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光溢彩

毛琦

������农业大市人口多，无山无矿土肥沃。
三川河水润两岸，大平原上水映天。
一捧黄土一把粮，沙颍两岸四季忙。
农民群众觉悟高，作物产量逐年增。
处处为人多考虑，粮食增产固安全。
幼教小学初高中，学堂林立旌旗展。
清华北大学生多，高考连年出状元。
教育蓝图接连绘，宏愿远大不高言。
走出周口不忘本，好人高峰耀京城。
明争暗赛作贡献，俨然当代活雷锋。
俭用省吃积攒钱，留守儿童是亲人。
不饥不寒教知识，当代女杰有李灵。
少年盛妆追嬉戏，幼儿园里笑声传。
亭内老人喜相聚，锣鼓铿锵唱梨园。
科普推广上街头，志愿者们是青年。
艺术中心歌升平，博物馆里故事圆。
图书馆中游慧河，立年童稚耄耋汉。
泳馆球馆体育馆，乒乓球儿台上旋。
马拉松赛比毅力，皮艇拳击名在前。
福塔福地科技塔，沙颍河畔幸福花。
文化产业蓬勃起，红色旅游点面线。
舞钢落地大项目，飞机高铁新能源。
安居工程高高耸，旧城改造居民夸。
白云倾泻满眼绿，生态宜居把家安。
美丽乡村红旗展，社会各界心向党。
民众齐诵新时代，小康社会大道展。
紧跟领袖习近平，凝心聚力固万邦。

爱的表达

王中钦

������用几首歌的时间
抒发对祖国深沉的爱

先弹一曲校园民谣

回忆青葱岁月美好

再来一首民间小调

唱一唱家乡沃野良田

用戏曲的旁白念词

讲述山川锦绣 江河澎湃

学着昆曲的细腻柔软

讴歌盛世园林 美丽江南

模仿豫剧的刚柔并济

重现中原的今非昔比

用小品的真实幻影

复原雪山草地 四渡赤水

变化莫测的虚拟场景

演绎长征的血红故事

一顶斗笠 一双草鞋

我是红军的一员

用魔术的机智敏捷

呈现蛟龙出海 嫦娥奔月

娴熟自如的手法

实现穿越时空的梦

那中国速度呼啸而过

诉说着春暖与花开

祖国啊，我对你的爱
不是这几种艺术形式

就能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衣食无忧的未来

以及 我此刻的心情

才是爱的全部

回家的路
韩辉

������已经月余没回家了，想念家里的
亲人、院子、还有村头那条宽阔的柏
油路。 趁着假期，一大早我就迫不及
待地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

清晨，驾车行驶在安罗高速公路
上，车流量不大，路面平坦宽阔。 一个
多小时便转上了商南高速公路。 商南
高速与宁洛高速交会处往南便是跨

漯阜铁路高速高架桥，下了桥就到了
商南高速商水站。 这个新建的高速出
入口，着实方便了附近几个乡镇的乡
亲们出行及农贸产品的流通 。 在此
前， 要是从南北方向想走高速回家，
只能绕道京港澳高速公路走宁洛周

口站下站。
出了商水站左转，行驶在平坦的

双向六车道的柏油路上，不知不觉已
经到了新枯河桥。 新枯河桥两岸是全
国领先的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河
堤上修建的湿地公园，吸引了周边的
“网红”来打卡。 由此，新枯河湿地公
园也被人们称为“网红河堤”。

过了新枯河桥，依然是宽阔的柏
油路，路边的花草树木经过寒冬的孕
育，正在萌生新的生命。 到小康路左

转直行至 X021 道上， 行车几百米右
转，就到了去年新修的 X015 道上了，
双向两车道的柏油马路，平平坦坦一
直通到我们村子东头。

看到熟悉的村子 ，我触景生情 ，
这就是我住了三十多年的家 ， 这就
是我生活过的村子 ， 儿时的角角落
落，现在都变了模样。 泥巴路变成了
水泥路 ， 土坯砖瓦房变成了二三层
的小洋楼 。 我的村庄 ， 无论何时何
地 ，我想或不想 ，它都在这里 ，它是
我无数次梦境中最清晰的地方 。 灌
地沿、老花茬 、东北地……这些少年
时期不知跑了多少趟的黄土地 ，每
年的春种夏耘秋收 ， 上面都洒下了
我的印记和汗水。 升学 、工作 ，常年
在外，现在又看到这熟悉的地块 ，心
里默默地念着它的名字 ， 莫名涌上
一丝丝伤感。 是啊，脚下的黄土地养
大了我 ， 我的根就在这块黄土地里
扎着。 这块黄土地的经历和改变，正
是党和政府带领我们的祖辈 、 父辈
团结奋进、艰苦创业的成果。

