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年７月４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李景红 邮箱：fzrbsqb@126.com

□ 牟伦祥

　　小长假期间，应朋友之邀去他家做客。一大早，我

从城里出发，汽车沿着柏油马路飞速行驶，沿途万木葱

茏，生机勃发，清新的空气伴着愉悦的心情，慢慢打开

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

　　1984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这年5月，我幸运考上了招聘乡干部，领导安排我驻S

村，因初来乍到，魏乡长决定带我去S村。

　　那天清早，我们在布谷鸟鸣叫声中出发。一小时

后，我和魏乡长汗流浃背来到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澈透

亮，自北向南哗哗流过。我们脱鞋涉水过河后，又继续

赶了一小时路，小心翼翼经过“梯子岩”“九倒拐”等危

险地段，才爬上海拔800米的平路。这是一段土路，土质

粘性强，下雨之后泥脚深，太阳一晒，稀泥变成凶神恶

煞的刀脊路，人走在上面苦不堪言。等进了村，我全身

乏力，几乎累散了架。

　　路难走，但还得要走，而且必须得走。因为要通过

这条路，向群众传达党的声音，要向上级反映群众的愿

望。所以，多少个黎明与黄昏，多少个雨天晴日，这条村

路上都有我急急奔走的身影。

　　一次雨过天晴，我穿上花20元钱买来的一双新皮

鞋，鞋帮与鞋底是胶粘的，不知是皮鞋质量不过关还是

路实在难走，还未到村里，鞋帮、鞋底分家了，我只好赤

脚走进村里。从那以后，下村我只穿解放鞋，牢实耐穿，

走路快捷。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党的

政策深入人心，人民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养

蚕、养猪、养长毛兔成为S村的支柱产业，家家户户都

有存款了，要求修公路的呼声日高。

　　请人勘测路线走向、号召村民筹劳筹钱、购买修路

器材……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到征用土地时却卡

了壳。特别是邻近场镇的几个村社，认为修这条路不会

给他们带来太大好处，而且占用的尽是良田，因此阻力

较大。我和同事知难而进，反复召开群众会议，多次进

行个别走访，找准症结，商讨对策，最后让受益最大的

S村给予占地村社3年适当补助，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1991年冬，修路的炮声响了。经过一年多不懈奋

