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信
闫永生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有过一段当
兵的历史。 与亲人天各一方，加之军营
生活艰苦单调， 思乡之情不免急切，有
时也会影响到训练、工作和学习。 而每
次父亲的来信总是像一股暖流，温暖着
我的心房，鞭策着我在艰苦的环境里不
断进取。

我的老家在豫东农村。 那年夏天，
我高中毕业。 父亲本以为我在自己的努
力下有了一份工作，生活很快就会好起
来。 然而，我参加工作不久，竟背着父亲
偷偷报名参了军，来到与朝鲜仅一江之
隔的丹东市，当了一名普通的空军后勤
战士。 知道我的鲁莽，父亲非但没有责
备，反而来信对我说：“咱家世代没有出
过军人， 你一人当兵， 我们全家都光
荣。 ”其实，父亲并不希望我去当兵，因
为我的家境不太好， 母亲多病身体虚
弱，加之几年来，我一直在读书，花了家
里的大半积蓄。 父亲多年来辛辛苦苦地
挣钱支撑着这个家， 就等我出来工作，

能分担家里的负担，如今却因我的鲁莽
而打破了。

到部队后，当紧张乏味的新兵生活
摆在我的面前时， 我毫无思想准备，加
上我的身体素质比较差， 训练跟不上
战友，因而多次受到班长的批评。 从一
个月拿近六百元工资到只拿四五十元

津贴， 从一个曾被同龄人羡慕的政府
工作人员变成连上厕所都要请示报告

的普通战士，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烦
闷的时候，思家心切，就想当逃兵。 当
我写信把思想向父亲汇报后， 很快就
收到了回信。 父亲在信中说：“吾儿，你
既然穿上了军装，就是一个兵。 你要明

白，当了军人就要比平常人忍受更多的
困难与挫折。 你可不能干傻事，给咱家
抹黑呀……”在父亲的勉励下，我挺过
了艰苦的训练，在新兵连解散时，还受
到了新兵连领导的表扬。

下连队后， 由于我爱好文学和摄
影，在军报发表了几篇“豆腐块”，被调
回场站政治处当了军人俱乐部的放映

员。 从那以后，父亲不时来信，教育我干
好本职工作。 他常在信中说，要尊重领
导，团结战友，干工作时要勤勤恳恳，一
步一个脚印……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
如一泓清泉滋润着我的心，激励我成为
一名合格的军人。

后来，我迷上了新闻写作，专职从
事新闻报道工作。 由于缺乏理论知识，
我开始搞宣传报道时尝了不少苦头，却
没多大成绩，很是苦恼。 父亲知道后，给
我寄来了 1000 元钱， 让我报名参加新
闻函授班，并在信中说：“永生，写文章
是很辛苦的，你要多学习，要学会吃苦，
不要嫌累与烦， 没成绩更不能放弃，因
为许多硕果往往是在坚持一下的努力

之中摘取的……”我把父亲的话记在心
里，并付诸实践，不久，我的第一篇新闻
稿在报纸上发表了。 当年年底，由于表
现突出，我被师政治部授予“新闻宣传
先进个人”称号，还当上了“优秀士兵”。

两年的军旅生涯，父亲的信一直陪
伴着我。 有时，我会把父亲寄来的信拿
出来，仔细地读几遍，总能感受到父亲
的一份亲情、一份温馨，还有做人的正
气。 在当兵的几年时间里，我虽然吃了
许多苦， 但我把父亲的嘱托牢记在心
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和本领。

刘庆邦新作《女工绘》分享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 8 月 30

日，著名作家刘庆邦与作家柳岸 、学
者张元珂、主持人亓昕，在北京雍和
书庭以 “活一次 、爱一场 ，才不枉此
生” 为主题， 与读者和网友分享了
《女工绘》 的写作故事。 《女工绘》是
刘庆邦继 《断层》《红煤》《黑白男女》
之后， 第四部煤矿工人题材的长篇
力作， 也是一部书写矿场女工故事
的长篇小说。

