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国库书法作品在东莞可园展出

中原书风遇上岭南名园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日前，漫道
雄关———杜国库书毛泽东诗词书法

展在东莞市可园博物馆开幕。 东莞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
及东莞市河南商会、 东莞市君山传
媒等十多家单位 200 余人参加开幕
式。

据了解 ，此次展览共展出杜国
库作品 80 余幅 ， 以毛泽东诗词为
书写内容，涵盖真 、草 、隶 、篆 、行多
种书体 ，是对其近期书法创作的一
次检阅 。 毛泽东诗词 ，思想内容博
大精深，艺术形式丰富多彩 ，是诗 、
是画、是乐章 、是诗史上的丰碑 、是
中华文化的瑰宝。 研究和书写毛泽

东诗词早已成为文化界的普遍现

象 。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杜国库饱蘸笔墨 ，以毛泽东
诗词为主题 ，精心创作 ，以此纪念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诞辰

126 周年。杜国库的书风飘逸隽永，
格调高古宁静 ，楷 、行 、草 、隶 、魏碑
无所不精。 他自幼染翰，心追手摹，
在 30 多年的艺术生涯中 ， 每天学
习 、生活 、工作之余 ，笔耕不辍 ，收
获颇丰。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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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树的乡情守望
郭宏景

中原热土， 经历了多少的风雨磨
难， 年轮上就会刻下多少血泪印记，基
因里就会珍藏多少坚韧执着，秉性中就
会蕴含多少淳朴深情。

盛夏时节， 奔走在千里大中原，纵
横田畴、 装扮城乡的是那绿意盎然、郁
郁葱葱的树木，满眼各色各样、各种材
质和用途的树木，可以说是活跃在大地
上的当然的主角。

作家梁衡说，树木一直在默默地注
视并记录着人类的活动，一棵树，就是
一部绿色的史书。 的确，当我们把视线
投到沧桑家园，用心梳理半个多世纪的
绿色记忆时， 有两棵与家乡人过往亲
密、充满爱怨情愁的树影，越来越清晰
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时光转回 60 多年前， 新中国百废
待兴，我的家乡黄泛区彼时正荒沙盐碱
肆虐，处处了无生机。 然而，不屈不挠的
泛区人战天斗地、抗争苦难，硬是在被
联合国官员认定的“不毛之地”种树治
沙，恢复生产。 黄泛区腹心的周口，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时间里，植树两千多
万棵， 营造出了 90 多公里的防风固沙
林带。 当时，担当防沙重任的树种多以
乡土大官杨、小叶杨和新中国成立前引
进的美杨为主。 其实，无论是本土的还
是引进的，只要能适应中原水土，只要
能造福当地人民，老百姓对它们是一样
亲、一样疼。

得益于这份亲情疼爱，多灾多难的
黄泛区迎来了绿色重生。 到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周口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
起色， 全区的耕地复种指数大幅增加，
林木总数发展到了一亿两千万棵，林木
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 1.5%，增
长到了 6%。 倔强延伸的绿色屏障，慢慢
改变着家乡的容颜，也悄然改写了黄泛
区的名字。

朴实的家乡人把绿色归功于杨树，
也把新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杨树。 中原各
地竞相引进种植，沙地造林、防风林带、
“四旁”绿化，杨树都是主栽树种。 但大
发展也有着大隐患。 也许由于土地贫
瘠，也许因为防治乏力，随着杨树的大
面积栽植，病虫害逐渐滋生、蔓延，加之
当时重栽轻管，满怀希望的杨树未老先
衰，“上焦梢， 下弯腰， 中间都是大鼓
包”，一个个变成了“小老树”，让人心里
有说不出的痛。

对绿色的向往不能停歇。 家乡人忍
痛淘汰了一棵棵病杨，换上了同样能防
风固沙、带来希望的乡土泡桐。 于是，泡
桐树的故事开始了。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风固
沙主力军中， 已经不乏泡桐树的身影
了。 当时的人们求生心切，慌不择树，只
要是树苗，拿来就栽植，在杨树的行列
中夹杂了不少泡桐。

应该说，泡桐是我第一棵真正认识
的树，也是印象最深刻、感情最真切的
树。

上世纪 70 年代， 正是我的孩童时
代，家乡人对种树已经有了普遍的行动
自觉，不管是房前屋后、村旁地头，还是
沟坡路边、农田之间，凡是能栽树的地
方几乎都有叶阔干直、恣肆生长的泡桐
树。 一到初春，遍野都是粉紫色的泡桐
花，状似喇叭，就像胼手胝足的父老乡