进了村，村里已经碰不到年轻人
了。 现在，虽然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可

是村里的那些年轻人，早已经趁着党
的好政策的“春风”奔赴在了全国各
地，为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梦想而努力
拼搏了。 在家里留守的老人，他们不
想去城里儿女家里生活，这里是他们
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他们替远在外
乡打拼的孩子们守护着心灵深处思

念的家园。 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
留守的老人们吃穿不愁 、 就医有保
障，正因为这样，在外打拼的孩子们
才能安心努力自己的事业。

从省城到家一百六十多公里的

路程，我驾车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回
想起以前我在省城上大学 ， 回一趟
家，要一整天的时间。 省城车站里，上
午七点以后才有回县里的班车。 坐上
车，司机开着在省城周边的道路上光
兜圈子就得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在
满车人的不断催促中才缓缓上路。 班
车一路上上人下人、走走停停 ，到县
城就下午三四点了。 下车后，还要慌
忙找回镇上的最后一班车。 上了回镇
上的车，把行李放车上占个座 ，再匆
匆去车站门口的地摊 ， 买点吃的充
饥。 班车只到镇上，我家距离镇上还

有五六里地的路程。 到镇上，天就黑
了，没有家人来接，就只能背起行李
一步一步向家的方向走去。 通往村子
的那条路是土路， 如果是晴天还好，
一般半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如果遇到
雨雪后的天气， 往往到家就深夜了。
有一年暑假回家 ， 下了到镇上的班
车，天已经黑透了，还下着大雨，路上
都是水，我穿着短裤、裸着上背、光着
脚，冒雨■泥水回家 ，路上不小心踩
到水下的一块硬砖块，右脚被划破了
一道口子。 回到家，浑身没有一处干
的地方，两腿都是泥水，把行李放下，
坐在椅子上，我的样子让母亲心疼得
直掉眼泪。

我参加工作那年，村子南边修了
一条横贯县域东西的县道———焦黄

路， 那条路上通了到县城的公交车，
再回家乘车就方便多了。 再后来，国
家实行村村通公路，村子东头的道路
修成了柏油路，水泥路也修到了家门
口， 驾车回家可以直达家门口了，这
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

历经近 30 年， 从坑洼不平的泥
巴路到砖渣路 ， 再到平坦宽阔的柏
油路，我从这条路上走出去读书 、工
作，走向远方。 我每一次回家 ，那个
心心念念的村庄发生的变化都让我

惊叹。
今年 ， 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 这一百年，我党也是一路坎坷风
雨，一路披荆斩棘，坚持一条为人民
服务的路砥砺前行。 顺着那条路走，
我们回家更顺畅了、更平坦了。

《北上》读后的几点思考
李佳

徐则臣和京杭大运河算是■上

了。 大运河于徐则臣，有如商州于贾
平凹，高密于莫言，艾顿荒原于哈代。

2017 年 11 月， 徐则臣开始写作
《北上》。 2018 年 12 月，《北上》由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2019 年 8 月 ，
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这是一部兼具轻松阅读与历史

厚重的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当之无
愧。虽有瑕疵，总体感觉值得一看。中
国当代文学在并不叫好的情况下，一
直在执著地探索前行，这是让人欣慰
的事。

《北上》阔大开展 、气韵沉雄 ，以
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
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

年“秘史”。
公元 1901 年， 岁次辛丑。 这一

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
摇。 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
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
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
来到了中国。 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
前辈马可·波罗， 并对中国及运河有
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

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挑
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
民孙氏兄弟等各种社会底层人士一

路相随。 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

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路，既是
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
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更
是他们的寻根之旅。 当他们最终抵达
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
因意外离世。 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
漕运， 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

一百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
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 当
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

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
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
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这一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就故事情节而言，《北上》巧合成
分过多，但由于作者用情很深 ，倒并
不显得生硬。 无论是故事安排还是人
物描写，都紧紧围绕着大运河———这

