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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文艺春秋 我与《光明日报》的情缘
余如健（新乡市）

四季风铃四季风铃

平凡老兵
——怀念父亲

杨月英（新乡市）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1954年5月，父亲随第44师奉命回
国。途经我市时，他长期一把炒面一口
雪引起的胃病和胸部弹伤感染，致使生
命垂危，就被师首长责令就地休养。师
首长十分关心他，专门嘱托相关人员安
排最好的医生、用当时最好的药品为父
亲医治，起初父亲想坚决随部队继续前
行，后来军人的天职使他的想法不得不
打消。之后，部队入驻湖北应山县（今
广水市）并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
44师番号，然后进入营房建设、整编改
装任务阶段。在部队整编中，师首长向
守志鉴于对立下多次战功的父亲革命
觉悟、炮兵素养、综合能力等方面情况
的了解，有意安排他去部队的炮校任
教，但终因父亲的身体原因，决定让他
转业至当时的市轻工局工作。

1956年，父亲在工作中认识了母亲
武清林。母亲当时在市小北街居委会主
持全面工作。经人介绍，两人确定了恋
爱关系。接触中，母亲勤劳的人品、爱憎
分明的性格、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断感
动、温暖着父亲那一颗常年飘泊、孤独的
心，父亲欣喜自己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
港湾。当他了解到母亲苦难深重的过去
时，这个心地善良的铁血汉子多次潸然
泪下，更加萌生了一定要用一生去保护、
去呵护母亲的强烈愿望。这年冬天，他
们在双方单位同事的见证下喜结连理，
从此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

1958年，为改变干部作风、克服官
僚主义、加强基层力量，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
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百万干部下
放劳动的热潮。这一年，父亲被下放到
了新乡县小冀人民公社（1958年8月改
为公社，同年 10 月并入七里营人民公
社）拖拉机修理厂进行劳动锻炼，与工
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结下了浓
厚的革命情谊。

1960年，下放干部根据相关规定要
回原单位工作。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父亲，有着对土地、对百姓、对农村的天
然感情，加之一起工作时建立起深厚友
谊的工人师傅们的劝留，讲义气、重情
义的父亲，就选择留在了下放单位。从
此时起至父亲终老，新乡县就成了他为
之挥洒热血和汗水、贡献聪明与才智、
甘愿牺牲和奉献的第二故乡。

当时，新乡地区设拖拉机总站并在
所辖县都设有分站，县又辖若干机耕
队。由于父亲在工厂与工人“三同”时
的突出表现和对机械修理工作的热爱，
被举荐到新乡县拖拉机站从事管理与

技术指导工作。父亲也十分兴奋，作为
农民的儿子，当他了解到一台拖拉机的
耕地效率是耕牛的40多倍，每天可以耕
作120亩土地，从此农民所期盼的“耕地
不用牛”“种田也体面”的时代到来时，心
中充满了期待，决心在这个领域大显身
手，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父亲从接触
研究洛阳一拖生产的东方红54型履带
拖拉机开始，到熟练操作东方红60型、
东方红75型、东方红802型拖拉机，投入
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当看到这些被自己
精心管理和维护的机械陆续投入到农业
农村的生产劳动中并圆满完成土地耕作
需要时，他十分欣慰。

1963年，父亲不计官位高低、不为
名利所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调入新乡
县所辖的洪门乡（1996年改镇）负责拖拉
机站的全面工作。洪门乡位于古黄河背
河洼地，土地平整及耕作难度大，当地农
民的劳动成本很高，极大制约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改善。拖拉机站的主要任务之
一就是“削丘填平、治碱造田、造福于
民”。父亲深知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期望，
工作激情犹如喷薄的朝阳，扑下身子，一
头扎进了无比热爱的利用机械化手段为
民谋利的事业中来。工作中，他以站为
家，沤心沥血、殚精竭虑，农机站由当初
刚建站时只有3台东方红60型拖拉机，
发展到到他离休前拥有上海50型拖拉
机、东方红28型拖拉机、东方红150型四
轮拖拉机、邢台-120型、江西丰收-27型
拖拉机和解放CA-10B、嘎斯-51型汽
车等不同型号的各类农用设备和现代化
运输工具20余台，为当地农业机械化生
产连年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付出了巨大
努力，也在领导、同事和当地百姓中留下
了极好的印象和口碑。

