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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于冀南农村，小时候吃粽
子一年只有一次，就是端午节。这还
是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有条件买到
糯米。大枣、红豆和芦苇叶倒是不缺，
母亲在节前头一天就忙着捋叶子、泡
糯米、收拾馅料，下午全家齐上阵包好
上锅，晚上熄火后开始焖，端午节早
上，软糯香甜的粽子就可以上桌了。
一人最多只有两个，其他的都要和亲
戚朋友分享。

儿时的记忆中，这是排在春节、中
秋、村会之后最盼望的一天。那时身
边很多的北方人，只知端午祭祀屈原，
不知粽子是何滋味。

20 岁时，我有了走出省门的机
遇。那一年，我去了京城，也游历了河
南。21 岁时，又跑到了更为南方的广
西。23 岁时嫁到了湖南，后又调到了
广东工作。

多年南方生活的经历，增长了我
的见识，颠覆了我对粽子的认识。不
得不说，粽子的世界在南方！

原来，除了红枣、豆沙、果脯做馅
的甜粽子，粽子还可以做成咸味的，
譬如在广东有咸肉粽、蛋黄粽，在湖
南有腊肉粽，在闽南有烧肉粽；做成
辣味的，四川有麻辣粽，湖南有剁椒
粽；做成不甜不咸的，贵州有药膳
粽，福建有海鲜粽；做成半甜半咸
的，有潮州的“粽球”，集鲜肉、蛋黄、
板栗、豆沙、虾肉和糯米为一体，甜
的占小部分，咸的占大部分，两种味
道在口腔中巧妙融合，听着怪异，吃
着上瘾！

单论粽子口味的千变万化，湖
南作为粽子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
一 当 仁 不 让 ：清 香 甘 甜 的 有 汨 罗
牛 角 粽 ，咸 鲜 清 香 的 有 东 安 乌 米
粽 ，软 糯 香 甜 的 有 株 洲 茶 陵 祖 庵
奥 肉 粽 ，脆 嫩 鲜 美 的 有 益 阳 沅 江
芦 笋 芦 菇 肉 粽 ；还 有 体 态 硕 大 如
枕 头 的 怀 化 溆 浦 枕 头 粽 ，象 征 简
朴与怀旧的老长沙碱水粽。近年
来 ，又 增 添 了 迎 合 年 轻 人 健 康 需
求 的 杂 粮 粽 ，如 大 黄 米 粽 、燕 麦
粽 、紫 米 粽 和 打 破 传 统 咸 甜 界 限
的皮蛋鲜肉粽、剁椒香辣粽、芋泥
奶酪粽等。

吃粽子的时间从端午开始，横
跨夏、秋、冬、春，可做到全年无休。

包粽子的叶子也不限于芦苇、竹
叶，还有广东、广西常用的箬竹叶，四
川、贵州等地常用的玉米叶，湖南、江
浙等地常用的荷叶和一些颇具地方
特色的芦兜叶、柞树叶、笋壳、芭蕉叶
等，随地取材，颇有“万叶皆可包”之
势。

要说全城“一粽独秀”，还得是肇
庆裹蒸粽，其历史可追溯至秦代，已申
请非遗。金字塔形，重达 1斤以上，以
冬叶包裹糯米、脱皮绿豆、五花肉等，
经猛火蒸煮8个小时以上，口感松化甘
香，肥而不腻。每到端午和春节，家家
户户制式统一圆桶大锅，满城飘香，十
天半月不散。

最能独辟蹊径的当推广西，有融
合沙虫、鱿鱼、蟹黄等海味的北海海鲜
粽，有整只去骨猪手与咸蛋黄、绿豆同
包的灵山猪手粽，有鸡爪经炸蒸后与
糯米同煮的来宾鸡爪粽。

最具商业价值的看浙江嘉兴，嘉
兴粽子当推五芳斋为最，素有江南粽
子大王之称。据说，许多海内外朋友
皆因品尝过嘉兴粽子后，方知浙江嘉
兴的地名。

人生数十年奔波，品尝的粽子种
类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可亲手包粽子
的心境却再没有。

今日重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
说》，读到“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
饮食，待命余人”时，忽生惶恐；读到

“使中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
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时”，
心生振奋。

