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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自 2011年 3 月份从教育
战线退下已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我退
而无休，至今仍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发
挥着余热，力争在有生之年再“搏”几
回，为家庭、为社会多做点儿力所能及
的贡献。

也许是沾了我爱好写作的“光”吧，
刚从学校退下，因在报纸上看过我写他
的家乡文章，并对我写作很是关注的某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便邀请我到他所在
公司的新闻中心上班。

有道是隔行如隔山，来到公司后，
我从零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电力
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大量阅读本行业的
报刊杂志，力争使自己尽快进入角色，
贴近电力，胜任宣传工作。

在公司领导及同事们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下，没用多久，我的宣传稿件便
渐渐在媒体上出现了，有的发在了我市
的《新乡日报》《平原晚报》上，有的发在
了省级报刊《河南电力报》《农村电工》
上，还有两篇同一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经济之声的《新鲜早世界》栏目播
出。第一“搏”取得成效，得到了领导和
同事们的一致肯定。

时隔两年，我又“搏”到了新乡市的
某变电站。在这相对安静、优美的环境
里，我除了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外，还
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创作，不少稿件发表
在《河南日报》《新乡日报》《平原晚报》
及《中国电力报》《河南电力报》《老人春
秋》等媒体上，且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散
文集《家之恋》。三年之后，我的第二部
散文集《乡之吟》又相继出版，同时我也
成为了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一员。

“人生能有几回搏”。2017 年 6 月，
我有幸被我市某法院聘来搞宣传工作，
新的一“搏”便由此开始了。

最初我是在法院执行局搞宣传，经

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同事们的大力支
持，不少执行稿件分别在《新乡日报》

《平原晚报》《河南法制报》《东方今报》
《河南日报》及国家级媒体发表，起到了
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

当我目睹法院执行干警不分时间，
常常冒着严寒酷暑、顶着狂风暴雨下去
搞执行的感人场面后，怀着无比激动的
心情彻夜写出了《执行干警的时间观》，
很快就发表在《人民法院报》的法周刊
上。该院执行干警深受鼓舞，士气倍
增。

当我看到执行干警有关追债的真
实案例后，便和他人一起，把这些典型
案例编写成一个片名为《追债》的微电
影剧本，由新乡广播电视台微电影制作
中心拍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
和社会效果。

2019 年 2 月，我从法院执行局转入
政治部继续从事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通过阅读有关法律书
籍，我的一篇《从古人判案看息讼的智
慧》发表在了《人民法院报》的法律文化
周刊上，有不少媒体和网站都及时给予
转发。

还有一篇表达我的真情实感的稿
件《搞宣传的快乐》也在《人民法院报》
法周刊的《一吐为快》栏目发表。

针对社会上酒驾案例的实例，我经
过认真深入走访、调查，写下了《珍惜生
命 远离酒驾》，很快发表在《人民法院
报》的法周刊上，起到了一定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自从来到法院从事宣传工作后，我
便喜欢上了有关古人破案、审判方面的
文艺作品。

我的一篇《看传统戏<十五贯>有
感》在《人民法院报》的法律文化版发表
了。我因将戏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的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清官况钟的
高风亮节刻画得入木三分，对现代执法
者来说，真的是值得一读。

时隔不久，我的另一篇类似于上篇
“姊妹篇”的文章《看豫剧<血溅乌纱>有
感》又发表在了《人民法院报》的法律文
化版上，文中通过剧情告诫执法者查案
要严谨，判案应公正，为官必清廉，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

为使辛苦一天的干警们能在工作
之余换个“口味”，放松心情，我不时把
平日里在有关报刊上发表的小短文，适
时发到法院的微信大群里，如一缕缕凉
爽的“清风”奉献给广大干警。于是乎，

《人民法院报》的法周刊发表了我所写
的《缕缕“清风”送干警》。

那次我参加了涉嫌诈骗案的庭审，
当看到那名 30 多岁的女被告人声泪俱
下、泣不成声忏悔时，我想这是多么沉
痛的教训啊！于是便写出了《世上没有
后悔药》一文，发表在《人民法院报》的
法周刊上，起到了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宣
传效果。

《法治日报》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
报，是党在政法战线的主要喉舌，也是党
和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重要舆论
阵地。来到法院政治部后，我除了向本
行业的最高媒体《人民法院报》投稿外，
还乐于向《法治日报》投稿，力争把身边
的法治正能量通过大媒体传播出去。

