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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吃柏壁焦家杏。这是因
为新绛县万安镇柏壁村是生我养
我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
的家乡，那里有我的家人，有我
的童年，有我爱吃的焦家杏。

相传唐王李世民率领大将秦
琼收复柏壁关时，在今新绛县柏
壁村吃了老百姓赠献的焦家大
杏，食后赞不绝口，并赐名“焦
家杏”。

1965 年 2 月，我出生在柏壁
村。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村就
有许多焦家杏园子，均分配给各
家各户管理。那时候，我家在本
队焦家杏园子有三棵大杏树。这
些 大 杏 树 树 龄 都 超 过 了 60 年 ，
且树皮不规则纵裂，呈黑褐色。
站在地上，我们两三个小伙伴手
拉手才能把大杏树抱住。这些大
杏树高 5 米以上，在距地面 1 米
高些的地方，树枝就分开了，我
们这些小伙伴爬上去很轻松。这
些大杏树树冠开阔，树形呈圆头
形，树枝为红褐色，叶片似椭圆
形，长约 8 厘米，叶面无毛。这
些大杏树花芽在枝侧集生，每个
花芽只生一花，花比叶子先开，
花瓣圆形，呈淡粉红色，果实近
球形，重 60 克至 80 克，果皮白
色，皮上有细柔毛，果肉为乳白
色，味酸甜，果核平滑扁圆，核
仁味苦。这些大杏树适应性强，
耐干旱，喜光，耐寒力强，宜生
长在沙性土壤上。

大 杏 树 早 春 开 花 ， 先 花 后

叶，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每年
3 月中旬，大杏树开了许多淡粉
红色的小花，如纱、似梦、像
雾，馥郁馨香，沁人心脾。远远
地看去，就像一片粉红色的云，
真漂亮！4 月上旬，正是焦家杏
褪去花蕾吐露青杏的时节，那些
怒放了的杏花里总是包裹着一个
小小的青杏。这些大杏树随着杏
花凋谢，开始长出了绿叶，伴随
绿叶而生的还有青青绿绿的小杏
子挂在枝头。小青杏们很快会探
出脑袋来，一天一个样，一天比
一天大。宋苏轼 《蝶恋花》 词中
有“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
时 ， 绿 水 人 家 绕 ”。 5 月 下 旬 ，
是我们小伙伴偷吃青杏的好时
节。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些等
不到焦家杏成熟而偷吃青杏的时
光。

那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可
没少偷摘过青杏。当时农村物品
匮乏，没有零食，青杏便成为我
们小伙伴最解馋的美味，偷吃青
杏成了我们小伙伴的一大嗜好，
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只要碰到没人看守的杏树，往往
就会偷着爬上树摘几个青杏，或
者趁大人不在，用小土块或者木
棍使劲向杏树枝头砸上去，青杏
便落下来。

对到手的青杏，我们小伙伴
想都不想，在衣服上蹭一蹭、擦
一擦，就吃起来，一边吃，一边
流着口水，就算酸得龇牙咧嘴，

把牙都酸倒了仍不罢休，还是一
个接着一个地吃。那时的日子真
是开心啊！如今，给我一把这样
的青杏，我肯定会觉得又酸又
涩，吃不下去。但那时的我不
会，吃多了大人还会说“吃多了
青杏，就不爱吃饭了”，所以只
能偷偷地吃了。

6 月初，焦家杏成熟了。硬
一些的酸甜，软一些的香甜，其
果肉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胡
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
分，除鲜食外，还可制成杏干、
杏脯等。焦家杏杏仁发苦，含有
杏仁甙，能分解出氢氰酸，对人
畜有毒，必须用水反复浸泡，或
用水煮一下去掉苦味，排出氢氰
酸，方可食用。我们柏壁村人往
往在处理好的杏仁中，倒上辣椒
油、香油、醋、食盐，用筷子搅
拌均匀，一道清爽可口的下酒菜
就做好了，其独特的香气总让我
情有独钟！