自端午吃粽子始，我也要改名：少
年端午之少年！

端午粽子
韩朝艳

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作为生长于中原豫北的中国人，我
曾不理解为什么数千公里外有一群与
中国相关联的人，为什么他们仍然有着
如此浓厚的中国乡土情。小时候的我
不止一次问长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呀？是中国人吗？那为什么要一直居
住在外国呢？那他是外国人的话，为什
么总是来中国呢？从小到大，这个问题
长期困扰着我。等上了大学后，得益于
国家教育政策，我终于有机会“下南洋”
一探究竟。

2024 年年底，响应学校号召，我
报名参加了为期一学期的“国际交换
生”项目。历经筛选，2025 年 3 月，我
落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奔赴博特
拉大学，开启异国求学征途。当我来
到了马来西亚，黑头发、黑眼睛、黄皮
肤却操着一口浓浓南方口音的华人
时常出现在身边时，华人不再是一个
词语，我逐渐对这个群体有了较多的
了解。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大
街上随处可见黄、黑、白三种肤色的人，
说着不同的语言，你来我往，热闹非凡，
让人有一种天下大同的感觉。在这里，
华人占比约 23%，规模庞大，人口众多，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黄色面孔，有时候
耳边也会响起熟悉的中文，这令我不禁
好奇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到底发展如
何？同为炎黄子孙，对海外同胞的关心
促使我想了解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
到底怎样？于是我翻阅资料，走访了
解，实地接触交往，沉浸式了解中华文
明圈下的华人生活。

文学是文化的延展。初来乍到，了
解一个国家的内核，需先从文学作品入
手。在阅读了部分马来西亚华人作家
的文学作品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所蕴
含的雨林气息与抗争意味是如此之
浓。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文学离不
开殖民主义的影响，从英国到日本殖民
时期，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一直存在着
压迫与反抗、斗争与牺牲，鲜血浸满了
这里的雨林。而马来西亚华人，作为这
个国家的外来者，在承受着殖民主义摧
残的同时，又需要面对民族主义的熊熊
怒火。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来
西亚华人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富有
悲剧与荒诞色彩。

其中让我印象颇深的是黄先生。
他的作品既有为马来西亚华人生存空
间的争取，又有对马共在历史上遭遇
不平等待遇的反抗。他的文学世界始
终笼罩着南洋热带雨林的潮湿雾气，
在这层氤氲中，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
存在如同被雨水浸泡的纸页，既显现
出殖民历史的褶皱，又洇开后独立时
代的政治墨迹。华人既被视作“外来
者”，又因文化母国的断裂而无法真正

“回归”。人们都不会遗忘真正的斗
士，华人保家卫国的精神难以忘却。
这与战天斗地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何
其相似！不同的土壤里埋的是一颗同
名为“华夏”的种子。

文化是社会的反映。华人不仅仅
是失意的革命者、雨林中的顽强斗士，
更重要的是，其让中华文明深刻影响马
来西亚的社会生活。世人熟知，中国同
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海上
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跨越千年的友好
交往，“切水不断”的世代情谊随着历史
演进愈益深厚。从 1300 多年前中国唐
代义净法师渡海求法途经马来半岛，用
文字记载当地历史，到600多年前，明代
航海家郑和 7次远洋航海中 5次到访马
六甲，再到近代国人下南洋，中华文化
对马来西亚的输出已有上千年。马六
甲的“三宝垄”传说与柔佛的“义山”文
化，是对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见证。春
节、端午等传统节日与当地其他种族节
日相互调适，最终促成“开斋节、屠妖
节、春节同为国家法定假日”的多元文
化景观。在马来西亚作为交换生的这
段日子，我亲身见识了这里的节日活
动，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与凝聚力。

赴马近月，清明节如期而至。马来
西亚华人极为重视这个节日。清明节
当天，我与家中通了电话，聊起对祖辈
的思念缅怀。依惯例上学，外出途中
随意步入一处墓园。墓园中，处处可
见华人家庭清扫墓碑、敬献鲜花、摆放
祭品，神情庄重肃穆。我发现除了传
统的烧纸、鲜花外，华人还会在墓前摆
放一小碗娘惹糕点。这种融合了马来
西亚香料与中式糕团技艺的甜点，是
南洋华人独创的特色美食。我询问后
得知：“远赴南洋的华人，既想让先人

尝尝家乡的味道，也想让他们看看，我
们在南洋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华人
遵循传统，上香叩拜，寄托对逝去亲人
的思念。即便远在南洋，赤道季风仍
吹不散华人这分慎终追远的情感。可
以说，华人异土同根生，心魂一脉连，
坚守传统、情念中国的游子情愫、华夏
余韵绵长悠远。

