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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9月23日，丰收节。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一天是属于

秋收的，瓜果飘香，颗粒归仓。在豫北，
在获嘉，在一个叫做王官营的地方，一
家作为文学馆的小院，群贤毕至，车水
马龙，也迎来了属于它的丰收的日子。
迈出深闺，登上花轿，掀开盖头，展露风
华。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其实现实也可以很丰满的，就像小院到
文学馆的华丽转身，见证着小小说这种
新兴文体的赓续和传承。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来这个
地方了。

初来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构想，
停留在小院主人的脑子里。院子很普
通，两幢房子，一片空地，和居住的农家
院没什么两样。得知这里要建成文学
馆，我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它远离繁华
的城区，偏安乡村一隅，并不惹眼。彼
时，院子的主人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转
来转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讲解，仿
佛那些还是毛坯的地方，已经晴川历
历，芳草萋萋。

构想中的文学馆位于一座千年小
城，这里流传着封神的传说，还有同盟山
上八百诸侯讨伐殷纣的遗迹。院子的主
人很健谈，无论何时何地，随便一坐，气
场全开，话题围绕着小小说这种文体，流
连戏蝶，自在娇莺，战线漫长而绵密。那
种文体的渊源，牵涉到的人事，重要活
动，代表作品，植物一样在他的脑子里，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他那里，如果说

《山海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是
一棵棵繁花似锦的树，小小说这种新兴
文体就是一片广袤的草原，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绿波荡漾，浩渺万里。

这样一种文体，应该让后人知道它
的来处，也知道它的去往，知道它沿途的
风景，流淌的河床，润泽的土地，惠及的
人群。为此，院子的主人推开了繁杂的

事务，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浩瀚的工程。
第二次来的时候，订做的展柜已

经摆好，庞杂的资料也已归位；第三
次，书法、楹联、照片、介绍文字，墙的
四壁都被填满。两个展厅，八个单元
展室，随便一处地方，都是文字的长
征，都是文学的风景，都是津津有味
的故事。宽敞的主厅是粗壮的树干，
从《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两本标志
性杂志的创刊号伊始，心血倾注，静
水流深。发黄的纸页，无声地诉说着
年代的步履，不绝如缕。然后是树干
生出的枝丫，那些获奖作家的作品
集，金雀列阵，蔚为大观。再然后绿
叶红花，优秀作家评介和历年的代表
作，还有书法、绘画，条分缕析。整棵
大树枝繁叶茂，浓密成荫，构建出小
小说的一片天空，风雨阴晴，自成气
候。

第四次是全国小小说青春笔会，8
月 24日，刚过处暑。“天上双星合，人间
处暑秋”，天气转凉，这个小院里却热
闹得发烫。一切都已成形，脑子里的
构想和现实严丝合缝。文学馆，迎来
了小小说长河里一群年轻的求索的面
孔，天南海北的笑容，在这里葵花样绽
放。他们眼里燃放的光，血脉里奔涌
的爱，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不经意
间就会被触动。他们终于知道，自己
喜欢的东西，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自
己的队伍里，是怎样一些跋涉的人，一
些年龄不同、职业各异，却殊途同归的
朝拜者。

我曾问过院子的主人，小院里天
井样的一块空地，为什么不修整一下，
种些花花草草，或是弄些山石喷泉？
院子的主人说，要整理的地方还很多，
一点一点来，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弄
好。有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答
得云淡风轻。也许，他的心里早有谋

划了吧。
文学馆不大，占地 700 平方米，主

体 展 馆 上 下 两 层 ，面 积 约 350 平 方
米。可是，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似乎
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大海。那真是大
海一样的容量啊。四十多年，对一个
人来说，沧海桑田；对一种文体来说，
横空出世，几经蜕变，其间涉及的点
点滴滴，足以汇成汪洋。但你就是能
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你喜欢的文
字，喜爱的作家，每一种文体试验，作
品评点，采风交流。还有在这条路上
迈过的脚印，播下的种子，发过的芽，
长成的树……