据悉，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
格外强调文本的文学性和诗意化 ，
而《女工绘 》是刘庆邦本着 “短篇小
说精神”精心创作而成的长篇新作。

《女工绘 》中 ，主人公们结束了
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 走进煤矿的
工人阶级队伍，当上了矿场女工。 她
们的到来， 使古老沉寂的矿山一下
子变得生机勃发、春风荡漾。 青春总
是伴随着爱情， 她们的爱情是顽强
的，一如向上的生命不可遏止。 全书
二十一章， 像由二十一个精悍的短
篇巧妙连缀而成， 可从中读到煤炭
的哲学、麦浪的诗意，以及世俗的烟
火气、凡人的众生相。 静水深流般的

文字里有不时跃动的幽默、 平实可
感的人生智慧， 也有力透纸背的慨
叹、叩问与沉思……

我市作协主席柳岸认为， 刘庆
邦的作品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 ：叙
事从容中有颠覆， 感知温度中有冷
暖，看似纯粹中有复杂，平凡人物中
有宏大背景，带入穿越中有在场感，
平实可感中有力度。 《女工绘》以平
实的笔触、可感的细节，准确绘制了
煤矿女工命运多舛的多面形象 ，以
对小人物的书写折射时代特色。

谈到创作过程， 刘庆邦说：“在
《女工绘》 中所写到的这些女工，其
原型我跟她们几乎都有交往。 写这
部小说的好几个月时间里， 我似乎
又跟她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在一个
队干活儿、一个食堂吃饭，在宣传队
里唱歌跳舞，去县城的照相馆照相。
她们的一眉一目、一喜一悲、点点滴
滴，都呈现在我的记忆里。 ”

小城变化可真多
韩辉

我是土生土长的周口人， 周口的
土地、周口的河水，像印记一样刻在我
的脑海中。十多年过去了，周口这座小
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十多年前，我在商水县读高中，每
个月放假总要去周口市区买一些生活

必需品， 去的最多的就是荷花市场和
人民商场。那时候，周口还没有像样的
购物中心， 比较繁华的地方就是中州
路与七一路交叉口附近。 听老一辈人
说，人民商场开业当天，万人来观楼，
人山人海，场面壮观。 如今，周口人民
商场几经变迁，被小时代取代。周口的
市容市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个区域得到了开发， 高楼大厦拔地
而起， 商家企业应运而生， 万顺达广
场、 泰和城， 还有即将建成的万达广

场。市区道路交通日新月异、城市绿化
卓有成效，人们衣着时尚、开着私家车
进进出出，一派怡然自得的景象。

要说周口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水。
沙河、颍河、贾鲁河，在周口交汇成沙
颍河横贯城市东西。以前，我经常去沙
颍河堤玩耍， 那时候的河堤可不比今
日，荒芜一片，除了一些景观树就是野
草， 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中州路桥头的
小摊上，点一杯冷饮与朋友聊天。而今
的周口，沿着“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
文化城、以业兴城、以港促城”的发展
思路一路前行， 沙颍河两岸已经旧貌
换新颜。 从周口大道到武盛大道这一
条集生态长廊、文化长廊、景观长廊、
休闲长廊综合功能为一体的绿色休闲

沙颍河景观带已经展现在了我们眼

前，这里被上百种的植物覆盖，繁花锦
簇，石桌木椅点缀其间。

如果说水是一座城市的血脉，那
桥梁就是一座城市的关节， 关节通则
肢体灵，周口的桥就是这样。 以前，周
口是靠渡口闻名，随着时代的发展，周
口开始建设起一座座桥梁。十几年前，
沙颍河上有大闸路桥、中州路桥、八一
路桥、周口大桥。 2010 年，一座雄伟的
独塔斜拉式大桥飞架在了沙颍河上，
成为周口新的标志性建筑， 也就是现
在的大庆路桥， 这座桥是如今周口新
老城区的分界， 也是周口新区承前启
后的标志。最近几年，沙颍河上又建起
了两座现代化、高标准的桥梁：周口大
道桥和武盛大道桥。 而中原路桥和七
一路东延跨河大桥也正在建设中。

