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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县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继往开来颂党情
——写在党的十九大之际

◎朱蕙 李兵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儿香两
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当年，这首《我
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老先生曾多次被
人问起：歌里唱的“一条大河”是哪条
河？“我家”是你的家吗？在哪里啊？乔
老爷子只笑眯眯地说：“这大河它就是你
家门前那条河，这家嘛，可以是我家，也
可以是你家。呵呵！”

经典艺术作品的魅力之一就在于：
它往往撷取现实中极具典型意义的意
象，却能够触动大众的情感记忆，引发广
泛的情感共鸣。正如听到或唱起这“一
条大河”，你或许会想到滚滚的长江，寒
冷的鸭绿江，他脑海中出现的则是自家
门前流淌的那条没有名字的大河。而
我，则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黄河，想到她岸
边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亲爱的家乡，一座
美丽得让人心醉的小城——济阳。

人类文明，总是源于大河流域。一个
城市，傍河而生，年深日久，则必然就会被
陶冶了大河的某些气质和风度。我总觉
得，济阳谦恭礼让、宽容敦厚的民风，是离
不开黄河千百年来的浇灌与涵养的。雄
浑的黄河，从雪山出发，汇聚无数支流，挟
裹着肥沃的黄土，融汇了多彩的风情和文
化，一路高歌，奔涌而来。当流入山东，夺
济水故道，气势渐渐变得水阔流缓。及至
济阳境内，水回河转处，黄河变得像极了
一位慈祥温柔的母亲，护佑着这座小城。
纵横交织的引黄河网，把黄河水源源不绝
地输送到济阳的每家每户和每一寸土地，
用她充沛甜美的乳汁浇灌了这块土地上
的庄稼，孕育了这块土地上的万物生灵，
涵养了这块土地宽厚的胸怀和智慧的灵
气。于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有了孔子

“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布德施教，就诞
生了“独精‘三礼’、卓然经师”的经学大师
张尔岐，就有了敢于“请禁风闻”、刚正不阿
的前清尚书艾元徵，就有了世代勤劳善
良、风雨相守的济阳人民。

小城在悄无声息中嬗变。即使只
是经过一个短暂的小别，当你回到小
城，你再也寻找不到昨天记忆中的“脏
乱差”。街道变得宽敞洁净了，红花绿
树生机勃勃，洋溢着缕缕的清香，昔日
的臭水沟，咋就摇身变成了美丽的景观
河？抬起头，天幕那么蓝，仿佛还在慢
慢地向高空升腾、升腾，一朵朵、一片

片、一堆堆雪白的云彩，调皮地互相撕
扯着，不断变幻出各式各样的形态，扯
动的纹理纤毫毕现。空气仿佛变成了
一块通透晶莹的大水晶，整个小城的红
花绿树碧水楼宇蓝天白云就都被包在
了这块大水晶里。

小城的美是有温度的。倾听群众诉

求，回应人民关切，今年以来，县委、县政
府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打赢了
一场拆违拆临、创卫创城的伟大战役。
那些占领公共空间的私搭乱建被拆除
了，那些刺眼的城市“疮疥”被拆掉了，那
些马路市场和街边的小摊小贩被清理
了，那些民怨载道的居民楼下的小餐饮
也被关停取缔了……人们在欣喜之余，
却突然一下子觉到了不方便，感觉到了
这个城市的“清冷”。

可人们很快就惊喜地看到，那一片
片拆出来的空地，都因地制宜，做出了科
学巧妙的规划和安排。有的建绿透绿，
种上了漂亮的花草树木。有的建成了小
广场，男女老幼都可以锻炼健身。有的
紧靠老居民小区，则建成了一个方便居
民的停车场。人们也无须为了吃早餐和

买菜买面不便而烦恼，因为在居民小区
的周遭附近，那些新开张的小店比之原
来那些路边小摊的早餐更卫生、更放
心。在全城各小区内，要合理布点建设
五十家便民超市，政府给他们补贴，但前
提是必须为群众服好务。县里统筹规划
的几处农贸市场也马上要竣工开业了。
政府说，拆违拆临，决不能一拆了之，通
过创卫创城，让广大群众生活的更方便、
更安全、更舒心，让群众感受到城市的温

