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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金秋十月，，伴着九九重阳这个吉祥伴着九九重阳这个吉祥
的日子的日子，，新乡日报新乡日报《《牧野枫叶牧野枫叶》》专刊与广专刊与广
大读者朋友见面啦大读者朋友见面啦！！

《《牧野枫叶牧野枫叶》》专刊是为适应我国的人专刊是为适应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和助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口老龄化和助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
高质量发展搭建的话语体系高质量发展搭建的话语体系，，着重宣传着重宣传
展示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精神风貌和老展示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精神风貌和老
年朋友老有所学年朋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有所乐的

舆论窗口舆论窗口。。专刊坚持专刊坚持““让老年人拥有尊让老年人拥有尊
严和价值严和价值、、快乐而健康快乐而健康””的办刊理念的办刊理念，，以以

““关注老龄社会关注老龄社会，，温馨家庭生活温馨家庭生活，，润泽情润泽情
感人生感人生，，提高生命质量提高生命质量””为办刊宗旨为办刊宗旨，，走走
进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进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展示老年人才华展示老年人才华
风采风采，，记录老年人幸福时光记录老年人幸福时光，，丰富老年人丰富老年人
文化生活文化生活，，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综合类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综合类
专刊专刊。。

九九重阳九九重阳，，登高望远登高望远。。在生命的高在生命的高
处处，，在人生的远方在人生的远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牧野牧野
枫叶枫叶》》的的““第一缕阳光第一缕阳光”，”，她纯净她纯净，，简约简约，，温温
暖暖。。这里将用才艺展示这里将用才艺展示““桑榆未晚桑榆未晚”，”，用用
思考描绘思考描绘““彩霞满天彩霞满天”，”，用执着证实用执着证实““人间人间
晚晴晚晴”。”。我们在这方我们在这方““形象窗口形象窗口”“”“信息窗信息窗
口口”“”“服务窗口服务窗口”，”，看黄昏已暮看黄昏已暮，，红霞满天红霞满天，，
夕阳余晖洒遍人间夕阳余晖洒遍人间。。

夕阳无悔夕阳无悔，，向梦而行向梦而行。。我们将办一我们将办一
份有温度的老年专刊份有温度的老年专刊。。这温度来自您这温度来自您
的信任的信任，，您的依赖您的依赖，，也来自于我们的贴也来自于我们的贴
近近，，我们的担当我们的担当。。我们将把心中对老年我们将把心中对老年
朋友的爱朋友的爱，，化作这份老年专刊化作这份老年专刊，，陪您经陪您经
风雨风雨，，为您解忧愁为您解忧愁，，伴您一生不分手伴您一生不分手。。

《《牧野枫叶牧野枫叶》》十月绽放十月绽放，，从此从此，，我们见字我们见字
如面如面。。

《《牧野枫叶牧野枫叶》》
发刊词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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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在卫辉市太公泉乡
镇政府工作、在乡村一线摸爬滚打30多
年的基层干部，我想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曾为省级贫困乡镇、素有“卫辉西大荒”
之称的太公镇的真实变化，讲讲我的亲
身经历和切身感受，讲好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新时
代的故事、出彩河南出彩新乡的故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所说，在迎来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
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12.8万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
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我在太公泉乡镇经历了这一伟大
历史转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贫
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
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一部
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
争的历史。太公泉也是如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
“小康不小康，关健在老乡，关健在贫困
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
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作为卫辉市脱
贫攻坚重点乡镇的太公镇雷厉风行，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扬钉钉子
精神，敢于啃硬骨头，脱贫攻坚取得了重
大成就。一是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1643
户 5680 人全部脱贫，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二是13个脱贫村经济社会发展大
步赶了上来，“六难”(即行路难、吃水难、
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得到了
根本性解决。三是脱贫群众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增强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涌

