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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为了那些庄稼健康成长， 你风
里来雨里去，从未停歇过一天。长期
的操劳导致你腿上长出一条条蚯蚓
般隆起的线条， 医学术语叫静脉曲
张，但你不懂。你从未因那一条条时
常让你疼痛难忍的曲线寻医吃药，
总是咬紧牙关与它们抗衡。

其实你就是一条蚯蚓， 不停地
在地里松着脚下的泥土， 将那些贫
瘠的土地反复耕耘， 像伺候待产的
孕妇。 只为了它能为你产出健康茁
壮的宝宝———那一株株的嫩苗。 为
了泥土变得松软， 为了种子健康发
芽， 为了禾苗茁壮成长， 一把把铁
镐、铁锹、角锄、板锄、薅锄等劳动工
具被你柴扒似的双手使用报废。

你的身子在不停躬下起立中把
自己也变成了一张弯弓， 永不停歇
地射出一支支希望的箭， 尽管那箭
因自然或人为因素时常偏离“丰收”
的靶心，你仍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一个 “积劳
成疾”的词永远贴到了你的身上。每
当夜晚降临， 躺在床上的你便用痛
苦的呻吟为自己疗伤。当雄鸡啼鸣、
东方拂晓时你又脱胎换骨般一骨碌
从床上爬起， 简单洗漱一下便斗志
昂扬地走向眷恋的土地。在你心中，
那几声雄鸡的高歌， 那一缕天光的
照耀， 便是看病的良医， 治病的良
药，能将你所有病痛立马治愈，恢复
健康的身体。

即使连绵的大雨让你暂时逃脱
劳作的樊笼你也难得休息， 总要戴
上斗笠、披上蓑衣，检查那条呵护村
庄数十户人家的大堰。 一旦发觉水
流太大，有冲毁大堰的可能，你就立
即召集村人冒雨将大堰疏通加高，
将聚集的洪水引向山边的一条水
沟。你知道，若干年前就是那面山坳
的洪水将裴姓富户的房屋夷为平
地， 害得裴姓人家不得不背井离乡
另谋生路。 从此这个叫裴家坝的地
方再无裴姓人居住， 现在的村民都
是后来移居过来的。人们命名为“垮
塌湾” 的山坳如一口警钟立于村庄
的背后， 后来修建的大堰便成了预
警的绳索。 严防“绳索”断裂是保护
村庄的头等大事，绝对马虎不得。

你还要去检查那条灌溉十多亩
稻田的水渠源头， 而每次肆虐的洪
水总不给你留丝毫情面， 更不会尊
重你和村人辛苦付出的劳动。 待洪
水消退， 你又会带领几个村人开启
修渠模式，先将整个水渠检查一遍，
将灌入水渠的淤泥清除， 将泥石流
冲毁的地方整修加固， 再到水渠源
头， 搬来石头从河沟中重新砌起堤
坝，填上碎石泥土，筑实坝底，将河
水引入水渠。

六

你公而忘私的作风成就了你的
美名， 你拼命三郎的形象赢得了人
们的赞誉。你也得到了无数的荣誉，
你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光荣出
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劳模
大会。 这一个个荣誉如电量充足的
电池装在你身上， 你有了使不完的
劲、干不完的活、忙不完的事。 目的
就是带领大家改变村里的贫困面
貌。

你不是文人， 不会像诗人艾青
说的那样，眼里常含泪水，但你对这
片土地爱得同样深沉。 你的爱甚至
有些偏激，有些野蛮，将所有能种庄
稼的土地， 你都要将依附在土地上
的林木、荆棘和野草们清理干净，再
让包谷、小麦、洋芋们占据它们的位
置。

你知道那些山坡的土地也需要
植被的保护，但身为村支书，你更知
道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给国家交
够公粮的同时， 还要保证全村人不
饿肚皮。 你便用一道道石坎和那些
季节性的庄稼为土地换上新装。

