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9 月 5 日 ，32 岁
的我迎来人生中第一次乔迁，
父亲及兄弟姐妹从陕北洛川
历经十多个小时，辗转到达陕
西最南端的镇坪县———我工
作的地方，为我乔迁贺喜。

这天，父亲特意撰写一副
对联给我：上联是“新屋落成千
般喜”，下联是“初心不忘万事
顺”，表达朴素的喜悦之情。 父
亲曾经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
高中生，在农村算作是那个时
代的知识青年，当过 11年小学
民办教师。 他面对采访的县电
视台记者说：“这个喜是来自咱
们镇坪县党组织的关怀和帮
助，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爱
护，也是给我们全家这个喜。要
让儿子在镇坪安心工作，这个
万事顺就是让我在岗位发出自
己的光和热，把我学到的知识
奉献给这片热土……”

2016年，从成都理工大学
研究生毕业，按照县委县政府
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考入县
国土局。 没有住房，我到处寻
找住处，几次搬家，每年的房
租、水电超过一万元。 针对我
的实际困难，县政府出台了相
关住房政策，在住建、人社等
部门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三口
搬进了 75 平方米的公租房，
圆了我的住房梦。

多年的父子成兄弟。 入职的前一天，老爸
对我说，到了单位要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
我和你妈这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 总算将
你们姐妹四个抚养成人， 还是要感谢党的政
策好，家里的 16 亩果园，收入供你完成了学
业，找到了工作，我和你妈心里高兴。 望着老
父亲那被岁月留下沧桑的笑脸， 让我深深的
感触到全家人一路走来的艰辛。 父亲的朴素
教诲， 给我这个入职一年多国土资源的年轻
人，既有父子款款深情，也有朋友般的温暖。

我的家乡在洛川苹果之乡的一个小山
村。 小时候，一家 6口人的生计全在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20 亩耕地上，黄土高原上
的缺水、干旱、粮食不足和交通闭塞等因素是
我们那贫困的写照。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 从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程到现
在村村通公路，形成半个小时“经济圈”，从填
不饱肚子到现在吃喝富有， 从人均收入几百
元到家乡苹果走向世界人均收入几万元。 让
我深知土地对于农民、 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意
味着什么。 因此，还原生态，保护耕地，用自己
的知识做好国土资源工作，是我的初心。

县国土局长了解所学的专业后， 安排我
去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成为入职后的第
一份工作。 从事地灾工作已四年了，这期间，
每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之际， 不管是瓢盆大
雨，还是狂风骤雨，我们第一时间外出巡查重
要隐患区变化情况，多年来坚守岗位，实现了
全县连续 13年因地质灾害零伤亡。 这让我感
触到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自然资源事业向前

推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广大
干部群众的坚守，逐步满足山
区群众所期盼的安全感、幸福
感和获得感。

第二份工作是管理单位
的伙食，虽是一个小的集体伙
食，既要满足绝大多数干部职
工对饭菜美味、环境舒适的强
烈愿望，又要保障伙食经费的
充足，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做
了一番思考后，我将伙食分为
干部职工用餐、 普通工作餐、
自助用餐和包席用餐四个标
准，那就是饭菜的美味可口除
了厨师的手艺外，更多地体现
在蔬菜瓜果和粮食的绿色安
全。 多年来，我们一批批自然
资源干部不忘初心，既保住了
我国耕地的数量不减少，又坚
守了耕地质量不降低，不仅能
吃饱肚子，还能吃到饭菜的美
味可口，这对于一个人一个家
庭，意味着营养充足、身体健
康和正走向富裕，迈入新的时
代，正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
章。

2019 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教育深入开展。父亲的对
联包含着上一代人对的家国
情怀，让我明白“初心”的意
义。

“初心”，是我们做事最初
的愿望、最初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提
醒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人民就是
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如今， 我已是一名党龄近七年的 “八 O
后”。 转眼间，在基层从事自然资源工作的历
程，常常萦绕在耳边的父母初心、老师传授知
识时的初心、 入党时的初心及一名从事自然
资源工作的使命初心。 我深知在“小家庭”中，
是父母的希望，是孩子成长的阶梯，更深知在
社会“大家庭”中，不仅要遵守法规法纪，还要
常作为民有用之事的初心。 我深知自然资源
工作的担当和使命，更能理解“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 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者职责、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对一个地方、
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警醒我不忘初
心，既是对父母老师的感恩，又是对党和人民
的忠诚， 更是对自然资源事业的发展贡献自
己应有力量而努力奋斗！