现出了由贫困户转变为致富带头人的李
现万等一批脱贫典型。四是党群干群关
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更加
牢固。如李现万，不仅当选为田爻村村
委委员，而且当选为新乡市人大代表，被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评为“双岗建功最美
代表”，2020年11月18日在我省“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
的产业扶贫专场上作了发言。还有创办
卫辉市首家石榴种植产业示范园的田
峰，现在是贾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五是创造了减贫治理的“太公样
本”，为卫辉市脱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如总投资1.21亿元的郭坡、韩爻、沙
沟涧乡村振兴补短板工程，对3个村524
户1788口人整体搬迁。中央军委，河南、
山东两省军区及新乡市委等各级领导先
后莅临我镇现场督导调研。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作为卫辉市老
促会工作人员、老年学学会理事，因为
每年要为中国老年学学会撰写调查报
告，为老促会撰写新闻稿件(前几年在镇
政府时作为市关工委特邀委员还为上
级关工委撰稿)经常入村进组，走遍全镇
的角角落落，面对面同群众聊家常、算
细账时，亲身感受到脱贫攻坚给太公镇
带来的巨大变化。广大脱贫群众都为
自已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露出了真诚
的感恩笑容。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党脱
贫攻坚的最大肯定，是对太公镇广大党
员干部倾情付出的最高褒奖。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出自平凡。在
太公镇的脱贫攻坚中，数百名扶贫干部
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
的先进事迹。如田爻村第一书记刘治
鑫，生病住院期间还电话询问扶贫车间
的建设进程。还有山后李庄第一书记
焦启峰、吕村第一书记殷红伟等。正是

这样一批特殊材料铸成的人，生动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举世注目的
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在太公
镇，靠的是镇党委、政府一任接着一任
干的坚守执着——结合镇情，注重突出
重点，紧盯难点，精准落实“五个一批”
政策要求强力攻坚。如着力增强造血
功能，发展产业助振兴；精准挖掘人力
资源，就业创业助脱贫；聚焦深度贫困
人口，综合保障兜底线等。

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举世注目的
成就，是因为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
制度是聚力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
根本保证。2020年，正当我国的脱贫攻
坚进入决战决胜的关健时刻，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党中央一声令下，打响了全
民抗疫阻击战。在太公镇，一夜之间，
入镇入村路口，卡点林立，达到“六有”
标准，有效阻止了疫情扩散，这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举世注目的成
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精准扶贫这种科
学方法，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有效激发
了广大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太公
镇也是如此，为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尽锐出战勇攻坚，智志双扶激动力，
表彰了一大批脱贫典型和致富典型。《光
明日报》《河南日报》《新乡日报》等多家
媒体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报道。

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举世注目的
成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和弘扬和衷共
济、团结互助的美德，营造全社会扶贫
济困的浓厚氛围。太公镇也是如此，积
极推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关心
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如新乡市首
届新乡贤平静及丈夫，二人都是博士研
究生，在外都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平静

携丈夫回到桑梓吕村创建太公乐农庄
及合家欢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富一批贫
困群众。

脱贫攻坚之所以取得举世注目的
成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求真务实，较
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
贫。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
真。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全环节，拿
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把脱贫
攻坚一抓到底。太公镇也是如此，领
导示范带动强担当，纪委强化监督促
提升，组织口树立导向鼓干劲，全乡村
抓实党建促脱贫。一大批干部因工作
突出受到新乡市、卫辉市表彰，11 个贫
困村党支部被授予卫辉市星级党支
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
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我作为一个曾荣获卫辉市十佳农
民优秀党员、卫辉市道德模范等荣誉的
老同志，决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卫辉的步伐，奋力谱写新时代出彩河
南出彩新乡的绚丽篇章，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

（作者简介：梁东成，男，1949年生，中
共党员，卫辉市太公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
司退休职工。曾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

《河南日报》《新乡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
新闻作品3600多篇。现为卫辉市老年学
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

脱贫攻坚太公故事说不完
梁东成

田野上，
千顷麦浪翻滚起跌宕的涟漪。
一夜南风起，
层层麦浪翻滚。
村里的男女老少翘首以盼，
大家铆足了劲，
把镰刀磨得铮亮。
只等嗤啦一声开镰，
撕开这个熟透的季节。