这些桥梁不再只是接驳两岸的工

具， 还是一种建筑艺术、 一种人文景
观、一种文化思维。 比如，以“龙都周
口”为主题构思的八一路桥，大桥两侧
的四座桥墩， 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古典
与厚重。

还有一座桥， 虽然没有建设在沙
颍河上，却是周口的一条经济大动脉，
对完善全市路网结构、疏解交通压力、
拓展城市框架、促进周商融合发展、辐
射带动商水东部片区的开发建设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跨铁路和宁
洛高速的八一路高架大桥， 它像一条
巨龙俯卧在周口和商水之间， 为开辟
周口大城区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的周口，水绿了、楼高了，路
宽了、人笑了，观念变了、发展就快了。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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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恋的家乡

金石

������我热恋的家乡
在沙河岸边

住房一排排

像雨后春笋

鳞次栉比 傲然而立

家家宽敞 户户明亮

俨然别墅一般

我热恋的家乡

在沙河岸边

街道一条条

像人间彩虹

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

条条宽阔 道道笔直

和富裕相接

我热恋的家乡

在沙河岸边

树木一株株

像黄山迎客松

粗壮挺拔 枝繁叶茂

棵棵林立 株株喜人

都是栋梁之才

我热恋的家乡

早晨 傍晚

街道上人影幢幢

哪来的读书声令人向往

是学校的教室里

孩子们端正身姿

书声琅琅

文艺动态
刘寨，新时代农村的缩影

张新鸿

整齐漂亮的楼群

笔直宽敞的街道

清幽如镜的池塘

葱郁苍翠的树木

年轻人的生活激情澎湃

老人们的日子从容悠然

刘寨一个小小村庄

从贫穷变得富裕

从落后走向小康

见证了乡村发展的进程

成为了农村巨变的缩影

村文化广场上劲歌热舞

唤醒了树上昏沉的鸟群

天然气无情地斩断饮烟

自来水在村民家中欢唱

配套机械让农活自在轻松

光伏发电燃亮乡村的夜空

村办企业如火如荼

环保严守碧水蓝天

人们漫步在洁净的水泥道上

看着张张阳光灿烂的笑脸

品味着生活的富足与悠闲

像穿行于江南妩媚的小城

让人流连忘返

村口鸭鹅共鸣的池塘边

女人拂起的秀发淡香黑亮

饱满的庄稼喂养着小村庄

饥荒挨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接地气的民俗表演纷纷登场

党的惠民政策送到地头田间

“加油干” 让农村变化天翻地覆

脱贫致富让乡村旧貌换新颜

村民找到了遗失已久的纯粹

及发自内心久违的震撼

沧桑巨变的刘寨

成为新时代农村的缩影

浓缩新时代农民的一生

点燃他们生生不息的希望

“家乡美”大型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我的恩师

何辉

有人说，遇见一位好老师，是一生
中最大的幸运。 我遇到的一位恩师，让
我永远难忘，他就是我小学和中学时的
老师———黄德忠。

黄德忠老师是位传道授业解惑的

好老师，从教三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在
教师岗位上留下了一行行闪光的脚印，
像蜡烛一样照亮学生们前行的脚步。

我上小学的时候，黄老师是体育老
师， 他常常对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没有好的身体，长大后怎么为社会
作贡献？ ”那时候，我很瘦小，可以说是
骨瘦如柴，家庭条件又差，极度营养不
良。 黄老师特别关照我，要我一定把身
体锻炼好，教我要增强信心，不断鼓励
我奋发向上。 有时候，还会给我买一些
营养品。 小学毕业时，我的身高超过了
一米五，虽然瘦弱，但身体很健康。 我很
感谢黄老师，是他给了我勇气、给了我
力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感恩的