亲，低调卑微，不喧哗、不争春，默默求
生。 我曾和小伙伴偷偷地攀折、尝食泡
桐花，涩苦中带点儿淡淡的甜味，就像
田地里青涩的作物果实， 虽被人伤害，
却对人无害。 听祖母讲，在以前的饥荒
年月，桐花和杨树的花穗一样，是乡间
难得的食物，能救人命的！

更惊奇的是，一夜风雨后，泡桐花
满地，祖母捡拾起一朵泡桐花，剖出花
托里的子房认真瞧看，还念念有词。 我
也好奇地剥开一朵来，只见两个泡桐籽
粒紧抱在一起。 祖母虔诚地说：“老天在
照应着哩。 桐花的籽儿饱了，小麦就是
丰年，咱就能吃饱饭啦！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我发现，泡桐籽真的和麦
粒很像，很像。 用泡桐花来占卜庄稼的
丰和欠，看似牵强，其实是缘于祖母那
一代人对饥饿的惧怕，同时也是对同一
块土地里生长作物的无限敬畏。 当时正
值改革开放之初，我的家乡刚刚分田到
户，勤劳的乡亲拿出“绣花功夫”，用心
侍弄土地，拼命耕作，乡村生活如同刚
栽下的小树苗，慢慢壮实繁盛起来。

泡桐树在大地上生长，也见证着乡
亲从饥馑走上温饱。 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泡桐树迎来了
“高光时刻”，随着地膜覆盖育苗、泡桐
萌芽更新等技术的成熟和推广，泡桐树
已经成了中原地区绿化、用材的主要树
种，最多时栽植近两亿棵。 在当时的周
口， 以泡桐树为主的农田林网蔚然成
形，尤其是独创的“农桐间作”模式，全
国闻名。 遍地开花的泡桐树，深深扎根
在乡土里， 与各种农作物密切间作，营
造出了一方方良好的农田小气候，“林
茂粮丰”是国人对当时周口农业的一致
评价。

岂止是丰茂啊，速生简叶、材质轻
软的泡桐本就是中原大地上的 “亲生”
树种，经过乡亲的精心栽培，一棵泡桐
树十年左右即可成材，树干能长到十多
米高。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当时，纯朴敦
实的泡桐树，长在田间时，是庄稼的“森
林卫士”；轮伐倒下了，是乡亲们的“存
钱罐”。 经常领着年幼的我种树苗、拾树
叶的堂哥和邻居，就是用成材后的泡桐
树，盖瓦房、打家具、娶媳妇，生活开始
过得有滋有味了。 “桐木门、桐木窗，桐
木檩子桐木梁，里面放着桐木床”，这是
泡桐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所处地位的真

实写照。 而在与周口毗邻、同样沙害严
重的兰考县，漫天遍野的泡桐树不仅锁
住了风沙， 还催生出了泡桐加工产业，
由桐木板为原料做出的乐器、工艺品等
远销海外，这实在是超出了人们对泡桐
的预期，属于意外的惊喜了。

本以为， 幸福生活已经开了头，泡
桐花就能年年开放，泡桐树就能永远繁
茂下去，美满的日子会望不到头的。

不知从何时起， 细心的人们发现，
身边引以为豪的泡桐树似乎不像以前

那样茁壮、那样葳蕤了。 很多的树枝上
丛生了小枝小叶， 过不久就焦梢干枯，
如同破败的扫帚和鸟窝， 叫人看得心
乱。 专家说，这是泡桐典型的丛枝病，一
时很难根治。 加上同时出现在泡桐叶部
的大袋娥、 根皮部的毛黄鳃等虫害，高
峰时发病率一度超过 80%。 劳苦功高的
泡桐树， 无意中成了令人痛心的病秧

子。
苦无良策， 乡亲们不得不接受现

实。 可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人们又开
始寻找新的苗木来替代泡桐树。

这时，杨树，这一熟悉的身影又进
入了人们的视野，只不过，现在的杨树
已不再是当年土得掉渣的本地杨了。 就
在泡桐抗争病虫害时， 经过引进技术、
杂交改良的欧美杨、加拿大杨、中林 46
杨等悄然展露芳容。 新的杨树品种不但
适宜栽植，能抗病虫害，而且树形优美，
挺拔通直， 生长速度较泡桐也更快，有
的地方干脆称其为“速生杨”。 七八年一
个轮伐期， 很是迎合 30 年前追求速度
和效率的时代节奏。 更讨喜的是，速生
杨树很适合农户粗加工， 旋切为皮，压
缩成板，再运到南方制作成各种精美家
私。 听堂哥介绍，此时的农村盖房已不
再需要原生木料，家具也都是购买组合
的，种的杨树全都加工外销了。 紧俏时，
一棵成材杨树能卖上千元。

真是既有效率，又有效益。 人们念
着旧情，怀着新喜，把一棵棵“绿色储蓄
所”一样的杨树，栽植到泡桐留下的树
坑里。 一排排杨树傲然挺立，擎起了中
原大地新的绿色。 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
千万人口的周口新栽杨树达到了三亿