条人文意义上的“母亲河”展开，笔端
常带感情，带给读者的感性张力大大
超过了理性批判，进而忽视了过于巧
合的情节安排。 我刚读完此书即在微
信朋友圈里感叹：41 岁的徐则臣，以

大运河为画布，经纬出四代人的运河
人生，巧合很多，但不显牵强，深情之
故也。

是大运河 、大运河的水 、大运河
上的船，将不同国籍、不同年代的人
物串到了一起 ， 形成了一个代际传
递的链条，所有的悲欢离合 ，就在河
里流淌，在船上随着水波荡漾。 就是
这条流淌不息的运河 ， 让那张旧船
票跨越时空 ， 在一代又一代人温暖
的手中传递 ， 相继登上了命运相依
的客船。

徐则臣基于对大运河的深入考

察，对运河历史、沿河城市、郎静山故
居等多有描述， 使小说更具真实感。

《北上》是一部地理、历史背景深厚的
小说， 再版时建议书前增加彩图，比
如大运河历史地图、沿河重要城市历
史 、义和团 、八国联军 、马可波罗游
记、罗盘、意大利维罗纳、运河渔船 、
鸬鹚等图片，这样能给人历史与现实
的真实感，增加书的文化含量。

《北上》写的是沉淀的运河，是运
河的内涵，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北上》不是为了运河而写运河，
作者写的是运河的文化、精神 、内涵
和绵绵不绝的魅力。 这本书就像是另
一个类别的“清明上河图”，描述的不
只是它的灿烂，更多的是它曾经的苦
难和它苦尽甘来的繁华。

你看，凡是好的小说都要给你呈
现一个丰富的世界。 而要呈现出一个
丰富的世界，则必然会展现给你尽量
多的细节。 而在这么多的细节里面，
就很有可能会藏有一把能去帮你打

开某个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悦读吧

浪淘沙·赞党功
崔鸿魁

世纪华夏景，风雨飘零。 浴血奋战百
年中，党旗挥舞转乾坤，万紫千红。

信仰鼓英雄，气贯长虹。 喜看今日中
国梦，国泰民安环境美，寰宇称颂。

党旗颂

朱哥亮

一面鲜艳的党旗

一段不朽的功绩

一百年的岁月洗不去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经历———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历经多少艰难险阻

领导全国人民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党旗上

红色象征革命

黄色的锤子、镰刀
代表着工人阶级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代表着

“为人民服务”的朴素真理
在党旗的指引下

我们取得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

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让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

中华民族

从此雄起于东方

人民群众的生活

因此变得更加幸福甜蜜

不管时光怎样变幻

岁月如何更替

都不能使党旗蒙尘

只会让其更加夺目清晰———
神圣的党旗

永远是既有庄严

更显美丽

飘扬在日出之地

周
口
田
野
上
生
长
出
的
诗
和
远
方

方
珍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很喜欢
这句话，它不仅激励人们要有抱负、有理想，还让人们对
未来充满了激情和期待，它给了我们伸展的空间和诗意
的想象。 一度，诗和远方成了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为了
诗和远方的美好和惬意， 我们渴望走遍祖国的秀美山
川、名胜古迹，去领略祖国的大美河山、自然风光，去感受
祖国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化和厚重历史……当我们邂
逅了远方的美， 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诗意，就
更加崇尚诗和远方。 一次次踏上旅程去远方看精彩世
界、人生百态，感受祖国的美、自然的美，品味乡情民风、
诗意人生……然而，就在这个春天，许多人涌向老家周
口小镇———邓城 ，观油菜花海 ，品特色美食 ，沐淳朴民
风，览田野风光……6000 亩油菜花，极目望去，田野里花
开正艳，一片金黄，不！ 还有彩色的油菜花，灿若云霞，令
人叹为观止。 那颇有童趣的稻草人，点缀其中，简直是童
话般的世界。 四面八方的游客赶趟儿似的来欣赏游玩，
这何尝不是诗和远方呢？ 游客赋予了邓城“小婺源”的美
称，当 “福泉号”观光小火车的汽笛声响起，从此，我们的
田野上也有了诗和远方！