柏壁焦家杏不仅风味独特、
色泽艳丽，而且营养丰富，具有
良好的医药价值。其杏仁可入
药，具有止咳、润肺、祛痰、通
便等功效，常用于治疗支气管
炎、神经衰弱。

在我国，杏与桃、李、枣、
栗一起并称“五果”。谚语云：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
卖钱。”这是说杏树四年就开花
结果，开始收益，五六年就进入
盛果期。杏树寿命一般为 40 年

至 100 年，在适宜的条件下甚至
可活二三百年，有“长寿树”之
称。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我们柏壁村的焦家杏园子那
些大杏树因树龄过大，产量逐年
减少。当时，一个大杏树，仅能
采摘三五十斤。于是，村民陆续
将这些大杏树砍了，拉到县城饭
店当烧柴卖了。同时，村民栽培
了新的焦家杏树，让焦家杏在我
们柏壁村得以延续下来。如今，
焦家杏产量上去了，但青杏的口
味仍颇酸。当说起焦家杏或者想
起焦家杏时，就会在口中泛起一
阵阵酸来；当看到焦家杏时，就
会条件反射，不由得直流口水；
要是咬一口焦家杏，更是酸得呲
嘴倒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焦家杏对于许多在柏壁村生
活的人来说，有着十分特殊的感
情。尤其是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
的柏壁人，一说到吃焦家杏，大
都有酸酸甜甜的幸福感。我在新
绛县城工作 30 余年，闲了或是
想家了，都要回到柏壁村去看
看。在焦家杏快要成熟的时候，
我都会带上家人回村走一走、看
一看、摘一摘、尝一尝，柏壁焦
家杏的味道，让我重拾那些即将
逝去的浓浓的童年记忆！

柏壁村是我的家乡，焦家杏
是我的最爱。家乡的焦家杏，总
是酸倒牙，却也会甜到心。

我爱吃柏壁焦家杏！

柏 壁 焦 家 杏
■曾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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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亮 湖 ， 一 个 温 馨 恬 美 引
人入胜的名字，她被书写在内
蒙古自治区腾格里沙漠里，镌
刻在贵州省赤水市的红军长征
路上，镶嵌在辽宁省营口市的
渤 海 之 滨 …… 这 些 以 “ 月 亮
湖”命名的风景区，各有千秋，
各呈其美，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
旅游观光和休闲康养的理想胜
地。而今，夏县在中条山腹地开
发建设的月亮湖风景区，又为月
亮湖家族增添了一颗熠熠生辉的
璀璨明珠，她以其别具一格的姿
容彰显着中条山自然风光和人文
历史的无穷魅力。

我的老朋友秃头张和大个子
徐，退休后都成了旅游爱好者。
我们按照约定，8 月 16 日早上在
南风广场见了面。说来也巧，我
们随意叫住的一辆出租车的司
机，听说我们的去向后便呵呵笑
了：“我已经往中条山月亮湖送
过三次客人了，完全可以为老先
生们做兼职导游哦！”出租车不
到半个钟头，便驰临夏县的瑶台
山下，驶入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道道崇山峻岭、条条幽谷深涧、
片片原始森林，扑面而来，又疾
速退去，快乐的汽车轮子在泗交
镇和祁家河乡的公路上飞速旋转
一个多钟头后，“月亮湖景区欢
迎您”的红色大字，在绿树掩映
间豁然映入我们的眼帘。

月亮湖主景区位于四面环山
的长方形凹地里。置身其中，一
种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油然而
生。听景区解说员介绍，景区建
设者们在踏勘了中条山五十多处
山水景观之后，才把目光锁定在
这里。这里的山有的巍峨壮观，
有的险峻秀美，有的奇峰突起、
直插云霄，几乎囊括了中条山所
有的山势特征。以 0.78 立方米/
每秒的流量，由北向南横穿景区
流入黄河的祁家河，在悠长的峡
谷河道里尽情表演，把水的温
柔、水的猛烈、水的顽强、水的
团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沿途
形成飞流直下的瀑布、深不可测
的绿潭、令人惊呼的激流险滩等
多个极具观赏性的水文景观。这
里还时常出现雾锁群山、烟雨朦
胧和朝霞飞龙、天女散花等神奇
景象。这里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
事，这里留下了秦王李世民南征
讨逆金戈铁马的遗迹，这里曾是
游击队抗击日寇和驱赶阎匪的战
场。秃头张感慨地说：“这个风
景区，就是中条山山水画卷的浓
缩版，是中条山人文历史的典型
阐释。欣赏了月亮湖风景区，就
等于游历了整个的中条山！”

