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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奋斗筑梦中华·建功立业情暖济阳”
——济阳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征文选登

“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家就在岸上住……”每当这首熟
悉的旋律响起，我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家乡的徒骇河。

我家就在济南以北，济阳垛石镇徒骇河南岸的村子
里。记得小时候，我和伙伴们经常拿着各种网兜去河边
捕鱼捉虾。有些热爱捕鱼的水汉子摆上迷魂阵，能捕获
好多大鱼！每逢干旱大人们就组织起来安上机器水泵，
来灌溉树木庄稼，丰润的水资源带给家乡一派生机昂然
的景象！

可听老人们常常讲起，建国初期的徒骇河可不是这
样。那时候河面远没有这么宽广，河床也很低浅。旱时，河
床就像旱鸭子；涝时，则像关不住的水龙头，常常倒流到农
田里。这样的徒骇河，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直到六十年代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发出号
召，要求沿河两岸的广大干部群众，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
精神，彻底根治骇河，造福后代。国家也在当时很贫困的情
况下，提供给修河人员足够的生活物资！当时，各地都有村
书记或村主任带队的修河小组交叉，去异地开挖徒骇河的
情况。

那时候，村里像我们一样的大户人家都会自发地腾
出院落，供给修河成员居住使用。来我们家的是高青的
一个小组，这些大伯们特别热心，每每会将一些剩下的馒
头和小米粥，给我们送来。要知道，当时就算大户人家也
只有逢年过节，喜庆大事才吃上白馒头呢。当然了，关爱
是相互的。我母亲和姑姑，每天一大早就烧开一锅热水，
装在土法制作的保温桶里，分几次送到修河工地。母亲
说，那时候都是肩挑人抬，力气大的用小推车，一车车往
岸上运。尽管已是初冬时节，大家身穿单衣，却干劲十
足，争先恐后，喊着号儿，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非常感
人！

就在我略有记事时，各地开挖徒骇河工程任务完美竣
工，大家陆续返回原地。紧接着我们济阳县领导带头和沿
河岸的群众一起，在徒河两岸大规模植树造林，目的就是防
御连阴天时，雨水冲塌河堤。修河期间，广大党员干部起着
模范带头作用。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今有王如
财老书记三年住在河堤旁。他春冬两闲季节带队挖河，夏
秋雨水季节就留下很少精壮汉子，随时防护有雨水冲刷现
象。当他回家时，他家和我同岁的三儿子喊他大爷找谁
呢！当时王书记难受的说不出话来！

老一辈辛辛苦苦地，修建的徒骇河就这样渐渐伴我成
长……由于河水常年流淌，上游的河沙逐步沉淀，日积月
累，河床又开始变浅，近十年，到了干旱季节，有的河段常常
断流。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济阳区政府领导再次
对徒骇河更深度清淤加固。以前修河都是靠人工，好几年
才完工，现在区政府动用了最先进的修河机械设备，大大
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并且给各村都配修好水电站，用以灌
溉农田。看到这些，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越来越富强
了！

我们更应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英明决策下，恪尽职守，
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把家乡变得富而美，让祖国变得大
而强！

现在我一回老家，就到骇河岸上，边走边唱起小时候的
歌谣：我生长在骇河岸边，这里是我儿时的乐园，丰润的河
水流进了我家的农田，一群群的鱼儿水中撒欢……一路走
来，远望祖国的大好河川，禁不住放声呼喊：祖国啊母亲，我
爱您！您是我的骄傲！我为您自豪！

作者单位：天阳纸业有限公司

我热恋家乡的
徒骇河

◎辛 军

谁都知道，吃饭是人类每天生存的必需。人要是整天没饭吃，就无法
活着。若是整天半饥不饱或吃的质量太差，也只能是有气无力，在某种意
义上说，那不叫真正的活着。所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天头一件”。
如此民生大事，在各个历史时期，百姓碗里的饭是多是少，是好是孬，是不
一样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工农业都
不发达。百姓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很多贫困群众吃糠咽菜，食不
饱腹，饥不择食。