周口地处中原， 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是它的特征，田
野上生长着小麦、玉米、大豆、红薯等主打粮食，先辈们
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野上辛劳耕种，收获着微薄
的希望，演绎着中原灿烂的农耕文化。 当镰刀、犁铧、耙
子等传统农具尘封进博物馆后，周口农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大棚蔬菜、瓜果应运而生，经济作物如雨后春
笋般生长起来，一改过去麦茬豆、豆茬麦的简单重复，机
种、机收大大节省了农民的时间和体力。 生产方式机械
化、生长作物多样化， 田野上生长的是美好是幸福，这是
社会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也是农耕文化的进步。

蔚蓝天空下，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曾涌动着金色的麦
浪，人们守望着麦田，守望着口粮，却不曾注意那路口、坑
塘边盛开的油菜花， 即使人们分出一片地种些油菜，也
是为了用油菜籽卖钱或榨油， 油菜花依然花开花谢，成
了田野里麦子的陪衬。 当人们乘着高铁、坐着飞机去江
西婺源、云南罗平、浙江瑞安等地看油菜花景的时候，我
被惊到过，不是被油菜花景惊到，而是惊讶农业也可以
这样成为人们追寻的诗和远方。

在周口，每年春天，那些盛开在村口、路边、河边的油
菜花也很美，也是我们眼中的美景，但它是零星的，不成
规模，被淹没在绿色的麦田里。 为响应党中央镇兴乡村
经济、建设美丽家园的号召，商水县邓城镇依托沙河优
势，结合邓城叶宅、千年白果树、刘秀饮马台、沙河老门
潭等旅游资源，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新型农业模
式，种植油菜花、景观树等，在沙河两岸打造水清岸美的
旅游景观带，一幅美丽的农业风景蓝图正在周口大地徐
徐展开。

4 月 10 日，商水首届金色花田乐游汇暨农副产品展
销会开幕了，游客纷至沓来，想一睹“小婺源”的美景。 这
是一个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日子，载着游客的小火车、
游船向邓城出发了。 游船在沙河里行驶，推开一层层波
浪，两岸杨柳婀娜多姿、油菜花摇曳生姿，一树树梧桐花
点缀在绿树花丛中，这是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 。 泥土的清
香、花朵的芬芳扑面而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
卓识，邓城沙河两岸的美丽风光更加印证了这句话的高屋建瓴。 其实，近几年，围
绕着旅游、生态、环境等创新发展，周口正积极努力地引导农民走绿色发展的道
路，在广袤的原野上种植草莓、玫瑰、桃树等经济作物，相继在商水、西华、扶沟、淮
阳等县区举办了草莓节、玫瑰节、桃花节、蔬菜节、梅花节……这些田野上生长的
诗和远方，不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还带动了周口旅游业的发展。 节假日，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走向田野、体验劳动、拥抱自然、享受生活。

如果说诗是固定的，在哪里都可以读，那么远方就是相对的，婺源、罗平、瑞安
等相对于周口是远方，那周口相对于婺源、罗平、瑞安等也是远方。 在十四五开局
之年，勤劳的周口人在田野里种上了粉红的桃花、五彩的油菜花，备上了特色小
吃，等待远方的客人。 来吧，来吧，远方的客人，来看看周口的诗和远方。 “福泉号”
观光小火车和游船正载着游客驶向中原田野上的诗和远方、驶进农耕文化的新征
程！

三川絮语
正钱

�������������关帝庙

山陕商人倾解囊，
三川汇处筑庙堂。
赤诚耿耿祭关公，
忠勇仁义德弘扬。
石雕砖刻铁旗杆，
件件幅幅寓深长。
华夏大地晋三甲，
叙说以往曾辉煌。

太昊陵庙会

二月春暖拜圣贤，
庙会延续千百年。
信众摩肩接踵至，

动辄每天逾百万。
泥狗精巧展民俗，
经挑杂耍争表演。
发扬光大顺民意，
修缮一新看变迁。

中原民俗园

石滚石磨石碾盘，
锄头镢头犁耙铲。
浓缩中华农耕史，
记录上下五千年。
感恩将军贺恒德，
英雄故里作奉献。
耒耧尽粹忆乡愁，
郸城有座民俗园。

城东贾鲁河堤春行

何俊山

������滚滚浪涛涌江海，
灿灿黄花香满怀。

云烟生处起飞鹭，
春阳点放新米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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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