种子。 所以，小学时，我就对黄老师有了
深深的感激之情。 上初中的时候，黄老
师被提拔为抓后勤的副校长，仍兼我们
班的班主任。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
学生关怀备至。 初中三年，黄老师时常
给我“开小灶”，教导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不能偏科。 数理化都要学好，学好数
理化，走遍全天下。 英语也要努力跟上，
只有门门优秀， 考学才有希望……”我
暗下决心，决不辜负黄老师的期望。

初三毕业那年，黄老师看我家里比
较困难，就劝我考中专，既能解决家庭
困难，又可以直接解决“商品粮”。 当时，

我的英语很差，他就找英语老师为我补
课，他说：“你的其他功课成绩好，只要
英语能赶上来，考上中专不成问题。 ”在
这个关键时刻， 黄老师为我指点迷津，
成了我人生转折的指路明灯。 经过努
力， 我如愿以偿考上了理想的中专，成
为园林学校的一名学生。

我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多次来周口
看我，告诉我他几十年来积累的工作经
验，如：奋斗加机遇等于成功，有为才能
有位，是金子总会发光等。 后来，在他的
鼓励下，我考取了大专、本科、研究生。

黄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村里的学

生只要家里有困难， 他都会解囊相助。
黄老师在村里威望很高， 作为老师，他
为人师表，作为校长，他关心他人。 涡河
从村头流过，涡河两岸一马平川、土壤
肥沃，适合种植果树。 在他的倡议下，全
村种植了桃树，三年挂果，长势喜人。 桃
子品种优良，果甜味正，深受村民的喜
爱。 这个举措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又
美化了村里的环境，让我们村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桃园村”。 村里的小伙儿和姑
娘们逢人就说：“吃了桃子心里美滋滋
的……黄老师立了大功啊！ ”而今村里，
房成排、树成行，齐心协力奔小康，一天
比一天好，生活幸福又安康。 黄老师教
书育人，功不可没。 我永远感谢这位好
老师。

德高望重黄德忠，
辛勤耕耘园丁情。
放眼未来为学生，
桃李天下满院红。

最温馨的祝福（外一首）

路雨

������九月十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

被一个个方块字

组成的方阵捂暖

绽放着汉语的美丽

从天涯海角 从四面八方

潮涌般袭来

我突然感到

手机容量太小太小了

小得容不下太多的内容

小得驮不动太多的祝福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仔细阅读这些温暖的文字

一个个稚嫩的面庞

在记忆里渐渐清晰起来

孩子们

你们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长大的你们

开始懂得了报答

孩子们

只有这个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就是一个守望农田的人

每日耕作在田间

精心呵护着每一株禾苗

这些禾苗 都是我的孩子

一群不懂事的孩子

脆弱 容易受到伤害

和你们一样

需要阳光 需要温暖 需要守护

需要在我的身边茁壮成长

直到有一天

我被长高的你们簇拥着

是那么手足无措

和猝不及防

沉浸在被你们包围的幸福里

憧憬丰收的到来

和耕耘后收获的喜悦

飞往天庭的喜鹊

它们是一群神鸟

七夕来临之前

以集体的形式

蒸发在人间

一个亘古的传说里

它们风尘仆仆 不知疲倦

以神奇的速度飞往天庭

飞往天庭的喜鹊

肩负使命

为那对久别情人

一夕的相聚

用身躯与灵肉

在辽阔的星河之上

瞬间搭建起一座

十六光年的铺垫

乡村小夜曲

刘忠全

今夜

星光灿烂

夏风

弹奏着小村的夜晚

街舞

演绎着激情的梦幻

农家花园

燃烧的花迎接爱和思念

娱乐室

老人的欢笑舒展眉间

青春书屋

流动着春梦潺潺

宁静的夏夜

升腾着水晶般的思恋

平淡苦涩的往事

渐行渐远

小夜曲

纯朴 美丽 甜蜜 自然

我在璀璨的星空里

看到了明天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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