获嘉书家贺明海题联曰：“一生只
做一件事，半梦犹鉴半醒情。”没错，说
的就是小院的主人——杨晓敏，当代小
小说文体的倡导者和理论奠基人。一
个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北方汉子，一手
握过枪，戎马倥惚，戍守过雪域高原的
边防；一手拿过笔，纵横捭阖，“纤笔一
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杨晓敏先生曾经写过两篇文章，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我的文化理
想》。如今，把小小说演绎成平民艺术，
这个文化理想终于变现。文学馆以他
的名字命名，“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挥
毫。“杨晓敏文学馆”六个大字，鎏金，挂
在小院高高的门楣上，阳光落下，熠熠
生辉。

朝拜一处和文学有关的地方
郑俊甫（新乡县）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我是一片秋叶
自然里匆匆的过客
出生于天地之间
朴实而又纯洁

一步步从春天走来
脚踏实地

坚守着每时每刻
与花儿爱得你死我活
和蝉儿玩得如饥似渴
伴果儿奉上不尽丰硕
陪鸟儿唱出天籁之作

为了一切的美好
为了生活的火热
默默的牺牲自己
流出满腔的热血

如今面对寒冷的季节
从容淡定毫不退缩
笑迎凛冽的寒风
拥抱皑皑的白雪

奋勇向前不顾一切
去释放最后的光和热

为了世间的温暖
为了大地的色泽
既使燃烧自己

也要奏响夕阳的合乐……

我是一片秋叶
张郁（新乡市）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本报讯 近日，鉴于郭德林同志
在中国书画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 2023 年杰出艺术家评选中，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艺术家信
息中心授予他中国书画终身成就
奖。郭德林自幼喜爱书法，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终身理事，国家一级书法
师，曾与沈鹏、孙晓云三人合作出版
画册《三巨头》。 （新文）

郭德林被中国文联授予
中国书画终身成就奖

岁月回响岁月回响

今年 9 月 9 日，读到了河南杂文家
雷长风老师发表于《新乡日报》的《二十
年杂文情缘》，不胜唏嘘和感动。其实，
这分感动自5月下旬于威海参加全国杂
文作家交流会以来，一直持续至今；或
者应该说，从我做杂文编辑的那一刻
起，就一直被可敬的杂文作者和读者感
动着。

编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呢？传统说法是“做嫁衣和嫁女”
或者“店与客”的关系，形象比喻是“守
门员与队友”的关系，学术说法是“服务
与共建”的关系。但这些都不足以形容
杂文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从编辑
上，我们是有着血肉筑成战斗情谊的兄
弟；从发行上，杂文作者和读者是编者
的衣食父母！因为相对于有着“投枪、
匕首”之喻的杂文编作群体，更侧重于
的不是学术的探讨，而是认知思想的共

鸣，专业的杂文报刊也多依靠发行盈
利。所谓能写出“鲁迅式”杂文的人不
少，能发出“鲁迅式”杂文的人不多。

雷老师是新乡人，在这个不起眼的
三四线城市里，偏偏孕育凝聚了如郭振
亚、雷长风、李辉、周士君、刘吉同等一批
杂文家，在杂文界竖起了一张耀眼的城
市名片。究其因，离不开新乡市1500多
年厚重历史文化的蕴养，更离不开那张
崇尚“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杂文是副刊的
灵魂”的《新乡日报》的引航，还有滋养他
们灵魂和气质的“后花园”，《新乡日报》
的“榴花”副刊功不可没！

其实，我和雷老师的缘起也不仅限
于 2002 年开始。翻开《杂文月刊》2001
年第3期，我的一篇小文《世纪末的精神
鸦片》和雷老师的作品《“贿空”大师》前
后页刊发，也曾“比邻而居”。只不过，
雷老师用俏皮而不媚俗的语言犀利讽

刺了那些为跑官买官疯魔的官员们，我
是要完成一项宣传任务，因公而作。回
想在做杂文编辑的那些年里，因为来稿
量很大，每天都在300篇以上，所以大部
分时间都在阅稿、编稿、出刊的工作中，
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还是要阅览
相关报刊的杂文栏目和相近类型报刊
的文章，从中发现作者进行邀稿。那时
的雷老师就在河南杂文作者群体中声
威赫赫，一直是我们的重点“服务”对
象。遗憾的是，虽然每天都在和杂文作
者、读者联系，但是能够谋面的人不多，
谋面的机会更少。