1985 年，父亲 62 岁时离休。他终
于可以将目光转移到家庭上来了。他
心疼亲爱的妻子，将因忙碌而无法照顾
家的愧疚转化为弥补关爱不够的动力，
从不会煮饭、不会打理家务，到一有空
就主动承揽家务，以最大可能减少爱人
的家务劳动；他深情地爱着孩子们，努
力改变自己不善言辞、不苟言笑的习
惯，主动与孩子们交流，使孩子们更加
真切地感受到他那大山般的胸怀和滚
烫的父爱；他念念不忘养育他的故乡、
亲人，自离休后几乎每年或自己或带上
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回老家一次，重走陡
峭的山路、重温过往的岁月、感受新时
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十分珍视兄弟情
谊，把老家的哥嫂当作父母对待，以还
哥嫂替自己照顾父母的恩情，哥嫂如果

来新乡，他和母亲一定将他们接到家里
住上一月半月的，倾其所有安排饮食，
这样他才能感到些许的心安。

2005年，母亲带着对父亲的不舍和
对家人的留恋，在和病魔顽强斗争后离
去了，享年76周岁。这一年，我们全家
都被失去母亲的巨大悲伤所笼罩；这一
年，我们也因担心父亲由于母亲的离去
能否承受住打击时常惴惴不安、难以入
眠；这一年，没有母亲陪伴的父亲心情
更加孤寂落寞，经常默默地坐在沙发里
不愿多说一句话，作为儿女我们感觉得
出，他在努力忍受着肝肠寸断的折磨。
可是，他为了让我们尽快走出失去亲人
的阴影，就像泰山一样坚韧，稳定着我
们的情绪，不断安慰我们，让我们振作
起来；像雨后的彩虹一样努力驱散乌
云，将绚丽的光彩洒向我们，滋润我们
的心田。而他，却独自承受着锥心的痛
楚，几乎每天必须有酒才能缓解心中的
惆怅，但在我们面前却从不显现出一丝
的柔弱和无奈……

2010年，虽然有三弟及弟媳两口子
的精心照顾，父亲身体却每况愈下。冬
天来临的季节，在我们的百般劝导下父
亲住进了市中心医院，我们想通过医患
双方的共同努力，让他走出痛苦的阴
霾，尽快恢复健康，但这一次他终未能
让我们如愿。当年3月19日，父亲在吃
完我为其准备的一小碗小米饭后，十分
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离我们而去，享
年87岁。也许是父亲太想念母亲和已
逝去的亲人了，想迫不及待地与他们在
另一个世界见面；也许是太心疼自己的
孩子了，不愿让我们为他的衣食住行再
费周折；也许是认为孩子们的照顾不如
母亲，为其准备的饮食不合口味，想吃
母亲做的饭菜了……

我们也深知母亲的不甘。我猜，她
是想让我们承担起本应由她照顾父亲
的责任，她心疼这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孩
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战士、在
荣誉面前不计得失的公仆、在世俗风气
中刚正不阿的硬汉、在家庭幸福中不可
或缺的丈夫、父亲……可我们辜负了母
亲的期望，辜负了母亲的用心，辜负了
母亲的教诲，我们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
漠视、忽略父亲的内心感受，少有主动
的陪伴、开导，满足他的精神需求，甚至
以他固执为借口，很少耐心地说服他，
主动陪着他或去老家再看看，或到大自
然中去放松一下……对此，我这个做女
儿的心中无比愧疚。