面对大自然恩赐的这轴难得
的山水画卷底稿，景区建设者们
以当代文旅观念和思维，进行了
大手笔的创作。他们首先在凹地

里的河流出口处，筑起了一道横
跨两岸山体的宏伟的挡水溢流大
坝，拦水成湖，形成的湖面酷似
一弯眉月。那天正好是农历六月
十五，是夜，清澈的湖水中晶莹
的圆月与白云的倒影叠印在一
起，微风拂过湖面，圆月时大时
小时聚时散，惹得满湖流光溢
彩，美不胜收。“月亮湖！”站在
湖边的几位建设者几乎同时喊出
了这个美丽的名字。于是，他们
便把原来的“夏县晋平黄河生态
旅游风景区”变更为“夏县中条
山月亮湖风景区”。他们在湖泊
西侧，依山傍水建设了面积约 3
万平方米的公共设施建筑群，宿
舍楼、办公楼、综合楼和餐厅鳞
次栉比，并由长廊与水榭等建
筑物和谐相连，浑然一体；他
们在湖泊东侧，按照山水走势
建设了民宿区，民宿区内的建
筑大多为具有当地特色的四合
院，设有单人居、双人居、家
庭居及团体居。他们并在湖内
建造了湖心岛，环湖建造了观
赏厅。这一系列建筑群体，本
来 是 为 游 客 提 供 的 服 务 设 施 ，
由 于 其 宏 伟 大 气 、 布 局 别 致 ，
并将古风古韵与当代民宿巧妙
结合，在整体上凸显出一种河
东建筑的特殊气韵和美感，现
在竟成了一道吸引眼球惊艳游
客的人工打造的景观。

月亮湖风景区的美艳和神韵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几
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陶醉其间，
流连忘返。徜徉在这仙境般的山
水人文画卷里，我们的感官之兴
奋、心灵之净化、性情之陶冶，
达到了历次旅游观光的巅峰。我
们与青山拥抱，与绿水对话，与
碧湖谈心，与俊鸟合唱，与蝴蝶
共舞，与山花亲吻，我们忘记了
自己的年龄，天真活泼得像孩童
一样。

第三天下午，我们坐在湖边
观赏亭里品茶聊天时，秃头张突
然站了起来，放大了嗓门。虽然
面对的只有我和大个子徐、司机
三个听众，他却像当年任县委副
书记时在大会上作报告一样，慷
慨激昂地打着手势说：“同志们
啊，中条山月亮湖风景区，是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当代人的审
美取向相结合，共同创作的一部
非常优秀的景观作品！与其他省
市的月亮湖风景区比较起来，她
有 五 个 明 显 特 点 ，第 一 ……”我
知道他一打开话匣子就没完没
了，把大家的聊天变成了独家演
讲，便故意咳嗽了一声，侧头问
大 个 子 徐 ：“ 老 徐 ，谈 谈 你 的 看
法！”大个子徐看了一眼被噎住
了的秃头张，诙谐地笑着说：“我
嘛，只说一句话——我更喜欢我
们中条山里的月亮湖！”