度，才是最终目的。
我想，所谓一个城市的温度，就是在

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不光是建设高楼
房、宽马路、大公园，更是要一切以民生
为本，以人民利益为重，把最大可能满足
群众的获得感为最终目标。让群众触摸
得到温暖，永远怀揣着希望。

建设者是济阳最美的风景。
黎明，人们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

街道上已经传来洒水车洒水的声音，黎
明的街道略显空旷，在这个时段作业洒
水会尽可能地减少给行人带来不便。洒
过水的街道，蒸发着清新甜润的“地气
儿”。身穿橘红色或草绿色工作服的环
卫工都已经上岗。红红绿绿的，他们多
是些年纪较大的大爷大妈，他们挥动扫
帚把街道、人行道、广场上打扫得一尘不

染，把绿化带中的方便袋、饮料瓶和碎纸
屑捡拾的干干净净。人们走出家门，在
这个清清爽爽的世界里，带着愉快的心
情开始一天的工作。

济阳人从不吝啬汗水，更不缺少智
慧。食品界的大咖纷纷来济阳安家，济
阳人要把小城建成中国最大的食品工业
城。升降机械，早已是遍布大江南北的

“济阳造”，也必将引领“济阳智造”的转
型升级。城改旧改，济阳人敢打必胜，

百日攻坚。大规划，大拆迁，大建
设，大手笔。风刮雨淋中，我们

的机关干部挽起裤腿，钉在
工程建设的最前线；烈日

炎炎下，最平凡的农民
工，和着泥巴和汗水，
在高空中垒砌一块块
红砖。在希望的田
野上，新时代的农民
让土地生金，建成
了供应全国餐桌的

“菜篮子”，发掘发
展乡村特色旅游，
把济阳的土乡村建
成了省城的“后花
园”，农民在慢慢变
成一个挣钱多又体
面的职业。

小城的夜色更
显迷离与多彩。满
城华灯齐上，到处
人影绰约，小城神
秘 而 安 详 。 可 这
时，总少不了我们
的公仆那一抹可爱
的身影。熙熙攘攘
的夜市，尽责的市
场管理员及时地劝

退摆到马路边的小摊贩儿。站了一天指
挥岗的警察蜀黍又接着上路查交通、查
酒驾，他们把事故与死神拒于千里之外，
在凛冽的寒风中，在溽热的夏夜里，站成
小城里最潇洒的身影；居民楼下的小餐
饮油烟噪音扰民，城管执法队员们连夜
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们用更有效的
温情执法感动了业户，彻底搬离。夜深
了，政务大楼上依然亮着点点灯光，就像
闪烁繁星。看到那些灯光，人们更加喜

欢这个家，对未来就又多了几分憧憬和
希望。

美丽的土壤，必然滋生出文明的花
朵。拾重金而不昧的罗辉，火海中见义
勇为的“蜘蛛侠”，面对凶徒徒手夺刀的
人民教师李尧，忘我工作顾不上照顾重
病妻子的机关职员王佩华……他们只是
新济阳众多文明群体的缩影。在济阳，
遵规守矩，谦虚礼让，尊老爱幼的理念正
在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凝聚成我们这
个大家庭文明和谐的良好家风。

美丽的济阳，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
家园。家园的明天，也要靠我们勤劳的
双手去创造。当前,建设济南北部新城的
号角已经吹响，展望崭新的愿景，我们豪
情满怀，面对人民的期待，我们责无旁
贷。建设美好家园，五十七万市民群众，
人人都是主人翁。

我们不做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全
县发展是最大的大局。我们无论从事什
么工作，都要自觉地把自己放进这个大
局中去，维护大局，服从大局，奉献大
局。一滴水，只有融入滔滔江河才不会
干涸，一棵树，如果不能植根于深厚的大
地，就必然会失去营养而干枯；我们追求
人生理想，渴望人生价值的实现，但如果
脱离了济阳这片肥沃的厚土，一切便都
是空谈。

