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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往 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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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古城越千年，大汉遗
韵云雾山。 茶马古道驼铃远，
忠勇故事代代传。 商贾物流子
午道，金蚕之乡美名扬。 家乡
儿女沐春潮，天新地阔今胜昔
……”每当吟咏这首打油诗，石
泉山山水水、沧海桑田就会一
帧帧浮现在眼前。

据《石泉县志》记载，石泉
历史悠久，建县西魏废帝元年
(公元 552 年)，因“城南石隙多
泉、清泉甘洌、径流不息”而得
名。 纵横学派鼻祖鬼谷子曾在
云雾山修炼授徒；南宋抗金名
将王彦曾率部在饶峰关与金军
血战六日；生长于石泉的清末
名儒彭懋谦，曾在湖广和西北
地区任职，被老百姓称为“彭青
天”。 1984 年，石泉县池河镇出
土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
从而见证， 早在 2000 多年前，
这里就是一块兴桑养蚕的热
土， 各种各样的丝绸产品经过
古老子午道源源不断运往帝都
长安，再由古丝绸之路送往中
亚和西欧各国，石泉县因此享
有“中国蚕桑之乡”的美誉。

徜徉在后柳水乡，狭窄的
老街上，抗日民族英雄王范堂
纪念馆让人肃然起敬，还有中
国人民银行旧址字样的纪念
所， 都真实讲述着水码头曾经
的繁华。 历史天空，群星璀璨，
鉴古照今，唯不停探索向前，不
断发现新知，才能赓续人类文
明。

石泉北依秦岭，南枕巴山，汉江自西向
东穿城而过，珍珠河、饶峰河、池河南北环
拥，形成“秦巴拱卫、四水绕城”独特地貌。
蓝天、碧水、绵绵青山映衬，石泉县城犹如
宛在水中央的斑斓盆景， 成为魅力迸发的
江边之城、水上之城、生态宜居之城。

“早知有石泉，不必下江南”，一句网络
流行语，说出了现如今“石泉十美”带给人
们的新体验。 云雾仙山雄奇之美、后柳水乡
清柔之美、燕翔洞府梦幻之美、中坝峡谷灵
秀之美、子午银滩浪漫之美、千年古城宁静
之美、蚕乡桑海丰饶之美、富硒佳肴天然之
美、 石上清泉神韵之美、 汉江浣女脱俗之
美。

石上清泉“味”醇绵 ，那是品不够的香
甜、醇厚、绵长。

14 岁初中毕业那年考高中， 我才第一
次从乡下来到石泉县城。 走进向阳路上的
中学，走到县衙门旁边老街上，看到街宽巷
深的县城，眼睛都忙不过来。 各式各样的自
行车来回穿梭， 一家挨着一家的商铺人头
攒动，一排排、一巷巷的房屋毗邻而建。 不
像农村的房子大多是沿山顺河，分散而居。
当时街道两边平房居多， 高层建筑仅有机
关办公大楼和为数不多几家宾馆，也就四、
五层的样子，但初见县城印象，留下无限向
往。

细雨霏霏的正午， 我们一群小伙伴东
张西望地来到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 窄长
幽深的小巷、古色古香的城楼、飞檐翘角的
马头墙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让我们兴
奋异常。

走在大街上， 虽然脚下的解放鞋被雨
水打湿，但没有沾满泥浆，让我无比自豪。
更让人惊喜不已的是远远就闻到飘浮在空
气中的炸油条和热气腾腾的包子散发出来
的香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营餐馆供应的副
食品相对丰富，信誉度也高。 油条、豆腐脑、
煮鸡蛋、烧饼、米面馍一应俱全。 那馒头又

大又白，包子从表皮都能看到
馅儿，萝卜味儿的肉香直钻心
底。

我把捏在手心里的五角
钱花去三角买了两个萝卜馅
的肉包 ， 三下五除二就干掉
了。 这是青少年时期最奢侈的
一次消费，当年的馒头才四分
钱一个 ， 麻花也才五分钱一
根，顶 7 个又大又白的胖馒头
呢。