中 条 山 里 的 月 亮 湖中 条 山 里 的 月 亮 湖
■■姜全成姜全成

近日，我从县城回水头老家，看
到了久违的绿皮火车，心灵深处的
记忆又一次被勾起，将我带向那段
经常坐绿皮火车的岁月。

绿皮火车，是我国铁路运输史
上一种特殊型号的火车，因其外表
墨绿色而被人们称之为“绿皮车”。
绿皮火车，是远行的代名词，是连接
家与远方、梦想与现实的纽带。

说起绿皮火车，在村里我与同
龄人相比，最自豪的就是我是最早
坐火车的。小时候，父亲在运城和永
济医院工作，我和母亲常从水头站
坐临汾至风陵渡的通勤车（临汾铁
路局为铁路职工开通的绿皮火车，
为 方 便 沿 途 百 姓 ，才 对 外 售 票 上
客），去父亲单位逗留。其间，父亲和
我们一起坐绿皮火车到蒲州老舅厦
家探亲，在黄河边的小河里摸鱼。那
时我五六岁，跑着跳着，乐此不疲，
一路欢笑，至今难以忘怀。一年几次
往返于水头、运城和虞乡之间，水头
站成了我的始发站和终点站。

水头车站是夏县的“旱码头”，
是南同蒲铁路在夏县唯一的火车
站。车站有站台、调度室、站长办公
室、候车室、售票间，还有职工家属
院。车站外边的商店、饭店等有几十
家。水头粮站、夏县石油公司、水头
煤场、水头木材公司、水头货站、水
头粮油转运站、水头接运站、水头生
产资料公司、水头棉加厂、水头石英
厂等都建在附近，整个夏县物资的
供应和输出都要靠水头车站。印象
中，水头车站站台上的煤炭、木材、
化肥、粮食、棉花等各种货物总是堆
积如山。

记忆深刻的是全县的人都要到水头煤场拉炭
的事情。尽管煤场划分了各公社拉炭的时间，但为
了拉一小平车的供应煤，需要排队开票、装煤、过
秤，等候一两天是常事，偌大的煤场每天都是人山
人海。

另一幅画面又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那时
候，社会物品紧张，人们经济拮据，为了解决取暖
问题，距离车站附近的村民就在车站的煤炭转运
到煤场后，用锨铲、笤帚扫着拾炭，每人每次拾上
几十斤，用蛇皮袋装着背回家。从开始的几个人到
后来的上百人，煤场负责人便派人看守不允许扫
着拾炭了。老百姓又在晚上趁煤场看守人下班后
来拾炭，这样便发展成了人们常说的“偷炭”现象。

说起拉炭、拾炭的过程，没有经历过，如今的
年轻人是不会相信的，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那是
一生一段珍贵的生活经历，也是一段苦涩的记忆。
我今天写出来，让年轻人懂得他们今天的生活是
多么幸福，要好好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夏天的晚上，车站外靠近水头街十字路口的
夜市，各种小吃摊点人头攒动、生意火爆，车站广
场上，人们尽情跳着广场舞的欢快情景，至今历历
在目，记忆犹新。

记忆中，水头站是令我们水头人骄傲自豪的
车站，方圆几十里的百姓要坐火车南下北上去往
全国各地，都会选择到水头站坐直达或者中转车。
前些年因儿子在西安上学、工作，我曾多次从水头
站乘火车去西安，坐的就是绿皮火车。我乘坐次数
最多的是 K1164 和 K1165 两列火车，这是连接山
西、陕西与湖南省的一趟长途普客。我家离水头车
站只有几里路，每次都是步行到火车站。简陋的候
车室内，或站着或坐着很多等车的人，我挤到买票
的人群中买好票，便坐下来候车。座位是木制的长
条椅，非常结实，稍有一点年代感。入口的大门用
铁链锁着，检票时才打开，检票员拿着票钳把着道
口，一张张地从旅客手上拿过票夹一下才放行。

绿皮火车缓缓驶入车站，拉着响笛慢悠悠地
停靠在站台边。此时人们如黄河决堤般，一窝蜂地
向车门涌去。那些看起来很沉重的大小包裹似乎
很轻便，为了及早上车，往往是人还没有到车门，
手里拖拽的包裹先到了，堵得门口严严实实。穿着
制服的列车员似乎很无奈，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不
要拥挤，但往往无济于事。我拥挤着上了车，迫不
及待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车厢里弥漫着各种各样
的味道，车上的热气、汗水的味道、烟草的味道，还
有泡面以及卤鸡蛋的味道，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气息，是旅途的味道。而火车上
的乘务员，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的笑容和热
情，让旅途变得舒适，给人一种温暖的亲切感。