我们不做随波逐流的“浮萍草”。爱
家爱济阳，我们务必树立坚定的理想信
念。无论身在何位，我们都是济阳这台
高效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即使
仅仅是一枚毫不起眼的螺丝钉，我们亦
需务必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兢兢业
业、尽职尽责。少一些患得患失，多一些
奉献担当；少一些评是论非，多一些扬清
激浊；少一些畏缩不前，多一些敢试敢
闯。让自己出彩，为济阳增光！

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
加油干，就是要雷厉风行、只争朝夕，就
是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就是要不畏艰
难、迎难而上，就是要拼搏进取、苦干实
干。只要我们五十七万人团结一心，不
忘初心，不懈努力，共同奋斗，济阳就一
定会变的更加美好。咱家在济阳，济阳
是咱家。只有家好了，我们才会好；我们
都好了，济阳才会更好！

作者单位：县委巡察办

翻看日历，处暑已过。《月令七十二侯集
解》中“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
虽然秋季在意义上已经来临，但是夏天的暑
气依然未减，只在早晚时候添了丝丝的凉气
罢了。

今天，在这离家千里的西安白鹿原，这
个不大的荷塘里，翠绿的荷叶散在水面，玫
红的荷花立在水中，枯黄的莲蓬吐着籽儿，
一起瞅着岸边开满紫花的千屈菜，瞅着
我这个路过的外省女子。

黄土高原历来干旱少水，抛
开自然降水少的原因，其特有
的沟谷发育的地貌特征，既
不利于水分的存储又加速
了 地 面 植 被 吸 水 的 速
度。干旱，成了黄土高原
无法言说的痛。

但是此地此刻，我
居然看到了这幅荷的流
转画卷。这幅没有黄土
汉子的憨直、没有陕西
婆姨的泼辣，只有圆叶
上滚动的水珠和花蕊间
飞舞的蜻蜓，这一幅绮
丽的画儿。

沿 着 这 画 卷 向 回
翻，继续寻找荷。在中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中，就有“山有扶苏，
隰有荷花。”和“彼泽之
陂，有蒲有荷。”这些荷
的诗句，也是赞颂古代
女子对爱情热烈和执着
的名句。

古往至今，华夏大地上从不乏有感情的
追逐者和守望者，更不乏有大丈夫者。南宋
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是自己面对国破家亡时的悲怆，也是她
强烈爱国情谊的写照。那时的她，除了发出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哀叹，再没有其他
力量可以扭转自身的命运。个人命运在朝

代的存亡面前不堪一击，个人安危只会被历
史的车轮碾压成尘。

庆幸，她还有优渥幸福的前半生。作
为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兴尽晚
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将少女醉酒迷路的
娇媚和调皮尽显无疑，也将南宋时章丘的
那片藕花鸥鹭的荷塘“唰”得平铺到我们
面前。

今天，济南到处可见荷的倩影。不管
是在市区的大明湖，还是在济阳的澄波
湖。泉滋养着荷，荷牵绊着湖。

傍晚时分，我来到家门口不远处的澄波
湖。仰头望见夕阳正落到那一簇垂柳之上，
低头看见水中的圆影正被荷叶划成条状的
黄带，金灿灿，亮闪闪。

突然，一片圆叶微微颤动起来。是叶下

的鱼儿吗？它正围着叶儿不停转圈儿。是
池中的青蛙吗？它不去荷叶蹦跶却只在水
中玩乐。是云下的风？它羡慕的眨眼看着
已自动蜷成卷儿的小荷叶，望着盛开的白色
睡莲，望着远处的澄波湖大桥，望着被国家
评为最佳投资园区的济北开发区，也望着这
个小小的我。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的父
辈相邻宽容而