（未完待续）

甲辰秋游平原公园甲辰秋游平原公园
张含田（新乡市）

牧野匠心独，江南画韵工。
溪清银瀑现，竹密映湖中。
亭榭望姜女，墙幽绕菊丛。
人来疑化境，客去送霞虹。

注：平原公园中有送霞拱门、孟姜
女塑像、望夫亭等标志性建筑。

我的青春记忆属于豫北平原的一
处小村庄。我很荣幸在我的青春记忆
里，遇见那么多的人，发生那么多的事，
使我的青春多姿多彩。

热浪携带着尘土的气息迎面扑来，
由于地处河南北部，这里平原广阔，虽
然高大繁茂的树木不是很多，但各色草
木在热浪席卷时依然奋力扬起倔强的
头颅。

而我与爷爷、奶奶则蹲在花生田
里，缓缓向前，任务是逐一将花生植株

拔起，整齐地排列成行。拔出的花生植
株上布满了细密的根系，根系间夹杂着
黄黑色的泥土块，以及带有细密格纹的
饱满果实。在已经拔出的花生植株上，
仍然保留着土壤深处的温暖，空气中弥
漫着湿润泥土的芬芳。

待到傍晚，看着夕阳橙黄的光洒在
这大片的花生地里，花生的叶子也由开
始的娇嫩变得枯黄。随着热意的慢慢
消退，微凉的晚风轻抚，让人一天的疲
惫在此刻得到了慰藉，留下的只是清

爽。爷爷、奶奶挎着箩筐，我走在前面，
迎着晚霞回到家中。此时已有凉风吹
来，不同于白天的风，烈日下的余温逐
渐降低，走在路上，常常使人感到清爽。

回到家后，我和奶奶一起将屋内的
竹床抬到外面。爷爷则提来一桶井水，
里面冰着西瓜，用来消暑解渴。一家人
晚饭后，围坐在竹床旁，听爷爷讲从前
的故事。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农村生活，
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着，那

分坚韧和执着，让人感动。他们用双手
创造了生活的奇迹，那分勤劳和朴实，
正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小时候的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
憧憬。我渴望长大，渴望拥有自己的力
量，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分期待
和盼望，就像种子发芽般，慢慢地在心
里生长。

虽然爷爷、奶奶文化水平不高，并
不认识多少字，但他们给了我美好的记
忆。

我的青春记忆我的青春记忆
李乐岩（封丘县）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金秋十月，电影《只此青绿》在国
庆档与全国观众见面，这不仅是对同
名舞蹈诗剧的成功延续，也是一次对
宋式美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表达。从春晚舞
台的惊鸿一瞥，到大银幕上的华丽绽
放，《只此青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文化价值，成为当下文化领域的热
点话题，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

《只此青绿》的灵感源自北宋画
家王希孟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
这幅长卷以其宏大的构图、细腻的笔
触和独特的青绿山水风格，成为中国
绘画史上之瑰宝。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首次将这幅千年名画以舞蹈的形
式搬上 2023 年春晚舞台，舞蹈演员以
优美的舞姿将画中的山川、江河、云
雾等元素生动再现，观众仿佛穿越时
空，亲身领略这幅名画的壮丽与神
秘。

国庆期间，我怀揣期待的心情走
进影院欣赏这部作品，深刻感受到了
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的完美融
合。电影在舞剧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通过大银幕细腻呈现，将东方美学
的韵味和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
中画面构图精美，色彩运用独特，充分
展现了《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风
格。作品以意识流的形式跨越时间和
空间的鸿沟，将现代文物研究者的视

角与北宋少年画家的创作历程相结
合，构建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无时
无刻不在向观众展示中国古典艺术之
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气
息。