这次来到威海，除了汪金友老师、
雷长风老师，还见到了多位常文来笔往
但未曾谋面的老师，比如石飞、郭兴文、
彭友茂、孙贵颂、李日、李辉、朱国平、陈
庆贵等老师。作为一名离岗十年的杂
文前编辑，大家没有忘记我。我们畅

聊，畅饮，畅歌，畅所欲言！从没有一刻
这样骄傲：做杂文编辑的那些年，就是
我一生的高光时刻！

特别是看到雷老师保存二十年的
秦皇岛杂文会议合影，思绪也不由回到
了20多年前，那时《杂文报》总编赵培玺
刚接棒，白太明副总编刚调来，我作为

《杂文月刊》编辑协助王秀红、匡纪彩两
位老师做好会务工作“立了大功”，还在
阎长龄、赵敏两位领导的支持下“敲”了
赵培玺总编一顿海鲜大餐；那时的汪老
师还在职，雷老师笔锋正盛，多位青年
杂文家正处在英姿勃发，“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当口，杂文
发展蓬勃向上……正应了，忽有故人心
上过，回眸已过万重山！

万般感动，千般温暖，百般感慨，难
以表述。藉以套用李白的名句：威海海
水深千尺，不及杂文送我情！

回眸已过二十年
韩朝艳（河北石家庄市）

时代赞歌时代赞歌

馨香一瓣馨香一瓣

水磨村四周环山，幽雅清静。这个
坐落在悬崖峭壁下的峡谷小村，两条小
河一上一下缠绕着村庄，在村头聚合向
东流。山村依坡就势而建，高低错落，
看上去很有情致诗韵。

村头有棵古柿树，付杰只身来到那
棵树下，新修的文化广场平坦坦的，像
镶嵌在绿水青山间的一面明镜，它一头
连着新修的石桥，通向山外的旅游大
道，一头连接着村庄，在上下两条河流
间静静地安卧，无言地述说着山村的变
迁。付杰三两步登上了新修的露天舞
台，又来到广场上走走，停停，汗已浸湿
了衣衫。微风吹来，说不出的舒坦。环
视山前山后，蜿蜒的新柏油路，古朴而
整洁的村舍，河流古朴而雄浑，远处初
心湖泛着碧天水光。

变化真是太大了，他不由扳起指头
数了数，不错，就是 2017年 5月，以他为
组长的市巡查办扶贫工作队进村了，也
只是短短 3 年时间，为山村修复了自来
水，硬化了水泥路，完成了农网改造，新
建了文化广场，申报成功并完成了国家
级古村落建设，乡村振兴全面启动。

他想起第一次入村时的情景，记得
就是在这棵柿树下，他曾有过迷惘和困
惑。他不明白，这么好的景区村，守着
景区门户，旅游干道穿村而过，却沾不
上旅游的边儿，吃不上旅游饭，放着美
山秀水好文章不做，却要去家家养猪，
臭气熏天，糟蹋这一沟山水，却还是抱

怨说穷得要命。这究竟是咋回事？景
区开发几十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呢？

身边，古老的柿树伸着懒腰，挂果
的柿子已有甜气，招来了好多蜜蜂，飞
舞着，歌唱着。

话落，摇头，那怨声里竟有了些自
嘲。目光落在柿叶上，忽而就潮湿了：

“不怨他们，不能错怪他们，他们不憨不
傻，谁有头发愿装秃呀，要是富得流油，
一个个都腰缠万贯的，还让我来扶贫干
啥？”

一股甜香气直入肺腑，付杰坐在树下
的一块红石上，把一段柿枝扯在胸前。古
柿树在风里点头，好像在说：“柿（是）树一
千年，我才活了一百多年，这里的情况我
都知道，你有啥愁心事只管说吧。”

还是不久前，单位派他来这个深度
贫困村任驻村书记。等到实地一看，他
的心底就涌起一股难言的苦涩。

“论头脑，我谁也不输！”付杰的思
想在斗争：“就算是大将军，也得有战场
不是？过去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得
干出个样子才行！”

这话还真不是吹，他心中有盘棋。
上项目，这是头等大事。入村不久，他
就有了规划：村中民居多为清末建筑，
原汁原味，是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别说
是申报省级传统文化村落，就是申报国
家级条件也够，国家支持得很，要抓紧
申报；缠绕山村的那两条河，像两条银