战，S村村民用肩挑、用手刨，靠原始工具硬是修通了

一条长达18公里的出山公路。尽管是碎石路面，但不妨

碍摩托车、四轮货车通行，村里的农产品源源不断运出

大山。我下村骑上摩托车，虽然道路凸凹不平，但告别

了“雨天一团糟，晴天一把刀”的土路，体会到了速度与

激情带来的快乐。

　　花香蜜蜂采，路通客人来。周末或节假日，城里人

开始到S村钓鱼、购买农产品甚至参观田园风光。村里

有头脑的人，立即瞄准商机，办起农家乐，吃住玩一条

龙服务，价廉质优，把城里人的票子赚进了腰包。

　　1999年，党和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这是由政府出钱改造的

一项民心工程。S村这条村级公路被裁弯取直，拓

宽扩展，水泥硬化后路面宽阔，平稳

整洁。我骑着摩托车，风

驰电掣，缩

短了下村时间，心里乐滋滋的。

　　也是在这一年，我考进检察机关，告别了这条陪伴

我15年的村路。到新单位后，我时常牵挂那里的人、那

里的路。2005年，朋友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政府又

给这条路加装了护栏，设置了警示标志，运载桃子、李

子、柠檬的车辆在漆黑的夜晚也可行驶自如了，危险路

段不再危险，真正做到了畅通无阻。

　　两年前，这条路又迎来华丽变身，政府将水泥路改

为柏油路，实施“白改黑”工程，公路两旁栽种了行道

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容村貌为之一新，乡村振兴

的春风让S村亮堂起来。

　　岁月流金，不负遇见。S村20年来日新月异的新变

化，无不折射出党的决策英明伟大，党的政策大得人

心。晚上，群星闪烁，山风习习，蛙声起伏。我和朋友坐

在他家小洋楼前的花园式院坝，畅谈往事，感慨万千。

　　不知不觉中，月上中天，树影后移。朦胧月色中，我

回眸远眺那条曾经走过的下村公路，如巨龙腾

飞，一跃出山外……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漫画/高岳

□ 柳永建

一种信念穿越南湖的烟雨

那些艄公的名字与我相遇

读着长风篆刻的碑文

我在追寻革命的踪迹

搁浅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

一种精神高度被红船演绎

那些水手以执着为橹

摇出日出东方的传奇

不经历血与火的洗礼

怎会有不皱眉头的志气

不将生命诞生在水里

哪懂水和舟的辩证关系

光明从这里驶向彼岸

旗帜上尽染血色的壮丽

我在南湖红船上遐思

耳边又响起激昂的旋律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

□ 冯秀兰

风的热情

扬起裙裾

激动了春天

与四季的浪漫

燕子的呢喃

在月色里

温婉了一段岁月

在暖阳下，演绎

花好月圆的缠绵

抬头

仰望一棵树

用满目的沧桑

找寻

桨声灯影里

一弯新月

路过的模样

窗外

兰韵幽香

遮不住花开的热情

花与叶的情缘

与月上柳梢时

在心底徘徊

风，捧一束玫瑰

在花海起舞

任蓝天高远

依然执着

追逐月的身影

此生，惟愿

醉在，一湾银晖的怀里

（作者单位：山东省单县人民检察院）

□ 郑永涛

　　什么是诗意？

　　《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为：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