庄稼们吸足土地的营养完成自
己的使命便潇洒离去， 它们不会像
林木那样用自身发达的根系时时呵

护脚下的泥土。 那些本就立于黄土
之上的石坎负荷能力也十分有限。
一旦暴雨肆虐， 土地便以泥石流的
方式向你提出强烈抗议， 多少次冲
毁你和村人辛辛苦苦修的梯田，淹
没你们流下多少汗水种出的庄稼。
但你很少抱怨土地， 你知道是自己
亏欠了它们。 每次都默默地带领村
人运来石头再将冲毁的地方修好，
能补上苗的抓紧补上， 尽量将损失
降到最低。实在错过补苗季节的，抓
紧赶种下一季的庄稼。

你也想出林木砍伐后的弥补措
施，带领村人在山坡地种上桑树、茶
树、棕树、核桃树、桐子树、橘子树等
经济作物，既可保护土地，又能增加
村民收入，你说这叫一举两得。尽管
这些稀稀拉拉的树木无法与曾经郁
郁葱葱的林地相比， 但至少让山看
上去稍微体面了一些。

七

你对新生活是充满憧憬的 ，你
说那一片片的田和地， 是为自己的
幸福生活奋斗， 没有任何不好好干
的理由。

后来为你成为身穿绿军装 、头
顶五角星的人民解放军。 你将对党
的恩情对军队的恩情时刻铭记于
心。 这是你一心要为村民办实事办
好事、 坚决完成政府交给的各项工
作任务的核心动力。 你说在你眼里
共产党就是天，解放军就是天，村民
的好日子就是天。 以致后来县政府
将你任命为脱产干部变成拿工资的
政府工作人员时你连续两次坚辞不
受， 你说贫困面貌没有改变你不能
离开村子， 你离不开这片你为之奋
斗多少年的土地。 颇有西汉名将霍
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似的一
腔豪情。以你特殊的人生经历，我相
信这绝对是发自你的肺腑之言。

八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各种病痛
越发严重，你卸去了村支书的职务。
没几年农村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 你活动的轨迹终于由全村的版
图缩小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遗憾
的是，家中的日子刚过得有些起色，
粮囤里终于有了陈年的余粮时，你
却离开了你深深眷恋的土地。

不知几位兄长是否告诉你 ，你
当初为之奋斗了数十年都未走向富
裕的村庄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你
常念叨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梦想早已变成了现实。 村里一部分
人靠养猪、养鸡、养羊、养蚕和栽种
茶树、桑树、药材等经济作物增加经
济收入，大部分人靠外出打工、做生
意挣钱养家糊口， 都过上了不为吃
穿发愁的日子。

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成了每
个家庭的标准配置。 人们烤火做饭
也很少用柴火了，基本烧的是煤炭，
大多数人家用上了电炉子、 电磁炉
和液化气灶，既环保，又方便。 除了
冬腊月用柴火熏腊肉， 平时村庄已
难见炊烟。 你当年曾为自留朳的树
木经常被人偷砍而烦恼， 如今漫山
遍野的树木也没人砍伐了。

公路已通到了村庄， 几乎家家
都买了摩托车， 有好些人家还买了
小汽车。 许多人家还修了两三层的
楼房， 听说只要二三十万就能修出
这样一套住房，设计得还很洋气。

从小学生到耄耋老人都拿上了
手机， 随时随地都可与千里之遥的
亲朋好友打电话，发短信，发微信，
还可在微信中视频通话。一机在手，
还能了解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当然，
手机的功能实在太多了， 我一时也
给你介绍不完。

村子对面公路旁已开了好几家
商店，日用百货、粮食蔬菜不需到高
桥镇就能买到了。

退耕还林后， 经过十多年休养
生息， 现在村子周围又是一片郁郁
葱葱的绿，和当年没有砍伐前一样，
那个曾经的绿水青山又回来了。 山
上野猪、野鸡、狗獾等野生动物也多
了起来。 二哥三哥搬到地势平坦的
裴家坝大院居住后， 你当年怎么也
舍不得离开的老屋基早被树林和竹
园乘机抢占了地盘， 只有老屋拆除
后留下的部分残垣断壁在顽强地抗
衡，提示曾有人居住的痕迹，但仍有
许多野草和苔藓“攻城掠地”，在坍
塌在土墙上扎下根须， 滋滋润润地
生长着。

