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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耀成

　　亲吻鲜红的党旗

　　热血澎湃不已

　　回首峥嵘的岁月

　　心海荡起涟漪

　　一队队人马

　　披荆斩棘

　　一声声呐喊

　　惊天动地

　　金色锤镰在生辉

　　民族的尊严

　　高高举起

　　紧跟高扬的党旗

　　脚步铿锵有力

　　一个个故事

　　撼人心魄

　　一次次腾飞

　　刷新传奇

　　百年风华在闪耀

　　复兴的画卷

　　更加壮丽

　　党旗，心中的旗

　　你激励我们

　　一往无前，奋进不息

　　你引领我们初心不忘

　　放飞希冀……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梅县司法局）

心中的旗

□ 胡甸

　　如果，在水一方的江南

　　是世人眼前的那抹白月光

　　那撑伞踟蹰五月的雨季

　　徘徊于石板小街的江南

　　一定是每个人深藏于心的朱砂痣

　　梅雨，是独属于江南的特产

　　也是独属于江南的故事

　　这个时候，没有春天的困倦

　　也没有夏天的烦躁

　　只需轻轻地推开窗

　　不管是在西塘乌镇或是南浔同里

　　亦或是任何一个地处江南的水乡小镇

　　都能在灵魂深处和细雨和烟云

　　来一次亲密的接触与交谈

　　五月，到了江南

　　在窗前在枕畔在船头在桥边

　　听雨看雨赏雨品雨

　　你会细想着哪一片烟雨

　　是自三清、龙虎仙山而来

　　哪一场急雨又席卷着

　　钱潮的激越与龙湫的澎湃

　　走在水光盈盈的街巷中

　　仿佛跟着雨季恍惚之间

　　就回到了魏晋唐宋

　　走进了沈园兰亭

　　到了江南，不要错过缠绵的梅雨

　　到了江南，请拿起梅雨这把密匙

　　游历烟雨楼台，走遍山水古刹

　　前往故事与传说的发源地

　　拜访水乡人家的最烟火气息处

　　找寻时光和雨季留在这里的所有秘密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 余智明

　　“兄弟便是朱德”

　　汗珠，随着话音落地

　　与路边的杜鹃一齐开花

　　扁担紧贴肩膀，一闪一闪

　　挑米，挑布，挑盐

　　总走在队伍最前

　　一肩挑起红军一日三餐的口粮

　　一肩挑起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

　　扁担，因执著而汗迹斑斑

　　脚印，在时间深处

　　依然向前

　　向前

红脚印

　　墙壁上的红标语

　　跟随写标语的人

　　一前一后，成为墙壁

　　最根基的部分

　　一脚踏进沼泽里的小战士

　　走不动了，就用鲜血

　　沃出一棵参天大树，深植初心

　　山记得红旗飘舞

　　水记得红星闪烁

　　风记得不拿一针一线的歌

　　草记得，雪记得，路记得

　　那一串串血泡磨破

　　脚印里的故事发芽

　　开出杜鹃滴血的花朵

（作者单位：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研究中心）

□ 王乾荣

　　袁隆平早先说，他有两个梦。

　　袁老的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

　　有人给袁隆平的这个美梦，画了一幅漫画——— 在一

棵高大挺拔、枝叶繁茂、谷穗肥硕的巨型稻禾下，袁隆平

院士摘下他的标配草帽，优哉游哉地坐着纳凉，多么浪

漫，又多么惬意。

　　有人统计，我国唐宋明清4个朝代太湖流域的水稻

平均亩产，分别是138、225、333、278公斤。新中国因化肥

的广泛应用，水稻高产区亩产提高到350至500公斤。而

袁老培育的杂交稻，经由亩产700、800、900、1000、1100公

斤，2020年已实现亩产1570.36公斤的宏愿。算一算，一亩

水稻一年收割两次，则全年亩产为1570 .36公斤×2＝

3140.72公斤。袁隆平仍然美梦连连，没有止步，想着将来

培育出乔木那样高大的稻禾，产出更多稻米——— 是5000

公斤吗？不知道，袁老没说，但禾壮穗必大，产出的稻米

量，一定是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数字。这似乎是一个夸

张的、罗曼蒂克的美梦，但从袁老一步一个脚印的艰辛

跋涉、科学跃进来看，我对他的大梦，抱着热诚和由衷的

信心。袁老虽然已逝，但我相信续梦有人。

　　袁老的第二个梦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这是袁老的博大胸怀和世界级眼光，可不是说大