色的带子，亮眼得很，河水一年四季流，
咱把它建成景观河，筑上拦河坝，一道
道的，高低错落，形成人工瀑。对了，原
老桥坡髙弯急，又年久失修，再往村东
头修上一座桥，建个大广场，加之湖光
山色，发展休闲旅游得天独厚。

万事开头难，一团乱麻，从何处下
手，资金，得多少呀，该从哪里争取，干
不成，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付杰站在树下说：“巧了，我遇到了
你，都说事事（柿柿）如意，你说吧，我现
在就站在你跟前，你说咋个能事事（柿
柿）如意吧？”

他把鼻子凑近了柿树干，一枝柿枝
朝下伸过来，触手可及，他拉住了枝梢，
放鼻处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风猛地一
大，柿枝摇曳，沙沙作响，好像埋怨他有
眼无珠。

柿（是）树一千年，古老的水磨在幽
静的大山间唱着古老的歌，伴着古村落
也回荡了一千年，事事（柿柿）如意，春
风浩荡，你只管甩开膀子迈开大步朝前
走吧，保管你事事（柿柿）如意。

那天付杰才一下子天窗大开，心头
豁然开朗，内心投进一束光亮，他一拍
大腿：“对，思路对头，就该这么干，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找准定位，发展旅
游。”

后来一件件事果然都办成了，有政
策扶持，有党和政府这个坚强后盾，有
乡村通力合作，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

流，修桥又通水，治河又兴水，办电又修
路，乱石滩建成了大广场，屋舍改造成
农家乐，古村落进入了国家名录，一条
条红石板路曲径通幽，延伸到村内的角
角落落。这里迎来了一批批游客，祥和
人家、水磨小舍、刘家大院，石桌石凳石
头房，石门石窗石院墙，石楼石梯石板
炕，石街石路石桥梁，石碾石磨石晒场，
一片石头世界，别具山村野趣。

山里人那个乐呀，又是夸他有本
事，又是山货蔬菜散养蛋送到他屋里，
不要都不行。

付杰说：“乡亲们，心意我领了，工
作队有制度，不行这个。”

风息了一刻，柿树庄重威严肃立，
青色的柿果在茂密的枝杈间安静生长。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看山下的路。
路像一条灰色的丝带，缠着绿野远山。
有骑行的驴友、组团的中巴穿行。他欣
慰地笑笑，目光又回到柿树边上刚修建
的文化大舞台，还有前面的文化广场，
河流如箭，奔腾向前，山崖如屏，髙耸入
云，山体伟岸，树木葱茏，眼前呈现的是
如诗如画般的村庄。

恍惚间，他感到自己全身长出枝
条，开满了柿蒂花，变成了一个个浑圆
结实的果实，又红又甜。

“做一棵柿树，挺好的！”付杰在梦
里咂咂嘴，对自己说。心里像钻入了一
头欢快的小鹿，兴奋得砰砰直跳，在心
里荡开了幸福而美丽的水莲花。

村头有棵柿树
王保银（辉县市）

编者按
从红旗渠到红旗区，从红旗区到

红旗渠，两个“红旗”，一种颜色。岁月
长河从不停息，奋斗征程永远向前。9
月 28 日晚，在国庆 74 周年来临之际，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时，市委宣传部、红
旗区委、区政府举办 2023 年新乡红旗
中秋诗会，老、中、青三代红旗人以诗
歌的形式，用自己的经历讲述了红旗
渠精神永在，在红旗人心中熠熠生辉
的故事，发出将用实际行动学习传承
发扬红旗渠精神，在新征程中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为打造“幸福红旗”“首
善之区”团结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念白：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我
年少的时候，听说了红旗渠的故事，今
天的红旗渠，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
个象征。

奋斗中国，奋进主旋律
感动中国，感念红旗渠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
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

排
无数场景感天动地
悬崖绝壁，除险队员用生命凌空

飞荡
峰峦叠嶂，铁姑娘抡锤开石士气

昂扬
冰天雪地，红旗遍插山岗，千军万

马战太行
总有一些人向死而生，让我们永

远敬仰
巍峨的山碑为81位烈士而立
那个力排众议，上马红旗渠工程

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把一生献给了党
那个勘察设计了新中国一大奇迹

的水利工程师吴祖太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
他们的祖籍都是新乡
除险队队长任羊成
逢险必除，无所畏惧，令人钦佩
一个个故事不断演绎，让我们遐

