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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有个十
字路口，叫三步两桥。三步两桥十字
口东南角，有座高楼，叫帝城酒店。

我应凤阳作协之邀，来参加文学采
风活动，就住在帝城酒店1801房间。

晚 8 点到达凤阳，已过了集体用
餐时间，老文友谷子比我还晚。他在
高铁上打来电话，说晚上 9点赶到，让
我等他一起吃饭，还特别交待：找个有
粥的馆子，弄俩小菜，喝碗稀饭。我爽
快答应，下楼“踩点”。

晚上喝粥，是北方人的习惯。尤
其是上了年纪，出差在外，不喝点儿
家常粥，容易上火，胃里难受，睡不安
然。因此，喝粥是硬道理，必须抓住
重点。

出酒店大门，我顺东西大街一路
寻找，见饭店就问有没有稀饭。火锅
店、烤肉店、过桥米线、热干面，家家老
板都摇头，说没稀饭。

接着我又走进南北街，见小吃摊
就问有没有粥。螺狮粉、烤肉串、沙县
小吃、重庆面，我在大路两旁问了个
遍，老板都说熬粥太麻烦。

离鼓楼广场不远，有个小吃夜市，
灯火辉煌，热闹非凡。我转了一圈，有
冰粥、肉粥、皮蛋粥，就是没有我想喝
的稀饭。

我还不甘心，又向路人打探。一位
拉货的大嫂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话带讥
讽：“你没看看几点了，这时哪里有粥？
县城不比大城市，整夜都有卖粥的。再
说，天天喝粥，谁还稀罕？出来吃饭，就
为解馋。即使有人卖粥，也不挣钱！”

七拐八拐，兜兜转转，就在我无奈
返回时，看到大路西侧有个出口，出口
一侧的墙上，有个灯箱，上边闪着 5个
字“小财园饭馆”。

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鬼使神
差，我走进了这个背对大街、面向护城
河的小饭馆。

进去一看，饭馆装修规矩，店面虽
小，档次不低。看着菜品图片，感觉就
有食欲。

老板娘身穿套装，优雅地站在堂
前，笑脸相迎，话语柔软。我问有没有
粥，她迟疑了一下说，粥是员工餐，你
真要喝，给你一碗。我问啥粥，她说是
江米红豆粥，自己熬的。我说，找了几
条街，就为喝稀饭。她说：“你是外地
人，我已看出来。有缘来我店，给你家
人待遇，喝粥不要钱。”我说：“还有一
位同伴，9点才到，我出去等他，一会儿
再来。”她说：“厨师 8 点半下班，尽量
快点。”

9点刚过，谷子到了。电话里我详
细交代：你出帝城酒店左拐，到三步两
桥十字口正南府北路西侧的小财园饭
馆。谷子说，这么复杂，谁记得住，给
我发个位置。

我和谷子来到小财园饭馆，客人
基本走完，老板娘和两个服务员正在
收拾桌子。见我又来，她仍是温柔地
笑笑说，坐吧。我说，炒两个菜，来两
碗粥。她说，厨师下班了，没有炒菜。
我一时愣住了。她笑着建议：“这样吧
大哥，我自己包的饺子，大肉芹菜馅，
本来也是给家人吃的，我给你们下两
份，配着喝粥，你看咋样？”我激动地用
当地方言回答：“管。”

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喝着甜丝丝
的豆粥，好像回到了家里。

我和谷子正在感叹这顿饭吃得舒
坦，有个白发老人颤颤巍巍从里间出
来，走到我对面的卡间，慢慢坐下。

老板娘轻轻走到老人跟前，弯腰
轻声说：“爹，豆粥给客人喝了，我再去
做点汤面，咱凑和吃一顿，您看行吗？”

老人点点头，微微笑着，很乖的
样子。

老板娘转身走向厨房。那背影，
美得难以言传。

小财园的老板娘
雷长风（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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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开始接触智
能时代，应该从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
算起。

