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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叫奉献
有一种伟大叫平凡
你们走在林间小道
忙碌在大街小巷
你们送来了“报刊”
我们迎接着知识

夏日里
当人们撑着太阳伞
穿着漂亮的衣服逛街休
闲时
是你们在烈日和暴雨下
坚守岗位
把“报刊信件”按时送到
订户手中

冬日里
当人们沉睡于梦乡

享受着家庭温暖时
是你们悄然爬出热被窝
走出温暖的家
顶着刺骨寒风
走街串巷忙送报刊

春秋寒暑
风雪加雨
你们倾注汗水和热情
默默践行着“报刊”人的
职责
你们是民族的

“知识使者”
你们是新世纪

“最可爱的人”

作者地址：崔寨街道
大刘村

余少时读书，偏爱文史，常与同道指点文字，乐而不疲。故余胸中之
华夏掌故亦稍多于理工学科。

华夏，炎黄后裔之父母国也。余知其地广物博，爱其英杰众多，羡其
沃野千里之富庶，慕其秦汉唐明之雄迈，读其文明璀璨至深处，颇情不自
禁而思往之。自近代以来，外夷凭坚船利炮频频欺侮，华夏局势日渐颓
丧。及至甲午之败、庚子之祸接踵而至，后遭倭人乘虚入侵，华夏危亡可
谓悬于一线。值彼国难之秋，诸多忠义人士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每读
此，未尝不三叹而流涕，恨不能生于彼时，与诸君并肩作战，虽九死而无
悔也。

年既长，或因工作差往，或有闲暇旅游，余出行各地，多览华夏壮美
山川。亲临景致处，忆书中所述，如旧友重逢，倍感亲切，此时所感所知
竟倍深于书中所学。

甲午年，余登泰山、临西湖。期间动余心魄者，非独为眼前山水之雄
姿靓影，亦唐诗宋词之绝妙佳句在脑中瞬间鲜活之故也。

乙未年，余寻访南京城墙。城墙建于明代，砖石多风化斑驳。余手
抚断壁残垣，隐隐有疼痛感，度此必为守城将士之精忠魂魄所凝固处也。

丙申年，余往慕田峪长城。为体验古人戍边之艰，余弃车而徒步独
行。时逢山雨，雨淋如注，几迷失道路，而身旁林木摇摆狂舞似做扑击
状。余略无惧色，坚步直前，盖此乃戚继光雨中练兵之地也。古人胆气
豪天之事，余虽不能及，然区区之身愿效法之，又岂能堕其威风乎？

余出行在外，所遇皆陌路之人，所见多温暖之事。如，余喜拍照而不
擅自拍，故每每请路人协助，路人得余请，亦无不相允。又如，余登山海
关城楼时，见一老妪坐于轮椅中，靠其子推行而上，步履艰难。余见状，
帮其子抬轮椅而上。似此等小事，于吾乃举手之劳，于彼则为雪中送
炭。余既常受惠于人，又岂能不将此惠发扬以助他人哉？

昔华夏王朝以孝治天下，盖以家国相似、忠孝相通也。所谓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必能至其身。今日华夏已为人民共和，爱国已不必愚忠
其君。然则个人与国家相连，善小之事不可不为。尽己所能，爱岗敬业，
一人有难，众人支援，在家孝父母，出门爱国家，更能于国家需要时挺身
而出，合同亿万同道之力，使人民愈加康乐，国家愈加富强，此今人爱国
之基本素养也。

己丑年十月，华夏建国革新，至今已历七十年。先辈栉风沐雨、砥砺
奋进，方有今日国家之强盛。余等有幸逢此盛世，更需爱之护之，使个人
与国家融为一体，则不枉生于华夏之天地矣。

作者单位：旺旺集团山东总厂

每每听到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总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因为我爱
我的祖国，爱我伟大的“母亲”，爱得如此深沉。

