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巡察抒情
吴文平

春暖酷暑，秋凉严寒
他顶烈日，湿衣衫
冒严寒，裹衣棉
遇雨天，撑把伞
遭雪天，蓑披肩
一手握笔，一手拿本
他，就是我们的巡察干部

他默默无闻

下乡镇，走村室
访农户，进企业
接地气，传温度
嘘寒问暖

“六稳六保”，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人居环境
电信诈骗，食品安全
惠民政策，经济发展
他温馨宣传

小到一盏路灯明亮

大至危房改造质量

小到公共卫生服务

大至药品过期危害健康

小到幼儿园孩子成长

大至学校卫生状况

小到农户家中水电气

大至道路桥涵工程保障

他牵肠挂肚

巡察中

他扛牢责任

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找准切入点、领会侧重点、突破

关键点

把握问题准心、深度、实处
深入挖掘，靶向突破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巡察中

他明察秋毫，铁肩担当
较真叫板，折射重点
明确顽疾，精准发力
切中要害，剑指问题
巡察中

他本着讲团结，提质增效
讲民主，以弱巡强
讲原则，纪律体现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强调巡察目的“七个字”
撑腰打气，排忧难
遵循巡察原则“六字诀”
教育、警示、震慑
巡察中

他提高政治站位

紧盯“三个聚焦”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巡察中

他废寝忘食，吃住在乡
困了洗把脸

蚊虫叮咬摇把扇

面对贪官，腿不折、腰不弯
与队员整理清单、报告至零点
信访、举报、电话一响
雷霆出征战

问题落实一遍遍

他，就是我们的巡察干部

母亲
李书军

������说她是春风
她比春风更有温情

穿透生命的季节

让希望在心田里滋生

说她是夏雨

她比水滴更晶莹

有她的世界

总是透明纯净

说她是秋阳

她比秋阳更高亢

百谷欢笑

笑开生命乐章

说她是冬雪

她比雪花更圣洁

冰清一生

给自己

留一片空白

或轻或重的霜（外一首）

路雨

轻 就那么轻

轻到没有了一点分量

以至于

从屋顶的瓦片上走过时

我竟浑然不知

是我睡得太沉太沉

还是

你不愿惊扰我的美梦

清晨

当我轻轻打开房门

看到你竟覆盖了原野

这大地上薄薄的白

莫不是

你给敷上的一层面膜

重 就那么重

重到可以压弯苍穹

以至于

把河滩里的芦花

压得都抬不起了头

鸿雁南飞

山寺的钟声空留在夜色深处

片片枫叶

浸染出了火的激情

漫山遍野较真的树叶

承载不了无法承受的重量

纷纷坠落

江河辽阔

大山翘起了嶙峋的骨头

雪地里的山楂树

寒冬时节

一株株山楂树

傲然挺立在屋后的山坡上

树叶已经落尽

剩下满树的果实

在寂静的山野

点燃

一只只火红的灯盏

摇曳在寒风中

无人问津

飘落的雪花

晶莹剔透

落满枝头

一株株山楂树

像凌寒怒放的红梅

顽强地站在雪地里

让白的更白

红的更红

把寂静的山村

书写得醒目耀眼

走进你心中

王新良

一声号令

全员行动

一起奔向贫困村的村中

查看民情

听取民声

一起探寻贫困村脱贫路径

风雨兼程

春夏秋冬

一起走进贫困户的家中

情系百姓

心心相融

一起启程肩并肩走出困境

走进你的心中

全力为你把坦途铺平

我用真情

注满你的笑容

走进你的心中

倾力为你点亮光明

我把彩虹

挂满你的天空

总书记引用了他的诗
———探寻一首描述黄泛区无题诗的作者及其创作过程

翟国胜

“百里不见炊烟起， 唯有黄沙扑
空城。 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
蟆鸣。 ”黄泛区人对这首无题诗可谓
是耳熟能详。在需要描述黄泛区当年
灾难情景的时候，无论是基层领导的
讲话稿，还是中学生的演讲词 ；无论
是新闻媒体的记者 ， 还是文学爱好
者，都喜欢引用这几句诗。 笔者作为
黄泛区的一个文史工作者，也曾多次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引用此诗。但这
首诗的原创者是谁 ， 却一直不甚清
楚。

