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70 年代初，襄樊（今襄阳）至重庆连绵 900 多公
里的大西南铁路陆续开工建设，到 70 年代末，全线贯通。 当
年的筑路大军和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段巴山工务车间的养
护大军， 在最艰苦的陕南巴山段 30 多年的铁路建设和养护
实践中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开创了中国铁路史上“以苦为
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务实创新”为基本内涵的“巴山精
神”，被中共陕西省委誉为“新时期的延安精神”。 2022 年，巴
山精神展览馆落成，成为全国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2024 年 5 月 18 日，由西安铁路文联分会和汉滨区文联
联合组织的“弘扬巴山精神，奋进伟大时代”采风活动，赴汉
中市镇巴县巴山镇襄渝铁路巴山精神教育基地，接受巴山精
神教育，进行灵魂洗礼。 这里发生在平凡人物身上的典型事
迹可歌可泣，英雄壮举荡气回肠，是巴山的路魂，是铁路的丰
碑，让人发自内心地去敬仰、去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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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首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成功举办
之后， 各方深感需要一首专门创作的龙舟节节
歌。 组委会遂向社会广征歌词，我也收到了征稿
函。 我虽不善歌词创作，但却一直热爱关注着地
方的各项文化活动。 写歌词不行，荐歌词该可以
吧! 于是我在著名词作家、省音乐文学学会主席
党永庵先生所著的《告别初恋》一书中，选定声乐
套曲《汉江音画》中的《龙舟圆舞曲》，抄寄汉滨区
委宣传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党永庵工作生活在安
康，曾在安康日报社编辑副刊。 秦巴汉水培育成
就了他的诗歌创作，安康相沿成习的端阳节赛龙
舟，自然也进入了他早期的词作。 那时安康对外
交通不畅，既无铁路，也无高速，汉江航运倒很发
达，江边码头木船成排簇集，帆樯林立，是当今的
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词作中的“醉了码头，醉了

帆樯”，正是那时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次年，第二届龙舟节举办在即，时任汉滨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的罗先余拿着我抄录的歌
词，直奔西安见党永庵。因是旧作，党永庵就着稿
纸做了几处修改，他还特意加上“把擂台摆在浪
尖上，看新天新地新安康”等着力推介宣传安康
的句子，让一首旧作焕发出新世纪的光彩。

这首词作经著名作曲家、西安音乐学院原院
长、 中国音协原名誉主席赵季平先生谱曲后，名
为《安康汉江龙舟节节歌》：“端阳的汉江，披着盛
装，醉了码头，醉了帆樯。 一阵阵锣鼓，一声声春
雷，汉江的节日，节日的汉江……”在第二届龙舟
节开幕式上， 由西安女歌唱家任慧现场首唱，一
举获得大家认可，遂被录制，成为此后每届龙舟
节必播必放的经典歌曲。它或作龙舟节主题活动
的开场曲，或成抢鸭子现场的伴场音，或为龙舟

横渡江面时的助阵乐，或当不同节目穿插中的背
景音乐。 如同央视每年春晚必要演唱的《难忘今
宵》一样，这首喜庆热烈，欢快流畅，打着安康龙
舟节特定符号，已为安康人民耳熟能详的节庆标
志歌曲，伴随着十多届龙舟节的连续举办，一直
播唱到今天。

后来党永庵先生虽又专为龙舟节创作了一首
《安康龙舟节节歌》（即“一江那个春水天上来……”），
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在第三届龙舟节现场演唱
过，但流传最广，播唱最频而又深入人心的，却是
这首又被称作《汉江的节日》的原作。

本来我已淡忘了荐词往事，随着每届龙舟节
的持续进行，随着这歌曲在宣传安康中的作用日
益彰显， 随着这熟悉的旋律不时在耳畔响起，不
经意间，我觉得自己也为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出
了份力。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
俱纵”，出自清代《格言联璧·持躬类》。意思是，节
俭就会有节制，有节制则百善都会兴起；奢侈就
会放肆，放肆则百恶都会放纵。对个人来说，节欲
戒奢，有利于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奋发向上的干
事劲头，实现自身价值；对家庭来说，勤俭自持，
精打细算，才能丰衣足食、家业永续。