改革开放70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这正是得益于我们的日新
月异的祖国，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妈妈有时会和我聊她的童年，她小时候上学需要自己搬着凳子，提
着洋油灯，借用学校的泥土桌子来学习，环境非常恶劣，放了学还得去田
地给家里的牲畜割草吃。饿了也没有美味的零食，吃的只有窝窝头、地
瓜干，就连白面馒头都很少见……想想我们现在的孩子，学校里的空调、
暖气、灯一应俱全，热了有空调，冷了有暖气，黑了有灯，放学后家里有各
种各样的玩具和零食等着，只需要完成作业就可以。对比一下，简直是
天壤之别啊！妈妈还说，她小时候的交通工具是脚，只要不是去特别远
的地方都是走着，后来有了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动车、飞机，一直到
现在家家户户都至少一辆的汽车，这些代步工具的迅速更新换代，不得
不感慨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真的是为我们的人民谋福利啊！
这正是得益于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得益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由于祖国的飞速发展，如今我们半夜走在大街上，灯火通明，不再像
以前黑咕隆咚，不再需要自备手电筒来为自己照明。整洁宽敞的柏油马
路，充满生机的绿化带，参差不齐的高楼大厦。没有了以前的坑坑洼洼
的土路，一路走来颠簸的难受不已；也没有了矮矮的土屋……

时间飞快去，一眨眼我们伟大的祖国马上迎来她70岁的生日了，在
这70年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为新中国的一员，我为
祖国的日新月异感到无比自豪，为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无限骄傲。

因为祖国，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为祖国，我们学到了知识，得
到了收获，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
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
子，海是浪的依托……”祖国啊！祖国，愿您永远年轻，永远快乐！

而对于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我相信这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来
说，只是众多困难中的冰山一角，在我们国家相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很快
会得到解决的，肯定不会阻止我们亲爱的母亲前进的步伐！

我亲爱的祖国母亲，我没有优美的文笔为您谱写诗篇，也没有嘹亮
的歌喉为您颂扬，我的贡献微不足道，有时甚至还需要您的拂照，可是我
对您有着一颗火热的心，并且深深地爱着您，我亲爱的祖国母亲！