其实不需我介绍， 你肯定也能
感知到，因为你住所周围，除了二哥
专门给你留的这块耕地， 其它耕地
已变成一片丛林。 二哥是懂你心事
的，知道你在生十分眷恋这片热土，
把土地和庄稼看得比命还金贵。 明
知种粮经济效益不大， 还是在你居
所前那片土地专门种了庄稼， 或红
苕，或苞谷，或洋芋，就是为了满足
你的念想。今年种的是油菜，这个季
节正是油菜花开的时候， 这片花海
簇拥在你的居所旁， 有蜜蜂飞舞着
辛勤地采着花蜜， 如当年在这片土
地奔波劳作的你。阵阵春风吹来，菜
花与野花的清香沁人心脾， 让人陶
醉。 你也一定闻到这些花的清香了
吧！ 你一定能感受到与你在生时不
同的春的气息。

有森林相依，有庄稼相伴，有母
亲相随，有邻居相陪，我相信你一定
是快乐的。 你的快乐绝不是因为此
时我给你烧的这几沓作为精神安慰
的纸钱和几滴酒水的清香。

（下）

红、黄、绿、白纸裱糊好的六个格子
门，红红的春联贴上了 ，大大的红灯笼
挂上了，阳光下的庭院 ，有了霓虹灯的
感觉，喜庆的年味，在春联的映红中、大
红灯笼的摇晃中更加浓烈了。

母亲在张罗着团年饭，父亲把堂屋神
柜墙上悬上了挂对，父亲自己撰写的书法
作品，贴在两边，就连我的、弟妹的床头墙
上， 也贴上了父亲给我们的励志条幅，一
个崭新的年岁在父亲的手中落成了。

吃完团年饭，父亲就领着我们去看
望祖先们，给他们送亮 ，这是父亲一生
中不变的规矩，传承烟火 、传承家风的
规矩。 父亲都要介绍这位祖先的生平、
事迹、作风和品德，告诫我们不能忘根，
要继承、学习先祖们的优良传统和美好
品德。 他的爷，是教书先生，走南走北，
教了好几代人，自学中医，脉理准，别人
看不好的疑难杂症，他给号了脉 ，下了
几服中药，药到病除。 攒不住钱，口袋里
有了几个，就救济了穷人。

夜幕降临，千家万户的红灯笼都亮
了，整个村庄漂浮在一片红雾里。 放炮

的少年们，在红雾里把喜炮放响，炸响一
片银白色的雪花。一枚一枚的冲天炮，像
个喝醉酒的汉子，拖着白色的尾巴，摇摇
摆摆上了天空，一声声炸响，夜空洒下万
朵多彩天花，慢慢落下，在红雾里消失。

母亲开始揉面团，准备包饺子了。平
时舍不得开电灯的父亲， 这时候把屋里
屋外所有的电灯都拉开， 堂屋里是一百
瓦的大灯泡，亮光穿过格子门，与屋檐下
的两只大红灯笼一起， 把五彩的光波洒
在了庭院里，庭院成了缤纷的大舞台。父
亲把木炭架满了火盆，红红的火苗子，陪
着揉面的母亲笑，不时，总有三五朵火花
炸开，在堂屋的空间里跳跃。 二弟、三弟
都要去城里陪他们的岳父岳母去了，我
陪着父亲母亲守年岁。 父亲把屋里的家
具又统统擦洗一遍，灯光下的家具，闪闪
发亮。 父亲狠狠心，卖了几百斤玉米，购
买了一台二手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为了营造彩色的效果， 父亲不知从哪里
买来一张十四英寸的彩色塑料纸， 贴在
荧屏上，塑料纸上红下绿，绿地和艳阳就
固定在荧屏上了。父亲早早地调整好“彩