当看到“乡村间停留着他们的脚
步，庭院中回荡着他们的声音，法庭上
见证了他们的尊严，案卷中浸透着他们
的汗水”的人民法官时，我怀着崇敬的
心情写下了《人民法官赞》，很快便发表
在了《法治日报》的文苑上。

新年来临之际，我的一篇《逃避的
“老赖”看过来》刊登在了《法治日报》上，
文中奉劝那些过年了还在外逃避的“老

赖”们，只有悬崖勒马，才能回头是岸；只
有履行义务，才能把自己的“污点”洗清；
只有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才能
融入到这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里，和和睦睦相处，开开心心过年。

我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忘
不了那年进法庭》，发表在《法治日报》
的法治文化上，文中勉励大家要从我做
起，从自身做起，绝不能做不懂法律的
牺牲品。

为与广大干警分享快乐，使他们放
松心情，缓解压力，我的《寻找生活中的
乐趣》《又是一年槐花香》《唱大戏》《过
年》《儿时的民谣》等稿件也分别在《法
治日报》的法治文化版上刊出。

除此之外，我的数篇作品，诸如
《“老赖”入瓮记》《力争把立案庭打造成
信得过窗口》《诉调中心显成功 矛盾化
解显成效》等稿件还相继在省刊《公民
与法》上发表。《新乡日报》《平原晚报》
也经常有我的文章见报，有效宣传、报
道了我所服务的法院的法治成果和工
作动态。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啊！一个人
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可“搏”，又能
有几个“十年”能“搏”呢？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虚度年华，
不浪费光阴，努力拼搏，在这个世上潇
潇洒洒走一回。

人生能有几回搏
陈德亮（新乡市）

近日我的书桌上，放着三本红、绿、
蓝不一样的《拿钱说事》小说，这是我
们焦作作家杨晶近几年创作的长篇三
部曲。

读完之后，我感慨万千、心生敬
意。说实话，他的《拿钱说事》第一部出
版时，我还是《焦作日报》的副刊编辑。
那时的《焦作晚报》副刊叫《闲情连载》，
专门辟了半个版的位置刊发本土作家
以及全国名作家出版的书。对这个栏
目似乎是有期待的，每一个日子都将有
新鲜的故事发生，让人浮想联翩，欲罢
不能。其中就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
句》、李佩甫的《生命册》、洪烛的《母
亲》、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邵丽的

《糖果》、郭文杰的《台湾村》、杨晶的《拿
钱说事》、暗香的《瓷惑》、黄凌的《苟
活》、樵声的《驴长老》、王先鹏的《话说

焦作》等。其中杨晶老师的《拿钱说事》
我编得格外仔细，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标
点符号都认真地看好几遍，回家后躺在
床上反复回顾连载的那1000多字，咀嚼
其中的内涵和深意。因为是本土作家，
加上杨晶老师在文学圈里又名望很高，
反馈来的热线电话也最多，得到的赞
扬、美誉也最多。

很早我就认识杨晶老师，听他讲过
自己写作的故事。记得在他的办公室，
我看过他母亲写给他的厚厚的一摞信，
还看到他珍藏的一件母亲穿过的有几
个窟窿眼儿的白汗衫。那是一个孩子
对母亲的热爱。杨晶老师是通过写作
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他说写作有时候
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多愁善感，将一
个果断的人变得优柔寡断，将一个强悍
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文学的力量很多

时候都是在软化人们的心灵，教人们学
会惺惺相惜，学会热爱，学会感恩。好
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面镜子。

我敬佩那些执著的人，敬佩那些七
老八十依然不断有新作涌出的人。杨
晶老师就是这样的作家，幼年吃苦、青
年苦读、中年奋发、老年结硕果。

他的《拿钱说事》全是发自肺腑之
语，讲的全是世道人心，所以才不造作，
不跟风，不缥缈。他巧妙地结合自己的
经历和在官场上的感受厚积薄发，最后
借一枚硬币之口道出一个个人间冷暖的
故事。一百零八个硬币在他心目中也就
是梁山好汉的一百单八将，个个英武、个
个传奇。那些闪着思想火花的字句，会
让人一瞬间感悟、刹那间如有电流通
过。有时候他写着硬币，就触及了自己
的灵魂，写着写着他会把书中某个见义