2019 年 9 月 18 日，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 总书记在谈到“黄泛区”时说：
“1938 年 6 月，国民党军队难以抵抗
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 ， 蒋介石下令
扒决郑州北侧花园口大堤， 导致 44
个县市受淹 ， 受灾人口 1250 万 ，
54000 平方公里黄泛区饥荒连年 ，当
时灾区的悲惨状况可以用 ‘百里不
见炊烟起 ， 唯有黄沙扑空城 ’ 来形
容。 ”

我长期工作生活在黄泛区，对这
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品读总书记
的讲话，我为国家实施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而异

常兴奋，对黄泛区人所熟悉的诗句被
总书记引用而感到格外亲切，同时也
激起了我“寻找”这首诗原创者的浓
厚兴趣。

一个个电话了解，一次次寻访可

能的知情人， 一本本查阅档案资料，
一篇篇文章查询，在众多引用这四句
诗的文章中逐年往上追溯，最终找到
了这四句诗第一次见诸报刊的出处。

1984 年 9 月 11 日的 《河南日
报》，发表了南豫见的新闻特写《泛区
平原上的一颗明珠———记飞速发展

中的国营黄泛区农场 》。 文章写道 ：
“一九三八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践踏着祖国的半壁河山。国民党军队
为掩护自己南逃，炸开了郑州花园口
黄河大堤。霎时，滔滔黄水一泻千里，
田园、村庄，平原沃土，尽成泽国。‘百
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 无
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
恰是当年黄泛区悲惨景象的写照。 ”

寻觅有果，喜出望外！ 我立即与
现居郑州的南豫见联系，后又和当年
在黄泛区农场宣传部门工作的有关

同志座谈，终于弄清了这首小诗创作
的前后过程———

南豫见原是黄泛区农场九分场

的一名拖拉机手 。 黄泛区农场是
1951 年 1 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
示在原黄泛区复兴局基础上创建

的大型国有农垦企业 。 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 ， 上海作家白危在黄泛区农
场体验生活 10 年 ，写出了一部上下
两卷 57 万字的长篇小说 《垦荒曲 》，
这对南豫见影响很大 。 不甘平庸的
他也拿起了笔 ， 从写表扬稿 、 短消
息着手 ， 试着反映身边的生活 。 慢
慢地 ， 他成了单位小有名气的 “笔
杆子 ”， 承担了分场的文字材料工

作，业余时间还坚持文学创作 。 1978
年 ，得知他在 《河南文艺 》 《吉林文
艺 》《河南日报 》《青年作家 》《奔流 》
《颍水 》等发表近 10 篇小说后 ，黄泛
区农场党委破格将其从基层选调

到党委宣传部 。 他由一个双手沾满
油污的拖拉机手转岗到窗明几净

的办公室 ， 专职从事新闻外宣稿
件 、党政文件 、领导讲话稿等文字
撰写 。

当时 ， 党委宣传部领导明确要
求加大外宣力度 ， 要将黄泛区的由
来、苦难、变迁，以及农场职工艰苦拓
荒，不屈地挥洒汗水、泪水、血水 ，将
茫茫荒野变成米粮川的煌煌业绩宣

传出去。南豫见下基层采访当年的拓
荒者时，经常听到老工人口述当年困
境时说的这些话：“几十里成天见不
到一个人影”“风沙大呵，一刮风就天
昏地暗，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沙子钻
过帐篷缝，半天工夫 ，就能落半碗半
茶缸”“到处都是蒿草、芦苇 ，连条小
路都没有”“狐狸、野兔子不少 ，满坑
的蛤蟆乱叫”……这些绘声绘色的口
语描摹出的自然生态环境，调动了南
豫见的艺术思维 ， 一首短诗落笔而
成：百里不见炊烟起 ，唯有黄沙扑空
城。 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
鸣。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此
诗活化并再现了当年黄泛区人民承

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深重苦难 ，
比如 “不见炊烟 ”“空城 ”，隐含数千
万人畜死于非命的惨状 ， 文字又不
见直白刺激 。 后两句诗如一幅唯美
的山水画 ，将凋敝 、冷寂推至画后 。
四句并非拘泥 “七绝 ”平仄的诗 ，既
不回避黄泛区的苦情 、灾难 、凄凉 ，
又给人别样的艺术审美 ， 客观现实
与艺术品质完美融合 ， 精当概括了
黄泛区尤其黄泛区农场初创时的自

然生态与人文环境。
南豫见说，这四句诗虽然公开见

诸报刊是在 1984 年 9 月，但 1979 年
他在一篇外宣稿件中就使用了这首

诗， 这篇稿件后来在省里还获了奖。
只可惜后来多次搬家，底稿现在找不
到了。后来他在为农场主要领导起草
的讲话稿中也多次引用过这首诗。但
这首诗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 还是在
1984 年 9 月 《河南日报》 发表以后。
尤其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黄
泛区的沧桑巨变引起了各级领导及