新中国建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老百
姓的吃饭问题，发生了彻底的巨大变化，不仅吃饱了肚子。而且由吃饱，
吃好，再到讲营养，讲健康，吃出了饮食文化。这个越来越好的变化，在老
百姓的心中最深刻，最牢记，最满足，最明显，最幸福，最感恩，这是现在的
老年人都亲历过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全国各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
落实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那时广大农民虽不再
吃糠咽菜，但还是瓜菜半年粮的状况。建国后，党因时度势，因势利导，在
广大农村建立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又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人民公社。粮食产量和经济作物普遍增收。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
就基本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问题。1960年，遭受自然灾害，一度出现全国性
粮荒。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党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一致同甘共
苦，共度难关。于1963年就基本恢复了正常。这期间，县城机关干部的家
庭也都是省吃俭用，不敢浪费一粒粮，一滴油。每到秋后买上百八十斤萝
卜埋在土坑里。这便是一冬天的“当家菜”。七十年代，全国“工业学大
庆”，“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通过战天
斗地，艰苦奋斗，粮棉、油产量翻番，百姓的日子虽然过得还不是很富裕，
但人们见面听不到以往先问“吃了吗？”这句话了。一年中，老百姓能吃上
一半的细粮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路线，开始集中精力抓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路高歌猛
进，各项事业发展得意想不到的快，工业、农业、商贸、文化，科技全方位的
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广大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行各业思
想大解放，革故鼎新。计划经济下的那些陈规旧制、票证供应等都成为了
历史。此时，人民向往的好日子，丰衣足食的现实，一天天进入到了百姓
家。九十年代初，济阳县由德州地区管辖划归济南市时、大米、白面、肉、
蛋、奶以及各种蔬菜供应已基本不成问题。当时海参、鲍鱼、大虾等这类
的高档副食品，市场上虽少见，但也不再是什么难求的稀罕物了。以前谁
家孩子结婚或遇有喜庆事，主家得操心张罗，这时候，逐渐地不再自己忙
活了。找个饭店，摆上几桌，既省事又有面子。随着餐桌上，饭碗里的变
化，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多元化。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
人们对主食和副食的要求开始挑剔了，粮油要吃无公害的，水果蔬菜要新
鲜的，吃鱼吃虾要活蹦乱跳的，鸡鸭肉蛋要本土的。吃腻了大米白面，还
又再想吃个地瓜、窝窝头什么的。不管吃什么，都要讲营养、讲健康、讲平
衡、讲搭配。现如今，市场上，超市里，各种吃食琳琅满目，任你挑，任你
选，过去是有啥吃啥、现在是吃啥有啥，七十年前和七十年后相比，真是一
个天上一个地下，这都多亏了党领导的好啊！

70年我国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整个国力增强
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前进的步伐，百姓餐桌上的变化是我们
中华民族由贫变富的一个缩影。当今，世界上一个东方大国正以更加坚
定的步伐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作为一个公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值此七秩荣庆华诞之际，唱首自编的歌儿表心声：

盛世华诞七十年，
巨大变化史无前，
革故鼎新惊寰宇，
改革开放震山川。
政策英明国祚延，
国运昌隆幸福泉，
百姓尽享清甜梦，
强我中华勿忘贤。
七秩盛世庆圆满，
赤诚跟党永不变，
众志成城巩政权，
五星旗耀万万年。

作者系济阳区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

一
朗朗乾坤社稷壮，
莺飞燕舞欢歌扬。
人和政畅千秋业，
华夏协力筑梦想。

二
春阳暖色醉花丛，
嫣红姹紫百花香。
三中全会定大计，
改革开放正远航。

三
三个代表聚力量，
科学发展著华章。
西汽东输谋筹远，
南水北调意久长。

四
不忘初心谋幸福，
祖国复兴正朝阳。
外交唱响和平曲，
一带一路益八方。

五
飞船笑做蟾宫客，
蛟龙深潜会龙王。
巡航巨舰环苍海，
展翅雄鹰任翱翔。

六
和谐社会顺民意，
精准扶贫遍僻乡。
江山鼎盛昭天下，
翥凤腾龙国运昌。

作者单位：区纪委

端起饭碗思变化
◎李 兵

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祁云霄

我的旗袍缘
◎王秀莲

你我相遇在流火飞萤的七月，听着优美的江
南古典音乐，在杨柳轻风里，皎月星光下，我静静
的走来，静静的走来，走进了一群美丽如画的女子
身边。看着你们脸上露出温婉的微笑，眼里绽放
着温柔、喜悦的回眸一笑，话语间充满着激励人勇
往直前的那种豪迈。那一刻，我的心安静了下来，
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追随的目标。

缘从何起，我对旗袍有了那么深的迷恋。姐
妹们，还记得今年我们区里的“三八妇女节”吗？
我有幸作为“全区最美书香家庭”的获得者，现场
观看了这场美轮美奂的旗袍秀表演，当时我真是
惊呆了，在我的身边，竟然有这么一群高雅的女
子，把东方女性的美，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阐释的
如此淋漓尽致。观众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息。这一
场颁奖盛典，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旗袍秀，她颠
覆了我对济阳女性的服装搭配观念。