勇为的教授写成自己，其实也是现实中
的自己，把自己置身其中，人物才会鲜活
起来。显然他在滚滚红尘中还保留了文
人那种内心深处的至善、敏感和悲悯。
记得梭罗说过：“除非怀着热忱去写，否
则我们写不出优秀和真实的东西。”

《拿钱说事》这三部小说的写作手
法比较新颖，借钱币之口诉说百味人
生。我仿佛看到了杨晶老师与众多的
文学巨匠站在了一起。写作的过程是
寂寞的，更是孤立无援的。只有自己反
复打磨才能将创作的人物写得栩栩如
生，才会将早年吃过的所有的苦以及如
今所有的幸福，全在书里一一呈现。杨
晶老师长期坚持不懈地写作，为我们怀
川文学创造了一项辉煌成果，营造了你
追我赶勇攀文学高峰的良好氛围，值得
点赞，值得祝贺！

聆听硬币的心语
——读杨晶长篇小说《拿钱说事》想起的

马万里（焦作市）

思慕已久的石板岩小镇，绝美地
伫立在苍溪河的两岸。

当我和同事萧丹鹤驱车翻山越岭
而来，扑入眼帘的不仅是石板岩的青
山、碧水、云雾、梯田，还有那一座
座古朴的石屋，错落有致的石文化街
巷，穿镇而过的清澈的苍溪河水。虽
然旅途劳顿，但当我们豁然望见眼前
的风景是如此的安静和神韵绝美时，
满身的疲劳顿时化作了云烟。

石板岩风景如画，苍溪河波光粼
粼。这里四面山势拱翠，险峻壮美，
石壁如霞。风起，云落，雾绕，花
香。行走在小镇上，石板房，石梯，
石街，石院，伴着苍溪河“哗哗”的
水声，宛如童话中的世界一样美丽。
虽是北方的小镇，却灵动而秀美，散
发着迷人的韵致。溪水，瀑布，云
雾，石屋，紧贴着壮美的山崖，耳语
着悄悄的情话，在各自的独特的风景
里，生命蓬勃，静静盛开。

石板岩有堪称一绝的石板民居。
关于石板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
谣：“石楼，石梯，石板房；石地，
石柱，石头墙；石街，石院，石板
场；石碾，石磨，石谷坊……”这民
谣颂唱的，就是石板岩会说话的石头
的灿烂文化。而这样美丽的小镇，又
坐落在巍巍大山的幽深谷底，“哗
哗”流淌的清澈的河水四季滋养，这
里堪称一种独具特色的活的石文化。

石板岩四周群山高耸，小镇临水
而立，苍溪河静静地穿镇而过，峰峦
叠翠下美丽而灵动。石板岩是“中国
特色小镇”，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中激
荡着一股股清流的山水精神。山清水
秀的小镇，清一色的石板砌成的房
屋、小楼错落有致地点缀在拱翠的苍
溪河两岸，堪称民居一绝。石板岩

“有山有水有精神”，而广为赞誉的
“四有书记”谷文昌便是被这方山水
所养育的汉子；这里更是打响商战的
一面红旗的“扁担精神”的发源地。

“扁担精神”激励着这一方山水的勤
劳的人们，描绘出一幅幅绝美的山水

画卷。就像春天石板岩下的一棵幼苗
儿，就像苍溪河岸边的一株小树，还
有春芽上那片恰似口哨的叶子，悄悄
地探出头来，吹响了赞美春天、孕结
硕果的浪漫序曲。

石板岩的特色文化里，有悠久而
淳朴的“打花棍”，因其舞蹈道具

“花棍”而得名。“花棍”以长五尺的
桃花木制成，棍的两头儿穿有金环、
铃铛和彩绸穗子。舞动击打时，发出
清脆悦耳的响声，以表达欢庆、喜悦
和向上的精神。相传，巍巍太行深山
的石板岩，人们聚族而居，环境险
恶，时有虎狼出没。为了防卫护身，
当地人出门，总要带上一根木棍，以
防不测，避祸祈福。“打花棍”这项
民间艺术，慢慢在农闲娱乐、节日闹
春中，以鲜活的艺术形式在石板岩的
生活中流传下来，以此祈福，表达喜
悦。