尚俭戒奢以修德。尚俭戒奢不仅是一种优良
习惯，更彰显一个人内在的修为品德。 诸葛亮在
《诫子书》中有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司马光
也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 ”节俭朴素之人，深
谙“身外之物不在多，够用就好”的道理，从而摆
脱了心为物役的束缚，节制有度，知足常乐；懂得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的内涵，能够自觉珍惜劳动成果，摒弃奢侈
浪费、攀比虚荣思想。 他们明白“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哲理，不等不靠，勤俭自强，奋发进取。

尚俭戒奢能养廉。 俭与廉相辅相成，俭则寡
欲，不生非分之想、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廉则
守正，不妄取不妄行、不为名利所累，自然能俭朴
生活、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从而远离灾祸、行稳
致远。古往今来，许多为政者都把俭朴生活、廉洁
从政作为毕生追求，克己奉公、一尘不染，浩气长
存、留名青史。

尚俭戒奢可立身。 明代《袁氏家教十则》中“尚
勤俭”一条写道：“勤者，所以专其志也，志专则业
精，业精则人无旷职，此成家之本也；俭者，所以节
其用也，用节则积厚，积厚则饥馑无虑，此起家之
源也。 ”勤俭节约，不仅能积累财富，使家底殷实，
还能磨炼心智，激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
力，奠定成长成才、立身立业的基石。 宋代右谏议
大夫司马康谨遵“俭能立名，侈必自败”家教，一生
审慎俭素、勤廉方正，留下“为人廉洁，未尝言财”
美名。

尚俭戒奢能兴业。 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
目睹了毛泽东住在简陋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
上、 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
的、林伯渠戴着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而不怕轰
炸的 “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
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
土糊的墙为黑板”……从这些细节中，他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伟大力量，并称之为“东方
魔力”“兴国之光”。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社会怎样发展，成由勤俭败由奢，始终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尚俭戒奢上
更应带头示范，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
道理，从一丝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做起，把
尚俭戒奢当作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让艰苦
奋斗成为自觉追求、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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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满目苍翠，走在汉滨区牛蹄镇朝天河村沟沟
壑壑，麦子刚收，水田如镜，到处是生机盎然夏收夏种的诗
情画意。 一丛丛嫩绿的艾蒿随风摇动，浓郁的艾叶清香扑面
而来，沁人心脾。 于是，想起爷爷用艾蒿做成的火把，曾经照
亮多少老乡脚下的路，也照亮了漆黑的夜晚和蜿蜒的山村。

老家住在朝天河村龙王庙以上的地方， 过去以产苞谷
小麦和兴桑养蚕而兴盛，7 个生产队人口一度达到近千人，
这里土地宽广，山路崎岖，勤劳的乡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或在沟沟峁峁生产劳动，或去相距甚远的集市赶场，或为左
邻右舍张罗喜事，或到几十里开外的院落看戏看电影，时常
起早摸黑，早出晚归，没有手电、没有路灯，很不方便，摔倒
跌伤甚是危险，若是雨雪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爷爷见艾蒿
既可照明用，也可驱蚊虫，又省钱又实用，就把一沟两边齐
肩高的艾蒿割倒，用背篓背回来放在院坝里露晒，等到茎秆
和艾叶干透，用葛条藤或竹篾扎成拳头粗的火把，搭在屋檐
上，有一年爷爷逗着让我数一数，正好 123 把，我们家由此
就成了乡里乡亲往来歇脚的驿站和黑夜里那一抹光亮的原
点。 记得有一次，五队一杨姓人家娶儿媳妇，吃罢酒席闹完
房，已近深夜下起大雨来，送礼的、帮忙的、看热闹的淋得浑
身湿透，连忙跑到我们家里，把一大摞火把争抢一空，喜庆
的唢呐，红红的蜡烛，明灭的火把，就像火龙一样绵延几里
路，如同星星点灯闪亮在黢黑的雨夜。