年过七旬的奶奶在一次看到别人
刷抖音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
理。从那时开始，奶奶曾不止一次地
向我索要家中的二手手机。家中的二
手手机的确有，而且不止一部，但不是
这个屏碎了，就是那个电池坏了，根本
用不了。拿到手机维修店，老板总是
拿没有维修价值的理由拒绝维修。在
奶奶的不停唠叨和父亲的建议下，我
最终妥协了，用手头仅有的 1500 元零
花钱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

奶奶拿到手机后，乐得像一个孩
子，开始向我请教各种问题：微信和抖
音怎么下载注册，微信上怎么视频聊
天，在抖音上如何点赞、评论和收
藏……面对这些简单的问题，我总是
耐心地一一解答。奶奶也会认真地学
习，不断尝试，虽然学得很慢，但是很
勤奋。奶奶毕竟年纪大了，有些知识
记不牢，面对困难的问题，奶奶还会认
真地记在家里的挂历上。

其间，奶奶还想学习如何使用流
量，怎么用微信支付、转账、发红包，怎
么开通网银，怎么网购等问题。我说，
那些都够玩了，没必要啥都学会。奶奶
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因为这些问题涉

及利益和个人隐私，一旦不小心泄露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被我果断拒
绝。最终，奶奶只好无奈地放弃了。

渐渐地，奶奶对手机的操作越来
越熟练，会通过手机学习广场舞、做
饭，在手机上斗地主、打麻将，通过手
机拍照、录视频，还会把照片和视频发
布在微信朋友圈和抖音上，总是引来
亲戚朋友的点赞和评论。空闲的时
候，奶奶还会把自己学到的经验传授
给小区里的其他老人。

时间久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奶
奶开始对手机变得越来越沉迷，甚至
有时会忽略家务和休息，时常熬夜刷
抖音，半夜还不休息，睡着的时候，还
会忘记关掉手机……

面对这些不好的习惯，我开始对
奶奶使用手机进行限制。然而，带来
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奶奶的吵
闹。姑姑知道后，告诉我，奶奶老了，
你要知道“老小孩儿”这个词。在姑姑
的建议下，我尝试着把奶奶当成一个

“孩子”，任何事情都哄着来。果然，改
变策略后，效果明显好转。渐渐地，奶
奶对手机的沉迷程度有所减轻，她学
会了自律，合理安排时间，不再熬夜刷
抖音，也不会忘记关掉手机。

看着奶奶在智能时代中成长，作
为晚辈，我感到很欣慰。

奶奶的智能时代
李乐岩（封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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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在辉县市裴寨社区一户人
家门前，端着刚出锅的饺子的村民排起
了长队，他们要把这第一碗热气腾腾的
饺子送给他们敬重的人。

这个人，就是裴春亮。
这一端，就是11年。
裴春亮说，这是来自家乡最深沉的

情义，也是他“乡亲不富誓不休”的永恒
动力。

很显然，他做到了。
然而，这并不是如椽大笔一绘即可

让山河换新颜的神话故事，它来自真实
的人间。在那里，贫瘠、落后、干旱曾困
扰了群众千年。

如何将这些真实的故事有力呈现，
成为一曲激越着时代召唤的奋进之歌，
李辉明白，这不再是表达技巧的文本问
题，而是一个向太行山叩问精神信仰源
泉的价值追寻。他入裴寨、访群众、走
村庄，一点一滴记录，一笔一划书写，生
怕那倾其心志的笔墨成了程式化的语
言、似曾相识的结构。

非常值得肯定的是，《大山脊梁》
进行了深度探索。在每一个故事里，
李辉都试图拉长情节的经纬空间，或
是引经据典，或是感慨抒怀，从不同侧
面来表达章节内置的立意和指向。特
别是每一章节前对二十四节气的解

读，让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如在
《我们村的“长江”》前，写的是雨水；在
《红楼农民梦》前，写的是小满；在《穷
气横生鸡毛飞》前，写的是小寒。古老
乡土中国“不误农时”的农人智慧与新
时代乡村振兴中共同富裕的应有之
义，都在时间的呼应中开阔了文本的
视野和广度。