棵，人均拥有 30 棵，周口也因之获得了
“全国高级平原绿化第一区”的殊荣，所
辖的十个县市区全部实现高级绿化达

标。 “田成方， 林成网， 处处都是大农
场”， 此时的林业综合效益占到了农业
比重的三成以上。 作为响当当的当家树
种，强势回归的杨树也终于迎来了它的
“黄金时代”。 曾有乡村通讯员写诗盛
赞：

千里林廊一线天，
树网层层不见边。
农家房舍何处觅，
庄庄都被杨树拦。
河坡坑沿无空地，
满眼尽是绿色染。
平原林海，撑起了中原农村的自信

与胆识。 成熟完善的农田林网带来农业
的连年丰产，林木的增收效应也使得农
民兄弟有了外出闯荡的底气。 我堂哥家
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与众多的农村有
志青年一样，栽种上杨树，安置好家园，
扛起行李，进城务工。 留下他们的父辈
和身后的杨树，在故乡守家护院，安享
岁月静好，惯看秋月春风。

春秋几度，往事不再。 不经意间，进
入了新世纪。 城乡飞速发展，奔波忙碌
的人们几乎忽略了窗外、田野里那些熟
悉的风景和味道。

可是，惬意的生活中还是平添了无
奈的烦乱，而这烦乱，来自于纷繁乱飞
的杨絮。 飘飞千年的杨絮，曾是诗意的

化身，就连《本草纲目》都赞其有清热解
毒、益肝明目的功效。 可错就错在，物极
必反。 当速生杨树不知不觉成为绝对的
中原第一树， 满眼都是它的存在时，正
常生长繁殖的杨絮成了无辜的公害。 可
怜它忍受了一冬的守候，春暖时翩翩起
舞，袒露心情，不料融不了愁，却结下了
怨。 城里人浑身刺痒，乡下更是火患成
灾……让乡亲们难以接受的是，杨树的
身价也不再金贵了，一方木料降了好几
百元，周口的数千家木料加工作坊人去
机歇了一大半，徒留下漫天的杨树尴尬
挺立，进退两难。

说实话，这真不是杨树的过错。 今
天看来，树木种植过于单纯统一，势必
会对生态环境有所影响。 一味追求经济
效益而忽视社会效果， 致使生态失衡，
作为社会生活主宰的人们应该好好反

思。
在热烈的讨论声中，有人又想起了

质朴无华的泡桐树，又怀念起那不事张
扬的泡桐花。 更有人解读出了泡桐花
语，说是永恒的守候、期待你的爱等等。

也许是吧。 受到怠慢的泡桐树一直
未远离乡土，经过新的技术改良、嫁接，
涅■重生的新泡桐又戏剧般地出现在

了村旁、地头、路边，继续默默地为人们
带来绿荫和慰藉。

重情尚义的中原人，也没有对立下
汗马功劳的杨树失去信心，就在杨絮被
口诛笔伐的时候，一种经过几代人技术
攻关、改良繁育的无絮杨树，已经由苗
圃移栽到了道路两旁，特别是纵横的高
速公路、如网的城乡快速通道两侧。 让
新一代的速生林护卫着快速、便捷的现
代公路，似乎是一种象征和隐喻。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在科技的强力
支撑下，家乡人不但抑制了“树殇”，还
同时接纳了杨树、 泡桐的再次回归，让
此消彼长的两棵树开始携手同行。 而那
些能带来更高效益的小杂果经济林、能
产生更好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绿化

树，也都受到了家乡人的青睐。 听说堂
哥的儿子回乡流转几十亩地，种起了优
质矮化苹果，今年已经挂果了；邻居家
的孩子承包新区绿化工程，现在俨然成
了“苗木大王”。 各种树木都有了一席之
地，世间生灵也都有了发展空间，多样
化的融合进步，和谐共生，构筑了中原
人多姿多彩的绿色梦想。

还是那片天空，还是那方水土。 70
年沧海桑田，树木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枯荣交替，时代更迭，不变的永远是充
盈于天地间的那份执着信念和旺盛的

生命力量。 有了这样的信念和力量，泡
桐和杨树的深情守望才会更加坚定，万
木争荣的精彩故事也必将在新的时代

不断演绎……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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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雪花
从父亲眼前飘过（组诗）