我婆也是贤惠人， 从老辈人口口相传中掌握了一些治
疗普通病症的“土方子”，经常到沟边上和坡地里采摘艾蒿、
紫苏、鱼腥草、米剌子等野药材，撵成粉末用旧土布分门别
类装成小袋，遇有头疼脑热、虫咬生疮的，拿出来或加热外
敷，或熬煎口服，治好了不少人的小毛病。 我年小贪玩贪吃，
有一次不知道吃了啥东西，上吐下泻，疼得嗷嗷哭，婆急忙
取出一个土布袋烧热敷在肚脐上， 又把另外两袋熬成药汤
喂了半碗，没过两个时辰果真不疼了，感觉好神奇。 原来，艾
蒿是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有浓烈香气，是一种中
药材，其味苦、辛，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湿、抗菌抗炎
等功效，当地至今仍然还保持着端午节插艾蒿、洗艾叶澡的
习俗。 难怪婆说艾蒿浑身都是宝呢。

盛唐诗人李白曾仰天大笑“我辈岂是蓬蒿人。 ”视蓬蒿
为荒野之草、无志之士。 其实人们对艾蒿的厚爱由来已久，相传，武王身边有一位名医叫萧艾，
一天，他泻痢多日卧倒于军帐中，为了医治病情危急的将士，他带病出诊，不小心被驱蚊的野
草火堆绊了一跤，被火烧伤。 当他给将士诊治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病痛痊愈了，只是身上有
好几处伤痕。 于是他突发奇想，用无名野草点火烧灼病患身体的相应位置，凡是被烧灼过的将
士病情都好转了，武王大赞萧艾，萧艾不敢居功，答曰：“此乃野草之功。 ”武王遂宣告全军：“野
草本无名，从今以萧艾、艾蒿之名名之。 ”古人对其也赋予诸多美誉，如尊称老者为“艾”，形容
年轻美貌女性为“少艾”，《史记》把太平无事也写作“艾安”等。 艾蒿不择环境，多生长在沟边水
畦、阴坡潮湿之地，不与桃樱争艳，不与梅兰争宠，经秋杀、
耐寒冬，春风吹又生，顽强成长。 作为食料，充饥果腹，曾是
达官显贵餐桌上的宠儿， 如今青蒿更是人们喜爱的时令菜
蔬，也是喂养牲畜的好饲料，艾蒿作为药材，疗伤治病，既是
药到病除的“神仙叶子”，也是随处可见的大众药方，干枯的
茎秆是上好的柴火，燃起万家烟火，做成的火把星火闪烁，
照亮路人前行。“书剑同三友，蓬蒿外四邻。”艾蒿不惧风雨，
从未索取，蓬蒿可食用、可入药、可生火，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毫无保留献出了自己的所有，那不事张扬、贫富不移、无
私奉献的品格让人心生敬意，值得礼赞。

爷爷和婆几十年来如一日，割艾蒿、扎火把、照路人、治
病人，给人以光亮，与人以方便，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
抹不去的印记，也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做好事、行善事
随处可为，勿以善小而不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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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乡谚拾零
□ 黄开林 搜集整理

人在 旅途

巴 山 精 神 礼 赞
□ 丁天

我为龙舟节荐歌词
□ 张胜利

往事 并不如烟

世相 漫笔

俭则约 侈则肆
□ 刘松

文史 春秋

石泉有块民赠古匾
□ 谢守毅

吃饭端大碗，干活翻白眼。
讽刺忒能吃饭、干活不中用的人。 饭量

大，却又干不了重活，硬着头皮非要去干，自
己翻白眼不说，还遭别人白眼。 缺吃的年代，
说话老瞅着吃食，并且尖酸刻薄，是常有的
事。

有了一顿餸耸，没得敲扁桶。
多用来讽刺那些不会省俭过日子的人。

有了就瞎吃，撑得肚儿圆，没得了就挨饿，常
叫人不耻。 扁桶，过去农家装粮食的工具。 耸
（原本想写提手加双，手机无法显示，便改此
字），读第四声，恶狠狠地说出。 有了粮食，恨
不能一顿吃光，没有粮食了，逮到装粮食的
扁桶敲打。