作者单位：兴隆街小学

吾与吾国
◎李庆田

我和我的祖国母亲
◎王 娜

夏日午后
阳光灿烂
该是多么适意

伴随着知了
不倦地欢唱

阳光一丝丝
穿越时空
慢慢地
抖落尘埃

来到眼前
给我
不曾有的欢喜

欢跳的麻雀
细数着阳光的光芒

成长的白杨
咀嚼着阳光的味道

沐浴阳光
是多么的幸福

没有焦躁
拒绝矫情

生命的本色
是那样真实

鲜活的生命

是那样生动

没有伪装
不用装饰
看到的不是狂热的合影
感到的不是浮躁的背影

阳光下
静静地倾听
会有非常的滋味

阳光下
慢慢地品味
会有别样的风味

阳光下
你会听到阳光漫步的声音

阳光下
你会闻到阳光弥漫的味道

阳光下
你会看到阳光舞动的身姿

知了 知了
这是何等的夏天

狂热里
潇洒的阳光
绅士一般
没有丝毫的吝惜

远处的柳林
忽然传来一声一声
知了 知了

我左寻
一直
没有看到知了

我右寻
一直
没有发现知了

在哪里 在哪里
是那样随时随心为

在哪里 在哪里
是那样自然自在

什么声音
震撼来袭
什么情景

触动我的心

这不是
我静静地
守候的清宁吗

这不是
我慢慢地
品味的好光景吗

知了 知了
一声一声
是那样富有节奏

知了 知了
一声一声
是那样不厌其烦

知了 知了
难得是行者

知了 知了
难道是天才

知了 知了
是开心的吟唱
知了 知了
是的尘封的爆发

知了 知了
该储藏了多少能量

知了 知了
该超乎多少寻常

知了 知了
该洞察多少秋毫

是前世的奇缘
还是千年的等待

是自然地陶醉
还是沉醉于东风

知了 知了
始终激情似

火知了 知了
始终芳华绝代

知了 知了
人生在世能
知了多少

知了 知了
谁能告诉
知了多少

知了 知了
谁又能
正真知了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

回首离滇四十年
（1979年-2019年）

回首四十感万千，酸甜苦涩超非凡。
早年敬业历辛苦，晚岁学诗雅趣添。
岁月无情多感慨，人生有限梦难圆。
花开花落寻常事，云卷云舒待坦然。

故地重游抒怀
故地重游会老友，几多往事记心头。
回眸过去同经过，展望未来共探求。
自古无常难预料，历来冷暖有根由。
桑榆暮景圆残梦，笑看夕阳喜泪流。

漫步云南民族村
各族民俗呈异彩，水林绕寨任徘徊。
象人表演惹游兴，七彩云南喜满怀。

游海埂公园
滇池五百景无限，填海建楼遮望眼。
故地重游忆往事，西山壮丽再回看。
注：五百指滇池长五百里。

观昆明大观楼遇雨
历尽沧桑越百年，名楼千载也壮观。
夫妻有幸留芳照，喜见长联展眼前。

注：长联指大观楼门两边悬挂着清乾隆年间著
名诗人孙髯翁所撰的一百八十字“海内第一长联”。
从而使大观楼成为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天
下的四大名楼。

游黑龙潭公园
公园游览见奇珍，宋柏唐梅历古今。
两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

注：唐梅树龄至今1306年，冬季开花，宋柏893年。

登鸣凤山观金殿
花木满山别有天，兴观金殿慰心田。
青山依旧流光逝，游照速留伴永年。

穿越昆明瀑布公园水帘洞
飞流直下震天响，瀑布壮观气势昂。
帘洞横穿添惬意，再留友照待珍藏。

作者系济阳退休干部

这五天的行程以来，随着我们渐渐地深入那重峦
叠嶂的太行山，我们也在卷卷白云中、雨后薄雾后见
识到了太行的美丽。

第一天下午，老师带领着我们去山中游玩，带
我们去观看、去领略仅属于太行高雅震撼的意境。
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在心中为写生打下了一份草
稿。粗壮的古树上纵横交错的树枝、新生小树的勃
勃新机，昭示着这里的生机；粗犷巨大的岩石，一块
块地组成了山；而倒映着山的，是波光涟滟、碧绿如
翡的湖水。

在旅途的第二天开始，我们拿着速写本、笔，选
好位置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写生，最开始我画的十
分糟糕，尽管老师已经教过我们山和树及云的画
法，画的依旧差强人意，画不出心中想要的画。不
仅如此，画出的成品让人看不出是那棵树，但是在
老师的修改指导下，也是收获了很大的进步。画技
进步的同时也了解到了许多的绘画技巧，例如表现
出云、房子的“白”应该如何处理、怎样使山上的植
被不那样散等。

这次的写生，我们所收获的仅仅是练习的画作以
及收获的画画技巧吗？我们收获的更多的是来自自
然界的一抹丰盛的色彩。 作者系济北中学高一新生

夏日的阳光（外一首）

◎孙永泽

礼赞，辛苦的
投递员

◎刘文富

太行山游记
◎李林枫

云南再回首之旅
◎田万和

这两块布，是啥时在嫂子手上变成两件衣裳的
呢？悄悄流了一夜眼泪的芳草，颤抖着双手把衣
裳抖开。看那大小和肥瘦，显然不是嫂子能穿得下
的。裤子上没有挂钩，是三颗扣子，一大 两小。一
只黑色，一只深灰，还有一只竟是暗绿色。褂子上，
五只扣子全是用花布包起来的，芳草用手捏捏，觉
得那里边像是包了一小团布。

芳草的泪滚下来，“吧嗒”落到面前的衣裳上。
就是在昨天，嫂子还和哥哥堵着小屋的门口，一 唱
一合地演双簧呢，把她堵在屋里，泪都不敢往下
流。可今天……依然沉着脸的嫂子，肯定是一夜都
不曾合眼。

“新婚三日无大小”，那来闹房的或年轻或并不
年轻的一拨拨的男人们，并不因为芳草是支书的儿
媳而有所收敛，也完全不在意上房里躺着的老六。
那一连串的恶作剧，倒像是他们事先串通好了似
的：塞进衣领里的那把碎头发渣尚未来得及顾及，
一只扑楞楞乱飞的麻雀已被一条松紧带扎进了裤
管。惊慌中，终于将那松紧带用力扯断，一束很强
的刚换过新电池的手电筒的光，又紧接着射向她的
眼睛。随着一声“一、二、三”的呐喊，胡乱喊叫着的
人群呈排山倒海式一个个倒过来，把她压在了最底
下……不管怎样闹，新媳妇是不准恼的，否则，就被