车厢里，各式各样的人们相拥着挤在一起：有
赶路的商贩，他们满载着期待，梦想着翻身的日
子；有来自远方的游子，他们怀揣着梦想，期待着
未来的精彩；有外出打拼的农民工，他们淳朴实
在，面目沧桑。他们的行李很少有时尚的拉杆箱或
者旅行包，多是蛇皮袋，或者破旧的布袋子。尽管
如此，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情。每个人都
在这绿皮火车上留下了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
都成了我那段时光里的宝贵财富。

在车上坐着，我总是喜欢透过车窗，看着广袤
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城市、星星点点的村庄、
飞奔而去的树林以及一闪而过的河流，心里非常
激动。坐上火车，我的思想就像插上了翅膀，自由
自在地飞翔，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满足。

旅程中，火车的速度恰到好处，尤其是绿皮火
车。七八十公里的时速，既能充分体验快感，又能
享受一段慢时光。我曾在水头站坐绿皮火车出差
呼和浩特，去北京、西安结伙旅游，去武汉探亲访
友。漫长的旅途中，夜幕降临，绿皮火车依然在奔
驰。那时车厢内灯光昏黄，仿佛一盏温暖的灯笼。
窗外星空璀璨，望着夜空中的繁星和远处隐约闪
烁的灯火，听着哐当哐当的声音入眠，周围陌生人
的鼻息甚至是如雷的鼾声，此起彼伏，并不觉得刺
耳，反倒让人踏实。

绿皮火车，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空间，这里是
最真实的人生百态。在车厢里，你会听到来自各行
各业的人相互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无论是
长途旅行还是短途出行，这里的话语都很坦诚。但
也不乏爱吹牛的人，人们却不在乎，出门的兴奋足
以让人有兴致去听他在那里说大话。他们对生活
的开朗态度，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

绿皮火车速度慢，大小车站通常都要停。它像

是一个时光的驿站，让人们有机会
下车透透气，欣赏车站的风景，或是
与亲友话别，或是在站台上买些食
品饮料，每一个场面都像是一幅流
动的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绿皮火车，不仅给乡村带来便
利，还带来了财富。在那个物品匮乏
的年代，人们通过绿皮火车载着面
粉、布匹、家电等物资，沿着铁路线
送往千家万户。我家的燕牌缝纫机，
就是托亲友从北京托运回来的。农
村大娘带着自家产的蔬菜、熟红薯、
鸡蛋等土特产，在车厢里叫卖着，绿
皮火车成了他们通往幸福的桥梁。
车厢里时不时还有声音传来：“让一
让，让一让啊！啤酒饮料矿泉水，花
生瓜子方便面，有需要的吗？”列车
服务员推着小车，穿梭在拥挤的车
厢里，用响亮的嗓音叫卖着，成为那
个时代独特的情景剧。虽然，最后真
正买下的人屈指可数，但经售货员
这么一“搅和”，许多人旅途的疲惫
感十有八九都给带走了。

车厢内，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绿
皮火车的旅人是天底下最自来熟的
人，虽然多而杂，甚或很拥挤，但车
厢内充满了欢声笑语与娱乐活动，
这好像成了一种文化。乘客们或聊
天或玩扑克或搭伙喝酒，互相交流
着彼此的故事。他们或讲述旅途中
的酸甜苦辣，或分享生活的感受，也
时不时叫骂几句。我喜欢听这些陌
生人的对话，从中汲取到一份独特
的人生体验。天南地北的人，天南海
北的话题，让这些人暂时组成了一
个小小的文化圈子。

绿皮火车是迟缓的，它见车就
让，见站就停。走走停停间，车内的
人也由稀稀拉拉变得拥挤不堪，人
满为患。记得有次“五一”假期游完

西岳华山返程时，站台上汹涌的人潮，慌乱的脚
步，拖儿带女追赶火车挤了半天也上不了车，好多
人就从车窗上翻身而入。情急之下，我们也学着从
窗户上进，我使出浑身解数托着妻子从窗口爬进
车厢里，然后相互帮助再把其他人拽上去。还没等
我站稳，火车就开动了。如此坐火车，想想就紧张。
我们一路站着，挤得大汗淋漓，又动弹不得，真是
苦不堪言。记得有一次小孙女从水头车站上车，觉
得有点内急，但车厢里实在太拥挤没法上厕所，就
一直憋了几个小时，到西安火车站下车才算解决。
现在回想起来，绿皮火车成了我们情感的载体，记
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