色电视机”，等待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
会开始，这时候，母亲的饺皮也擀好了，
圆圆的饺皮，像一枚枚银色的圆月，落在
圆圆的筛子上，我们开始包饺子了。母亲
手巧，先包十几个“元宝”饺子，灯光下的
“元宝”射着微微的银光。母亲笑着说，来
年咱家里元宝满屋。 接着， 母亲包出了
“莲花”饺子，一朵朵盛开的莲花，簇拥着
“元宝”，紧接着，母亲按照我们各自属相
包出了饺子，我属老鼠，母亲惟妙惟肖地
捏出了四只老鼠，父亲属龙，八条龙栩栩
如生，绕着“莲花”，大妹子属鸡，昂首挺
胸的几只鸡，守着“元宝”，二弟三弟小妹
的属相都捏出来了， 唯独母亲自己的属
相她不捏。 父亲和我，笨手笨脚，只能捏
出传统的饺子。

父亲一边捏饺子，一边总结一年来自
己的得失，承包地里夏麦丰收了，秋季的
玉米歉收了，来年准备种一季油菜和一季
花生。 我也把自己一年来的教育工作做个
小结，把自己来年的计划与父亲讨论。 父
亲说，误了庄稼是一季，误了娃娃是一生
啊！ 我点点头。

饺子煮好了，我们围着火盆吃饺子，
团团圆圆的火盆，团团圆圆地围着，团团
圆圆的火苗，吻着团团圆圆的年岁。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父亲把瓜子、
水果、糖果，都拿了出来，摆在茶几上，不
停地催我吃。我陪着父亲母亲看春晚，陪
着父亲母亲一起笑、一起议论，守着红红
的火盆，守着红红的岁月，守着浓浓的亲
情。父亲不停地给火盆添木炭，火盆里不
停地蹦起火花，在温馨的年夜里，落入了
我的、父亲的、母亲的脖子里，灼得我们
哈哈大笑。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 我和父亲开始
放炮，几千响的“大地红”围着庭院，中间
摆放着一百响的礼花炮， 我们一起同时
点燃，脆啵啵的“大地红”和着春雷般的
礼花炮，一起响起来，夜空璀璨，大地流
银，顿时，整个村庄的鞭炮、礼炮都响起
来，红的雾、白的烟、五彩的花，包裹着村
庄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喜炮终于停下来
了，星星出来了，天光下来了，星天下的
村庄还浸泡在淡淡的烟雾里。

不知是时间领着我跑，还是我撵着
时间跑，我退休啦。

六十花甲，岁月如河水般流走。 十
七岁参加工作，辗转了近十个市县部门，
又回老窝， 为自己划了一个圆满的圈。
这机缘，是否巧合了人生的圆点理论。

单位的前身为广播事业局，局里有
局站合一的广播站。 我在广播站从事着
新闻编辑与采访工作。 作家路遥笔下的
高加林，他的新闻稿都是广播站播出的。
我是看了《人生》后，陡地羡慕起这个神
圣的岗位和职业的，恰逢县上公开选调，
怀揣着一支钢笔走进考场，幸运之神便
降临到我头上。

转了一个圆圈依然回到原来的单
位，单位分蘖散枝地壮硕了，除开广播，
有了电视，有了文化，后又融进了旅游。

人生无别嗜好，书倒是积了不少，退
休日近，每日用摩托带些回家。 退休日
到还没待通知来，交了钥匙，打了招呼，
两手空空两袖清风便悠哉游哉地回家。

单位人亲，我回了家，却记挂着我，
专挑了生日前两天为我举办简朴而隆重
的退休欢送会。 液晶屏幕上皴了浅红的

底色打了字幕，台案摆了鲜花，墙上缀了
七彩气球， 会场鲜艳而亮丽， 浪漫而温
馨。

落雪的冬天谁都喜欢的。早晨，岚皋
县城遇见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洒给了大
地一片洁净。下午，遇见了一场猝不及防
的惊喜，温暖涌起了我周身融融的感动。