主流媒体的关注，众多有关黄泛区农
场历史变迁的文章、电视广播专题节

目等，也都曾引用这首小诗。 这也算
是“泛区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
工”吧。说到这里，南豫见的脸上有着
掩饰不住的兴奋。

一首四句无题小诗历经四十多

年而不衰，先是在黄泛区农场传播 ，
而后又传播到整个黄泛区 ， 再后传
播到整个黄河流域。 从省内到省外，
从地方到国家主流媒体 ， 竟然被多
次引用。 经过四十多年岁月的淘洗，
小诗愈发显示出她顽强的艺术生命

力 ， 可以断言 ， 只要黄泛区农场存
在 ， 只要黄泛区存在 ， 只要母亲
河———黄河存在 ， 这首诗也一定会
作为黄泛区的艺术记忆永远存在 。
南豫见对此充满了信心 。 但这首诗
竟然被总书记谈黄泛区时所引用 ，
并被新华社“学习进行时”作为 2019
年度 《习近平 “年度金句 ”之六 》推
出，这是南豫见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
谈到此 ， 南豫见就非常激动 ：“这是
我文学创作中最高的奖项 ， 是我一
生中最大的光荣。 ”

已近古稀之年的南豫见现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长篇小说 《生
命原则 》 （上下卷 ） 《生命激情 》 《从
红妆到女囚 》《谎言如歌 》 《1957 ：生
命 的 断 点 》 《大 鳄 无 形 》 《画 地 为
牢 》 《百年恩公河 》 《扶贫记 》，中短
篇小说集 《皇天后土 》 《小和尚拆
庙 》； 长诗 《艺术馆人物之轻厢 》
《最后一只母骆驼 》 《〈蝇王 〉新读 》
《文明家庭 》 《记忆红旗 》 《爱情宣
言 》 等先后在 《中国诗 》 《河南诗
人 》 《奔流 》等期刊上发表 ；长篇电
视连续剧 《日出日落 》 《生死较量 》
分别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与八套黄

金时档推出 。其作品曾获河南省政
府优秀文艺成果一等奖 、 河南省
“五个一 ”工程奖 、电视飞天奖 、莽
原文学奖 、大河电视文艺奖等 。 他
还任五届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四
届河南省文联委员 、三届漯河市作
家协会主席 。

谈及今后的文学创作，南豫见表
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激动人心的深
刻变革，进行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实
践，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这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而且一
定能够产生伟大作品的新时代。我一
定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 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
品。 ②10

我市青年作家孙全鹏新作《幸福的日子》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文/图 ） 近
日，我市青年作家孙全鹏的短篇小说
集 《幸福的日子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发行。

据悉，《幸福的日子》收录了孙全
鹏近年来发表的 19 篇短篇小说 ，约
20 万字。作品大多扎根于豫东南文化
沃土，对独特的文学世界“将军寺村”
乡土资源进行叙述，挖掘和深思城乡
变化和人异化的原因，写出了耐人寻
味的故乡人 、故乡事和故乡情 ，表达

了作者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眷恋和反

思。作者以“将军寺村”为文化地理坐
标，塑造了大量乡间人物各具特色的
形象。

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中
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 著名评论家
胡平指出 ：“（孙全鹏的小说 ）写得朴
实 ，不很追求故事性 。 就是说 ，不大
设置曲折的情节 ， 不大埋伏出人意
料之笔 ， 这使他的作品内容较为单
纯 ，节奏较为平缓 ，染有某种散文的

意趣 。 ”
孙全鹏是我市青年作家 “三俊

鸟 ”之一 ，是周口作家群新生代代
表作家 ，在 《中国铁路文艺 》 《四川
文学 》 《广西文学 》 《莽原 》 《延河 》
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 ，获周口市第
六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 其小说
多次被改编成中高考模拟试题 ，小
说集 《幸福的日子 》入选 2019 年度
中 国 作 协 “21 世 纪 文 学 之 星 丛
书 ”。

啸 叶
飞鸟

何林摇摇晃晃走出村部 ， 王楠揪
揪眉毛，脑门闷闷地疼。 不一会儿，吹
树叶的声音传来，听调子，是太康道情
戏 《跪洞房 》：临安城三五都会繁华胜
地，冬云滚万花纷谢雪花飞……