时间悄然迈入农历五月，端午节
的氛围逐渐在华人社区弥漫开来。街
边店铺早早挂出了菖蒲和艾草，粽香
也飘散在大街小巷。有的华人社区还
组织了热闹的龙舟赛，河道边彩旗飘
扬，围观的人群欢呼雀跃。不同于国
内常见的龙舟造型，这里的龙舟装饰
着马来西亚风格的蜡染花纹，船头雕
刻着融合龙与峇迪图案的图腾。划手
们身穿的队服上，中文队名旁印着马
来西亚语和英语，口号声中也夹杂着
闽南语、粤语与马来西亚语的呼喊。
河岸的小吃摊更是文化交融的缩影，
除了经典的咸肉粽、豆沙粽，还出现了

“娘惹粽”，用斑斓叶包裹糯米，搭配椰
浆与马来西亚香料，入口既有传统粽
子的软糯，又透着南洋特有的清新。
没想到这样的创新吸引了更多的马来
西亚人品尝。闻着“娘惹粽”的香气，
我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
了更深的感悟，此时此刻也更具象化
了。

周末的马六甲鸡场街，文化交融的
气息在青石板上流淌。身穿旗袍的阿
姐们踩着高跟鞋，在娘惹糕摊前用马来
西亚语询问价格。福建会馆的少年舞
狮队正在彩排，鼓点声里，金红相间的
狮头忽而跃上梅花桩，忽而俯身叼起写
着“风调雨顺”的红对联。街角的咖啡
店飘出海南咖啡的焦香，柜台后的大叔
一边拉茶，一边用粤语和客人聊起下周
的华文学校校庆。我捧着一杯三色奶
茶站在骑楼下，看着马来西亚商贩售卖
的唐装旗袍与印度纱丽在同一橱窗里
交相辉映，突然读懂了什么叫做“共生
的文明”。

中华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包容、对自
身文化的传承不止于此。母语是外乡
人与祖国的纽带，华人没有因为种族冲
突和政治压迫放弃学习普及华语，反而
更进一步，增设华文学校、编纂汉语书

籍。在这片远离中国的土地上，让汉字
成为华人维系情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
纽带。在这个过程中，华人通过文化符
号的重构巩固社群凝聚力，非华族群则
借助对中华文化的选择性吸纳，丰富自
身的文化表达与社会参与路径。马来
西亚景点里随处可听到的中文，既是对
中国游客的欢迎，也离不开华人的功
劳。

说到华人，当然不得不说华人经济
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
地位，不管是结构性的经济贡献还是对
行业内的渗透，华人是马来西亚经济发
展不可绕过的一环。华人以马来西亚
五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约五分之
二的 GDP，和华人有关的企业，涵盖制
造业、零售业、金融等关键领域，占比五
分之三以上。华人企业家在福布斯马
来西亚富豪榜前十中占据八席。当然，
这离不开伟大祖国的助力推动，既有对
消费领域的全面激活，又有中国游客对
马来西亚的偏爱。当我在图书馆内阅
读，在文化景区内漫步，随处可见中国
面孔，“人类共同体，共住地球村”更深
入人心。

学习期间，欣逢两国交往盛事不
断，虽然我不能近距离感受，但听闻
喜报仍觉振奋人心。两国合作在深
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质量和效益持
续提升。这其中华人功不可没。如
今，马来西亚华人深度融入当地经济
社会，在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贡献力
量。

几个月的访学时光，像一轴徐徐展
开的南洋画卷，让我得以近距离感知马
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图景。我发现华人
文化早已深深扎根这片土地，与马来西
亚、印度文化交织融合，绽放出独特的
生命力。马来西亚华人不是漂泊无根
的浮萍，而是在坚守与创新中构建起属
于自己的文化家园。他们根源于古老
的中华文化，让来自中华民族龙的传人
的记忆不仅仅是一成不变的复制，而是
在适应与创新中不断生长。这种跨越
地域与文化的生命力，或许正是中华民
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支撑着海
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立足生根，也为我们
理解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提供了鲜活
的样本。