有梦想的地方，就有风景，石板
岩正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风
景绝美，这座美丽的小镇号称“中国
画谷”，成了一年四季的“画家小
镇”“摄影之家”，引得无数绘画摄影
爱好者寻幽探奇。从苍溪河谷底抬头
眺望，整个天空只剩下峡谷中这块漂
亮地域，四周尽是断崖石墙，刀削一
般，层峦叠嶂，鬼斧神工。

石板岩小镇恰到好处地坐落在丰
美的苍溪河两岸。在这座石头砌成的
小镇上，民宿众多，商家繁忙，人气
盛旺，这里既有烟火气，也有绝美的
风景，让人愿意将心灵静静地在此停
留。

美丽的石板岩小镇，从一座石
屋、一块石板，到一株绿竹、一道流
水，都是那么纯净而美好。傍晚，浅
蓝色的天空飘着白色羽毛般的浮云，
像一幅纯净的丝绒镶上了黄色的金
边。镇上与苍溪河岸边葱茏的果树和
溪水里奔跑的鱼儿，以神奇的魅力驱
走了世俗的喧嚣，将静谧和浪漫铺满
了我们的心屏。

绝美的石板岩
魏宝德（新乡市）

周六，翻看电脑里去年夏天孙儿
淼赏荷的照片，肉嘟嘟、瞪圆溜溜大
眼睛、着红 T 恤的他坐在翠绿丛中，
好一幅《荷花童子》。“爷爷，带淼去
拍花！”不知何时，2岁的淼钻到我怀
里，对着显示屏嚷嚷。这孩子，许是
经常跟着我拍花鸟，“拍照”是他最
早会说的词之一；看见路边的花、树
上的鸟，一准摆出摄影师造型，催道

“爷爷，拍”！爷爷奶奶隔三岔五念
叨：“不能踩踏草地，小草怕疼。”

“花是开给大家看的，采摘会哭。”
“鸟是人类的好朋友，不能惊吓。”惜
护花草，看见鸟儿放轻、放缓脚步，
已是一种习惯。

今年荷花池的荷长势旺盛，游
步道上方撑起一把把一人多高的绿
伞，淼像一尾鱼儿，在柔柔的碧波
间嬉戏。

盛夏，傍晚时分，夕阳给大地镀
一层金光。突然，淼朝我喊：“鸟！
爷爷拍鸟！”抬头，彩霞满天，有白
鹭挥动双翼，轻盈、优雅地舞蹈。正
佩服淼的观察力，他话锋一转：“不
可以采叶子！”淼一脸严肃，执一片
不知被谁丢弃的荷叶在抗议。想起美
食有缓和激动情绪的功效，我让淼闻
闻荷叶。“香味。有香味！”“这是荷
香。淼不是喜欢吃粥吗？用荷叶煮粥
可香、可好吃了。”“哇噻，淼要
吃！”我趁势提议：“我们把荷叶带回
家，洗干净煮粥，这样，它就能在锅

碗里复活了。”
晚饭后，淼念念不忘白鹭，缠

着奶奶讲有关鸟的故事。看着茶几
上的水杯，奶奶有了主意，找出

《乌鸦喝水》 故事绘本。当说到口渴
的乌鸦想什么办法才能喝到瓶子里
积存不多的水时，奶奶指着水杯
问：“淼，水杯里没有水了，是不是
要把水壶里的水倒进去你才有水喝
呀？”“是。”奶奶又指着绘本说：

“你看，周围没有水壶，乌鸦只能把
小石子当水放进瓶子，直到水涨到
它嘴巴能伸到的位置。”弄明白原
委，淼开心地笑了。

听完故事，我问：“淼，奶奶今
天讲的什么故事啊？”“ 《乌鸦喝
水》。往瓶子里放小石子，乌鸦喝到
水啰！”颔首赞许，淼却有意无意地
说：“乌鸦用吸管喝水。”这更加简便
的操作，我们大人怎么就没想到？其
实，与孩子交流、互动，很多时候，
家长也有意无意地给予他们举一反三
的探索钥匙。譬如：淼用吸管喝奶、
喝柠檬蜂蜜水，可以轻松地将美味一
网打尽，点滴不剩。