在经济拮据年代，一分钱
恨不得当作一块钱来使。 两个
萝卜包子的味道，就这样深留
记忆味蕾中。

改革开放后，石泉县城一
天比一天惊艳靓丽，朝气蓬勃
日臻完美的 “味道”， 让我着
迷。

汉江之北，北辰森林公园
绿意葱茏。 被誉为山城“王府
井 ”的向阳大街 ，街道两侧铺
上了彩色釉面砖，新植了香樟
和广玉兰，绿树成荫。 中心广
场设计新颖 ，典雅大方 ，四季
绿草如茵，喷泉吐玉。 人民广
场宽阔平坦 ，设施齐全 ，彰显
城市建设的超前和大气。 还有
滨江新城 、滨江大道 、滨江公
园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石泉老街成为县域旅游
一张靓丽名片。 商铺林立，美
食 、书画 、民宿 、茶楼应有尽
有，石锅鱼、鼓气馍、柚子功夫
茶香味缭绕。 每到周末或节假
日 ，舞狮舞龙 、旗袍走秀等文

娱活动推陈出新。传承中扬弃，升级中繁荣，
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带给人们吉祥如意。

“不吃石锅鱼，枉来石泉游”。 石锅鱼为
汉江花鲢，肉质鲜嫩，爽口顺滑，现杀现做。
根据食客偏好，加入新鲜花椒、泡椒等多种
佐料，入口即化，鲜香爽口，配以当地燎酸
菜，真叫回味无穷。

县城建设东扩西延，南展北建。老城、新
区，江北新区，杨柳新村、上山的步道、河堤
边上的公园，一江两岸四通八达。 一幢幢楼
房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宽阔平坦，一辆辆
汽车川流不息， 一行行行道树绿荫如盖，一
排排霓虹灯流光溢彩。

常常轻装简从 ， 一人一车一背包 ，早
出晚归，徜徉在家乡山水间 。 看秦岭色彩
斑斓，汉江清秀潇洒，石泉温婉灵动。 这里
的泉水，春天滋润勃发，夏天充盈丰满 ，秋
天清澈甘冽 ，冬天雾气袅袅 ，一年四季都
有着图画般的美感。 因石泉水电站 、喜河
水电站形成的汉江库区风光旖旎 ，碧波荡
漾。 跋涉鬼谷岭云雾高山，看云蒸霞蔚，暮
染烟岚。 探幽中坝峡谷 ，可以感受天地静
谧，浓荫流泉。 绿叶荷塘，蛙鸣蝉噪 ，田垄
丰饶……让人陶醉其间 。 一花一草一木 ，
一文章 、一照片 、一视频 ，我用自己的方
式，默默记录着小城美丽时光。

稻香满山川，鱼跃莲藕田。来到石泉，看
的就是青山绿水，吸的就是新鲜空气，喝的
就是富硒矿泉。沉醉于天然氧吧，养了肠胃，
饱了眼福，健了身心，忘了疲惫。

夜晚降临，远看石泉，好似一座不夜城。
天上有星，城里有灯，岸边有树，江中有影，
美轮美奂，仿佛璀璨明珠落玉盘。 石泉小城
的美丽与灵秀，连同泉水唱响的欢歌，缓缓
流进人们的心窝间……

入夏，我丢失在麻坪乡村的回忆，被窗
外的蝉鸣声唤醒。

陕南六月农村，铺天盖地的绿把山野渲
染得愈发壮丽。 放眼望去，坡地里，玉米、豆
苗以及各种蔬菜瓜果正在争分夺秒地拔节、
长大。 河道边的水田稻子们正在抽穗，混入
稻子中的杂草也需要及时清理出去。

清晨在村里走走，到处都是扛着锄头走
向田野的村民。孩子们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
是放牛和找猪草。 盛夏里，草木们已经丰盛
到极致， 枸树的叶子还有匍匐在地坎上、树
林边上的葛根叶，都是猪能吃的草。 顺手揪
几下，就装满了背篓。放牛就更容易了，通常
是牛们在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孩子们在庄
稼地边的树下蹲着诱蚂蚁、抓石子……

父母年年都会在玉米地里套种上黄瓜
和豇豆，不用搭架子，黄瓜和豇豆的藤蔓就
自觉地爬到了玉米秆上。一边放牛、干农活，
一边不时去地里“摸”几个黄瓜、摘几条豇
豆，让黄瓜的清脆、豇豆的清甜在舌尖上打
转儿。