鸡叫拉开门闩，
召呼声唤醒黎明，
晨曦微露，
东方泛白，
收割进行曲启奏乐章。

汗珠与麦穗比着大小，
腰背的酸疼和割麦的进度争着数秒。
太阳忙，
月亮也忙，
星星都没空合眼，
身后的麦堆已把大地铺满。

割麦、运麦、碾场、打场、入仓。
累得倒在地头儿就能睡着。
如遇暴雨突袭，

更得拼命去虎口夺粮。

如今，
祖国强盛，
科技创新，
农业实现了现代化，
新时代的农民，
神情飞扬！
艰难的日子里
战疫情，
抗洪灾，
排内涝，
晚播，抢种。
小麦丰收了，
乡亲们乐了，
收割机哼着欢快的曲调，
万顷金波，
伴着卷麦杆的香味，
瞬间颗粒归仓。

演奏员晾晒着小山似的麦粒，
树荫下悠闲地讲着曾经的过往，
心中颂唱着新时代的大美篇章！

（作者简介：王秀芳，1952年生，中共
党员，新乡市牧野区司法局退休干部。）

田野上的新时代——麦收
王秀芳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
人生永久的课堂。家庭教育是一切教
育的根基，能给孩子深入骨髓的影响，
是任何学校和社会教育代替不了的。
古人讲：人生至乐莫如读书，人生至要
莫如教子。而教子最重要的是德教!
以德立身，德是人生幸福的根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
家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家风”是
一个家庭的精神气质，那么“家教”则是
培养这种气质的沃土。尊老爱幼、勤俭
持家、助人为乐、明事知礼……好的家
风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又一个正能量。

2019年7月1日，获嘉县委宣传部
部长郭文潘为我家挂上“三家”活动示
范家庭匾牌；2021年4月23日，新乡市
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牛永海颁发“新
乡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两块匾牌是
动力也是压力，鞭策我进一步认识到
家风、家教传承的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前景光明。

新时代的家风教育，要求主要家
庭成员应树立正确的“三观”：一是积
极的生活态度，认真做事观；二是勤思
尚学、勤俭节约、心存善念、敬老爱幼
观；三是家庭和睦、稳定发展、长治久
安的幸福观。

我们共产党人的红色家风是中华
民族“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先忧后

乐”“正人先正己”风尚的新时代家风。
作为党员干部，要传承好“以爱党爱国、
坚定信仰、忠贞不愈、严守纪律、清正廉
洁、律己律家”为核心的红色家风。

作为家庭的成员，家风家教是我
们一生的必修课。作为一名家长，我
能做的就是踏实做事、真诚待人。生
活中言出必行，做好该做的每一件
事。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并时时
刻刻注重自身修养，注意行为举止、传
承家庭美德，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
子孙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
环境。

好的家风就是一所好的学校，其教
育的方式渗透在方方面面的密切接触
里。谆谆教导、亲切教诲、热情鼓励、严
格要求，无不影响着家庭里的每一个成
员，以及邻里乡亲，乃至整个社会。

（作者简介：张庆连，1946年生，获
嘉县人，56年专注于榆树良种选育工
作。他用6年时间，找到了一种具有较
高生态和经济价值的榆树新品种——
钻天榆，并建起了我国第一个榆树基
因库。他选育的钻天榆迄今已被推广
到 16 个省份，累计栽植 1 亿株以上。
他曾获得“中国好人”“全国农林科技
推广先进工作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家教传承
张庆连

（作者简介：周俊亭，字逸轩，号清
和斋主人、听雨轩、兰亭品茗。河南省
延津县城关南街人。1968年入伍，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政治部干事。
1982年转业，曾任新乡市人大常委会
正处级公务员，高级政工师。