有柴一灶烧，有米一锅熬。
过日子要勤俭持家，细水长流 ，吃了上

顿还要考虑下一顿。 图一时受用，弄个肚儿
圆，下一顿就要挨饿。

听三不听四，叫你砍柴你砍刺。
柴和刺虽然都能烧，后者扎手 ，谁都不

愿意碰。 多用来讽刺那些还没听清主人的意
图和吩咐，匆匆行动而做错事的行为。

信神信鬼，捏鼻子哄嘴。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神，要信也是自欺

欺人，捏着鼻子哄眼睛。 用“哄嘴”是为了押
韵，上口。

要人抱在怀里，不要促到岩底。
用人时称兄道弟，显得很热情 ，用罢了

如弃敝屣，不再理视，甚至落井下石。 讽刺那
种势利、短见、过河拆桥的人。 促（còu），掀和
推的意思。 岩，方言读 āi。

洗脚不如洗铺盖 ， 洗铺盖不如翻转来
盖。

正话反说，看其是顺着懒人的意 ，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意加重语气，实是嘲笑
挖苦，讽刺那些又懒又不讲卫生的家伙。 有
时也用来为自己不洗脚的行为打圆场，自圆
其说。

笑人前，落人后，落到后头滂屎臭。
多数是在遭到别人耻笑时的反击语。 意

思是：你这阵子莫笑我，你背时的时候比我
还惨。 滂臭，形容很臭。 岚皋方言里类似的说
辞很多，如揪酸、寡淡、喷香、抿甜、昂苦、巴
涩。

算回命，三天闷。
算命是精神寄托，也算心理咨询 ，开导

而已，当不得真。 意思是不要随便算命，免得
八字先生说出不好的话，弄得自己几天闷闷
不乐。

一个猪儿一根绳，一个太公一条洪。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路数或风格。 就像

领导的更替，大多会重提口号，另搞一套，新
人不理旧账。 洪，放排、放船的航道，也就是
主洪流。

一把胡椒顺气，一颗胡椒也顺气。
安慰语。 多少给点好处，让人心理平衡，

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人心要实，火心要空。
诚实的人朋友多，都愿意打私交。 灶里

的柴塞得过多，浓烟滚滚不燃明火，抽掉一
些留些空隙， 火一下子就会燃得更加旺势。
还有一句，“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多数时候
用在教别人怎样烧灶火上的。

十个指头有长短，山中树木有高低。
人的本事是有差别的。 使用调配时要因

人而异、量体裁衣，尽量用人所长。 高低对长
短，工稳，平实，恰到好处。

久在河边住，等个鳖上树。
瞅机会整人的意思。 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总有一天你会栽在我手里。 也有只要坚
持、总有一天要时来运转的意思。

三人当六面，不怕找筋绊。
当面说的话、做的事，旁边还有证人，就

不怕过后找麻烦。 筋绊，即麻烦，或叫官司。
火疖子偏在热处生 ， 麻绳子偏擀细处

断。
有些事情偏偏在紧要关头出麻达，也叫

瞅短见。 火疖子，上火时身上生的一种疮。 再
结实的绳子，如果粗细不匀，最先断的肯定
是细的那一截儿。

礼多人不怪，油多不坏菜。
“礼”可以是礼物，也可以是礼貌 ，这两

样东西再多，人们都不会嫌弃。 常识告诉我
们，炒菜多放油，能多存储几天。 其实，炒菜
时油放多一点，对菜的质量影响不大，反而
口味好些。

有话说在面子上，有肉切在案子上。
有话当头抵面说，不要背后议论 、杂讲

人。 后半句衬托前半句，肉不切在案子上还
能切在膝盖上？

求官不到有秀才，讨米不到有口袋。
鼓励人多交往，不要好面子。 求不到官，

秀才的身份还在；讨不到米，口袋不会丢。 好
多时候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敢于求人、不
怕伤脸。 常言道：脸放厚些，吃得够些。