《只此青绿》的成功，离不开演员
的精湛表演和幕后团队的辛勤付出，
更离不开艺术创作团队对传统文化
的创新和突破。作品跨越艺术形式
的界限，将传统文化以更适应现代人
审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借助现代科技
与媒介的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
越千年的美学盛宴，用镜头语言诠释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
一场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
当下国潮盛行，国风作品一次又一次

“出圈”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这不仅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得到创新性发展，更能够唤起人
们共同的文化自信。然而，结合国庆
票房数据分析，该影片整体票房趋势
不容乐观。显而易见，这部有诚意、含
底蕴、讲文化的国产佳片面临着市场
冷待遇的尴尬境地。

电影《只此青绿》，不该成为遗
珠。我们也更应该期待并相信，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佳片脱颖而出，吸引更多观众走进
影院，了解东方美学、感受文化魅力。

电影电影《《只此青绿只此青绿》：》：
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黄英杰（新乡市）

银屏天地银屏天地

风轻轻，情柔柔……
这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地方，这也

是一片空气都透着美好的安然的纯
粹的地方。

心向往之，便一心期许。期许是
一种心境，带着思绪，纷飞进简朴的
情愫里最美的渴望。

于是乎，心随着那片云，那阵风，
那些人，那些事，沉醉，沉醉！

像一首诗，一段曲，咏叹生活的
美好。日子的流淌，如白驹过隙，往
事如烟，随风而去，眼下的才是值得
留恋的真实存在。

走进去，青草的味道，是那么清
纯，淡淡然，不夹杂任何世俗，简单是
最难能可贵的。森林的绿意，撞满眼，
盎然生机里包裹着和谐，郁郁葱葱。
远山的影子，连绵起伏，重重叠叠，诉
说着一辈又一辈平凡却有滋有味的故
事。牛羊成群，肥硕是自然的馈赠。
云朵的自由自在，是最令人羡慕的。
阳光一览无余地展现着广博的胸襟，
光芒洒遍整个世界。帐篷里的袅袅炊
烟，升起的是温暖又朴素的情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心中的阿
勒泰，这一首序章，告诉我的是生存，
是思考，以及其他的能够让心平静下

来的安然。
我喜欢用纯粹这个词来叙述。

有关人、事、物，寻一分纯粹，是极不
易的。凡是浸入红尘的，便会纷纷扰
扰，如一潭静水，泛起涟漪的那刻，随
波漾起的是搅撩。

有了这分纯粹，可以毫无羁绊地
思考，思考人生的意义。活着，不只是
为了拼尽全力，然后疲累，精神的丰盈
会再次唤起心中最美的情愫——去松
弛地生活下去，于繁华处求淡然。

歌谣从一把木吉他的旋律中流
淌，简单的和弦，质朴的词，歌声却是
动人的美。唱吧，风在听，云在听，草
在听，我在听，这已足够。

没 错 ，只 有 美 才 能 与 万 物 相
通。美美与共，美的存在，是为世界
准备的最好的礼物。世界的美，是
被我们清澈的眸邂逅的。在这里，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美好的，总
是悦心的。比如晴空里的一片云，
飘飘然，惬意里分明是美好——不
被忧扰的纯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生
活的味，需要用心来调，向美而生的
心，是葳蕤生长的。带着和谐，带着
希望，生活便有了幸福的况味。

心中的阿勒泰心中的阿勒泰
陈云飞（新乡市）

馨香一瓣馨香一瓣

在岁月的长河中，霜降总是以一
种独特的姿态，悄然降临在深秋的门
槛上。它带着几分寒意，几分静谧，
将大地装扮成一片银装素裹的仙
境。然而，在这分寒冷之中，我却总
能感受到一股暖流，那是与家人、朋
友共度时光的温馨记忆，如同冬日里
的一缕阳光，温暖着我的心田。