如今，父亲的红色对联依然夺目，朴素的
真理，照亮我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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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7 月 28 日， 著名作家魏
巍惊闻黄正甫逝世。 由于无法抽身前
往武汉，就在北戴河海滨的沙滩上为
黄正甫写下：“星落楚天， 江风飒飒，
怀尔前驱战士；云横燕山，海浪漫漫，
哭我益友良师”悼念挽联。

1909 年 6 月，黄正甫出生于白河
卡子东坝黄氏望族。 幼读私塾和卡子
国民小学 ，15 岁到河南郑州就读开
封培文书院郑州中学，因参与学潮被
开除。 1926 年春，黄正甫前往湖北私
立武汉中学求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 ；10 月 ，经施季高 、刘治
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在武
汉、 郑州和开封三地从事革命工作。
1928 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国民党破
坏。 黄正甫住所被国民党宪兵包围，
被迫逃往祖母家。 之后，到上海寻找
党组织未果的黄正甫身染重病，从此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6 年春，黄正甫先后在河南新
蔡私立小学、郑州县立简易乡村师范
学校任教。 在郑州北街的一家小图书
馆里，就读郑州师范学校的魏巍与国
文教师黄正甫相识。 对黄正甫的初始
印象，魏巍在《无名作家忘年朋友》一

文描述到 ：“大约就在我 15 岁的时
候，有一个冬季，我几乎天天碰到一
个穿着大褂戴毡帽的中年人。他的面
色黄而憔悴，有点塌鼻梁，可是谦恭
而和善，显得很有修养。 见面时总是
向我点点头，挺和悦的。 ”黄正甫谦恭
和悦的性格、进步的思想和对文学的
热爱， 吸引影响着酷爱文学的魏巍，
俩人从相识到相知乃至成为无话不
谈的朋友。 在黄正甫的引导下，魏巍
成为一名追求进步、思想活跃和热爱
文学的进步青年。

1937 年 9 月，魏巍听到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就去征询黄正
甫的意见。 敲开门，只见黄正甫的书
案上堆满报道、鼓吹抗战的报纸和周
刊。 未等魏巍开口，黄正甫就激动地
说到昨晚做得一个梦：正站在战壕边
向一群士兵发表演说，被一颗飞来的
子弹击中倒下……待黄正甫平静下
来，魏巍谈了想去延安的心愿。 黄正
甫立即表示赞同，并给西安的两位友
人写信，请介绍魏巍上抗大。 送别魏
巍时， 黄正甫给了几块钱路上零用，
并放低声说：“到了那边，你查一查还
有没有我的名字。 ”此刻，魏巍才知道

黄正甫曾是一名共产党员。 虽然，魏
巍到西安错过了抗大招生的时间。 但
是，正如魏巍所说：“在一个青年人选
择人生道路的重要关头， 一个朋友，
尤其是一位长者，持什么态度，说什
么话，是至关重要的。 何况他寄以那
样炽热的深情呢！ ”

沿着黄正甫指明的革命道路 ，
魏巍又渡黄河到晋南洪洞县， 报名
参加了八路军 。 1938 年 ，魏巍如愿
入延安抗大学习， 毕业后奔赴晋察
冀边区，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
为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 而黄正甫
在送别魏巍后，毅然奔赴抗日前线。
1939 年冬 ， 黄正甫又辗转到了延
安 ， 先后入陕北公学 、 鲁艺学习 。
1941 年 ，黄正甫毕业后分配到陕甘
宁边区政府工业局工作 ，1942 年调
绥德师范地干班任教 。 1943 年 ，黄
正甫在绥德师范参加整风后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 。 1946 年 9 月 ，黄正
甫受西北局、 陕西省工委派遣回家
乡白河， 统战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
员六叔黄统并开展中共地下党活
动。新中国成立后，黄正甫主要在湖
北从事行政工作。