等父母亲将锄头挥向最后一块玉米地，
第一遍草基本上锄完时，玉米已经有半人高
了。 我们的暑假也到来了。 大孩子去地里帮
父母锄第二遍草， 小点的孩子继续放牛、找
猪草。因为怕牛偷吃庄稼，每隔一段时间，父
母们会大声地提醒：“快去看看牛，小心牛吃
庄稼了！”父母一提醒，我们不敢在阴凉处玩
了，赶紧跑到庄稼地边查看，好一番寻找，却
发现牛们就在不远的树林，到处都是葛根叶
子和嫩茅草……它们早已吃得肚子圆滚了。

我们村有一家人十分懒惰， 每次放牛，
只把牛胡乱赶上山就不管了，结果，他们家
的牛常常去吃别人家的庄稼。 牛吃庄稼时，
毫不客气地将玉米拦腰折断，一株株玉米就
毁了。直到有一天，这牛在偷吃庄稼时，被庄

稼主人发现，悄悄地将牛赶回自己牛圈藏了
起来。牛夜不归宿，牛主人找了一个通宵。最
后发现牛在别人家牛圈里，庄稼主人狠狠地
批评了牛主人，牛主人这才长了记性。

夏天里，各种开胃的美食轮番上阵。 午
餐白米饭或者南瓜米饭配各种时蔬，晚餐烙
饼配粥和小菜，还有浆水面、鸡蛋葫芦叶饺
子或者卷饼子，天天不重样。下地回来，喝上
几大杯大叶茶。 中午太热，午饭后基本上都
在家消暑，这时候，派一个人去地里摘回嫩
黄瓜、刚熟了的毛桃、李子，边吃边吹着惬意
极了。

山高林密，太阳一落山，蚊子就开始出
来活动了。这时候端午节割回家的艾蒿就派
上了用场。 父母抱上一捆麦草，配上几把艾
蒿在院子外点燃。艾蒿混着稻草的香气在房
前屋后乱窜，冉冉升起的烟雾将整座房屋笼
罩包围，待烟雾散去，蚊虫们早已逃回树林
里去了。

等牲畜们归窝进圈 ， 我们开始洗漱 ，
母亲便开始在厨房里做起了宵夜。 我们家
的宵夜常常是大米稀饭配小菜 ，或者酸菜
配洋芋拌汤 、绿豆南瓜汤之类的 ，清爽养
胃，吃上几碗，一天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
我们把小桌子移到院坝里 ，一家人在月光
下边吃边聊天乘凉 。 直到月上中天 ，聊天
的话语渐渐懒散。 父亲早已在两条长板凳
上放上几块门板，铺上草席 ，我们爬上去 ，
感觉天一下子近了好多 。 月光清凉 ，母亲
的蒲扇越摇越慢 ，我们在虫鸣声中香甜地
睡去 。 常常第二天醒来 ，才发现自己睡在
了房间的床上。 那夜空下父亲搭起来的门
板床仿佛成了一个梦。

如今， 我在水泥森林包围的城市里，在
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常常怀念家乡那葱郁的
夏日和那月下的庭院。

冬日傍晚，我跟着大爹行走在家乡村里的小
道上，突然，耳畔传来一阵铿锵有力的锣鼓家什
声响，循声望去，原来是同村的一户朱姓人家正
在给娃婚娶办喜事。亲友四邻们围坐在朱家院坝
的篾棚下，烤着炭火敲响锣鼓家什，唱花鼓戏。一
阵密集喜庆的锣鼓家什声停，婉转动听的花鼓戏
声随之传来 ：“哎———改革开放艳阳天 ， 今年
1978 年呀……”

很多年后，我从书本上知道了“改革开放”对
于中国的特殊含义和伟大的转折。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过了 ，村里的娱
乐项目随之丰富起来。 那几年里 ，哪个村组的
粮食丰收了 ，都要请一台皮影戏 ，我们当地叫
它“小戏”。 演皮影戏往往是在庄稼收获后的寒
冬或者炎夏晚上，在小队部的晒场边搭一个简
易的台子 ， 台前绷一块半透明的白布作为幕
布。 若是寒冬，幕布后面往往要用帐篷围住，还
要放上一盆炭火御寒。 夏天则啥都不用 ，若条
件好一些戏班则置放一台电扇吹风。 幕布后面
紧挨着的是一张简易长桌，长桌的上方悬挂着
一盏调至最大亮度的粗眼儿煤油灯 、柴油马灯
或是一个功率很大的电灯泡 ，桌后坐着主演皮
影戏的老艺人 ，一边喝着酽酽的茶水 ，一边神
态悠闲地将放在长桌下的箱笼里即将登台表
演的皮影挑来拣去，不厌其烦地将皮影儿在幕
布后面伸胳膊蹬腿比划着，老艺人的身旁及身
后则坐着三四个帮手，有年轻人，有中年人 ，他
们一边调试着手中的锣鼓家什 ，一边用眼睛的
余光注意着老艺人手上的动作 ，在需要时及时
帮腔喊上一嗓子。 我们一众小伙伴小戏迷们等
不及太阳落山，早早地搬了矮凳在戏台前占据
了好位子，只等好戏上演。