美感的意境。网络上的解释为：是诗人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

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

　　而我认为，诗意是从任何一种生活里都可以发现的美和

浪漫，是从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可以升华出的人生况味。没有

诗意的生活是黯淡的生活，没有诗意的人生是苍白的人生。

“诗意”这个词虽带“诗”字，但完全可以与诗歌无关，完全可

以与诗人无关。因为诗意的范畴无限之广，它遍布于生活的

各个角落，存在于人生的每个阶段。生活中时时处处有诗意，

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是的，生活中时时处处有诗意。书房有书卷的墨香，家中

有港湾的温馨，远方有如画的风景；清晨有鸟语花香，正午有

阳光灿烂，傍晚有夕阳西下，夜晚有明月清风；春天有百花争

艳，盛夏有热情似火，秋日有红叶熟果，冬季有雪花飘飘；童

年有如水的纯真，少年有蓬勃的朝气，青年有沸腾的热情，中

年有厚重的成熟，老年有淡远的闲适；轰轰烈烈的生活有激

荡的诗意，平平淡淡的生活有安然的诗意，即使是悲剧的人

生也有与命运抗争的悲壮的诗意……

　　生活中诗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只需要一双善于发现

的眼睛。热爱生活，修炼一颗细腻的心，随时随处留心，就能

从平淡之中和细微之处发现美和浪漫，从曲曲折折的人生中

体味出别样的人生况味，发现无尽的诗意。

　　过诗意的生活，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浪漫的心，同时还要

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觉与主动。如若闲暇时光充裕，当

然不用去“偷时光”。而如果工作繁忙，生活琐碎，那就要去适

度的“偷时光”了。有了一颗浪漫的心，有了这些闲暇时光，一

个人独处，两个人生活，抑或是一群好友相聚，都是格外诗意

的。一个人独处时，沐浴着暖暖的阳光，听一段优美的音乐，

品一盏香茗，赏一朵偏僻角落里开放的花，读几篇滋润心灵

的散文，忆几位久未联系的故知，写几行只属于自己的可以

随手撕去的文字，都能将身边的诗意浓郁。两个人在一起，无

论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还是不长不短、不远不近的分离，

抑或是一个温馨的小惊喜，都会让诗意降临。约上三两好友

一同品茶谈天，将凡俗事务统统拒之门外，这里只有闲人闲

事，只有闲散的时光。这情景，这情境，又是何等的诗意。而如

果还嫌不热闹，那就多叫几位好友选一处新鲜景点同游，感

受自然，品味人文，悠悠诗意便会萦绕左右……

　　如此种种，生活中的诗意是何等之多，何等易得。而归根结

底，要想拥抱充满诗意的生活，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颗浪漫的

心。只要拥有了一颗浪漫的心，人生，便会无处不诗意……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

□ 刘宪国

雪卷红旗人马喧，

开犁抚剑慕当年。

茫茫戈壁滩前草，

暗暗窨棚身上棉。

绝域耕耘粮谷稔，

雄师屯守界疆全。

风吹战鼓凌云曲，

尤震天山舞于阗。

□ 王乾荣

　　中南海的新华门，典雅、庄重、雍容、大气，甫一进

门，迎面矗立一座极富民族风格的影壁，上镌五个毛体

大字：为人民服务。不管是出入此门的人，还是偶过门前

的人，看到这五个遒劲飞舞的大字，都会眼前一亮，心潮

澎湃。

　　这五个字是一句口号，一条标语，一种意念，一份宣

言，一道宗旨，一个昭示，一种精神，她与中南海里面的

两大机关——— 党中央和国务院，形成一个完美的标配。

把这五个字镌刻于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门面，最恰当

不过。

　　为什么这么说？

　　有歌唱道：“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

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什么叫“亮”和“解放”？

就是“解除束缚，见到天日，得到自由和发展”。旧社会人

民被压迫、被束缚，过着非人的、阴暗的生活，在党的领

导下，人民解放了，在太阳底下奔向自由幸福的生活，这

就是党“为人民服务”。

　　新社会人民想过安康欢乐的日子，即实现新概念

“中国梦”，也须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方

得梦圆。这也是党“为人民服务”。

　　所谓“党”，乃是一拨人为了政治目的而结合起来的

团体，或者是意见相合的一些人由利害关系而结成的团

体。古往今来，世上产生了很多政党，一些政党成为野心

家和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党同伐异，为少数人服务；只

有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除此，党没有一己

之私。

　　党史记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百年来，一

直是为人民服务，也即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乃是党的“初

心”和“使命”。

　　“初心”既立，则“使命”为大。使命便是担当。所以，

为人民服务更是行动。打土豪，分田地，穷苦农民喜气洋

洋，辛勤耕作，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实绩。动员全国人民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把为人民服务体现在获得

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上。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

大山，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使得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从此站立起来，使得中华民族永远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更是最大化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谓“得民

心者得天下”，顺应民意，得到民心和人民的支持，乃是

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得到民心和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双向的良性互感、

互利、互通、互动。比如淮海战役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解放军60万大军，在与国民党的80万“国军”鏖战中，已