话。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人吃饱肚子了，叫“粮食安

全”，那么也让贫困国家的人们与咱们有米同吃，有福

同享，一样安全。不是给你大米，是教你种植高产稻

禾，即“授之以渔”——— 给你鱼，你很快吃光了，教你渔

猎，你会捕获无尽的鱼。如今从越南的湄公河畔、印尼

的苏门答腊岛，到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平原、尼日利亚

的丘陵河谷地带……袁老的杂交水稻，已经推广种植

和引进试种到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面积达700万

公顷。袁隆平说，全世界有1.6亿公顷稻田，如果其中

一半种植咱们的杂交稻，以每公顷增产两吨算，可以

增产1.6亿吨粮食，能养活四五亿人。咱们老说“中国

是负责任的大国”，带领大家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

“负责任”，而袁老这位现代中国“神农”的智慧和贡

献，实实在在惠及了世界。

　　其实袁老还有第三个梦，即他的新梦——— 推广“中

国海水稻梦”。

　　今年第一期《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中

国海水稻背后的故事》，主要是说袁隆平的新贡献的。

袁隆平跟“中国海水稻”是啥关系？这篇报告文学先写

了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 野生海水稻的发现者和

默默无闻培育选种者陈日胜。1986年，广东海洋大学

研究员陈日胜在湛江海边发现了第一株野生海水稻，

申请新品种专利定名为“海稻86”。2016年，袁隆平院

士团队与陈日胜展开合作，海水稻开始广为人知。

2017年，“海水稻测产”位列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江苏南通大面积海水稻示范经测算，达到惊人的平均

亩产802.9公斤。

　　袁隆平这位可爱的老头眼光独到，胸襟宽阔，正是

他在陈日胜艰苦研究奋斗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考察，利

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将海水稻不断扩大试验范围，

一再刷新其单产纪录，使祖国南北东西大片大片盐碱地

和滩涂种上了海水稻，开阔了我国极其紧缺的耕地面

积，创造了世界奇迹。这篇报告文学难能可贵的是，它挖

掘并生动塑造了陈日胜这位无名英雄形象。袁陈二人相

映成辉，堪称为祖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作出前无古人

贡献的共和国功勋。

　　袁老为民造福，泽被后代，青史留名，永年不朽。

　　在我居住的院子东墙边，有两棵平日不大起眼的

槐树，可近日来却因她的绽放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

因又是一年春来到，又是一年槐花香啊！

　　记得现代诗人源林烟曾在他的五律《槐花开》中

这样写道：“五月槐花开，如雪似蝶徘。微微风簇浪，

串串浮阳台。阵阵清芳沁，翩翩天使来。问君为何事？

还世一清白。”是啊，槐花确实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的，每到花期来临时，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缀满树枝，