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人大书画

院理事，新乡市人大书画院副院长，新
乡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
家联谊会名誉会长。作品入选《当代
书法名家墨迹大观》《中华诗书画人物
年鉴》《新中国书法家选集》《河南辉煌
60年》等，在全国、省、市书画大赛中多
次获奖。）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这个传统
的节日里，我不由地想起了毛泽东同志
的著名词作——《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同志这首词作，创作于
1929 年 10 月 11 日，农历的重阳节。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
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6月
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
代表大会上，红四军内部就建军原则
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发生
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
理解和接受，因此未能继续当选前委
书记。会后，毛泽东身患疾病，在闽
西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地方工作。这
年 10 月初，毛泽东坐着担架到了刚解
放不久的上杭，住在汀江岸边的临江
楼上，重阳节那天临江楼庭院中黄菊
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毛泽东同
志触景生情，走笔龙蛇填词一首，这
便是《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
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
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
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诗人通过度重阳，咏菊花，赞秋
色，抒发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和革命
豪情，神韵别致，富有旷古绝伦的艺术
魅力。“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宛如一山飞峙，起势突兀。在这两句
中，从近处看，前句是虚，后句是实；
前句泛论人生天道，后句带出重阳入
题。从远处看，前句是主，后句是宾；
前句中“天难老”三字是纲，笼罩全
篇，后句只是进一步申说。于此，我们
必须弄清楚以下三点：首先，“人生易
老”只是与“天难老”对比着说，丝毫
不含有消极感伤的意味。古诗词中伤春
怨秋的作品太多了，但在毛泽东这里却
完全是另一种思想感情。其次，“天难
老”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在不断地发展
变化，光景常新。“天”就是片段，“难
老”就是指发展变化的过程无穷无尽。

“天难老”这三个字，就是辩证唯物主
义宇宙观诗的说明。再次，明白了“天
难老”的涵义，也就明白了“人生易
老”的说法，不但不是慨叹人命如朝
露，而且恰恰相反，在这里是说正由于

“人生易老”，所以必须把有限的生命献
给无限壮丽的革命事业，让小我化入大
我，以有涯积为无涯，尽可能多地发些
光和热。词句意义丰富情绪昂扬，揭示
历史发展规律的同理，又体现了革命的

乐观主义精神，十分耐人寻味。在这
里，它是由“岁岁重阳”这一自然现象
或客观现实生发出来，是通过具体感性
而显现的抽象理念。所以，我们说前主
后宾，后句是前句的申说，却不意味着
后句较之前句不重要；因为，从另一角
度着眼，我们又看到：前虚后实，诗意
乃是由“岁岁重阳”引起的，“人生易
老天难老”，则是升华，两句是有机合
成的精句，缺一不可。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岁
岁年年，都有重阳，重阳是循环往复
的。古人每逢重阳，也往往做诗填词，
大约不外乎叹秋悲秋，一片萧瑟。只有
毛泽东意趣横生，另有独创。假如说

“今又重阳”，略似“日月依辰至”；而“战
地黄花分外香”，就横扫千古了。为什
么“战地”的“黄花”会“分外香”呢？这
是因为战地埋葬着英雄的头颅，灌溉着
烈士的鲜血，在炮火连天中野菊挺立开
放，绽黄吐芳，使人看了怎能不感到画
面格外美丽，心情倍加喜悦呢？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紧
承上阙写景，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自
是秋风劲厉，不似春光妩媚。但却绝对
不是“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假如说在
这两句中，秋风与春光尚无所比较，那
么紧接的“胜似春光，廖廓江天万里
霜”，就于秋风春光有所抑扬了。为什么
说“胜似春光”呢？答案是：春天里哪
能有这天高气爽、江净波平既鲜明又绚
丽的寥廓景象呢？“廖廓江天万里霜”，
这可同杜甫的“天宇清霜净，公堂宿雾
披”大不相同。同是秋霜，杜甫联想到
的是“公堂”，毛泽东联想到的是“春
光”。而以秋比春作出的审美评价，显然
根据不全然在于春与秋的自然属性，关
键还是在诗人的战斗性格更喜欢劲厉，
不接近妩媚。因而在这种借景抒情之
中，自然便有了寓意，有了寄托。“秋风
劲”使人联想到如花似锦的和平生活。
于是“胜似春光”便是合乎逻辑的推论
了。“江天”句则预示了革命前途的光
明，表现了胜利信心的坚定。这些寓意
和寄托，都是在写景言情中的“言外
意”“味外味”，其妙处是“味在咸酸之
外”。不得把诗的形象看作某种概念的象
征，这比那种托物言志的手法又高一
筹，是真正的诗意与精深哲理的统一，
是浓郁的诗意中放射出的巨大哲理光
辉。它首先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进