1959 年， 魏巍忽然收到黄正甫
来自武汉的信， 喜出望外地急忙邀
请黄正甫赴京相聚。 在北京， 阔别
22 年重聚首的一对革命挚友 ，感情
一如既往。 岁月能增添了彼此额上
的皱纹， 却无法抹去铭刻彼此心灵
深处的革命情谊。在纵情畅谈中，他
们天南海北话分别， 海阔天空说聚
首……此时， 已成为著名作家的魏
巍依然以师礼待黄正甫， 对黄正甫
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引导走上革
命道路，始终心存感念。 此后，俩人
的交往也转入了以文学创作为主 ，
一旦有新作就首先寄给对方看。 听
闻黄正甫卧病， 百忙中的魏巍立即
去信问候，并寄去药物。黄正甫去世
后，魏巍在发去唁电和挽联悼念老师
后，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无名作
家忘年朋友》以纪念黄正甫。 同时，写
信询问黄正甫家人境况，极力向刊物
推荐黄正甫作品。

魏巍与黄正甫 40 余年的革命友
谊源于对革命志向和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追寻，源于对文学艺术共同的追
求，是超越了年龄和世俗对朋友界定
的真挚革命友谊。

手机响了， 是一串没有标注的固
话号码。

我客气地问：“请问哪位？ ”
“领导，你好。 我是你表叔！ ”多么

熟悉的声音。
我笑了。立即怼过去：“表侄好，

有话请讲！ ”应该还有一句很俗的叫
有啥就放的话。可我没说。叫我把他
喊表叔的人是山，是我的初中同班，
安师旧友，毕业后，又在同一所九年
制学校共事多年。 后来， 我辗转多
地，在几个乡镇当了二十年“泥腿子
干部”。 而他，一直固守在太阳底下
最光辉的讲台， 在教师队伍人才济
济的环境中，荣升某初中校长。一番
调侃戏谑逗趣后，他说出正题。我们
一位二十年前同事的父亲病逝了 ，
叫我通知县城的几个同事去参加吊
唁。 末了， 还不忘贫一句：“你是领
导，你包车，把那几个跟你好的女同
事，带上，我负责把艳儿拉上。 ”

提起艳儿，我又笑了。 他却是我和
山当年的女友竞争“对象”。 30年前，我
和山都是光棍， 都想找个师范毕业的
教师，成个家。 于是，都瞅着每年 8 月
份，区文教组的教师分配文件。 那年，
“艳遇”来了，就有一个叫艳的教师分
到我们学校，是安康二师的。 听说 9
月 1 号，“她”将乘航班从汉江逆流而
上，来学校报到。 我俩都怀着同样忐
忑的心思，到汉江码头，去接那个叫
艳的“她”。 看着一个个趔趔趄趄娇娇
柔柔的走下翘板的女人们，只有两个
少女。 一个穿着白大褂，是乡卫生院
的护士。 一个是乡上电话接线员，都是
名花有主。最后下船的是一个男人。比
我们还要男人的男人，黑，胡子拉碴，
喉结突起。 肩膀上蓬着偌大的彩条布
袋子，里面应是两床铺盖。 手上提一只
粗糙的木箱，吭吭哧哧地蹦下船。 山径

直过去，一把扯下木箱，提起就走，嘟
囔着“大男人了，还叫什么艳”。 我附和
着说“就是，老黄瓜涂绿漆，装什么嫩”。
艳，现在在另一所中心校任教务主任。

在距离孝家不远的地方， 我们都
一前一后地停了车。 山坏坏地对我说：
“我把你的艳，给你带来了。 ”艳钻出车
门，俏皮地对我双脚并拢，啪的敬礼，
说：“报告，领导！ ”然后，给我一个熊
抱，把一双“猪爪子”，在我的背上拍
了拍。 逗得几个女同事哈哈地笑。 顺
着山的话题，我说：“我把你暗恋多年
的几个美女，也给你带来了。 ”本想幽
默，却气氛尴尬。 我分明看见美女中
的其中一位，嗖地瞟了一眼山，然后，
飞快地转过头，佯望着别处。 我庆幸
自己，把还有一句话，未说出来，那就
是“当年，她退还给你的那些明信片，
被我截留了，怕你知道后伤心”。 另外
一位，又是轻轻地剜了我一眼。 这一
眼，这么熟悉。哦，30 年前吧，有一次，
我们几人，都喝了点酒。 我僵着舌头，
说：“我们几人，咋一对都没有成？ ”她
就这么剜了我一眼，说：“你要感谢我
当年的不嫁之恩，要不，你咋找到现
在这么好的嫂子？ ”我忙附和说“是的
是的。 ”是的，当年，她若下嫁与我，怎
么会遇上现在这位资产千万的翩翩
儒商，怎么会住豪宅坐宝马？ 我们曾