太阳落山了，皮影戏还没有上演。 大人们或
空着手或带着板凳矮凳陆续来到晒场，人语声狗
叫声小孩哭闹声一时喧哗起来。我们的心已经提
到了嗓子眼， 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地紧盯着幕
布，期盼着皮影戏快点儿上演。可半晌过去，幕布
后面还是一副风平浪静的模样，一点儿没有即将
开演的意思。几个性急的小伙伴一会儿站起身翘
首观望，一会儿干脆跑到后台挤进去细瞧，只见

老艺人还在悠然地整理着皮影，时而咳嗽一两声
清嗓子，时而将皮影贴在幕布上划拉，引得我们
精神为之一振，赶快挤到座位上端端坐好，却又
半天不见锣鼓响动。

夜色深沉 ，我们等得头昏脑沉 ，头不停地
垂下去又突然惊醒， 上眼皮似有千斤重量 ，周
围的嘈杂声变得既遥远又模糊不清……猛听
得一阵锣鼓家什骤然敲响 ， 熟悉的唱腔吼起
来，却又戛然而止。 正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惊
醒 ，睁开朦胧睡眼却还是不见开演 ，原来是后
台准备妥当，演员们开始享用队上早为他们准
备好的酒菜宵夜。

在昏沉沉的睡梦中，猛然睁开眼睛，伴随着
雨点般急促的锣鼓家什响，台上全副武装的两人
正打得不可开交，一个高高腾空跃起，另一个也
高高腾空跃起；一个踢了另一个一脚，另一个立
即还以手脚。 双方的刀枪你来我往，密集如同闪
电，台上一时间地动山摇，风急雨骤；台下屏气凝
神，万籁俱寂。 可让人心醉神迷的打斗只持续了
一会儿就结束，随之而来的又是几个人坐在椅子
上，慢条斯理地说唱着无休无止的台词。 半睡半
醒中的我，突然被观众场上的一阵骚动嬉笑声惊
醒，原来是台上两个人的对话引起的哄闹，男的
喊：“连弟呀———”女的答：“有！ ”

“连弟”是我麻脸舅舅老婆的小名，我与舅母
见面时也叫她“连弟舅母”，大家见面或直接叫她
“连弟”，或在“连弟”后加个婶呀姨呀啥的，大家
早已习以为常， 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古怪之处。
可今夜竟然在小戏里听见了“连弟”这样的称谓，
在物质生活困顿、 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里，
连弟舅母的名字竟然上了戏台，这是多么让人惊
奇的一件事呀！ 多么使人感到好笑的事呀！ 很多
年里，小伙伴们每每当着连弟舅母家几个表兄弟
的面，以那两句台词为“把柄”，重复着，嬉笑着，
无休无止，弄得几个表兄弟尴尬至极，见了我们
逃瘟神似地远远躲开。

土地承包到户给广大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国人第一次真正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理想
生活，社火表演也从镇街走向了农村。 不过由于
农村条件所限，社火表演的项目只是划采莲船和

耍狮子，而且仅限于白天。 远远的锣鼓家什声响
来了，主人若是有意愿迎接，早早地备下烟酒糖
果等礼品，或者到了吃饭的时间节点便准备下酒
菜饭食，然后手执一串鞭炮站在自家的院坝上迎
接贵客。 看着社火即将踏入自家院坝的一瞬间，
主家便点燃鞭炮，耍社火的人知道这家主人欢迎
他们，于是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锣鼓家什敲
得更加震天响，狮子一跃到主家院坝，摇头摆尾，
闪展腾挪，虎虎生威；采莲船船桨轻摇，船头对着
主家大门，划得水波荡漾，风情万种。 “来到张伯
伯家呀，夏收丰年又一夏，娶了儿媳造大厦哟，今
年就抱孙娃娃呀，三喜临门笑哈哈啰……”采莲
船伴唱唱得好，家家户户只图吉利，纷纷献上白
面馍馍和花卷、糖酒烟果，多少不等还有酬谢资
金。自然是谁家给予得多，采莲船划得就快，唱得
就越久，主客皆大欢喜。

