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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读

沈树兴

难得半天闲，开卷入诗苑。

室内光暗淡，移椅坐庭院。

微风戏拂柳，枝头鸟雀喧。

光波流谐韵，绒花红了天。

精迁神离卷，诗意潮中掀。

人民衷心

感谢党

黄则贤

中原崛起旗帜扬，农村劈浪首起航。

农税全免破旧制，济贫扶困立新章。

粮食补贴到农户，文卫科技送下乡。

义务教育不缴费，新合医疗保健康。

农保遍地民欢乐，晚年幸福有保障。

土地流转新起点，务农经商各逞强。

国施良策惠三农，人民衷心感谢党。

乡村写意

费城

晨雾，一早就散了

暖风和潮味

在牛马的鼻翼下

闪闪发亮

犁铧的喘息声里

野草纷纷伏倒

露水点亮所有的

绿叶和花朵

久经修饰的阳光

温润了脚下的泥土

我在这里寄存

一季的雨水和阳光

在每一粒种子

深入到泥土之前

我无法说出

一个农人全部的幸福

而土地的广博

让我在深夜流泪

野花开遍的故乡

乡村爱情次第拔节

当轻快的马车

运来天边的落日

我用染满土香的双手

握住，紧紧握住

这一粒粒

坚实饱满的日子

形声字。

小篆“紅”：从“糸”，工声，本义作“帛赤白

色”解（见《说文解字》许慎著），徐灏谓“赤中有

白，盖今人所谓桃红”；朱骏声谓“素入于茜则为

红”；乃指丝织物之红色而言，故从“糸”。

红，是一种鲜艳的颜色，象征着喜庆。

自古以来，逢年过节、婚嫁喜事，从张灯结

彩，服装用具，装饰配备，无不用大红的颜色来

体现喜事的丰采，不仅表达了对节日的祝贺，内

心的喜悦也从红红的喜气当中散发出来。 这象

征吉祥的红色， 也绵延地传递了恒久的喜庆气

息。

桃红又见一年春， 捎来的是， 春来花红柳

绿，姹紫嫣红的景色。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生步入了晚

年，才知光阴的可贵。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道尽了灿烂短暂的无奈，那是古今多少人对

夕阳红霞的喟叹！ 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伏波将军马援亦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

益壮。”能怀有一颗大丈夫之心，志在千秋百代，

纵然年过花甲，步入夕阳，亦能发射出最绚丽的

红，留下永恒的美丽。

红日初升，光明乍现，带给世界无比的温暖

与朝气， 愿我们的心， 都能像那初升的太阳一

样，穿破黑暗，照亮世界，让生命充满活力与生

机……

学会说不

盛银妹

在网上遇到原先的同事， 听闻他最近刚买

了车，便随口问道：“有车一族的日子怎么样？挺

舒服的吧。”没想，他连连向我倒苦水，说自己自

从有了车后， 三大姑八大婆的都来使唤他当司

机。 朋友出门，也常一个电话过来，让他去捎上

一程。 一个月下来，不仅周末总不能在家，油费

还超出预算近一倍，老婆不乐意了，天天在家摆

脸色给他看呢。 末了，他又无可奈何地说了句：

“‘不’字说到嘴边，又被我咽下去了，都是亲戚

朋友的，实在抹不开这面子。 ”

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十年前，当我刚入社

会实习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从来不知道说“不”

的“便利贴女孩”。只要别人要求帮忙，我都会答

应，也不管这是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一来，我是

想多学点知识，二来，我也是不敢说不，生怕搞

砸了和同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每天

大半的时间都花在了端茶、倒水、复印、传真、打

印这类的打杂事上。实习结束时，领导虽然把我

留在了单位， 但是他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你工

作很努力，不过，你要学会说‘不’，别把时间都

浪费在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上。 ”