经都是有过故事的人，不过，已是三
十年前了。 现在，岁月静好，波澜不
惊。

在一脸严肃的集体鞠躬后， 我们
都和所有的来客一样， 在流水席上落
座，大口吃肉，大盅子喝着自酿的拐枣
酒，艳还红着脸大声地说话。 伸着瘦得
像猿猴一样的胳膊，要和我们划拳。 山
小声说：“兄弟，这是白事，不能划拳。 ”
他扯着嗓子喊：“我叔都 85 岁高寿了，
在我们老家，要当喜事办哩！ ”惹得周
围的食客们，都停下筷子，看我们。 加
之，在我们跟前，已有几个客人，在转
悠，我知道，陕南的风俗，前客让后客，
只要我们一离席， 他们就会立即抢着
落座。 估计是怕他喝多了丢丑。 山说：
“艳，我们都少喝点，一会儿转去，我们
请领导，吃烧烤，喝啤酒。 ”

他才止了闹。 匆匆喝了几口汤，他
就嚷嚷着要走。 我知道，他是在操心着
下一场聚会。 在车上，他眯着眼，打着
呼噜，猛一惊醒，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领导，我也是个———官儿，教务主任，
哪个老师讲课不好，我就要批斗他，还
是学校支委，纪委———委员”。

终于到了山的学校。 我们准备挥
手道别。 烧烤真的吃不了了，加之，我
们明天都要上班，打卡，要按指纹的。
关键是艳确实不能再喝了。 艳却不依

不饶了，非要山请我们吃烧烤不行。
山说：“你还能喝， 可领导不能喝

了。 ”
艳说：“领导不能喝了， 我替他

喝———喝喝喝”，然后，又补上一句“你
才是领导，我们三个，谁年龄大，谁是
领导。 ”

说着，说着，他们两个都笑了，把
我们也都惹笑了。

艳终于有所酒醒， 给我抱了一下
拳，说：“喝一回酒，丢一回丑：吃一次
烟，烧一回圈。 ”还自嘲地说，我不是非
要想喝啤酒， 想找回我们当年喝酒的
气氛。 是的，我们当年，三人就着一包
花生米，喝干了两瓶子“绿豆大曲”，然
后，踩着月光，一身豪气，步行十里山
路，去劝返一位辍学男生。 差点把叫他
辍学务工的那位渣男老子， 按住捶了
一顿。 想起往事，我猛然生出感动，要
不是那学生抱住他爸的腿， 要不是艳
手持柴棒，在后边殿后。 我和山非挨打
不可……然后，艳就要去骑他的摩托。
我们忙去劝，叫坐我们车，送他回家。
他又是嘴不饶人：“我是没有———考驾
照，你们还以为我———买———不起车，
我是小教高级，相当于副县团级”。

我和山使了一下眼色，说“那是那
是”，不管是什么“级”，先把他塞上车再
说。 爬了 5 层楼，大概有四十多“级”。
我，山，和艳的媳妇，把死蛇一样的他
拽进屋。 媳妇真是好脾气， 给他擦了
脸， 把他在沙发上躺平。 为我们泡了
茶。 媳妇说要给我们炒几个，下碗浆水
豌豆面，醒醒酒。

媳妇嗔怒：“把你们这 3 个几十年
的死鬼。 ”