想连篇
从纪录片、电影到话剧
从《红旗渠》到《根脉》
红旗渠给后人留下数不尽的宝贵

财富
总有一种精神荡气回肠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字字千钧

让人造天河横空出世,成为新中
国的象征

红旗渠精神由此孕育而生
成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里的一座

高峰

念白：我是林州人，当年，父亲那
一代人修建了红旗渠，人们说我是“渠
二代”，我自豪！36 年前，我和同乡到
红旗区创业，是红旗区成就了现在的
我！如今，我是红旗人！我骄傲！

红旗，是革命的颜色
红旗，是胜利的标志
新乡和平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就

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升起
1966 年，新乡市和平区更名为红

旗区
成为全国一千多个建制区中的唯一
从此，我们和红旗渠拥有了同一

个名字
这里历史久远, 先民祖辈生生不

息
岳飞浴血抗金，七百春秋关帝庙，

讲述神勇与忠义
七世同居坊,褒扬中华文明的“相

亲相爱，不离不弃”
这里文化厚重,卫水金波徜徉文

庙
《卫风》《论语》《大观圣作之碑》文

脉千古流传
鄘南书院、河朔中学、静泉中学
再到如今的大学城,走出多少青

年才俊
这里与时俱进，奋斗不息,和红旗

渠建设同步
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连通黄河,直

达天津
改革开放，步履铿锵，美丽新城，

拔地而起
人民公园、和谐公园、街心公园园

园相连
博物院、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光彩

熠熠
这里勇于攻坚，突破艰难险阻
高铁、高速连接南北西东
沿太行跨黄河看新乡风景如画
建设现代化新乡，红旗区率先发

力
智慧岛、创新岛、金融岛“三岛”同

构
光电信息、智能制造、现代服务
让科技成果充分涌流

“七化”塑风貌，“四宜”提品质
大运河、大学城、新东区，“三区”

融合
项目为王，企业为大
优化营商环境，“二马”机制让服

务零距离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
打通断头路，健全社会救助，完善

优抚安置
全方位人力资源服务，抗洪救灾、

疫情防控
哪里有“急难愁盼”，哪里就有红

旗人的身影
党建+大数据+全科网格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数治”新

载体
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红

旗

念白：我从河南科技学院毕业，选
择留在新乡，去年考入红旗区工作，成
为年轻一代的红旗人，我自豪！红旗
渠精神激励着我，红旗区是我成长的
舞台，我将以全新的姿态，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习近平总
书记的指示言犹在耳：

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
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
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精神永在！

跟随总书记的脚步
我们红旗人将用实际行动传承红

色基因
我们去红旗渠，用太行的红岩绝

壁补钙
向改造山河的辉煌历史取经
我们对标红旗渠精神
回顾发展历程，感悟初心使命
思考怎样不辜负红旗的荣光
今日红旗，“首善之区”
新乡之“心”，恰如其分
每一天，都充满新意
每一天，都在超越自己
今日红旗，“幸福红旗”
红旗展览馆，引领清风正气
每个人，都踌躇满志
每个人，都奋勇前行
今日红旗，“文明红旗”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井然有序
每一处，都灯明墙净
每一处，都繁花似锦

念白：我是红旗区关牧村小学五
年级的学生，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努力学习，永争第一，做建设美好未来
的新红旗人！

我们热爱红旗，乐于探索，勤奋学
习，永不言弃！

我们建设红旗，健康身心，同心同
德，勤俭自立！

我们高举红旗，迎难而上，明辨是
非，遵规守纪！

我们礼赞红旗，孝老爱亲，诚实守
信，遵德守礼！

我们红旗人，高举红旗跟党走，初
心如磐，奋进新征程！

我们红旗人，使命在肩当标兵，真
抓实干，筑梦新时代！

我们红旗人，不负众望向前行，逢
旗必夺，逢冠必争！

奋勇争先担使命，争做出彩红旗
人！

让红旗更红，新乡更新，让红旗更
红，新乡更新！

（红宣）

从红旗渠到红旗区

黄河牧归 董进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