这是李辉的修养所致，也是他自我提
升的选择。作为杂文作家，他在报告文学
的领域开辟一片天地，也非顺手拈来之易。

但是，李辉以自己特有的勤奋做到
了。作为新闻媒体人，职业的特殊性
铸就了他特有的“刚性”，凌晨 3 点前，
他的眼睛依然像星星闪烁，有重要任
务时，则是通宵不眠。2000 字的稿、
5000 字的稿，无论长短急缓，他都会准
时完成。

他成了业界公认的孺子牛。
在报告文学的领域深耕，他也同

样。
不过，站在裴寨村面前，他还是被

震撼了。
这个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的小村

落，从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省级贫
困村”发展为人均年收入超过 2 万元的
全国文明村。这里有裴寨产业园、田
心池公园、习书堂……这里的村民宜工

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挣钱顾家
两不误。这里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全国
各地的考察调研团队参观学习，研究
裴寨模式。

有人说是裴春亮成就了裴寨，也有
人说是裴寨成就了裴春亮。

其实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话题，是
每个参观者不同角度的认知。

倘若裴春亮生长的村庄并不是如
此干旱贫穷，他的家庭也并未遭受接二
连三的变故，那他是不是会和众多普通
的人一样在烟火生活中泯然众人？命
运在给了他苦涩的磨难时，也给了他不
屈的斗志。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他搬
过砖、理过发、开过饭店，硬是靠着坚韧
不拔的意志、灵活敏锐的头脑，开启了
创业之路。他也成了裴寨村第一个开
吉普车的人。

只是，裴春亮从未忘记裴寨村民对他
的恩情，那是镌刻在他骨脉里的。当选裴
寨村村委会主任后，他打水井、修水库、建
新村，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他对裴寨村村
民的诺言。那靠天吃水、靠天种地的历史
一去不复返，村民住别墅、搬新居的梦想也
不再是绚彩的泡泡，而是就在眼前的现实。

裴春亮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
若仅仅如此，这些事迹不过是一个

企业家回馈乡里、捐资扶贫的故事。

那“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的认定都将不会与裴寨有
太多关联。此刻的裴春亮虽然荣誉很
多，但他是极为清醒的。乡村振兴是一
个大课题，可它的实现最终要落到千万
个村庄上，而这里的关键是产业振兴。
有了产业，就有了带动一方发展的经济
支撑。

裴寨村村民人人皆是股东的春江
集团、带动山区群众2000余人直接就业
的宝泉旅游景区、拥有全产业链条的裴
寨产业园，一系列的产业发展载体在裴
春亮的长远规划中相继诞生了。这里
有建设初期的疑惑、不解，但更多的是
成功运营后的赞许、希冀。

如何让裴寨村发展得更好是裴春亮
一直思考的。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乡村
治理改革创新、村级组织体系建设……
他在躬身实践着，也在不断探索着。

《大山脊梁》从裴春亮的儿时写起，
讲述了一个受苦受穷的农村娃致富不
忘乡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
景下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发展
农工商业、生态旅游业，带领一方百姓
走上富裕路的奋斗历程。

它是一个人与一个村庄的故事，也
是中华大地上乡村振兴深入推进的一
个缩影。

山乡蝶变的历程探源
——读李辉长篇报告文学《大山脊梁》有感

朱佳佳（新乡县）

梧桐花
焦小有（辉县市）

虚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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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僻野的梧桐树
暮春时节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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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紫粉色一片片
如锦织云霞
近看一朵朵小喇叭簇拥着
奏唱着
热情地挽留着
转瞬即逝的春天

呀，呀，呀
在最美的季节
植物界
没有一个
呆板内敛的
虚心点可以
但毫不掩饰各自的
自信与浪漫

我的书房里，摆放着一个坐东朝西
的老式大立柜，大立柜呈棕红色，外表
刷了一层用土办法熬制的桐油。立柜
正面上方镶了一块镜子，天天照着我出
入书房读书看报、感悟人生，思索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那年春季，已过世的岳父曾居住的
原煤炭部 43 工程处家属院进行棚户区
改造，家中的桌、椅、板凳、衣柜等家具
比较陈旧，不够时尚，卖了不值几个
钱，扔了又觉得怪可惜。向来崇尚节
约、勤俭过日子的岳母，利用星期日将
工作在不同岗位的妻弟、妻妹们叫到
一块儿，让大家根据自己生活所需，相
中啥就拿走啥，只要不抛弃就好。我
拉回了岳父曾经使用过的这个大立柜
作为存念。