同事们的一圈掌声把我唤回到现
实。 周身蕴藉着文艺特质的局长郭国平
贤弟开口言道：“老哥别多心，不见外，专
门没有提前预约，就想给您个惊喜！ ”

惊喜跌宕起伏。暖心的开场白后，屏
幕上出现了我的工作花絮短片。 片中有
十多年前蹲伏古碑前， 抄录碑铭搜集史
料申报双丰桥禁赌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照片， 有率领局干部跋山涉水安装
“村村通”解决村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
摄影， 有陪同省市行业领导下沉山村指
导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掠影， 有近期为
全县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讲授岚皋历史
文化的视频， 还迭现了牵头主编的二十
多部地方文化专著的书影。 真感谢从事
过电视记者的魏华别出心裁， 感动办公
室几位年轻人对我多年工作的翻捡。

儒雅的战友们向我赠送了儒雅的礼
品：一支英雄牌钢笔，一本古铜色的笔记
本，一盒飘逸着奶油香的生日蛋糕，一束
簇集了玫瑰、向日葵、百合、康乃馨、郁金
香、勿忘我的鲜花。笔记本封面和钢笔笔
筒上，镌镂上了“岚皋旅游”的 logo。眼观
笔，笔观心，笔记本里，战友们挨着为我
写下了或长或短、 或古或今的温热如春
的赠言。

同事们俊男靓女，内秀盈盈，座谈发
言盎然着与单位业务帖妥的气质， 滴沥
着文艺范儿，湿漉漉的，在人的心田里，
砸起一串串的水花。杨洁率先启齿，口吐
莲花， 言语有着散文诗般的美丽：“您融
情于文字，以笔作犁，躬耕俯首，承一片
文明， 载一方红光， 用脚步丈量岚皋山
河，用妙笔传承岚皋古树名木，用情怀记
载岚皋人文 ， 用热血谱写岚皋壮丽诗
篇。”石柳山话语犹如他的名字样嫣然着
翠绿的气息：“相处十余年，弹指一挥间。
您是尊长更是师长， 那些共同奋斗的美
好时光， 历历在目； 那些关心成长的话
语，声声在耳。如今您回归属于自己的生
活，在文学的大海里畅游，续谱夕阳曲，

再唱春牛歌。 ”
如此的文朋好友一长串， 如此的温

馨话语频频出。时令已入小雪，同事们的
言辞暖融融的，会议室里暖融融的。大家
你客气地述说，我适宜地响应，一段段，
一阙阙，转化自如，情愫荡漾，似笙似丝，
若埙若琴，有着水之花，有着月之竹，有
着冬之雪声，有着春之鸟啼。

我被感动了———这场退休时刻的遇
见，这场雪花飘絮时刻的遇见。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
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
个春天。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
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
我整个海洋。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
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
给了我整个枫林。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
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
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

座谈会上，我致了答谢词。 临末时，
按捺不住即兴的思绪， 这首诗冒出了我
的脑际，我朗诵了它。 它不是我写的，它
是当代诗人汪国真的作品， 诗名为 《感
谢》！

父
亲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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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今 大年的喜庆和酒香还未褪去，更加

热闹的元宵灯节又临了。家家新桃春联，
户户张灯结彩，村村镇镇花灯社火，锣鼓
喧天，处处呈现出盛世快乐的景象。 面
此情境，立时想起一个话题，一个关于龙
灯的话题，提起这个话题，不能不说到蜀
河的“战龙”，那个精致而华美的“战龙”。

旬阳的千年古镇蜀河，其建筑特色、
民俗特色、饮食特色、节庆特色等等实在
太多，曾经有很多人绘声绘色地说过，这
里不再饶舌。 今天说的这个关于“战龙”
的话题似乎没人说过。 他们说过的多是
“烧狮子”，以它作为蜀河镇元宵灯节的
特色。 其实不然，应该是“玩战龙”！ 在蜀
河的节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
“龙”。 “龙”分为“战龙”“滚龙”“水龙”三
种，另外还有“龙舟”。 这些“龙”中给我
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战龙”，至今时
时忆起，念念不忘。