自己尻子流鲜血，还给别人医痔疮。
痔疮犯了一般都要流血 。 尻 ， 方言念

gōu。 尻子，也就是屁股。 你自己都不得了，还
在管别人的淡闲事。 这句与“自己的稀饭吹
不冷，去吹别人的冷稀饭”有异曲同工之妙。

烧香不敲磬，老爷不晓得信。
有贴了桐油不显光、做了好事没落到好

的意思。 送礼要让收礼的人知道，不然就瞎
搞了（白忙活了）。 老爷指神佛，也有把祖人
这样叫的。 磬，庙上的一种法器，可以敲击出
有节奏的响声。

光看到贼娃子吃肉 ， 没看到贼娃子挨
打。

只羡慕垂涎别人的成功， 得到的好处，
没见到别人成功背后的付出，流血流汗的艰
辛拼搏。

（之四）

石泉县中池镇西沙河村有处 “陈家院子老
宅”，宅中现保存有一块民赠“秉义周急”古匾。

陈家院子老宅据推算约建于清嘉庆年间，距
今近 300 年历史。 陈家老宅是一座大大的四合
院，由前厅、天井、南北厢房、正厅组成。整个框架
墙体为砖、土、木混合结构，青瓦粉红墙。 脊头有
多种造型砖雕脊梁动物，栩栩如生。 正厅大门上
方的一块最大的额题为“积善余庆”四个大字，大
门头上的额题为“国恩遗续”四个字，正厅和厢房
屋架为穿斗式。 过天井第一间退堂的额题为“忠
厚平和”四字。从外观看，陈家老宅整个建筑是前
有宽敞的大院坝，后面是“四水归堂”正宗山势四
合院，为二进式农家庄园，鳞次栉比的老屋早已
被风雨侵蚀褪下了明丽的色彩。因山水地貌与宅
院浑然天成，使人仍感自然和美、宏观大气，既简
朴而宁静，悠久而亲切，古老而柔美。

老宅正厅退堂左边的木架上安放有一块
“秉义周急 ”大木匾 ，长约 2 米 ，宽约 1.2 米 ，厚
约 12 厘米。 从这块模糊不清的大匾上，可以清
晰地认准的四个大字“秉义周急”，在“义”“周”
之间 ，可以勉强辨认的几个小字是 “众里 ”，下
面一行是 “顿首赠”。 从匾首的小字可以辨认
出，赠予对象为“陈一”。 按古体碑文篆刻排列
“众 ”在上 ，“里 ”在下 。 根据 《康熙字典 》注释 ：
“古地名，音党。 谨按所引出玉篇，今照改。 五百

里改五百家。 ”按照现在可以理解为“五百家民
众，低头含胸崇敬赠送。 ”大匾的落款时间为嘉
庆五年 （1800 年 ），重刊 （因为该匾陈而旧脱漆
掉色 ）于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 再看 “秉义周
急”四个字，秉即秉持、坚持，义为道义或信念；
周急：周济困急。 “秉义周急”四个字可释为：秉
持道义、扶危济困的意思。

再从“众里”的含义去分析 ，陈家老宅的先
辈陈一老前辈，在 224 年前，也就是在陈一老前
辈从青年时期到中壮年时期，他就是一个相当
殷实的家庭，证明陈一老前辈在先后几十年当
中，已经为当地近邻（至少五百户家民众、穷苦
百姓）周急过。 尤其是三里五乡或四周近邻，遇
到大灾之年 ，粮食颗粒无收 ，在这样的环境之
下，每个人都人心惶惶，陆续出现灾民。 这时候
陈一老前辈要么开仓放粮，要么熬粥救济 。 当
灾民遍地 、饥饿难耐的时候 ，他只能用熬粥的
方式多赈灾一部分生活艰难的百姓。 陈一老前
辈就是这样一位十分受四周相邻和众人尊崇的
人。 陈老前辈不仅本人立善立德 ，其他成员也
积极响应他的善举行动。 所谓“众里 ”，即今天
的“乡党、亲友、朋友，乃至素不相识、或许讨米
要饭的穷人等等”。 这充分说明陈一老前辈及
他的家人一样 ，都把善举放在首位 ，对三邻五
舍、或方圆百里的人，需要得到支持、帮助甚至