积 极 ，抓
紧 时

代

的机遇，才有了今日飞速发展之经济。我想
白鹿原亦是如此，勤劳善良的关中人，用现
代科技的手段扩水源、展经济，才有了今日
白鹿原的荷之风韵……

夏日里，荷正开。秋风起，残荷在。待
到“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又将是另
一番秋荷的美景了。

作者单位：大鲁阁

初秋的荷初秋的荷初秋的荷
◎王小萍

家在济阳
◎石兴会

村内有一座清真寺，是为燕王朱棣敕
建。寺高三十余丈、古朴典雅、宏伟阔
大。大殿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可容千人
聚礼，是鲁北平原上著名清真大寺。数百
年间，清真寺作为穆斯林之精神家园，既
是念经礼拜之神圣场所，又是习武强身、
交流感情、共商大事之重地。因为伊斯兰
教来自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自唐永微
二年至宋至元，回民族已遍布神州大地。
一方面众穆民笃守信仰，严格按照《古兰
经》指引，规范一切言行，追求两世吉庆；一
方面逐步适应华夏之习俗、文化和政治统
治。年代既久，便融入整个中华民族。既
为一大家庭成员，生活中便相互尊重，生
存中便各显其能。多民族相和共存，呈现
出多彩、斑斓、丰富之色彩。

乾隆年间，这马营村出了一位人物，
名唤马四爷。这马四爷系庄主马太爷之
第四子。生的膀大腰圆，瞪一双丹凤眼，
长一幅美髯须。有人誉称关公张飞之合
体再生。此人天生神力，清真寺前有一
对青石狮子，每个重约八九百斤，十岁
时，他便能抱起一个走上几十步远，面不

改色气不粗喘，令人称奇。成年后，每逢
地方上修堤筑坝，别人推一车湿泥上坡
需两人拉绳相助而行，他则单人推车，轻
松而上。既然力大无穷，在饭量上自然
超出常人。一顿能吃一大盆稀饭，几十
个窝头，一大块牛肉，一个咸萝卜疙瘩，
每每估摸着差不多便不吃了，他从未感
到吃饱过。

这马四爷天生好动不好静。五岁
上，父亲送他到早年间蒿菴先生创办的
私塾中读书。他不愿读也不愿写，一捧
起书便头疼。一年下来，字没认几个，倒
是把小同学们欺负的够呛，打哭揍疼是
常有的事儿，隔三差五的老有人去他家
告状。他的手心上因为常为老师戒尺所
打，所以老是红肿着。他忍着不让家人
看到，一双手怯怯的总是藏于身后。有
一次，父亲好奇地抓住他的手，掰开手心
一看，差点哭出声来。但见那小手红肿
着，皮肤已经溃烂了，冒着些血水，他赶
紧带孩子去大夫那里包扎。他不忍心埋
怨先生，不是先生狠心，而是他的孩子太
顽皮，不是个念书的材料。

无奈之下，父亲转而送他到清真寺
常阿訇处。一面跟老人家学习念经，一
面跟着这位武术名家学习武术。因为先
民们跟随燕王扫北的经历，传下来尚武
的风气。加之父亲本身是靠贩卖牲口起
家，过去岁月里来往于青藏高原、内蒙

古、包头、海拉尔、酒泉、嘉峪关等地。贩
来骡马牛羊，带去茶叶布匹等货物。长
途贩运，虽然利大，风险亦极大。穿行于
戈壁草原、崇山峻岭，亦或夜黑风高之
时，常会遭遇强盗。马帮中绝少不得镖
师及能争善斗之人护送……为安全计为
生活计，众人习武强身，学些拳脚棍棒便

成为这族中习惯。
说来也怪，这马四爷虽说念书不行，

念经上却非常灵头。在常阿訇处，他还
真的能坐下来。阿訇讲的那些字母，那
些发音，那些基础的课程，他一点就透，
听得进，记得牢。过了些日子，他便能背

下《古兰经》的首章“开端”和第二章“黄
牛”篇。这令常阿訇非常欣喜，按照这孩
子的悟性和他的聪明，用不了几年，便可
以培养成一个好阿訇的。但是，马四的
兴趣似乎并不在这上头。虽则会背诵，
那不过是在机械的背。他不求甚解，也
不愿细问，没有文化无法理解经典中深