视为不通情理。在娘家时，见过的闹洞房数也数不
过来，可是，芳草还从未见过有这样的闹 法。到这
里来闹的人，好像并不是如往常一般为了在嬉笑打
闹中造成一种特定的喜庆气氛，而却象是为了从中
得到一种什么补偿，发泄某种情绪似的。

村上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来了，甚至，连燕子的
女婿柜子也来了。那一拨又一拨的人里，却独独没
有于东海的影子。“希望你过得比我好！”那慑人魂
魄的眼神，那深沉低缓的语调，就在眼前……于东
海，谢谢你，也祝你幸福！我知道，为了到法国去进
口种兔，你所吃的苦、受的难，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村里的好多人都不理解你，说你瞎折腾，出风头。
连全福的爹也曾说过，那个于东海，连中国兔子都养
不好，还想着养外国兔子，这不是做梦吗？东海，我知
道你能行的，靠了你的不懈追求，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

芳草哪里知道，此时的东海，正心烦意乱地在
他的养殖场里来回走着。全福家屋顶上高音喇叭
里扩出来的声浪，重锤般一下下敲击着他的耳膜，
让他无处躲藏。

怎么可能呢？芳草，你真的就要成为别人的妻
了吗？我和你，真的就那么无缘？芳草，我那天说
的那些话，用意就是让你为自己伤伤心，为自己流

流泪，那样说了，我自己也心疼啊……
东海的心重重地疼了一下，强忍住痛苦，他想

找点事情来做，让肉体的疲惫来暂时减缓一下心灵
的伤痛。他恨自己，为什么不曾对她表白呢，在那
些属于他和她的日子里？

高音喇叭里刺耳的声响，继续不依不饶地冲撞
着他，缠绕着他。捏紧拳头，他真想把那只喇 叭砸
个稀巴烂。

抄起脚边的一只铁锨，他猛地朝那排废弃的兔
舍劈过去。轰隆隆一声巨响，声浪裹挟着烟尘 ，铺
天盖地地朝他扑打过来，他直直地站立着，一动不
动。

高音喇叭的声响，暂时消失了。望着这满地的
砖瓦，东海就那么直直地站立着，雕塑一般。

自芳草嫁到小苇子圈之后，燕子和春柳在感情
上都品到了些许失落的味道。虽然大、小苇子圈之
间仅隔着一个不大的场院，说话间就到了的，可是，
她们见面的次数明显是减少了。

报考镇政府的事一直不见有通知来，因为是第
一次，燕子心中也没什么数，既盼着通知能快点下
来，又怕通知真的一下子就送到她手上。有几次，
她差点就要自己跑到镇政府去问个究竟了。掂量
来掂量去，终于没有勇气去问。燕子心里有些急，

但表面上仍是那副乐乐呵呵不知愁的模样。这回
不行，等下次还要考，不能像表哥。燕子已经在心
里不知多少次地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并暗暗给自己
鼓了劲。

漫长的等待之后，通知终于下来了。当那大红
的聘书送到燕子的手上时，燕子一时竟有些晕眩的
感觉。那一刻，她感到自己脑海中突然一片空白，
连送通知的人是什么时候走的，她都不知道。

虽说是合同工，但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燕子
家来说，也是破天荒第一个。燕子的爹娘，也都像
吃了欢喜团子样高兴得合不拢嘴。

“咱燕子这闺女自小就有主意，又能干，一看就
不是个一般的孩子。”

燕子爹老柴擦着手上的猎枪，用他一惯的大嗓
门同老婆说着话。他刚从河滩里打野鸭回来，脚
边上，正有两只大睁着眼睛、浑身血淋淋的野鸭躺
倒在泥地上。

每年的这个季节，燕子爹老柴都到滩里去打野
鸭。在十几年前，他每次打的野鸭都用小拉车往家
拉。近几年是越来越不行了，每次打野鸭回来，他
都抱怨野鸭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打了。有时甚至连
一只都打不到。对今天的收获，他很满意，在老婆
面前话也格外多起来。 （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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