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素雅和清香，沁人心扉。也正因

此，故引来多少的观赏者和看花人。

　　那天一群人门前路过，问我：“您家院里咋恁香

哩？”我一笑向里指指道：“看，那是啥？”他们随即便被

里面的槐花树吸引了：“噢，怪不得恁香呢，原来是槐花

呀！”说着便不由自主地向院里走去，走向那芬芳四溢

的香味中，走进那串串洁白的花海里。

　　那天有位戴眼镜的先生门前路过，见我在院里便

问道：“您家肯定有槐树吧！要不怎能如此芳香？”我看

那先生挺文雅的，于是便幽默回答道：“恭喜先生猜对

了，此院确实有槐树。”还没等我邀请，他便主动进了院

子，像老熟人似地拉着我一边朝槐树走去一边给我讲

解道：“你知道吗？槐花不仅味道清香甘甜，含有多种维

生素和矿物质，而且还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润肺、降血

压、预防中风等功效……”噢，原来他是位老中医。

　　还有位中年男子来到门前，说是不经意间，被一股

淡淡的、能穿透心肺的清香把他领到这里，想进院里看

看如何，我二话不说便让他进去。当他看到那两棵郁郁

葱葱的槐树，看到那玲珑一样的花蕾与花朵垂挂在翠

绿的枝叶间，点点滴滴，闪闪烁烁，繁花似锦时，竟情不

自禁地给我讲开了：“槐花采摘后可以做汤、拌菜、焖

饭，亦可做槐花糕、包饺子。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

蒸槐花了，做法也很简单，先将洗净的槐花加入面粉拌

匀，再加入精盐、味精等调味料，拌匀后放入笼屉中蒸

熟即可。此外，在制作粥、汤时也可加入槐花……”嘿！

原来这是位饭店大厨师，难怪他懂得这么多。

　　同居一市的女儿来看俺，一进门便被那入心入肺的

清香吸引了，于是便缠着妈妈一定要去采摘些。就这样，

母女俩一个负责往下钩，一个负责往包里摘，一会儿就采

了一大包，送了这家又是给那家，让“左邻”吃上新鲜、清

香的槐花原味，令“右舍”尝到可口、美味的槐花食品。

　　又是一年槐花香，我好幸福啊！不但学到了那么多

的槐花治病偏方和食品制作技巧，还和南来北往的朋

友们一起欣赏了槐花的清香、淡雅，欣赏了她那不与百

花争春的平静心态，欣赏了她那含蓄、遇事从不张扬的

性格，且很是过瘾地吃上了妻子为我蒸的槐花焖饭和

女儿为我摊的槐花菜饼。

　　槐花香，槐花香，愿君有空来欣赏，请君得空来品

尝……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著名作家丁玲主编的《红军长征记》是亲历长征的

将士征文汇编而成，“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

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一部《红军长征记》，也是一部红军

长征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于受“左”倾教条主

义的错误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红军建立

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固然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

道路的正确抉择，但长征初期作战并不顺利，“左”

倾教条主义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董必武在《出发前》

一文中就有疑问，“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

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直到遵义会议确立

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领导地位，尔后红军四渡赤水

出奇兵，万里长征从头越。

　　官兵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

一文中的彭德怀，“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半

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下，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

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与普通战士着装几无差

异。“朱总司令，见了我们战士，是笑眯眯地谈问着抢渡

的经过、现在渡河的情形与每次时间快慢”。朱德主动

提出来给大家炒猪肚子吃，“我很会炒肚子的，以后你

们找到肚子，准备点辣椒，我再来帮助你们炒吧”。红军

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平等待人、随和接物，与普通一

兵同吃、同穿、同住、同行，这样的干部战士紧紧拧成一

股绳，何谈不能翻越雪山，跨过草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最大公约数。红军

充分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长征因而被誉为

“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经过彝族聚居区时，

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歃血结盟的佳话流传至

今。“发布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田里插了保护牌，责

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谱写出“熬盐迎亲人”的动

人故事。当地藏族群众“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

者”，“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凝聚

成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除此以外，“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

革命乐观主义洋溢长征始终，西方学者甚至称长征是

“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

炭，靠在摇椅上，看土豪家拿来的书报”，《遵义日记》里

的生活片段，令人捧腹。李富春笔下的《夜行军》，“大家

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

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革命者积极向

上的形象跃然纸上。红军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仍然保

持昂扬向上的激情和开朗自信的乐观情怀，“红色战士

呱呱叫，万里长征不辞劳”“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

寒彻”，长征岂有不胜之理？红军岂有不胜之理？中国共

产党必然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一开春，我就对柳树情有独钟了。

　　小时候，母亲教我“数九歌”，记得挺牢。过了春节，小

伙伴们在一望无际的大野地里疯跑，蹦蹦跳跳，流着清鼻

涕，“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唱到了

这段的时候，我知道，春天已经来了。

　　严酷的冰雪，坚硬的地层，高空的环流，料峭的寒

风，这些，都在阻挡着我们与春天接近。可是，时令和

节气不由分说，先在柳树枝头袒露心思。柳树的芽苞

探出了头。为了能看到柳树梢的些许变化，我和小伙

伴们每天都在同一株柳树下集合，每次都想发现点

什么不同。

　　“怎么还是和昨天一样啊？”

　　“今天发芽了！”

　　“今天的柳芽比昨天长了一大截。我做了记号的。”