周济苦难， 他都解囊相助， 周急他人。 因此获
“众里”赠“秉义周急”大匾一块。

现如今这所宅院的陈氏后人有兄弟三人，一
直在老宅居住的是长兄陈长贵，一位退休多年的
人民教师。 陈长贵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 初
中毕业后就入伍参了军，复员后加入人民教师行
业，一干就是 35 年。陈老师在讲台上传道授业几
十载，真正做到平凡与伟大、坚守和探索、奉献与
收获。据陈长贵老师的学生说，几分耕耘，几分收
获，只为感恩社会，立善立德，修身养性。其 30 多
年教育生涯， 无不承载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
爱、执著追求。 正因为工作优秀，品德高尚，一心
育人，立善立德、修身养性，陈老师成了学生最喜
爱和尊敬的老师之一。

陈老师及其家人 ，受到前辈 “秉义周急 ”的
熏陶， 在言行举止上奉行 “立善立德， 修身养
性”， 良好的家风传承在他身上重现且继续弘
扬。 陈老师的家中还有一位 87 岁的老人，名叫
陈振喜， 从辈分上说， 老人应该是陈长贵的祖
父那个辈分。 老人身边没有儿女和亲人， 在他
50 岁时就和陈老师一家人一起生活了，37 年过
去， 老人的日常生活料理或者三病两痛等等 ，
都有陈老师及家人看管、 伺候。 正因为得到陈
老师一家人的精心照顾， 现已耄耋之人， 身体
依然硬朗，健康状况还不错 。

土语 乡音

秦巴腹地山重山，子民难见天外天，
一生梦断黄土地，从未东出入楚关；
李白惊呼蜀道难，最难当属白石岩，
一夫持刀阻千军，半壁徘徊南飞雁。
晴天白日无霞光，漫天浮云遮望眼，
卧虎长啸黑水谷，猿猴哀鸣青峰巅；
茶马古道垒白骨，骡马跪行悬崖边，
建国方略定大计，誓破秦塞通人烟。
当年备战修三线，百万大军重入川，
军人民兵学兵连，千座桥隧斩天堑；
十八青春铸忠魂，烈士墓园护平安，
血肉之躯战长龙，从此海接大西南。
筑路大军刚离去，护路铁军上工段，
栉风沐雨同日月，保障畅通不回还；
爱岗奉献莫言苦，斗罢艰险心中甜，
汗水浇灌混凝土，自信铁锤舞钢钎。
筋骨疲惫精神爽，半幅球场尽余欢，
快乐融进小奥运，一根草绳亦夺冠；

相逢相处情谊深，路地同心作贡献，
互敬互助传美名，巴山镇上凯歌旋。
道钉夹板碎石子，钢轨延伸水云间，
巾帼挥臂飞云桥，须眉铁肩斗洪险；
钢铁之躯解和平，通宵达旦战犹酣，
洞内施工洞内眠，箩筐为床梦成鼾。
管煜说媒成双对，美英亏子上云端，
吴磊破防阿里云，刘玲攻克渗水滩；
绘画巴山苏光辉，少阳高歌新家园，
路魂化成巴山鼎，鉴证岁月祭流年。
高山流水百花鲜，襄渝长龙有情缘，
深圳速度出效益，巴山精神稳路盘；
吃苦为荣站位高，艰苦奋斗走在前，
无私奉献撼天地，奋发进取保领先。
巴山赋里赋人生，道钉赞中赞平凡，
薪火相传续薪火，巴山路魂铸巴山；
阔步走进新时代，同赞巴山与延安，
浩歌正气动天地，碧血青史写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