经得到解放的543万民工，推着小车为解放军运送粮食

10亿斤，翻身妇女为解放军战士做军鞋无数双，另有广

大民兵、儿童团外围帮忙，因此士气高昂，信心满怀，打

仗势如破竹。而国民党军正如毛泽东在广播稿《敦促杜

聿明等投降书》中所说，“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

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

打仗呢”？“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

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国军”士

兵，又多是被抓来的壮丁，在屡战屡败情势下，士气低

落，脸上愁云密布，无心恋战，即不愿为不义之师当炮

灰。如此两军对垒，鹿死谁手，已然分明。

　　共产党就是这样性质的党，为人民服务，乃是党的

使命使然，不是对人民的恩赐，而是对人民支持的反馈。

“为人民服务”精神，万世永存。

为人民服务一百年

□ 胡甸

　　许多概念，我们一早知道，却从来没有细细回味过，比如四季，什么是春

天，什么是夏天，秋天的开始在哪一端，冬天的句号又画在哪一头。每个国

家、每个朝代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关于四季的解释，自然本身就是一

个充满了无穷谜团的魅力世界，非要用一个特定的答案去框住它，岂不显得

苍白又呆板。

　　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是个聋哑人，没有听觉也没有视觉，但她还有触

觉，家庭女教师将水倒在她手上，让她惊喜而又直观地知道了——— 原来这就

是水，潺潺的，流动的，轻柔的，凉凉的。那一种感知和认识所带来的复杂情

绪，每个人在成长的岁月里或许都出现过，比如我在那一年那一天突然遇见

了秋天。

　　时间流逝，生活重复，习惯变成麻木将人生腐蚀满了锈迹。现在的我对季

节的流转纯粹依靠天气预报和温度计，脱去羽绒服、翻出短袖衬衫、厚袜子变

薄袜子，这样的单调与琐碎成了与季节唯一的关联。直到一天晚上，被夜雨敲

窗扰醒，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穿越时空将我带回到初遇秋天的那一刻。

　　住在直塘江畔、鉴湖路边近30年，客厅与房间外面有一条狭长的连廊，

我们将它改造成了一处小小的花园，桂花、石榴、月季、茶梅、剑兰、牡丹、橘

子在这里安了家，夏天成了我们和这些植物都最难熬的时节，早上刚过5点，

火热的太阳就开始烧烤整个小花园，两大桶水浇灌下去，到了晚上花草们依

旧受了酷刑一般奄奄一息，只好又拎来两大桶水给它们解渴。晚上睡在竹席

上，黏糊糊，热滚滚，开着窗希望有夜风带着花草的气息和虫吟声入室来，没

有，只有没有消散的暑气，还有热浪之中死一般的寂寥。

　　夏末的一个夜里，暑热像是土灶里烧到末梢的柴火，尚有热度但已不再

张牙舞爪。像是谁的传令官，路边成排的大樟树轻微抖动了起来，渐渐的繁

茂的叶子摩擦声越来越大，落在地上的叶子被风卷着一堆一堆赶着走，悉悉

索索如同晒匾里滚动的黄豆，一股热烘烘的土腥气升腾拥挤而来，那是最初

的数滴雨与干涸的土地抗争之后，换来的胜利前奏。然后，整个天空突然都

寂静了下来，仿如电影开场前的灯光一暗，那些喧哗吵闹都被一股神秘的力

量席卷一空，连最任性聒噪的知了都变得悄无声息，沙沙沙，一阵阵的雨，像

是海上的浪潮，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一帘接着一帘，一波连着一波落向人

间。我趴在窗台上，除了最明显的雨滴打在金属防盗窗上，还有一些别的声

音，我似乎听见那些干渴了许久的花草，在天与地的悲悯与恩赐中发出喜悦

的感激，似乎听见所有的生灵、星辰甚至山河大地，都在雀跃着按捺不住心

中的庆幸与欢欣，互诉着酷热的过去，凉爽的到来。

　　夏天，原来是被雨水给浇灭的；秋天，原来派出夜雨作为先行官。这样的

惊奇发现，在之前的很多年很多年，我都没有在意，我只是将“一阵秋雨一阵

凉”这样饱含经验与智慧的民谚，听过就算；我只会傻傻地睡到半夜被雨声

扰醒，被寒意侵袭，哆哆嗦嗦开箱取出被子，裹紧自己继续睡。在城市匆忙的

脚步里，在风驰电掣的时光中，我还错过了其他什么美好的讯息，忽略了哪

些自然的神奇——— 小时候看课本，看见竺可桢细心观察生活，用笔记录一

切，第一只燕子归来，第一朵荷花盛开，第一场秋雨降临，第一回隆冬惊雷阵

阵……那时只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伟大与执着，现在才发现，他还有

着一颗纯真的稚子之心，爱慕向往大自然，对一切好奇而又充满敬畏，这不

正是我们在车水马龙、物欲横流的生活中所缺失，却又无比向往的吗？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躲在身边的光阴 □ 钱先峰