层涵义，更谈不上讲经。这样看来，马四
在念经方面只能是半拉架儿，而注定不
会成为大才，不会成为好阿訇的。

而另一点上，对于习武他是非常痴
迷的。况且他就是个习武的好材料。那
身架，那气势，往那一站就是五虎上将，
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他庆幸能够走进
清真寺那练武场。那些练功用的石夯、
石锁、木桩、跳板、刀枪剑戟等兵器深深
地吸引着他。那些凹下去很深的方砖地
上留下的一辈辈练武人踏出的痕迹，在
深深的打动着他。那些武林前辈除霸安
良、抗倭御敌、保家卫国的悲壮凄美的种
种传说在深深的启迪着他。同时，他庆
幸父亲给他找了个好师傅，一个武林大
家，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常阿訇出身于武林世家。祖上曾
作为明朝开国大将，跟随朱元璋南征北
战，立下赫赫战功，后被封为定国公。他
自幼习武，集南拳北腿于一体，悉心吸纳
天下武学真谛，走遍名山大川，拜师学
艺，数十年笃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尤
其是他将独步天下的常家棍法加上自少

林寺学来的十三棍僧棍法及天下众多流
派棍法，融为一种新的“齐眉棍”，直练到
棍随人动，神随棍移，出神入化之境界，
被誉为“神州第一棍”。

对于马四这样的学生，他视作武学
奇才，爱在心中，赞不绝口。宛如一个好
的铁匠，遇到一块好铁，他要经过千锤百
炼，将此炼成一块好钢。他举意将一生
所学尽传于马四，让他成为武林栋梁之
才，将来去保家卫国，去尽一种担当，去
做一份贡献。

这样，师徒二人相惜相爱。一个倾
其所能，悉心相授。一个尊师感恩，苦学
勤练。

于是，一年四季中，在清真寺北侧阔
大的练武场上，每日的傍晚时分，常阿訇
师徒二人随众穆民礼过了“昏礼”后，便
在此练起功来。从初时的站桩进而到拳
脚、到内功、到散打、到十八般武艺。待
到全部功夫教授过了。常阿訇将自己独
创的那套“齐眉棍”悉心传授于他。

（二）
作者系县文联退休干部

话说御马园（小说连载）

张加增

初秋，游澄波湖桥，登上澄波湖
大桥，举目远眺，顿觉微风拂面，碧
水蓝天，鸥鹭齐飞，天高云淡，水面
薄雾，飘渺潋滟，好一派人间仙境，
随感怀一首。

轻轻地走在澄波湖桥上，
任秋风微微吹动衣裳。
敢问此水来自何方？
潋滟碧波尽情荡漾。
弯弯的湖堤像婀娜的新娘，
岸边的垂柳点缀着婚妆。
俏意写在了你的脸上，
玉带拂去了你的沧桑……

静静地站在澄波湖桥上，
拂尘扫去忧虑与悲伤。
试想善缘能否感动上苍，
阴霾驱散重见霞光。
抚慰玉栏透闻体香，
远眺白云神怡心旷。
细雨朦胧亲吻脸庞，
虔诚祈祷昨天是否已遗忘……

悄悄地挥手离别澄波湖桥上，
世间已无何言诉说衷肠。
此生不与绿水争春色，
但愿报春红梅暗透香。
桥边细柳落叶青黄，

青烟迷径苇翠霓裳。
汉白栏杆拥雪湖眏，
碧水画出群山模样……

啊，澄波湖桥。
我心中的神，我的偶像。
你的雄伟已使我不忍碰创，
你的坚强又使我充满力量。
仙界嫉妒人间福，
此桥天造地无双。
祝福你，永难忘，
你的英姿永远镌刻我心上……

作者单位：县物价局

澄波湖桥感怀
◎姜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