是的， 我们这 3 个 30 年的 “死
鬼”，还有其他的同学，同事，朋友，无论
岁月，无论其他，始终保持珍惜着，这
份朴素真诚纯真无染的凡人友谊。

作者有一个组织联络和交流创
作经验的平台，文艺创作者都有属于
自己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分为两类，
一种是官方管理的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管理的下属协会， 这也是主流组
织，还有一种属于社会团体，属于民
间组织。 一般来说，协会级别与我们
的行政级别有关联， 一般分为国家
级、省级、市级、县级，常态下，各级别
的会员的创作水平、创作成绩与他的
级别是相匹配的，每个级别的会员的
准入条件会随着级别的增高而提高
他的加入标准。 换句话说，一个从事
文艺创作的作者，级别越高，他所取
得的创作成绩就越高。

一般来说，各协会的准入程序均
是低级别协会向上一级协会推荐，然
后协会考核审核通过即成为会员。 对
于作者个人， 你是啥级别的会员，社
会各阶层或者行业内对你的成绩和
水准的看法有改变。 所以也就产生了
许多文艺工作者作品质量不高、数量
不多和成绩不大，热衷于通过各种途
径，想尽办法加入各级协会，以成为

各级协会会员为荣。
于是乎，安康文艺界个别从事文

艺创作的作者，作品没有几篇，连公
开发行的报刊都没发表过文艺作品，
却已经是省级作协会员。 还有一种现
象，写作者通过购买杂志社版面发表
了几篇文章的作者，竟然大言不惭地
说自己达到了省级作协会员标准，到
处找人推荐加入省作协。 还有一种情
况， 在我们的视野里也大量存在，有
些文艺创作者陷入一些文艺敛财机
构授予的假大空的名号不能自拔，这
类机构通过征稿给作者寄发获奖通

知、发表通知，吸引你加入一些山寨
文艺机构。 比如有一个作者的人物简
介表述：中国书法研究院吸收为艺术
委员会会员，被华夏夕阳红书画艺术
研究院批准为院士。 从这个列出来的
组织机构来讲有几个是国家认可的
正式机构？ 恐怕稍微知道一点文艺常
识的读者就知道这些机构给自己冠
以那些假大空的名号，满足一下那些
高帽子承载的虚名，甘愿被骗，甘愿
任人宰割，乐意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的钱袋子添砖加瓦。 而他自己不知真
伪反而沾沾自喜，以大家自居，在用

自己的金钱赋予的象牙塔里不能自
拔，可悲可叹！

每年中省作协会员申报公示名单
出来后，总会引起一些讨论，总有一部
分作者因为自己没有通过而抱怨，更
有甚者为了表达不满宣布退出某一级
作协， 说白了还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
酸。 笔者周围有一位搞了一辈子民歌
搜集与研究的老作家， 人家就没有主
动申请加入音乐家协会， 中国音乐家
协会主动来函吸收他为该协会会员。

当然， 也有少部分文艺创作者，
不屑于加入协会， 一门心思写作，当
大量的作品登上大报大刊，有眼光的
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走正规选题路
径连续出版十几本长篇小说，出版社
给出最高的版税，谁能说他的作品质
量低于哪个级别的会员呢？ 所以，我
认为，文艺创作者不要热衷于钻营加
入哪一级协会， 首先搞好自己的创
作，只有作品质量、数量到了一定层
级，一切关于协会会员都是水到渠成
的事，毕竟，文艺创作者的身份标签
是作品，而不是一纸会员证。

天气渐冷，裹着厚厚的毛衣披肩行走在
回家的马路上，华灯初上的小区透着浓浓的
烟火气息，隔着墙壁都能感受到邻居家中做
了什么美食？ 烧了多少菜肴？ 打开厨房的窗
户，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伴着滋啦爆炒的
声音，让我这饥肠辘辘职场人馋掉口水。 于
是也做了餐简单的饭来祭我的五脏庙，不得
不说，自己做的饭菜真香！

吃罢晚饭，感叹不经觉间又要到冬天，
搬出小太阳，一边烤着火，一边翻着书，思绪
却飘到九霄云外。 暖暖的火炉让我想起了
外婆的木炭火盆，瞬间外婆外公的音容笑貌
就浮现在我脑海中，心里立刻温暖了起来。