“战龙”这个称呼在蜀河由来已久，
其所以称作“战龙”是因为它高大威武，
神力强大，降妖伏魔，驱邪除疫，“特别能
够战斗”。 其做法极精巧，耗资不菲，一
般在年景好时，向各家商铺募集的资金
多了，就做一次这种特别吉祥、彰显盛世
的“战龙”。 龙头很大，很威猛，龙颈“S”
形，高高伸起；龙节为方形牌灯，每两节

中间连接三个扁形灯，形成扁形龙身，中
间绘画龙鳞、龙爪和海水，显现着龙游大
海的气势；龙尾也是“S”形，与龙头对应。
年景差点，募集的资金少点，就做个简易
的，龙头小点 ，无 “S”龙颈 ，龙头直连龙
身；龙身圆形，用各色彩纸裹缠竹篾，扎
成圆环，将圆环密密地并列串联起来，里
面装进圆球彩灯， 再用十多节横圆柱灯
分段撑起，便形成龙身，龙尾也无“S”，是
个鲤鱼尾状。

这个战龙的出彩点重在龙头， 制作
非常费事，做得非常精美，彩绘得惟妙惟
肖，生动逼真。 嘴形大小开合适当，头部
轮廓流畅圆润，带着笑意与慈祥，不似有
些地方制作的鳄鱼嘴脸那般瘦长，丑陋，
凶恶。龙头的后部扎有三个扣环，与龙颈
上的三个扣环对应，插以铁栓拴住，形成
轴，如此龙头可以自由摆动。 出灯时，龙
头里点燃一二十支蜡烛，龙角、龙睛、龙
鼻、龙舌以及口中的龙珠，全亮闪闪的，
华丽炫目，美轮美奂！

龙的制作大约从冬腊月就动手了，
破竹，划篾，搓纸捻，扎制，糊纸，彩绘，刷
羊胶……一道道工序，一丝不苟。制作人
就住在蜀河完小的校园围墙外石坎下，
福音堂的房后，杨少武家院门前。我每天
放学总要跑到他那儿去偷看偷学， 然后

用高粱秆儿剥皮，折节，模仿制作，做得
似是而非。

龙头很重，玩龙头的人要膀大腰圆
的大力士 ， 还要在腰间缠上厚厚的腰
带 ， 把龙头的支撑杆稳稳地扎在腰带
上。 出灯后常常累得汗流浃背，不过每
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人 ， 如此方可玩儿
一夜。 战龙上街后，各家都要燃放鞭炮
迎接揖拜 ， 然后才能点燃花子喷烧玩
龙的人。 玩龙的人都脱光了衣服，只穿
一条红色短裤 ，头上裹了红头巾 ，身上
抹了鸡蛋清。 玩龙尾的人最最“沾光”，
有许多“二”人，腰上缠条腰带 ，上衣纽
扣解开，怀里揣满了花筒 ，左右手轮换
掏取 ，一个接着一个 ，不断烟花 ，专烧
这玩龙尾的人 。 “大雪 ”纷涌一般的烟
花喷在那人身上，又溅向四周。 更有使
坏者，专烧那人腋窝。 好在他身边有一
个拿着扇子的搭档 ，为他扇风遮挡 ，保
护着他，顺便也分享一些“雪花”。

华美炫目正气凛然的战龙， 舞动于
锣鼓声、烟花爆竹声、众人的狂呼中，除
了增添了节日的喜庆热闹外， 还寓意着
祈祷上苍，赐福人间吉祥，无灾无祸，无
瘟无疫，风调雨顺，太平安康。 就像那个
春联一样，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望。