霜降时节，大地仿佛被一层薄薄
的霜纱轻轻覆盖，一切都变得宁静而
祥和。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
洒在那银白的霜面上，整个世界都仿
佛被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辉。这时，
我总是会想起那些与家人一起度过的
清晨时光。我们会围坐在院子里的小
桌旁，品一壶热茶，赏一赏这霜降的美
景。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与霜
气的清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韵味。家人们谈笑风生，分享着
彼此的生活点滴，那分温馨与和谐，仿
佛连时间都为之停留。

而在这样的时节里，与朋友的相
聚更是显得尤为珍贵。我们会相约
在某个小餐馆，或是某个静谧的咖啡
馆，享受着彼此间的陪伴与温暖。窗
外的霜色与室内的暖意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在这两个世界的交融处，我们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分宁静与满
足。我们聊着彼此的梦想与未来，分
享着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那些关
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友情的话题，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显得格外温暖
人心。

霜降时节，也是一年中最为适合
思念的时刻。那些远离家乡、在外奔

波的人们，总会在这个时节里，格外
想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或许
无法回到家乡，但那分思念之情，却
如同寒霜下的暖流，温暖着他们的
心。他们会通过电话、视频，或是书
信，向远方的亲人表达自己的思念与
祝福。那些简单的话语，虽然平凡，
却蕴含着深深的情感，如同冬日里的
阳光，穿透了寒冷，照亮了彼此的心
房。

在霜降的时节，我也总会想起那
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他们或许只
是我生命中的过客，但他们的善良与
温暖，却如同寒霜下的火种，照亮了
我前行的道路。那些曾经的帮助与
鼓励，如同冬日里的炉火，让我在寒
冷的季节里，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与
美好。我深知，这些温暖的记忆，将
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陪伴着
我走过每一个寒冷的季节。

霜降，不仅是一个节气的名称，更
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让我们在寒冷
的季节里，感受到了温暖与希望。那
些与家人、朋友共度的温馨时光，如同
冬日里的阳光，温暖着我们的心田，让
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充满了勇气与
力量。

霜降，是寒冷的开始，也是温暖
的延续。它让我们在寒风中感受到
了家的温暖，在孤独中找到了朋友的
陪伴。在这个时节，我们学会了珍惜
与感恩，学会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每
一个挑战与磨难。我们学会了在寒
冷中寻找温暖，在孤独中寻找依靠，
让生命在霜降的时节，绽放出最绚烂
的光彩。

寒霜下的温暖记忆寒霜下的温暖记忆
薛宏新（原阳县）

我与《光明日报》的情缘，准确说，
从上育才小学就开始了。学生时代，学
校图书室订阅有《光明日报》《中国青
年报》《中学生》《少年报》等，每到下
课、放学，我爱去图书室阅读报刊，汲
取课本之外的养分。

因为从小热爱阅读，使我养成写作
的好习惯。看到别人写的文章能刊发
在《光明日报》上，我想，自己的文章啥
时候能登上《光明日报》，那可是天大
的喜事。

几件事情，尽管过去 10 多年，至今
我记忆犹新。

2013年春节刚过，我应邀去卫辉市
一中进行“学习方法与励志成功”讲
座。课后，听说校团委发起举行“让爱
为生命加油”救助许艾嘉同学的募捐活
动，校长任延宇将募集到的 33526.2 元
善款转交许艾嘉父亲。原来，2013 年
春节前，卫辉市一中高一（六）班 16 岁
的许艾嘉同学，被诊断为骨癌，在新乡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人工膝关节
置换手术，后转到北京平谷岳协医院治
疗，诊断为左肺转移瘤，生命危在旦
夕。无情的病魔摧残着许艾嘉羸弱的
身体，她用顽强的意志抗争着，期待着
生命的奇迹。许艾嘉是班级学习委员，
成绩名列前茅，品学兼优，尽管身体不
好，可她每天总是最早到班里，打扫卫
生，帮助同学。在病床上，她坚持看书

学习，乐观阳光，全班同学为她写了上
百条祝福语，有的同学自制贺卡、千纸
鹤寄往北京：“希望你重新树立信心，
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笑对人生，勇
敢活下去！”