周末去看望母亲。 拐过安康城天龙巷不远，
是她住的家属院。 门房正对的一楼就是母亲家，
窗台下她侍弄的几十盆花卉长势正好，滴水观音
擎着翠绿的大叶片，金银花吐着淡淡清香。 我停
好电动车，目光掠过花丛，瞥见路口修鞋的老李
扛着鞋箱走进院子。 他在储藏室卸下工具，径直
进了门房。 母亲告诉我：“院里的门卫换成老李
了。 ”

老李是巷口多年的修鞋匠，黧黑精瘦，手艺
精湛，童叟无欺。 记忆中，无论晴雨寒暑，还是过
年，他的鞋摊总在那里。

这新门卫让我不禁想起老李叔———那位在
院里守门最久的老门卫。他在父亲单位家属院的
门房一干就是十几年，因为他面善心和，颇受大
家欢迎。 父母叫他“老李”，我们唤他“李叔”。

李叔来自关庙镇将军山。有个油光锃亮的大
脑袋，红润黝黑的圆脸总乐呵呵的，衣襟常敞着，
微腆的将军肚上总挂支旱烟袋。 每天清晨出门，
总见他挥着自扎的大扫帚清扫院落。

他是个热心肠人，常帮人杀鸡宰羊。 逢年过
节，院里住户拎着鸡鸭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乐

呵呵地接下。烧水、放血、烫拔、清理、打扫……动
作麻利干净。 人家要给工钱，他总笑着摆手：“闲
着也是闲着，帮点忙，收啥钱！ ”大家过意不去，常
送些小东西。 我家就常端给他炖菜卤菜，或灌些
亲戚捎来的秆秆酒、苞谷酒，父亲喝酒时也常邀
他喝两盅。 老李叔也总把老伴儿子种的南瓜、冬
瓜、红薯、绿豆分些给我们。

有他守着门房，院子总是清清爽爽。 一到傍
晚，门口便格外热闹。老人们搬来板凳支起棋桌，
下棋观棋，闲话家常；孩子们在院里捉迷藏、跳皮
筋、踢毽子……欢声笑语不断。

孩子们也亲近李爷爷。 外甥小时候顽皮，开
门就像脱缰野马。 有回他跟着邻居阿姨溜出去，
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父母急得六神无主，满街寻
找，最后还是老李叔把孩子领回来。他满头大汗，
脸上却是如释重负的欣慰。

老李叔责任心极强。 无论多晚，只要有住户
夜归或事故出勤，他总第一时间起来开门，脸上
挂着那永恒的微笑。 有阵子附近巷子常丢自行
车，小偷也几次被他大声呵斥吓退。一次，他胳膊
被划伤了———那天院里人少，他买菜回来撞见贼

正撬车锁，抄起门口大扫帚就追了上去。 最终，闻
声赶来的住户合力抓住了贼人。

光阴荏苒，老李叔渐渐发福，也一天天老了。
在老去的几年里， 他陆续送走了院里的几位老
人，也包括我的父亲。 那年冬天，病魔缠身的父亲
终究没能熬过去。 噩耗传来，我痛彻心扉，匆忙赶
回。 父亲紧闭双眼，静静躺在床上，母亲和妹妹守
在旁边。 我握着他枯瘦冰凉的手，泣不成声。

老李叔赶了过来，轻声安慰：“不敢把眼泪掉
你爸脸上啊，他走得不安生。 你们姐弟都孝顺，你
爸常夸呢。你们都上班了，他也放心了。病把他折
磨苦了，到那边享福去了……”他和父亲的好友
党叔默默地为父亲净身，换上了老衣。

父亲走后那段日子，我常回去看母亲。 每次
路过门房，都跟李叔打声招呼，偶尔也聊聊父亲。
李叔一直守到 75 岁左右， 父亲单位的领导才依
依不舍地派车将他送回将军山老家，让儿女陪伴
他安度晚年。

几年前一次探望母亲， 只见她神色黯然，低
声说 ：“李老汉走了……他儿子路过小区时说
的。 ”

“老祖”是对古圣先贤的尊称。在陕西省旬阳
市， 两名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被群众称为
“红军老祖”并奉若神明，可见群众对红军是多么
爱戴和崇敬。