路雨

寒风凛冽的冬日

父亲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嘴里呵着热气

不停地揉搓

冻得红肿的双手

刺骨的刀子风

穿透了他瘦弱的身躯

突然 一朵雪花

迎面而来

从他的眼前飘过

步履那么轻盈

宛如故乡飞来的一只蝴蝶

轻轻抖落了一粒阳光

我知道

父亲一定很在意

就像看到了一封家书

是女儿写来的吧

清纯干净

所有的词汇都裹满了温暖

大雪之夜

西北风的狂草

在大地上肆虐狂舞

像要撕碎这个尘世

让寒冷的冬夜

更加寒冷

骤然停电的村庄

不知所措

失态的夜晚

步入了时光隧道的深处

陷入无边的孤独和怅惘

静

死一般的静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树枝的断裂声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这样的夜晚

没有星星 没有月亮

也没有灯光

只适合一个人

喝酒或者想象

秉一支蜡烛

抱着火盆静心读书

最好读安徒生的

期待天亮之后

大平原上所有的村庄

都变成童话

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紧闭的窗子

我不知道能看到什么

除了夜色的黑

剩下的就全是白了

我把故乡的冬天写白了

季节掏空了一切

如释重负

空旷到

除了故乡和远方

已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借助强劲的西北风

饱蘸刺骨的寒霜

我在大地上挥毫泼墨

恣意狂草

写着写着

小草就枯黄了

写着写着

树叶就飘落了

写着写着

鸿雁就携家带口飞走了

写着写着

松软的大地就坚硬了

写着写着

我就慢慢变老了

写着写着

我就把故乡的冬天写白了

沙颍组章
姜玉海

�皮都颂歌

周口天堂景，
而今锦绣藏。
田园呈五彩，
沙颍漾三光。
留影风光美，
吟诗韵味长。
柳堤方小坐，
春色染时装。

晚钓

山街落日彩霞飞，
水漾金波鹭鸥归。
盈目光华铺锦绣，
一竿颍畔钓夕辉。

周口港

舫舟如画满流涡，
旗卷凯歌荡碧波。
达海通江黎庶梦，
扬帆万里向天歌。

缕缕乡愁入画图
侯婷婷

艺术是历史的低吟和背景乐，文明
宛若河流在时间轴上缓缓流淌。 每个时
代的河面上都漂浮有艺术的音符，它们
各具特色，又融为一体，共同构筑并演
奏着华夏艺术文明的乐章。 在诸多的艺
术门类中，国画以中国特色独树于世界
艺术之林， 当国画配以文字跃然于此，
正向我们讲述着豫东南地区灿烂的农

耕文明史。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

开。 ”在朱庄社区入口临路民居的一面
外墙上，有画师在绘制一幅四五米高的
村庄起源图。 画者在虚实之间、形神之
间、情意之间落下的每一滴墨，都在彰
显“情与景汇”“意与象通”。 这位画者的
山水意境，除了有实景真境，还原这座
古老村落历史印记之外，更多的理念来
自“以文化城、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
业兴城”和建设“大美周口”“魅力川汇”
的定位。

“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 ”隶属
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办事处辖区的朱庄

社区，地处贾鲁河西岸，属农业社区。 这
个具备深厚文化资源的老社区，用新颖
的表现样式实现着与现代的互动。 任何
文化创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这里，
既有村头的起源图、 红砖青瓦的创意
墙，又有仿古雕塑、墨台等历史文化元
素，它们都在以自身的文化内容和创意
成果转换成核心价值，以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满城文化半城水”的宏伟
战略照亮了我们的前路，“城市发展”和
“社区蝶变”成为我们的责任。 川汇区作
为一座与文化创意产业有着诸多天然

契合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一直在发展规
划中做着不懈的努力，体现着对周口本
土文化强大的 “脱胎换骨 ”能力 ，这种
“点铁成金” 的方法就是对文化资源的
重新审视，更是对文化资源的再次开发
和利用，为广大人民群众绘就了“大美
周口”充满创新与活力的锦绣画卷。 文
化，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沟通方式。 文化
自信 ，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
信，它积淀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座
城市、一个社区、一个村落最深层次的
追求。

艺术的欣赏是怡心之旅 ， 除了赏
艺，更是赏意。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共同
聆听周口声音，聆听川汇故事，人景交
融，与其共飨明清“万家灯火侔江浦 ,千
帆云集似汉皋”的诗情画意，感知那“字
跃纸上意在心间”的一缕缕乡愁……

“明万历年间，贾鲁河为南北漕运
干线，商船似流、舟楫如云，在贾鲁河入
沙颍河口北二里余渡口处，一朱姓人家
摆摊卖茶为生，其后人皆居于此。 此地
水丰林茂、风景秀美，定居人家渐多，人
气日盛，遂成村廓，因朱姓人家先居于
此，即名朱庄。 ”②8

教师赞

史学杰

���������一
春风化雨育英才，
立德树人展风采。
一片丹心铸师魂，
只为桃李竞相开。

二

三尺讲台谱华章，
粉笔无言写春秋。
但期学子成栋梁，
两鬓飞霜志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