唉， 王楠叹口气。 他驻村半年多，
对何林这个贫困户非常头疼。 何林四
十岁出头，左腿轻微残疾，一人吃饱全
家不饿。 他的嘴角微微咧开， 满脸轻
蔑，有着似笑非笑的冷漠。 王楠想，何
林时常咧开嘴角大概因为他喜欢吹树

叶。 何林爹娘早逝，小学没读完，二亩
薄田让他越种越薄， 田里杂草的品种
却日渐丰富。

扶贫干部王楠刚进驻何庄时 ，就
找何林谈过心。 王楠给何林谈人生理
想谈生命价值谈脱贫的意义， 嘴都磨
明了。 何林打着哈欠说：“王领导，我早
饭还没吃呢，要不你请我吃碗烩面，再
接着白话。 ”王楠顿时噎住话头，干张
嘴，像条脱水的鱼。

王楠再一次找到何林，说：“何林，
我送你只猪娃吧，好好养，等摸着养殖
的门道，我帮你扩大规模……”“中！ ”
何林打断王楠的话。 王楠很高兴，买了
只二元猪送给何林， 领着村干部帮何

林修了猪圈， 又细细教了他一些养殖
知识。

过了两天，王楠去何林家，发现猪
没有了。 他忙到破旧的堂屋摇醒何林，
问：“猪娃呢？ ”何林揉着惺忪的眼，好
半天迷瞪过来， 说：“我卖给西村老姜
了 。 ”王楠惊得摘掉眼镜 ，揪揪眉毛 ，
说：“你怎么能把猪娃卖了呢？ ”何林打
着哈欠 ，问 ：“王领导 ，你可真有意思 ，
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咋养活猪？ ”何林
这一反问，王楠答不上来了，揪了半天
眉毛。

今天王楠把何林喊到村部 ， 想让
他参加县里办的脱贫培训班， 开设的
有种植 、养殖 、电焊 、汽修等实用技术
课程。 何林一听，撂了句：“我打小怕上
课，不去。 ”转身摇晃着走了，经过槐树
旁，伸手拽了几片树叶，放嘴里吹。

晚上， 王楠家不远的广场有晚会，

他走去看。 舞台上有个矮胖的男人表
演唢呐，他把短哨含进嘴里，呜呜咽咽
吹。 王楠心头突地一动，想起何林。 何
林吹树叶能吹出不少戏曲和歌曲 ，有
次回城， 看见何林坐在村北窑上吹树
叶。 他吹的是太康道情戏 《王金豆借
粮》， 当时王楠还忍不住跟着低唱：日
出东来又转西， 王金豆我冬天穿着这
夏天衣……

王楠找到晚会负责人 ， 说发现了
一个用树叶能吹出戏曲、 歌曲的贫困
户 。 晚会负责人是县文联副主席 ，姓
张 。 张主席说 ：“吹树叶有个学名 ，叫
‘啸叶’，是一种民间艺术。 如果真吹得
好 ，敢登台 ，能接不少商演呢 ，是条致
富的路，还繁荣了咱县的民间文化。 ”

王楠去何庄， 逼着何林洗头洗脸，
换上干净衣裳。

王楠问：“何林， 你是不是最喜欢

吹树叶？ ”
“嗯。 ”
“要是让你天天吹树叶， 还能发家

致富，你干不干？ ”
“有这美事？ 干，当然干。 ”何林一

下子来了精神，瞪着眼睛答。
王楠领着何林找到张主席 。 张主

席说：“吹个曲子听听。 ”何林伸手拽了
片梧桐叶 ，双手捏住 ，往唇间一放 ，吹
了首歌曲 《小城故事》。 张主席鼓掌，
问：“你敢当着几千人吹吗？ ”何林说：
“那咋不敢？ 我平时吹树叶心里就想着
面前有万千听众呢。 ”晚上演出，何林
大方地走到舞台中央，吹奏了一段《王
金豆借粮》，台下掌声如雷。

年底，王楠把何林的贫困卡锁进了
退贫档案柜。 他出村碰见何林，差点没
敢认。 何林白衬衣，蓝裤子，皮鞋锃亮。
他握着王楠的手说 ： “王领导 ， 恩人
啊。 ”

何林告诉王楠 ， 他参加了县里
“改陋习 、树新风 ”文艺宣传队 ，每个
星期日都随着宣传队深入乡村义务

演出 。 说这些的时候 ，何林腰杆挺得
笔直 ，目光清亮 ，咧开的嘴唇绽放着
微笑……

航拍 1938 年的黄泛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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