原来，女人穿上旗袍是这么美！一件旗袍，同
样的女子，穿上它，你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她把现实留在了昨日，把美好的梦想展现在了今
天。随后，又看到了很多张旗袍秀姐妹们的照片，
花纸伞下回眸一笑百媚生，澄波湖边依栏照影两
生花，袅娜聘婷步步生莲，一身红衣轻舞飞扬，诉
不尽今朝的好心情。那一刻，我励志，我一定要加
入这样的组织！ 在我撰写我们单位《济南济阳水
务实业有限公司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实施方
案》里，我把旗袍秀写进了方案里，我要让我们供
水的姐妹们绽放自我，来一场供水人的旗袍秀。
我们不仅能做好全区的安全供水工作，我们也能
展现出东方女性的韵律美，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非常感谢我的柏芳红姐姐，她作为第一批会
员，把我拉进了旗袍秀的群里。如愿以偿，我终于
走进了旗袍秀这个大家庭。

怀着同样的梦想，我们走在了一起，有这么多
女子相约纷至而来！颜玲大姐就像一枚指南针，
一座灯塔，用她洪亮的声音，形成了一个磁场，凝
聚着人心，弘扬着正能量！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一道靓丽的风向标。

在这个队伍里，真是藏龙卧虎啊！美女如云，
个个身怀绝技，唱歌的，跳舞的，打太极拳的，诗朗
诵的，唱京剧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惊叹不
已！ 在这个队伍里，我不美，我的T台步子迈的也
不美，但是我就是愿意来！不管我平时工作有多
忙，晚上下班后顾不上让孩子吃晚饭，匆匆忙忙接
上孩子去学习书法国画，有时候会晚来，有时候会
早走，偷偷溜走去接上国画的女儿。

排练了好多天的旗袍秀了，我迟迟不敢下笔
写点随感，我怕我的拙笔不生花，写不出姐妹们那
种——心态恬淡自会出尘，不惊不扰自然芬芳的
美，写不出姐妹们清丽的古典风韵情，写不出姐妹
们步步生莲，不负韶华的决心与意志。感谢颜玲
大姐的鼓励，让我下定决心，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夜
晚，一诉我对旗袍秀的情缘。

有人说：平庸还是出众，往往源于我们自己的
选择。想要舒适安逸，我们总会有无数理由说服
自己安于现状；想要变得更好，我们同样也会想出
无数办法应对暂时的困难。关键的，不过是你愿
不愿意做出改变。在梦想面前，我愿意克服困难，
选择希望，选择改变！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区自来水公司区自来水公司

我用强大的记忆光圈承载青春的酸甜苦辣，
聚焦每一个光怪陆离的场景，
分不清是想象还是现实。

时光被定格、重新定义，
在帧秒的累积中，
幻化成自我蜕变的电影，放映。

成长的道路，
充满不安和迷茫，
抚慰躁动灵魂的，
永远不可能是纸醉金迷的阑珊灯火。

经历是把双刃剑，
惊艳了浮光岁月，

复杂了简单我们。

热情从未褪去，
甚至添了一份淡定、雅然，
主动张开双手微笑地温暖眼中的世界。

生命可以绚丽多姿，
也可以平淡无奇。
和每一个有趣的灵魂相遇，
我都感谢，
因为在路上，
因为还在路上，
因为要一直走在路上。

作者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成长成长，，在路上在路上
◎王亚南

燕子与镇上渐渐失去联系之后，柜子家里的
人，对她是更加的关爱，特别是柜子的娘，更是 隔
三差五地断不了往燕子家跑，家里就是煮个地瓜、
掰个嫩棒子啥的，有一个，就少不了燕子的一
块。逢年过节的，柜子娘早早就把亲手缝制的新
衣服给燕子送过来，那精心选购的布料，那细密的
针脚和时新的式样，让滩里的闺女媳妇们眼红得
咋舌。

逢了收种，柜子总来帮忙。柜子虽然是个没
过门的女婿，可比那过了门的“半个儿”要能下力
气得多，常常，他只穿一条半长不短的短裤，油黑
发亮的光脊梁上，汗珠子一串接一串不停地往下
滚落。