前不久，我和妻子收拾这个大立柜
时，竟发现柜中一个包裹内，有件岳父
服役时穿过的、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
整齐齐的军上衣。展开一看，这件军上
衣领口两侧各配有一个领章，领章边是
黄色的，中间一条粗黄线上缀有 3 颗铜
质五角星。军上衣左胸前别着9枚岳父
参加不同战役获得的军功章和奖章。
过去，我只知道岳父曾上过朝鲜战场，
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是一名二等甲级伤
残军人。当看到这件军上衣时，我才发
现他还获得过如此多的荣誉，实在令人
钦佩。一枚枚军功章，在我的眼前熠熠
生辉。

睹物思人，物是人非。记得岳父健
在时，他很喜欢看战争故事类的影片和
书籍，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我想
这肯定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密切关系。
虽与岳父接触过无数次，但也许因上过
战场的军人特有的威严和代沟所致，我
竟没有一次郑重地听他讲述过在炮火

连天的岁月里他亲历的那些硝烟弥漫
的往事，只是偶尔闲谈时，从妻弟、妻
妹口中了解到他参战的一些大概情
况。现在想来，不无遗憾。尽管现在
我很想知道岳父的往事，却再也无法
听他讲述自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些
真实的、既感人肺腑又动人心弦的故
事了！

岳父出生在河北省武安市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17 岁便穿上军装跟党闹
革命、打天下。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拳庄严宣
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部
队这座大熔炉里，岳父度过了 13 个难
以忘怀的冬夏。

抗美援朝战争时，风华正茂的岳
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伟大号召，义
无反顾，舍家离乡，满腔热血跨过日夜
奔腾不息的鸭绿江，奔赴前线，经受了
生与死的战火洗礼，书写了一份有价
值的人生答卷，接受党和人民的神圣
检阅。

岳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如何度过
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又是如何与敌
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情景，我根本无法
得知，但他去世后，透过上级组织为他
召开的追悼会和所致的悼词，仍可依
稀看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枪林
弹雨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伟岸身
影！岳父 1951 年 8 月至 10 月在一三五
团任侦察通讯连连长；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2 月在一三五团司令部任侦察
股参谋；1952 年 3 月至 9 月在一三五团
司令部任侦察股副股长；在上甘岭战
役中担任侦察任务，冲锋陷阵……

一 年 秋 季 ，我 有 幸 来 到 辽 宁 丹
东，参观坐落在那里的全国唯一全面
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专

题纪念馆。广场上，抬头仰望巍然屹
立的抗美援朝纪念塔，我不禁肃然起
敬。走进纪念馆，当听到《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
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
乡……”慷慨激昂的旋律时，激动的
心情难以平复。我轻轻迈动脚步，徘
徊在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展柜前，久久
不忍离开。当一幅众多志愿军战士
背着背包、扛着钢枪、列队从鸭绿江
的浮桥上跨过、准备迎接一场生死考
验的巨幅图画映入眼帘时，我思绪翻
涌，潸然泪下。我大胆猜想，血气方
刚的岳父作为其中一员，那年就是从
这里踏上朝鲜的热土，出生入死，与
敌人刺刀见红、一决胜负的。我曾听
岳父给我讲过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一
些故事。他先后参加过 5 次战役，均
担任侦察任务。为了提供准确可靠
的情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
一连多日几乎彻夜无眠。实在太困
了，他就让通讯员给他卷烟丝抽，从
那时起他养成了烟不离手、手不离烟
的习惯，最后导致呼吸道疾病……在
妇孺皆知的上甘岭战役中，岳父临危
不惧，顽强作战，不负重托，始终出现
在最需要的地方。他曾这样对我说
过，既然来到了朝鲜战场，就应该时
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命令，严守军
纪，把个人的安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
捆绑在一起。勇敢无畏、必打胜仗的
信念，是他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护身
符”。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险
些战死疆场。在一次激战中，他身先
士卒，冲锋在前，不幸左肩胛骨等两
处受重伤，尔后被送往黑龙江省牡丹
江住院医治休养数月。1953 年 5 月至
1954 年 8 月，岳父被组织安排到第五