我也明白， 但还是不敢对别人的要求说个

“不”字。 直到有一天，我太忙而忘记了某个同事

交待的任务，被他指责为什么不替他做好时，我

也生气了，大声回了句：“我自己也很忙，以后要

叫我帮忙的话，能不能等我空闲的时候再说。 ”

事后，我虽然觉得有些害怕，却也没有再向

那个同事妥协。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在追求自己

的权力，且拒绝得委婉有理，又何错之有。 事实

上，从那后，他们就再也不把杂事都推到我这儿

来了， 我似乎也是从那后才感觉自己真正融入

了那个单位。

其实，想获得别人的认可，想协调好和所有

人的关系无可厚非。但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影响

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如果

有足够的理由，就请大声地说个“不”字吧。拒绝

那些无理的要求，拒绝一些无聊的应酬，把这些

时间好好地还给自己或者家人。 别等到你无能

为力的时候， 还要被别人说上一句：“你干吗不

早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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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的 背 面

翟杰

朋友找到我，开始诉说起他的“不幸”———

你不知道，我最近简直糟糕透了，工作有工作的

不顺心，生活有生活的烦恼！ 就拿昨天来说吧，

我把自己的策划交给领导看， 没想到他只是象

征性地瞥了一眼， 然后就把我辛辛苦苦熬了一

夜的成果给否定了。 这还不算， 最使我闹心的

是，孩子今年的高考成绩，距“一本”就差

5

分。

你知道， 他已经复读过一年了， 没想到还是不

行。这些琐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心情，我写

出来的文章也很难通过编辑的审核……总之一

句话，我很抓狂，我很郁闷，我很纠结！

我静静地听着。 他忽然将话锋一转，问我，

你幸福吗？ 幸福，我说。

听我这么一说，他发出了自己的质疑，你就

没有一点烦心事？

有啊，我回答。前不久，我的职称没有评上，

没评上也就算了，可气的是，单位里就上报三个

名额，而我恰巧是第四名；这个月，因为还房贷，

以至于银根紧缩，儿子又偏偏相中了一套图书，

我只能告诉他下个月才能有钱买……

原来你也有这么多烦心事！ 那你还说自己

幸福？“为什么不幸福呢？”我说，“今年的职称被

刷下来了， 那就意味着明年我将成为最具实力

的一个；没钱给儿子买书，刚开始的确很尴尬，

但后来一想，儿子能主动要求读书了，这是多少

钱都买不来的呢？ 再说，下个月才能买，这也让

儿子知道了书的来之不易， 或许他从此便懂得

了珍惜和感恩……”

听我这么一说，朋友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上司对你的付出表现出不屑，那是他的因

素，你完全不必生气。 再者说，你的策划没被推

广，对你来说并没有造成损失，而你在做这个策

划时还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我平静地说，“儿子

距‘一本’还差几分，那是不是高过了‘二本’很多

分呢？ 现在这个社会，能力比学历重要，都是本

科，你还强求这些，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

朋友笑了，说自己的眼光还是太浅，只看到

了生活中纠结的一面。

可不是吗？ 单位里繁琐的工作常常令人直

不起腰、喘不过气，面对其中的压力，难免郁闷

纠结，假若我们的眼光能够“犀利”一点，把压力

看穿， 领导期待与同事的信任， 便会呈现在眼

前；孩子贪玩成性，丝毫没有上进心可言，面对

孩子的顽皮，不禁怒火中烧，如果我们的眼光能

够“犀利”一点，把顽皮看穿，孩子的天真无邪与

健康快乐，便会呈现在眼前；父母思想陈旧，我

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他们几乎都会持反对意

见，面对父母的喋喋不休，难免心生厌烦，如果

我们的眼光能够“犀利”一点，把唠叨看穿，父母

的细心关爱，便会呈现在眼前……

告别纠结，摆脱郁闷，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只需要你练就一双“犀利”的慧眼，看到生活的