燕子爹老柴，逢了柜子过来帮忙的时候，总叼
根平时舍不得抽的大鸡烟，站在一边指指画画
的 ，却并不干。燕子见了，就有些不高兴。有一
回她跟柜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柜子说 ：“往
后干活，悠着点，别那么光着个脊梁地只知道傻
干。活是一下能干完的？干了这个，还有那个。”
柜子嘿嘿笑笑，瓮声瓮气地对燕子说：“使点力气
怕啥，又不是用钱买的。用完了 ，接着长。这干
活也不是赶集、串亲戚的，光脊梁凉快，还省布。”
燕子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她丢下柜子，独自一个

人到一边干活去了。柜子不恼，也不怪，照样光了
膀子拼了命地干。

燕子爹老柴对柜子这个未来的女婿是满意
的。一来柜子能下死力地干活又听他的招呼，二
来两家离着近，往后闺女们都嫁了，他还指望着靠
柜子、燕子两个人呢。

燕子的心，却是始终处在矛盾中的。柜子这样
能干，对她也百依百顺的；柜子娘对她的疼爱，那更
是不必说。农村女孩，能找个这样的婆家、这样的
男人过日子，也算不错的了。再说，柜子爹有木工
手艺，家里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嫁过去后，累不着
也饿不着，离 娘家又近，等以后妹妹们都走了，她对
爹娘也有个照应。有时，望着光了脊梁一言不发只
知道拼命干活的柜子，她的心里又会生出一种说不
出的惆怅来。就这么过一辈子，同母亲、婶 娘她们
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这么干下去，昨天到今天，
今天到明天，简单地重复着，循着相同的轨迹，在这
个被堤和河围起来的小圈子里，生儿育女，直到老
死？每想到此时，燕子便不免有些茫然，心中，也如
刚刚退去河水的河滩般找不见一丝绿意。同样是
农民，为什么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又有那么大的差
别呢！这时，一张黝黑却显得极精干的脸，在 燕子
眼前闪了一下。那个曾给她写过“鸡毛信”的团支

部书记田春雨，一尘不染的衬衫领子 ，一丝不乱的
满头黑发，就连长裤，也找不见一丝折皱。记得第
一次跟他见面时，燕子不由得在心里想，这么一个
整洁的人，怕是不下地干活吧？待握手时，他手上
又厚又硬的老茧，才让燕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自
此，燕子便记住了他。分组讨论时，燕子又恰与他
分在同一个组里。他很健谈，不管是讲他的木器加
工厂还是讲种田，他都头头是道的，让燕子只有听
的份。

不知道为什么，近些日子，田春雨的影子，总是
不时地跑到她的面前来，让她的心一阵阵地烦乱不
安。其实，当时他们在一起开会时，并没有单独在
一起说过什么，只 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朋友而已。可
事隔几年之后，为什么又常常记起他呢？难道，仅
仅是因为那半真半假、只有一句话的“鸡毛信”吗？

见推了光头的柜子，甩着两只光脚板往地里
运肥，燕子望着他的目光，便有些飘忽不定起来 。

这时，烦恼和忧郁便悄悄来到她身边，前后左
右将她围了个水泄不通，让她无力挣脱。

那天，柜子帮她家串种棒子，柜子用镢刨坑，
燕子往坑里扔种子。两个人配合得很好，远远望
去，俨然一对恩爱的小夫妻一般。只是，两个人都
没有什么话。

实在闷得无奈了，燕子轻叹口气，首先打破了
这沉闷，说：

“你说，这人长大了，为啥还得要结婚呢？”
柜子抬起头，有些不解地望着燕子，然后嘿嘿

笑起来：“结婚，生孩子呗！”
“就为这？”燕子有些失望，也有些茫然。
“那还能为啥？”
柜子说完，便又头也不抬地刨起来。
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生下去，干下去，在这滩

里，一辈辈地重复着？
燕子呆愣着，任手中的棒子种沥沥拉拉地一

粒粒从指缝间缓缓泻下，噼啪跌落到地上。待醒
过来，她猛地飞起一脚，把那一小堆种子踢得四
处飞散，金色珍珠般叮咚敲响在半青半黄的麦穗
上 。

整整半天，她再没跟柜子讲一句话。
不久之后的一天，柜子又来帮她家往地里送

粪。整整一天，除去中午吃饭的工夫，柜子歇也不
歇地干着，小平车上培得结结实实的粪肥冒了
尖。柜子光脊梁上的汗，小溪样没有断过流。燕
子心里很是有些不忍，想想自己从前对柜子的冷
漠，她有些疲惫地想：自己对他，是不是有点太过
分了？ （三十五）

小
说
连
载

小
说
连
载

鞠鞠
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