荣军学校学习，为他日后转业、积极
参加祖国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
础。这段时期的生活，岳父时常提
起，引以为豪。

在偌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专题
纪念馆里，我目不转睛地寻找着岳父的
名字和照片。一张张英俊潇洒的面孔，
多像当年岳父的模样啊！他们都是我
的父辈，都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
人。我联想起上中学时几乎会背诵的
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泪
水再一次夺眶而出。当我站在那座被
美军轰炸机拦腰炸断了的中朝友谊桥
上，看着桥下缓缓流淌的鸭绿江水，看
着鸭绿江两岸美丽的土地、青草、绿树、
房屋、勤劳善良的人民，内心默默祈求：
但愿世界远离战争，悲剧不再重演，和
平永驻人间。

妻子含泪将岳父那件挂着军功章
的军上衣拍照发到了我们“一家亲”微
信群里，妻弟、妻妹和生活在外地的晚
辈立马作出回应，“看到老爸的衣服和
军功章，想起了老爸的身影”“老爸的荣
誉，全家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向英雄
和功臣的姥爷致敬”。

岳父作为一名普通军人赴朝参战，
他保家卫国、足智多谋、英勇无畏、视死
如归的精神，浓缩在一枚枚军功章里，
将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熠熠生辉的军功章
刘传俊（郑州市）

在春末夏初之际，吃过晚饭，散步
在故乡的小镇。村边流淌的小河岸上，
那满眼的苦楝小花次第开放，浅紫色的
花在傍晚的光芒中摇曳着，怒放成双，
十里飘香。

“院里莺歌歇，墙头蝶舞孤。天香薰
羽葆，宫紫晕流苏。晻暧迷青琐，氤氲向
画图。只应春惜别，留与博山炉。”唐代
诗人温庭筠《苦楝花》中的名句，写出了
暮春时节群芳落尽，蝴蝶都稀少了，苦楝
花清香阵阵，紫霞氤氲，蔽日遮天，掩映
着庭院，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春去夏
至，焚香惜别，留存美好，也许，这便是苦
楝花带给我们的最好的怀念。

就在这特别的季节里，那阵阵清香
弥漫在大街小巷，倾听岁月的声音，尤
其在月白风清的晚上。无论你走进小
镇的哪条小巷，家家户户门口的苦楝花
散发的阵阵馨香都会给你温柔的相拥，
还有甜甜的味道，你会轻轻地闭上眼
睛，陶醉在十里花香。这是故乡的味
道，永远铭刻于心灵深处的符号。

苦楝花，是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最后
一番花信风，二十四番花信风始于梅
花，终于苦楝花。苦楝花开后，春芳暂
歇，百花凋零，落红遍地，绿叶郁郁，立
夏将至，意味着夏季即将来临。

浅履着时间的脚步，抚摸着生命的时

光，故乡发生了覆地翻天的变化，但门前
那棵苦楝树还是旧时的模样，依旧风情万
种，一树繁花，一枝一叶总有情。每当苦
楝花开放的时节，那遥远的馨香飘过，总
让我想起美丽的过往和童年的美好时
光。听着花开的声音，回味那个年月的温
暖，就像久存的陈酒，是一种浓浓的醇香。

俯瞰故乡怒放的苦楝花，郁郁葱
葱，芳香沁脾，紫晕流苏。

在我故乡的家门口，那棵苦楝树，
无论岁月多么漫长，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困苦，无论多少狂风暴雨，无论多少寒
暑变换，改变的只是时间，不变的是它
生长的信念，花开花落，年年依旧。