　　几个小孩子总是为了一点新发现而兴奋，总是为了

今天的新变化而窃喜。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会为某一个动作、某一句话哑然

失笑，我已经离开那几个春天将近40年了，我已经没有那

种心情，也没有那种毅力，苦苦等待自然界中的一点点变

化了。

　　乡村多柳树，一到春天便无拘无束。煦风送暖，万木

欣荣，春天的柳树婀娜多姿，“依依扬柳青”的时节到了。

　　小时候，孩子们是不敢奢望有玩具的，柳哨便是孩子

们春天里那一个阶段最好的玩伴。柳枝吐芽。这时的柳枝

是最“离骨”的时候。调皮的小伙伴们便各显其能地做起

柳哨来。选中可意的枝条折下来，折下手指长的一段，轻

轻地捻动柳条，柳皮也随着慢慢转动，渐渐离开了柳枝里

面白色的木质“骨头”，将“骨头”抽出，便成柳管。再将一

头捏扁，用小刀或手指甲刮去顶端几毫米的老皮，露出白

生生的一小段，柳哨便做成了。柳哨能吹出音色各异的曲

调来。做柳哨的枝条粗细不同，柳哨的声音也不同，细柳

条做成的柳哨声音清脆高亢，粗柳条做成的柳哨声音低

沉厚闷。

　　手巧的母亲，还会把柳哨做得更长些，在柳哨上开出

像笛子一样的孔，能吹出简单的高高低低的韵律，这成了

我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不管

是做怎样的柳哨，喜滋滋一番忙碌后，村子里到处都响起

了吱哩哇啦的柳哨声，可谓变化多腔。伙伴们总是乐此不

疲，鼓圆了腮帮子使劲地吹，比谁吹得更响，累得腮帮子

挺疼的，直吹到爹娘喊着回家吃饭才罢休。有时候，就是

大人们也会在忙碌之余随手做个柳哨，吹上几声以示对

春天的喜爱。

　　柳絮纷飞，我和小伙伴们便奔跑着去追那飘飞的柳

絮，将柳絮一把攥在手心中，茸茸的，很舒服，再慢慢地伸

开手指，轻轻一吹，那柳絮又飘走了，于是，再去追。在不

知疲倦中追赶，我们与播种的时节越来越近了，我们与那

金黄的收获也越来越近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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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梦三叠

五月，梅雨江南

朱德的扁担
（外一首）

书法作者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 刘万春

泊之美
□ 杨金坤

　　闲时读古诗，当读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时，被“野渡无人舟自横”深深打动。一叶小舟闲云般自在、野鹤般淡定，悠悠然泊在一隅，如同一行优美的抒情诗，书

写在渡口。

　　或许它已厌倦了远航而停下来歇息？或许它已无力回望曾经拥抱它的一江春水？或许它只是想停下来欣赏欣赏岸边的风景？

　　人生亦如舟，当云帆高挂、长风破浪，过了万水千山，扬帆破浪地出没在风波后。这个时候，也须停泊一下，或欣赏沿途的风光，或积累继续前行的力量。把自己

宁静致远的襟怀、闲适脱俗的意趣泊在心里。一切纠缠于心的俗事慢慢飘远，变得风烟俱净，只剩一怀淡然洒脱的思绪。

　　收篷歇棹，停舟靠岸，泊之一处。在幽幽水边，在淡淡烟波，用清风明月祛除尘廛，用柳浪荷香清心滤思，让心灵停泊于此。偷得浮生半日闲，所有的喧嚣与烦恼

都会渐离而去。泊，是心灵的停靠，也是心灵的驿站。在时光的码头静默着，了无牵挂，无怨无忧，自然而然也就泊出了一种心境。

　　乘风破浪是一种动态美，而停泊何尝不是一种静态美？泊之刻，小舟如人，人如小舟，放下了负累，散发着平和之美。

　　小鸟盘旋于天空，有时也会收敛翅膀落在枝头休息一会儿，它们懂得“泊”；马儿驰骋于草原，有时也会停下四蹄吃会儿草，它们懂得“泊”；猛虎咆哮于森林，有

时也会眯上眼打会儿瞌睡，它们懂得“泊”。天下同源，万物同理，因为“泊”能让它们体会到喧嚣之后安静优雅的力量。

　　其实，停泊不光是休憩、等待，更是一种蓄积和迸发。小舟在安静的时光里，梳理满身的疲惫，默默清点一路的艰辛，数一数自己路过的码头，算一算沿途的崇山

峻岭。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风明月磨砺自己的心曲，壮阔自己的襟怀，然后，以昂然无畏的风姿去迎接人生航道上的湍流险滩，惊涛骇浪。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走走停停，一路向前。即使目标是遥遥的远方，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泊之岸、泊之点、泊之刻，细细享受泊之美。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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