儿时每到冬天，外婆就会生起木炭火盆
以供取暖。 火盆制作很简单，找一个大的、
厚的铁盆放在大小适宜的木架子上，火盆就
架好了。 然后就是烧木炭，木炭一定要选择
外表是银灰色的才好，这种木炭干撒撒，烧
起来既没有黑烟也没有呛鼻刺激的气味 。
外婆家用的都是品质最好的银灰木炭，因为
那是我在农村的舅爷、姨婆们自己烧制，把
最好的背下山来孝敬城里的外婆。 山里人
朴实厚道、重情重义，这些木炭不知花了亲
人们多少工夫，从砍柴到烧制不能有一点闪
失，否则就出不了好炭。 这些炭就是亲情就
是爱，不但温暖周身也暖了我们的心灵。 外
婆外公珍惜这份情谊，所以舅爷、姨婆们回
山里的时候，空空的背篓里总是装满各式各
样的面果子、糖果、饼干、水果等，让他们作
为年货带回家，有来有往让孩子们高兴，就
是邻居看到了也算进城走趟亲戚，一脸的自
豪都装在背篓里。 火盆一旦烧起来就是一
整个冬天，白天加炭，到了晚上把一块未燃
尽木头捂进炭灰里留下火种，第二天早起再
加炭，火盆就旺旺地燃烧起来。

火盆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还是我的小
小零食加工厂。 外婆心疼小外孙女，总在炭
灰里放入土豆、红薯、板栗、白果等零食，用
炭灰捂干的零食比烤着炒着好吃，会有果木
的馨香。 一待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炭灰里面扒拉零食，因每次吃红薯吃得急，
总是烫着嘴唇。 这时外婆就会笑眯眯地抚
摸着头说：“吃慢点，小心烫嘴，都是你的，没
人跟你抢，看你都吃成小花猫了。 ”说完就
拿毛巾给我擦嘴擦脸。 我便幸福而甜蜜地
傻笑。 外公也是很讲究吃的人，最爱吃柿饼
夹熟核桃仁，也如金圣叹先生一样，说花生
米就豆腐干吃出烤鸭的味道。 只见他用炭
灰捂着核桃，然后在火盆上架上个铁丝撑子
烤上柿饼、豆腐干，同时还在铁丝撑子旁边
放上一搪瓷缸子茶水，咕嘟咕嘟地煮，然后
不断地翻面烤透再夹上核桃仁，等稍微凉一
些就可以吃了，那味道真是又香甜又酥脆，
真好吃！ 外婆总说我的馋嘴是遗传了外公

的馋嘴，外公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我的孙娃
不像我像谁？会吃的人都有福气。”我就重复
一遍：“对！ 会吃的人有福气，你们看我的肉
肉脸和肉肉肚子，这个就是福气。”说罢就嘟
起脸颊、拍拍肚子，惹的全家哈哈大笑起来。

火盆还是外婆“闺蜜”们的聚会所，因为
外婆有咳疾，所以烧火盆的时间比邻居家都
要早一些。这些小老太太们听说外婆家火盆
生起来了，就三五个的扎堆过来烤火，聊闲
话，做针线。外婆讲究，每次这些“闺蜜”们来
之前，她总是要把晒干的紫阳金钱橘皮丢进
火盆里烧，不一会儿金钱橘的香气便会袅袅
飘散，弥漫整个房间，格外好闻。 只见这些
“闺蜜”们围坐在火盆周围，把针线簸箕放在
腿上，一边纳鞋底、缝扣子，一边谝闲传，家
长里短地说着不少趣事。临到下午三四点的
时候，外婆便拿出几小碟零食来配着茶水招
待这些“闺蜜”，零食无非就是江米条、面果
子、果脯和冬瓜糖之类。 她们边吃边做边说
话，在其乐融融中度过快乐的时光。 直到如
今， 我都非常怀念那些和谐欢乐的日子，和
那些邻里间珍贵而美好的感情。

火盆还是同学们嬉笑偎依的取暖器。我
是个怕冷的人，到了冬天就手脚冰凉，就会
生冻疮，于是大姨就买了时新的电手炉，外
婆做了个棉花套给我保暖。 可是学校里还
有很多同学买不起这样的手炉也没有棉
花套，他们都是提着自制的迷你小火盆上
学。 小火盆很简单，就是一个铁皮盒子里
面装上煤球或木炭，盒子两旁打孔挂上细
铁丝就算研制成功。 上课时他们把小火盆
放在脚边烤脚，下课后那些调皮的男孩就
依偎在一起围着小火盆烤手、打闹 、玩笑 。
长大后同学聚会 ， 很多同学每每说起往
事，竟有很多的友谊都起源于那个小小的
暖暖的小火盆，那些依偎在一起共同取暖
的日子， 永远定格在我们童年的回忆里 ，
永远珍藏在我们柔软的心中。