而又给人以刚毅的意志的鼓舞和智慧的
理性的启发。这才是诗的最高意境。

据有关资料显示，“战地黄花分外
香”一句，在毛泽东的手迹中有不同
的文本。初稿写的是“但看黄花不用
伤”，后改为“野地黄花不用伤”和

“大地黄花分外香”。后来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 《毛主席诗词》 时，才定稿
为“战地黄花分外香”。客观地说，初
稿的“但看黄花不用伤”最能反映毛
泽东当年写诗时的心境状态，但它的
境界不如定稿。改成“战地黄花分外
香”，给读者创造出一个色香俱佳的非
凡意境，原来的感伤情绪一扫而空，
显得格外开朗洒脱。着一“战”字，
把战地的环境和氛围烘托出来了，从
而为此词涂抹上了革命色彩。

按照一般的解读，“黄花”即菊
花，或野菊花，应是标准答案。许多
人不知道的是，它还有另一种解读，
指的是黄色的子弹壳子。这可不是笔
者的随意编造和主观臆想，而是毛泽
东同志亲口所言。1996 年 1 月 28 日

《文汇报》所载《舒同与毛泽东》一文
中有这样的描述：“1932年春，漳州战
役结束，毛泽东同军中才子舒同第一
次会面。打扫战场时，毛泽东握着舒
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
文章，见过你的字。毛泽东边走边从
弹痕遍地的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
地说：‘战地黄花呵！’舒同会心地一
笑，他为毛泽东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
和如此神妙的语句所触动。”这是革命
家的视角, 这是思想家的气魄, 这是革
命乐观主义的自然流露。

写到这里，禁不住又想起毛泽东另
一首词作——《菩萨蛮·大柏地》。其时
代背景大致是，1933年6月的一天，受

“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骑马从瑞金
赶往宁都，参加由博古主持的中共苏区
中央局会议。会上，他对自己受到的不
公正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
的批评。会后，他心情沉重地踏上归
途。天公似乎也同情他的处境，竟下起
了阵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在离瑞
金30公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毛泽
东停了下来。对于他来说，大柏地太熟
悉了。1929年1月，他和朱德率红四军
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但出师不利，
先是在大余县打了败仗，又被敌军李文
彬和刘士毅率领的两个旅追了一路。2

月9日，大年三十晚上，“朱毛”且战且
走，来到了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
这里山峦起伏，有一条峡谷，中间是通
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
满了参天大树。新年初一，毛泽东在这
里布下了“口袋阵”，引敌上钩，打了
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两个团
长，打了离开井冈山以来第一个胜仗。
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当他
的目光盯在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
有几个被射出的子弹打出的弹坑，在一
抹夕阳的金光里，显得格外刺眼。在这
旧战场遗址前，毛泽东感慨万端，《菩
萨蛮·大柏地》脱口而出：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
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
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诗人以满腔的激情给我们描绘出一
幅色彩缤纷、绚丽夺目的图画：在雨后
清爽的风中，美丽的彩虹浮现在蓝天
上，好像是有人手里拿着薄薄的彩色绸
带翩翩起舞！雨后红彤彤的夕阳给大地
抹上一层鲜红的颜色，远处白云缭绕的
关山若隐若现，不时展现出阵阵苍翠欲
滴的色泽。诗人为什么会深情地描绘大
柏地的景色呢？是因为这片土地留下了
他过去的足迹。接着，便写战场旧址和
作者的感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
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弹
洞前村壁”，写出了“当年鏖战急”之
急。不但写出今日战迹犹存，引起回
忆，而且“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
看。”——使得好看的关山更加好看
的，就是这个“弹洞前村壁。”这一鲜
血铺洒过的战场旧址，在毛泽东的心灵
世界鲜活起来，与其说诗人是在表现雨
后大柏地的美，不如说是表现人民革命
战争胜利的美。

（注：此文刊发时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王长顺，1959 年生，河
南省辉县市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78年12月参军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航空兵第四师独立大队机械员、机
械师，师司令部作训参谋，陆军航空兵
第一直升机团司令部作训股长等职，
1997 年转业至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
蔬菜副食品办公室，先后任办公室科
长，中共新乡市纪委、监察局驻农业局
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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