“尽管全校师生都在积极奔走，希
望能为许艾嘉多筹募些医疗费用，但这
对孩子的治疗依然是杯水车薪。如果
能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鲜活的生
命就有了希望。”任延宇忧心忡忡。当
时，许艾嘉的医疗费已用去 20 余万元，
许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借遍了所有的
亲戚朋友，接下来许艾嘉还要进行两次
手术和最基本的 12 个疗程，1 个疗程最
低 3万元，起码需要 30余万元。对于父
母都是下岗工人、每月仅靠 500 元低保
金维持生计的三口之家来说，这无疑是
天文数字。任延宇说：“病魔无情，人
间有爱，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
弃，让我们伸出援手帮助许艾嘉战胜病
魔，留住属于许艾嘉的座位和床位，挽
救花季少年的生命。”

了解到这一基本情况后，我立即
和《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方正辉取得
联系，在他的积极协调下，光明网河南
频道 2013 年 3 月 18 日刊发《河南卫辉
市一中师生爱心救助患骨癌的学生许
艾嘉》，2013 年 5 月 29 日刊发《社会各
界情系艾嘉，将爱心进行到底》，并带
动《河南日报》《教育时报》《新乡日报》

等，在全社会发起开展救助许艾嘉的
活动。《光明日报》的报道刚发表，新华
网、人民网、中国文明网等全国数十家
网站争相转载，带动了省内外多家媒
体，形成一股强大合力，在新乡、河南
乃至全国掀起救助许艾嘉的爱心热
潮。

3 年后，许艾嘉考入河南工学院。
河南工学院“跨时空”接过这根“爱心
接力棒”，300 余名师生用不到 1 周的时
间，筹得超过 1.5万元的善款，缓解了许
艾嘉的生活困难。

大学毕业后，许艾嘉与同龄的退伍
军人马振清经人介绍相识，2020 年 10
月步入婚姻殿堂。不久前，许艾嘉顺产
生下一个 7斤 8两的大胖小子。“我能有
第二次生命，现在又能给孩子生命，要
感谢《光明日报》等媒体多年来的持续
关注报道，更要感谢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热情援助！”许艾嘉说，她要珍惜当
下，努力生活，好好工作，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把爱传递下去。

2013 年 6 月 25 日，共青团新乡市
委、原阳县政府主办，河南机电高等专
科学校（2016 年升格为河南工学院）承
办的“关注移民教育、共筑中国梦”系
列活动在原阳县福宁集镇移民新村举
行。在这次活动中，我给福宁集镇移民
新村上百名学生家长进行题为《如何做
一名合格家长》的专题讲座，《光明日

报》随后刊发了《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
校关注移民教育》一稿，对此事进行了
报道。

党中央把办好新时代学校思政课
作为建设教育强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中之重，全国先进单位、全国
模范单位、全国文明学校——新乡市一
中的思政课独树一帜，我们深入调研采
访后，采写的《创新思政教育，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思政课创新的新乡市
一中实践》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光明日
报》客户端刊发，新乡市一中开办的模
拟法庭至今连续开办 8 届，成为新乡市
一中的“两维四度——理论+实践，有尺
度、有深度、有高度、有温度”思政课品
牌特色活动。同时，新乡市一中“求是”
道德与法治研习社也坚持 10 多年不间
断。2024年 1月 25日，《光明日报》客户
端刊发《河南新乡市一中：让校园成为
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4月 24日《光明
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南新乡市一中：35
年党课浸润 3万学子》。

凌云健笔意纵横，意气风发著华
章。《光明日报》是一所大学，她不仅教
会我写作，更教会我做人、做事、做学
问。作为《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通讯
员，我从《光明日报》受到的教育、教诲，
可谓受益终生；汲取的信心、勇气与力
量，成为我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的精神源
泉。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