北宋王安石在《钟山晚步》中写到：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
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书
写了古城暮春时节苦楝花纷纷扬扬的
景色。王安石在《书湖阴先生壁》中这
样写到：“桑条索漠楝花繁，风敛余香
暗度垣。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
半山园。”表达了自己对苦楝花的喜
爱，苦楝花繁花似锦，幽香暗度，细雨
清风，吹落满地。

我喜欢苦楝花，喜欢它浅紫色的小
花，喜欢它淡淡的清香，在所有夏季开
放的花中，让我情有独钟，是我生命中
美好的记忆。

那年，那月，那晚，它是儿时苦楝树
下上晚自习同伴的等候；是春天里雪白
的衣领；是无数次一起上学的同行；是
至今还难忘的同学早上给我送来的烘
烤馍干的焦香；是青年时期第一次去女
朋友家盛油条的竹篮上的覆盖（农村瞧
麦罢的礼品——油条）；是第一首小诗
发表的见证；是无数个夏夜同伴捉迷藏
玩游戏的疯狂……

在我的故乡，到处是浅紫色的苦楝
花，蓬蓬勃勃的苦楝树在故乡的房前屋
后茁壮地生长，仅仅是从树上跌落的一
粒种子，来年就会发芽成长……

每到夏天，月白风清的晚上，故乡的苦
楝树下，便是家家户户休闲的好去处，也是
我们童年的乐园。村里的东家长、西家短，
各种各样的新闻都在这里表达传递。

这些年故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
区的建设、许多街坊四邻搬到了新的社
区、城里，故乡的苦楝花却依然坚守在
门口。一个人站在这开满紫色苦楝花
的故乡，倾听着记忆的呼唤，每一次回
望都那么美好，一点都不敢浪费。

苦楝花开，十里馨香，弥漫了我生
命的美好时光。

来吧，这是一个充满苦楝花芬芳的
故乡，一个十里飘着苦楝花香的故乡，
一个我乡愁存放的地方。

又闻苦楝花香
陈雨（新乡市）

馨香一瓣馨香一瓣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本报讯 日前，由市文联、市图书
馆主办，市作家协会、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市朗诵演讲协会协办的长篇小说

《黄河拐弯处 2》朱东美新书分享会在
市图书馆举行。出席分享会的领导及
作家、评论家各自分享了对此书的心
得体会，我市文学爱好者和市朗诵演
讲协会的有关人员对书中的精彩章节
进行了诵读。

《黄河拐弯处 2》是作者朱东美继
《黄河拐弯处 1》后的又一力作。该书
承袭了第一部的结构特点和语言风
格，由一个个独立成篇而又相连的章
节组成，用既通俗又诙谐风趣的封丘
县方言来完成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
叙述。

朱东美笔名黄池闲人，是封丘县
朱元寨村人。他阅历丰富，年轻时站
过讲台，当过乡纪检书记、副乡长、局
长，担任过封丘县一中的首任党委书
记。作为一个多年扎根乡镇的基层干

部，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借助小曲目、小
人物、小舞台来表现大问题、大情怀、
大格局，字里行间氤氲着一种无形的
方正与高雅。书中行文如同滔滔黄河
水，从上游奔腾而下，行至最后一个拐
弯处，稍作停顿便又一个急转径直离
去，在读者心里留下一连串的惊愕和
长长的叹息。

据了解，《黄河拐弯处 1》这部书，
朱东美从 1994年开始创作，到 2004年
成书面世，他中间逐字逐句反复推敲
打磨，耗费10年心血，终于促成这部书
与大家见面。《黄河拐弯处2》则从2019
年开始创作，至 2024 年 1 月成书。说
起创作历程，朱东美非常感慨，他说：

“不但要积累生活经验，还要将现实生
活纳入心灵视野中来，才能与其同频
共振。”

《黄河拐弯处 2》由中原农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后，被推荐为我市党政机
关4月份阅读书目。 （文讯）

《黄河拐弯处2》朱东美新书分享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