背面。

小儿初长成

淡然涵凝

儿子个子已经超过我半头， 模样愈发地周

正，身材变得健硕挺拔，饭量猛增，性格也越来

越像个小男子汉，勇敢，冷静，大度，开朗，懂事。

在陌生人面前，已经可以大方地和人进行交流，

说话的口气，充满着幼稚的成熟。

上个月， 儿子第一次用自己的零用钱主动

给大人买了蛋卷带回家，我感到很欣慰。

平时看电视时，儿子格外注意广告，有时会

突然把我叫到电视机前，告诉我：“妈妈，这个是

治疗腰间盘突出的，你不是经常腰痛吗，你也买

个吧。 ”当我感到劳累时，儿子就会命令我趴到

床上，他就会用力地按摩我的腰部，帮我舒缓腰

部的不适感。

那天，我骑着电动车，儿子骑着自行车，穿

越了拥挤嘈杂的车流人流， 顺利安全到家。 路

上，他充分体现了小男子汉的冷静机智。在安全

骑车的前提下，还不忘照顾他的老妈。

去接儿子放学， 在门口看到多日不见的朋

友一家也在等候孩子。 于是几个人兴奋地攀谈

起来，谈到有趣之处，我们都发出了哈哈的大笑

声。一扭头，发现儿子已经静静地站在了我的旁

边。 儿子平静而礼貌地说“阿姨好”。

回家后，儿子对我说：“妈妈，一个人在外面

要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形象。 你们在学校门口那

么大声地说笑，让人看着多不好啊。 ”看到我瞪

大眼睛惊讶地听着他的道理。儿子说，你忘记了

吗，这是我小时候你教我的。

儿子，越发像个小大人了。 他的思想，他的

语言，他的举止，都让我欣喜万分。

耄耋老人的赤诚情怀

———访沁阳市离休老红军李常

李太昭

他从战火中走来，浴血拼杀的岁月，他是一名机

智勇敢的侦察员；他从红色延安走来，南征北战的日

子，他是一名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新中国建设时期，

他是大家眼中的“胆小鬼”，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日

子，他还是毛主席眼里的“冒失鬼”。无论是出生入死，

南征北战的烽火岁月，还是支援边疆和地方的建设时

期，他用自己的无限忠诚书写了人生的不朽传奇。 他

就是今年

83

岁高龄的离休老红军———李常。

日前， 记者来到沁阳市离休老红军李常的家中。

当说明来意后，有些耳背的李老打开了话匣，把我们

的思绪带到了

60

年前那段烽火岁月—————

1928

年， 李常出生于沁阳县紫陵公社王村大队

（现沁阳市紫陵镇王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

的李常，在村里为地主放牧，饱受地主的剥削，吃不

饱、穿不暖，尝尽欺凌，成为他对旧社会的记忆。

1946

年

8

月，抱着对革命的远大理想，李常从西

向公社义庄村应征入伍，成为沁阳县第三区刘邓大军

太岳区独立旅老二团的一名战士，那一年，他刚刚

16

岁。

机智勇敢的侦察员

战争年代，刚刚入伍的李常被留在团部成为一名

侦察员。 用李老自己的话说，自己和战友的任务就是

“白天侦察，晚上突袭”，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

一次，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他带领一个班的战士

乔装打扮，凭借机智勇敢，在一个饭店内成功将敌人

灌醉，不费一枪一弹，俘获了一个连的敌人。当消息传

到团部时，团首长称赞他为“机智灵活，擒敌不闻枪

声”的战斗英雄。

转眼，时间进入当年

10

月。 一次，团首长单独找

李常谈话，让他一个人突破封锁，前去侦察敌情，这是

一项光荣而特殊的任务。 途中，李常遭遇了敌人的仔

细盘问。 装扮成当地群众的李常虽然从容应对，但是

敌人还是对他的口音产生了怀疑， 李常随机应变，机

智地骗过了敌人的岗哨， 成功对敌人实施了侦察，摸

清了敌军的兵力部署。 在当天晚上的突袭行动中，李

常所在部队用一个连的兵力，悄然消灭了敌人一个团

的兵力。为此，团里召开庆功大会，团首长再次点名表

扬了他，夸他是“机智灵活”的孤胆英雄。

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

战争时期，饱经战争考验的李常在一次执行任务

时，被敌机丢下的炸弹弹片击中左肩，让他在战斗中

“挂了彩”。住院期间，部队的团首长亲自看望了他，看

到他年龄小，就开玩笑地问他“怕不怕死”。 李常忍着

伤痛， 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怕死不革命， 革命不怕

死”。 稍显稚嫩，但铿锵有力的话语，一下子让团首长