　　

　　童年时家庭条件拮据，能得到五角钱都能从梦中笑醒。我多次从镇

上的新华书店门口经过，却从不敢走进去，毕竟口袋比脸干净。小学临近

毕业，班主任喊我们这群来领成绩单的男生去图书室腾挪书籍。学校新

建了图书室，需要将数千本图书搬过去。

　　班主任打开门，琳琅满目的书籍映入眼帘，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

么多种类的书。我摩挲着书页，翻了翻，有点迈不动脚。班主任跑过来

呵斥道：“叫你来干活，不是叫你看书的，别磨叽。”就这样，我们十多个

男生给学校义务劳动，从早晨干到了黄昏，人人弄得灰头土脸，累得腰

酸背痛。完事了，班主任召集大家进行口头表扬，也带来好消息：“你们

每个人随便取走一本书，就当报酬了。”我们瞬间来了精神，纷纷抢夺

货架上的书，我抢到一本《民间故事选》，扉页盖着印章，纸张泛黄，带

插图。我走出图书室，向班主任连声道谢，把这本书装进书包里开溜，

生怕班主任反悔。

　　一本薄薄的《民间故事选》为我打开了未知的世界，我爱不释手。

一回到家，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阅读。书里有除暴安良的武侠故事，也

有伸张正义的智斗故事，还有惊悚离奇的断案故事，我几乎篇篇不落，

用时三晚从头看到尾。书荒的日子，我常常捧着这本书聊以慰藉黑洞

似的阅读欲望，至今还对女博士刺杀袁世凯的传奇故事记忆犹新。

　　16岁的那年，我翻到了一本小册子，如获至宝。书名叫《中国古代文

化常识》，躺在五斗橱底，来历成谜，比《民间故事选》更加残破，不仅内页

泛黄，封面也只剩三分之一。我剪下硬抄本的封面，奶奶在灯下用大头针

扎出排针眼，穿针引线，忙活好一阵子，给这本书重新做了个漂亮的硬

书封。

　　我在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古代文化常识，比如古代作家简介，作家

代表作简介，古代称谓官职服饰科举等基本常识，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语文课上，老师讲到文言文，他会当堂提问。这时候，我总会积极举手

发言，或得赞许，全都得益于这本小册子。至此，我彻底爱上了语文课，彻

底爱上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住校后，每周有10元的生活费，我常常攒下钱交给学校隔壁的商店

老板，换来一本本崭新的课外书。我闻着书香，一头扎进文学的海洋，阅

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四大名著。有一回，母亲

发现我沉溺于阅读课外书之后，提醒道：“多看点对学习有帮助的书，免

得耽误上高中。”我哪能听得进去，每次新书一到手，我就在晚饭后草草

地写完作业，回到自己的屋里阅读，看到深夜，母亲催我熄灯睡觉，我只

好打着手电看书。期末考试的成绩揭晓，我的语文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也

戴上了近视眼镜。

　　几年以后，我南下打工，背包里总带着几本书，陪我辗转多地。史铁

生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路遥数年如一日的文学远征，莫言对人性的

思考和社会的剖析，他们的作品像我脚下不停延伸的路，引领我度过一

道道关卡，走向远方。我在纸上旅行，和作者对话，见证他们笔下人物的

离合悲欢，感悟文字背后的宏大主题，不断汲取文学养料，充实自我，对

抗现实生活的风刀霜剑。

　　当下，数字阅读兴起，我偏偏不追赶潮流。冰冷的屏幕虽方便快捷，

却闻不到书香。关掉手机，手捧一本纸质书，享受一个书香弥漫的午后，

我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书里茁壮成长，虽至而立，我仍然像个虔

诚的信徒在寻觅书香的路上。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公安分局）

书香伴我成长

人生无处不诗意

南湖情思

风情月缘

军垦第一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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