现在想想蛮感慨的，自外婆外公去世后，
家里就再没用过火盆，现在取暖都用电炉子、
小太阳或者暖气， 可能除了农村便再也不用
火盆， 再也吃不到捂干的坚果和烤软的柿饼
夹核桃，那些美食都成为甜蜜的记忆。

记忆中的火盆和那些故事是一种怀念，
是一种乡愁，带着果木味道甜甜的温暖的乡
愁。 很多年，我的记忆依然停留在炭灰里扒
拉烤红薯的一瞬间， 停留在婆婆们的絮叨
里，停留在同学们的嬉闹中。 每次走过烤红
薯摊子时，看着摊主在铁炉上烤红薯叫卖的
情景，我便会想起童年围着火盆的那种惬意
温馨，于是挑上一两个软溜溜的甜红薯聊解
闲愁，味道却总不尽人意。但我相信，终有一
天我会再找出那种味道，那种被疼爱被温情
欢笑包裹着香甜的味道，袅袅不绝。

旬阳原创文艺作品活力足
本报讯 （通讯员 晓红 ）近日 ，

从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主办的“安
康市庆祝建党 100 周年原创文艺
作品征集活动 ”传来喜讯 ，旬阳市
共有 10 件原创文艺作品榜上有
名， 其中舞台类获奖作品 4 件，分
别为 ：王晓博作词 ，樊静 、郭力 、刘
炜等演唱的歌曲荣获一等奖，黄振
琼作词、张旬平作曲的歌曲荣获二
等奖，石晓红创作的快板荣获三等
奖，王晓博创作的歌曲《火种》荣获
优秀奖； 书画类获奖作品 6 件，分
别为 ：王关棣创作的国画 《铁甲风
云 》荣获一等奖 ，张兴运 、闫峰 、徐
鹏程 、张金江荣获二等奖 ，蔚世生

的版画荣获三等奖。
近年来， 该市广大文艺工作者

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 积极开展艺
术创作， 特别是本次获奖的作品采
用了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主题鲜明 、
构思独特， 充分彰显了旬阳深厚的
文化底蕴， 全面展示了全市群众文
艺创作新成果。

我市两名作者荣获
全省水利作品征集奖
本报讯 （通讯员 舒琳洁）11 月

25 日， 省水利厅发文通报全省水利
系统第三届水文化作品征集获奖作
品名单。 汉滨区水利局李永明创作
的散文《古井情怀》荣获一等奖，王

腊梅创作散文的《富家河，我的母亲
河》荣获二等奖，李永明撰写散文的
《秀水绕山城》《汉江一桥观水》，王
腊梅撰写散文的 《走进汉水防汛纪
念馆》荣获三等奖。

这些获奖作品展示了汉滨水
利人崇文厚德的精神风貌， 抒发了
汉滨水利人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
反映了汉滨水利人热爱水利事业的
崇高情操。

镇坪夕阳红合唱团
捐款支援灾区温暖过冬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力 ）寒冬来
临， 镇坪县夕阳红合唱团在县老干
局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2021 年镇坪

洪灾捐赠仪式，支持灾区重建家园，
帮助灾民温暖过冬。

此次募捐活动， 合唱团成员观
看了全县洪灾纪实专题片， 听取了
受灾情况报告，广大党员带头捐款，
成员们积极响应，大力发扬“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友爱精神，形
成了众志成城、 团结友爱的浓厚氛
围。 大家纷纷通过现场捐款，共为受
灾群众募集到 5000 元的爱心资金。
镇坪县红十字会现场接受捐赠 ，向
该合唱团颁发荣誉证书。

火盆的记忆
□ 任雪姣

文史 春秋

魏巍与黄正甫 40 余年的革命友谊
□ 蔡建中

往事 并不如烟

凡 人 友 谊
□ 夏崇庆

有关协会、会员及其他
□ 东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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