如今，孩子的思维深度、广度都
在不断更新，讲述《乌鸦喝水》经典
故事，结尾是否考虑添加一句提问：

“孩子，乌鸦想喝到瓶子里的水，除
了往里面放小石子，还有其他办法
吗？”说不定就能获取让脑洞大开的
答案。①

盛夏童趣
徐群 文/图（江苏句容市）

八一杂感（外一首）
唐宋（新乡市）

解甲庠园问所求，
职称不慕道勤修。
草根淡看春风尽，
教授分争笑话稠。
冰雪昆仑风骨硬，
柳营骚客赋情柔。
维艰诗路多磨炼，
拒作阿谀谄媚讴。

我自豪，我陪伴过军旗

这闪着金光令人敬仰的八一，
诞生于黑云压城的一九二七。
拂晓前的南昌城中枪声密急，
经历过四·一二的共产党人，
举起第一面武装反抗的大旗。

每当人们谈起八一军旗，
会听到黄洋界回荡着隆隆炮声，
会想起野菜充饥走过雪山草地，
会想起长白山密林抗联的窝棚，
会想起太行山神出鬼没的游击，
会想起辽沈平津淮海所向披靡，
会想起百万雄狮掀起钟山风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有了南昌、湘赣舍生忘死的武装起义，
才有了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

每到八一，就会想起，
和平岁月那遇险逆行的足迹:
汶川废墟上搜救磨烂的十指，
呼啸山火中消防战士的身躯；
荆江洪水里身体筑成的堤坝，

新冠疫情时飞奔驰援的军医……

八一旗帜下集结了无畏的军人，
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要就冲向哪里。

你筑牢长城守护祖国人民，
你与时俱进加快强军步履。
现代化正规化的威武之师，
以强大军力拱卫中华崛起。

每到八一，总要翻出，
珍藏在箱底的军功章，
和这身我最衷情的国防绿。
穿上它，勾起我万端思绪。

虽没经历赴汤蹈火，
虽未体验枪林弹雨。
但我驾长车闯荡冰雪昆仑，
洒青春汗水浇灌大漠戈壁。

镜子里映出退役军人两鬓银霜，
脑海中似有多部电影轮翻回放：
红色帽徽，提醒我责任与担当；
枪刺闪亮，折射着哨位的月光；
高寒缺氧，考验心脏与肺活量；
冰峰雪莲，教会我忍耐与坚强；
沙飞石滚，打磨出我刚毅面庞；
雪域高原，锻造我坚硬的脊梁；
任务艰巨，检测我技术与智慧；
战友鼓励，增添克难致胜力量。

界山达坂，爬冰卧雪抢修铁骑，
多玛冰河，风餐露宿鹰旋鸦聚。
铁马伴我走天涯，情追大漠孤烟，
风雨为我洗征尘，诗写冰河落日。

青春岁月，虽少了花前月下，
人生旅途，凭添了柳营戎衣。
我无悔呀，回望二十年军旅，

我自豪啊，我也守护过军旗。
当年，曾将军人的使命担起，
如今，会把军人的荣誉珍惜。

今天是你我共同的节日，
我重整戎装，佩戴整齐。
向血染的八一军旗致敬，
献上退役老兵庄严的军礼！

七律二首
八月天（新乡市）

高唱军歌壮志酬

抗战八年来荡寇，清平世界复金瓯。
鲜桃累累神州美，秃鹫洋洋窃国羞。
鼎问辽沈东野旺，鹿追淮海蒋帮休。
天兵万丈惩奸恶，高唱军歌壮志酬。

致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拜克明

解甲归田军转庶，三春营旅傲鹰扬。
蓝天骄子昔年景，大地母亲今日煌。
泣血呕心从首越，宵肝沥胆献衷肠。
楷模不忘初心志，退役神骢永自强。

祛暑（外一首）
刘泽贵（新乡市）

难消中伏照炎天，煮海焚山池水边。
欲按大招驱暑气，荷香深处做神仙。

成全

执子之手三十年，
风雨同舟互成全。
粗茶淡饭难自弃，
往后余生共欢颜。

岁月静好
——西衙寺村采风

李青春（新乡市）

西衙寺，在很早是衙还是寺
早成为过往
但这是村落历史的印记
佐证着村子的根脉很深
根须很长

今天，在村子里徜徉
农户的别墅
刷新了我的目光
不同颜色的轿车
组成了另一种斑斓

村旁，就是稻田
勤劳的村民白天劳作
晚上揽一片月华嗅着稻香入眠
梦，一定甜蜜

稻田里成行的秧苗
引领着我的诗行走向时空的深度
秧苗盈盈浅笑
使我不敢轻易按下快门
还有那太多的绿意
都在温情地展示
——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