愈发清晰深刻。

黄鉴中的作品既写故乡，也写
他乡。“我常常怀着一颗帮助别人
的心出发，回来却发现收获最大的
是自己。”黄鉴中感慨，行走，拓宽
了视野，也深化了对生命与故土的
认知，成为他笔下“有温度的文字”
不竭的源泉。

跨界交融
拖着“他们仨”过一辈子

黄鉴中的“身份标签”多元得令
人惊讶：资深酒店管理者、书画研习
者、作家。在常人眼中，酒店管理的
严谨理性、书画艺术的美学追求与文
学创作的感性抒发，似乎风马牛不相
及。然而在他心中，这三者并非割
裂，而是亲密对话、互相滋养的“仨
伙伴”。

“在一定的高度，他们是相通的，
每每遇到困惑与选择，‘他们仨’就会
一齐来商量。”黄鉴中解释，酒店在他
眼中不仅是服务场所，更是“阐释情
绪价值的地方，也需要审美”；书画的
审美积淀与文学的情感捕捉能力，无
疑为酒店空间注入更深层的人文温
度；反哺文学创作的，则是酒店管理
职业带来的丰厚阅历与多元视角。

“我决意要拖着‘他们仨’过一辈子，
结果回来发现，是‘他们仨’带着我过
了一辈子有质量的生活。”

“想明白了，可能就不去想了。但
写下来，就完全不同。”他认为文学的
核心在于独立的思考、独特的视角和
独具魅力的语言。“书法表达的最高境
界是草书；绘画则是泼墨；文学，也许
是小说。”黄鉴中正计划在散文的积累
上，向小说领域进发，期待以更宏大的
叙事框架，更“尽兴”地表达。

（晚报记者 李昕昕/文 李霖/摄）

一儿童“硬糖果”
卡喉窒息

无锡地铁员工
20秒成功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