记住了这个勇敢的“红小鬼”。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显得更加激烈。

1947

年

5

月，为了保护中央首长在延安的安全，部队需要挑选

一些优秀的年轻战士送到延安。 李常经过层层选拔，

被选中派往中央警卫团，执行在延安保卫中央首长安

全的重要任务。

在延安根据地， 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

1947

年

秋，中央机关被迫从延安转移到河北省西柏坡。 李常

也被安排在中央机关做内勤工作，后来又被保荐到时

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的周恩来身边， 担任警卫员，

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项又一项任务。在年终的

模范表彰大会上，城工部李维汉部长把题有“好好学

习，努力工作”的证书亲自颁发给他。 直到现在，李老

还完整地保存着自己当年出席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

模范工作者大会的出席证和获奖证书。

“胆小鬼”的来历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中南海，随着新中国的成

立， 李常跟着中央首长一起走进

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的日子， 李常成为

中央机关的一名机要通讯员，许

许多多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电报

都从他的手中送给了中央领导。

据李老介绍， 自己印象最深的是

抗美援朝时期送呈的一份电报，

当他两天后知道主席的儿子毛岸

英牺牲的消息时， 自己才意识到

那份电报的重量。

1952

年，经历战火考验的李

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

更加坚定了他为党、 为革命事业

奋斗终身的理想。

1956

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怀仁堂召开支援边疆建设动员

会， 一心想为国家建设出力的李

常也积极地报名支边。 最终经过组织的允许，他被派

遣到贵州省贵阳市人民银行工作， 时任银行股长职

务。

新中国建设时期，地方银行担负着当地金融安全

的重任。 在一次执行旧币销毁时，满满两卡车待销毁

的旧币让许多人动了心， 有人劝他私分了这些钱，也

有人想从他手中得到一些好处。 可是他却毫不动心，

坚决地销毁了一整车旧币。 销毁过后，他自己从兜里

掏钱请客，让大家在饭店里吃饭。事后，他的举动让大

家不理解，有人背后说他是个“胆小鬼”，当然，也有人

背地里骂他是“傻子”。

说起这些，李老满脸的自豪，他说：“党组织交给

的任务，是对我的信任，我就要毫无保留地坚决完成，

决不能给党抹黑。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建设家乡的“功臣”

1963

年，阔别家乡

17

年的李常转业回乡，被安

置在沁阳县西向公社派出所， 成为一名公安特派员。

期间，作为一名从中央回到地方的国家干部，他总是

严格地要求自己，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在沁阳经济建

设时期，他先后参加了常白公路建设、逍遥水库建设、

筹建

7004

油库等重点工作。在知青下乡的岁月，他是

带头劳动的青年队长；在畜牧工作的岗位上，他是先

进的榜样。

1991

年，李常从工作岗位上离休。 离休期间，他

依然不放松学习，时刻关注国家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

建设。

无论是参加革命，还是参与国家、地方经济建设，

他用自己的无私与忠诚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人生

之歌。 眼前的李常，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 采访中，他

说的最多的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无愧于

党和人民。 ”

云中行 武玉林 摄

李常身着军装，英姿飒爽。 李小庆 供

李常近照 李太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