每年寒假春运时期是人最挤的时候。春节对
我们中国而言，不仅象征着冬去春来，辞旧迎新，
更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不管是风雪再大，车站再拥
挤，回家的旅程再艰难，也阻挡不了一年一度的返
乡大潮。当初各地火车站与汽车站都是人潮汹涌，
天气最严寒的时候要深夜排着长队买火车票，买
到票后还要在人群中挤火车。更有甚者都买不到
坐票，只能在狭窄的火车车厢中有一立足之地，从
始发站一路站到终点站，还不敢闭眼休息，须紧盯
着行李，严防着小偷。

我们付家庄坐落在峨嵋岭下涑水河畔，与南
同蒲铁路和 209 国道并行而过，上学路上习惯听
火车的汽笛声和铁轨摩擦发出的咣当声，与火车
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但孙子是在夏县城出生并
长大，小时候回水头老家，为了看到火车，我好多
次抱着他，与疾驰的火车赛跑。孙子瞪大眼睛好奇
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庞然大物，“铁龙”吐着浓浓
黑烟，发出狂躁的轰鸣声，耀武扬威地冲向远方，
大地在火车巨大的铁轮下发出震颤，孙子总会萌
发出无法形容的愉悦。时光的列车，一晃而过，转
眼间，高铁的桥墩拔地而起，当我还在寻思高铁的
样子时，那如箭一般飞驰的车厢在我眼前一闪而
过。我不由感叹，如今的社会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2017 年 7 月，同蒲铁路全线完成电气化改造，
实现了火车头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
划时代的飞跃，这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变化，怎不让
人为日益繁荣富强的祖国而自豪啊！

从此，水头火车站停止了客运服务，成为一座
只办理货运业务的车站。见证了水头镇的岁月更
替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的水头火车站，曾经
的热闹场面早已远去。我虽常常通过水头车站涵
洞，时常看到绿皮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呼
啸而过，却再也不能在家门口坐上火车出行了，这
让我内心五味杂陈、不无伤感。

如今虽然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已经成了主
流，绿皮火车依然在一些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3 年 7 月，运城开往永济方向的“水上列车”
运行后，非常火爆！“水上列车”参观的是运城
市解州段硝池滩、永济市伍姓湖及中条山，给人
一种车在水上漂、人在画中游的情景。这趟绿皮
火车，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旅行方式，
还带动了文旅业的发展，为永济市全域旅游增添
了强劲动力。

绿皮火车，是时代的印记，是童年的梦想，是
情感的港湾！在绿皮火车的轨迹上，我们找到了自
己的故事，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即使时光荏苒，绿
皮火车永远行驶在我记忆的轨道上。

如今，绿皮火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
而成了一道怀旧的风景。那些曾经乘坐绿皮火车
的人们，带着自己的儿女，再次坐上绿皮火车，去
追寻那段逝去的青春岁月。孩子们或许无法理解
父母心中的感慨，但他们依然会被绿皮火车所吸
引，被那段历史所感染。绿皮火车承载了我们那一
代人的独特情感和难忘记忆，如同一位沉默的智
者，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变迁。而在这片土
地上，无数的故事正在发生，无数的梦想正在起
航。

绿皮火车，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符号，代表着我
们童年的无忧无虑和亲人们一起旅行的美好回
忆；绿皮火车，是一种文化象征，装载着我们泛黄
的记忆和流逝的岁月；绿皮火车，是一位历史的见
证者，记录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祖国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我怀念那些载着我行走的绿皮火车，怀念那
段坐着火车探亲旅游的岁月！我祈愿绿皮火车带
着沿途人民的希望与梦想，带着中国的温度和速
度，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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