这“战龙”同彩船、花篮、狮子等等

社火一样， 在元宵节的四个连续狂欢之
夜中，从正月十三一直玩到十六。十六晚
上玩过之后就要送灯。 送灯是把龙灯送
到蜀河与汉江交汇处的沙滩上， 鸣放鞭
炮，紧锣密鼓，下拜，拜过之后，遂将龙尾
平放在地面上， 然后一圈一圈地把龙身
卷上去，最后最上面放好龙头。 如此，蜡
烛自然就点燃了整条龙身， 熊熊大火腾
空燃起，在众人祈祷中，欢呼中，便把这
五彩缤纷的战龙送上了天空。

好惋惜，那么华丽的一条战龙！
更为惋惜的是， 这个制龙的技艺在

蜀河镇近乎失传了。曾经听一位朋友说，
在安康博物馆存有蜀河战龙的复制件，
就特意跑去楼上楼下、 里里外外寻了个
遍，哪里有啊！ 落了个失望而归。

所好，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四川自贡
市的战龙，它的制作非常精致、华美、大
气、威武，花子烧起来五彩缤纷，灿烂如
昼，热闹非凡，与蜀河的战龙有异曲同工
之妙，几乎一般模样。这才安抚了我失落
的心。希望有一天，蜀河有志愿者去自贡
市学回这套技艺， 把蜀河的战龙重新制
作出来，重新玩耍起来，传承并弘扬这项
特色文化，让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陕西省旅游文化名镇”内含更加丰富多
彩。

陪着爹娘守年岁
□ 张朝林

往事 并不如烟

感动是因为遇见
□ 杜文涛

世相 漫笔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 ，
我必行之。 ”近日，拜读学习了《让群众
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这部
著作 ，深切体会到 “人民 ”二字贯穿始
终，奋斗精神无处不在。 1982 年 3 月至
1985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
作的 3 年多时间里，始终与正定人民群
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生动展现
了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赤子情怀和从
政风范， 为广大党员干部担当尽责、为
民奉献树立了鲜活样本和学习典范。

心中有人民 ,前进有方向 ,行动有力
量。 只有到群众身边去，倾听群众心声，
切身感知群众的所需所盼，才能找到工
作的着力点，真正把事情做到他们心坎
上。 1981 年底，他怀揣“为群众做一些实

事”的价值追求，自愿放弃舒适生活，主
动提出离开北京到基层任职锻炼。他说：
“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
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那就是我在生活
中的位置。”言如其行，他到正定任职后，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无论是帮助群众补火车票，解决群众
卖菜难、卖奶难这样的小事，还是在全省
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条”广招
英才，走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这
些大事， 人民群众在什么方面有困难和
需求，哪些事对群众有利，他就向哪个方
向努力作为。正因始终心装百姓烦忧，一
心一意为群众谋福祉， 才为正定人民干
成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实事， 带领正定人
民实现了轰动全国的“正定翻身记”。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为人民幸福
而奋斗，光有满腔为民情怀是不够的，还
需要发扬求真务实、 埋头苦干的工作作
风。 在正定工作期间，他恪守“一定要树
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
风， 在走访调研了解到正定粮食高征购
导致群众吃不饱的真实情况后， 坚持实
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这一问题， 为群众
减轻征购，让人民吃饱饭。在推进改造农
村连茅圈工作中， 他先选两个大队进行
试点，对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确保高标准完成连茅圈改造工作。 务实
扎实的作风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法宝。 不
弛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坚持问题导向，
“实”字当头，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方
能做出实绩。

过硬作风不是自然生成的， 真抓实
干也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 离不开勤
于学习、善于钻研、注重总结，不断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练就高强的干事
创业本领。 他始终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
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坚
持在学中干、干中学，善于总结科学的思
路方法，找到破解难题的对策，努力克服
“本领恐慌”， 方能增强为民服务的真本
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为人民幸福而奋斗”，是每
名党员干部应有的奋斗姿态。 始终保持
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把改善人民生活、增
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在躬亲实践中不断锤炼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增强真抓实干的过硬本领，
方能以实干实绩书写出不负时代和人民
的合格答卷。

华美的蜀河战龙
□ 赵云中

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 刘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