1935 年，红 74 师成立，随即，一支 100 多人
的队伍来到陕西旬阳潘家河创建革命根据地，建
立苏维埃政权。 这支队伍中的高中宽是红 25 军
特务队指导员，又是医生，人称“高医官”。高中宽
在根据地深入群众访贫问苦， 经常脚穿草鞋，身
背药箱，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翻山越岭走村
串户，为贫苦百姓家治病送药，传播革命火种。几
个月里，先后治愈百余户农民的疾病。 当时潘家
河流行麻疹，群众缺医少药，深受病痛折磨，高中
宽为群众治病分文不取，使麻疹得到控制，老百
姓称其为“得道神医”。一位老太婆刘氏不幸患了
伤寒，生命垂危，高中宽得知，立即赶去，在刘老
太婆的茅草棚里守了四天四夜，喂药诊治，使其
痊愈。 刘老太婆感动得老泪纵横，逢人就说高医
官是救命恩人，红军是老百姓的救星。

1935 年 10 月，部队转战途中 ，首长决定留
下高中宽带领的 14 人在旬阳与郧西交界的佛爷
庙布防阻击敌人。 战斗中高中宽壮烈牺牲，尚班
长身负重伤被抬走救治途中也停止了呼吸。部队
用两块大洋购买了两床草垫， 在当地群众帮助
下，把两位烈士掩埋在碾子沟宋家菜园。

第二年清明节，当地群众曹有伸、宋典珠、张
斌等主动整修红军坟墓。曹有伸夫妇还将儿子曹
纪升拜祭给两位烈士，并起名叫“红孩儿”，叫儿

子把两位烈士叫“红爷爷”，让子孙永远记住烈士
的英雄事迹和为群众做的好事。为了有组织地保
护和整修红军烈士墓，当地群众成立了“红军老
祖香火会”， 并把埋葬红军烈士的碾子沟改为红
军沟。他们供奉“红军老祖”就像供奉自己的祖先
一样。

把老百姓当亲人的部队， 一定会由弱变强、
由小到大，就像旬阳山间的拐枣树，有根，就会长
干、生枝、开花、结果。那支红军队伍几经风雨，不
久即奔向抗击日寇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旬阳县委、县政府重
点保护红军烈士墓，1958 年正式将红军烈士墓
所在的大队改为红军大队，将丰积乡改为红军人
民公社。 1977 年，政府修建“红军纪念馆”“红军
纪念碑”。 1984 年， 红军人民公社改为红军乡。
2011 年，红军乡更名为红军镇。 这是全国唯一一
个以“红军”命名的镇。 2017 年 7 月，旬阳县红军
纪念馆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当年，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把群众当
亲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爱戴和崇
敬。拜谒“红军老祖”墓、参观红军纪念馆，我感觉
灵魂经受了一次洗礼，不禁心潮澎湃。

当年共产党人和红军能在潘家河扎根建立
政权，就是因为他们为劳苦大众的主张和行动得
到了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
的源泉。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人民主体”
的价值观和“服务为民”的执政观，不能秉持和坚

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摆正同人民群众
的关系，必然脱离群众，被群众抛弃。我们要以敬
畏之心倾听人民的呼声， 时刻把群众放在心坎
上，常换位思考理解群众的感受，端正群众立场，
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
上相信群众，形成与人民群众牢不可破的血肉联
系和鱼水情感。

当年潘家河群众把红军奉若神明 ，是因为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送医送药。 一打口号抵不
上一个实际行动 。 在新形势下 ，党员干部要树
立“实干富民”的政绩观，在谋划科学发展中体
现群众要求、反映群众诉求、符合群众意愿。 要
像高中宽那样，俯身亲近人民 ，深入群众 ，从群
众最关心 、最需要 、最迫切的问题入手 ，干实
事，做好事。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虚、浮、
奢、假”不可取，“懒政”“躺平”更不行。 决不能
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用形式主义反对形
式主义，决不能做那些脱离实际 、劳民伤财 、伤
害群众感情的事情。

年轻的红军烈士牺牲后被尊为“红军老祖”，
与“得道神医”的真本事和善行义举直接相关。给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没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是
不行的。 今天，我们党员干部想得到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必须增强本领，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和服务群众的工作能力。基层干部要结合本地实
际，出主意，想办法，抓落实，在群众致富、就业、
就医、上学、维权等方面给予具体帮助，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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