异土同根生 心魂一脉连
——赤道季风里的华夏余韵

苌生涵

岁月回响岁月回响

在我最熟悉的豫北平原上，有无数水井星散于
乡村街巷、田野阡陌。一口口水井滋养着大平原上
的一代代乡民。

据传，帝尧时期，即有《击壤歌》云：“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了“井”字，
这说明水井的历史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史一样
悠长。多年来，我行走在生我养我的平原之上，便
不断与一口口水井相遇，与一口口水井集聚的乡村
文化相遇——就像我春节前邂逅“陈道双子井”那样，再
一次清晰地感受乡村的温暖和井然有序的人间活力。

有关“陈道双子井”的传言
坊间有言：“陈道有双子井，方圆数里皆知。”新

年伊始，在友人的陪同下，在实地观察、走访和查阅
文献资料的过程中，让我对闻名乡里的“陈道双子
井”，有了一场郑重的拜谒与粗浅的了解。

陈道村，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一座典型的
现代化新农村。村中存有几处坑塘，其中一处被当
地人称作“龙坑”。乡间的任何事物，一旦被赋予了

“龙气”，便可尽显其尊贵和神秘；而这个坑塘之所
以被尊称为“龙坑”，缘由有二。

先说其一。坑塘修长且弯曲，呈“7”字型，远远
望去犹如龙的身姿。在“龙坑”中建有一间龙王殿，
每逢节气，香火旺盛。

重点说说其二吧。在“龙坑”的北坡沿儿上，相邻
排列着两眼老井。站在井沿之上向下深望，井底深邃
且宁静，呈现着黛蓝色的青砖，有序地排列为井筒，井
壁上覆满了绿苔，绿苔间探出几茎水草。

村中一位长者告诉我：“这老井可有年头儿了，
打我记事起就有了。这可是一双龙眼呀！过去，转
圈儿几个村都来打这井里的水，井水可甜，可养
人！”另有乡人跟我说：“这是村里的老祖宗谢可，给
他的两个儿子分家那会儿淘的井。”

随后，我便在陈道村谢氏族人的家中，找到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封丘县县志馆编纂主任
黄阴枬撰写的《创修谢氏族谱》的这篇札记，其中便
有那位淘了“双子井”的“老祖宗谢可”的记载：“可，
字盛玉，岁贡生，从县西北塔儿碑村（今塔北村）卜
居于陈道，即今所尊始迁祖，生子二，长‘龙’，次

‘凤’，子孙绵延，传今四百余年矣。”当晚，我又在民
国时期《封丘县续志》中查阅到了有关谢可的另一
则记载：“陈道谢氏：按其宗谱始祖名谢可，岁贡生，
县属西北塔儿碑人，明中叶迁陈道，卒葬村北地，生
子二，长一龙迁茔村东里许，迄今二十一世，次一凤
守坟墓，其子若孙率居村后街。”

谢可与陈道双子井
在考究这两眼老井开凿年代的同时，谢可与其

“岁贡生”的身份则更引发了我探究的兴趣。
据《明史·选举志》记载：“入国学者，通谓之监

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
赀曰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
纳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
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
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
纳贡。“岁贡生，即岁贡”，在《汉典》中也有解释。

在清顺治年间《封丘县志》中，有对“明贡士”的
任职记载——“谢可，任教谕。”《明史·职官志》中有
对“教谕”的解释：“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
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
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多日以来，“陈道双子井”如同一根井绳，结结实
实地“捆”着我的注意力。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我
带上图像资料特地拜访了省内地质学科有关专家。

“这两眼老井属于平原地区典型的浅水井，其
主要作用是有效地过滤水质。井水的主要来源，是
由地下暗河和坑塘内的地表水资源渗透而来。在
当时，水井的出现不仅提高了人们的饮水质量，而
且还拓展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在得到科学解释的
那一瞬间，我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对于“老井是谢可在为两个儿子分家时所淘”的理解，
也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一条由陈道村通往其他村庄的乡
村道路，从老井的一侧与老井“擦肩而过”，将陈道村一分为
二，路南即前街，路北则是后街。在《封丘县续志》中，已有

“次（子）一凤守坟墓，其子若孙率居村后街”的记载。在汉语
成语中，常以“井井有序”“井然有序”“秩序井然”等来形容有
条理、有规矩、有秩序，而陈道村这两眼老井，在这方土地上
也排列得“井井有法”，可能也是不失其公平、公正之意的吧。

至于“陈道双子井”名称的由来，笔者大胆猜
测：谢可的两个儿子，其名一“龙”一“凤”，极有可能
是一对孪生兄弟。

水井文化有着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源流。我们的
祖先一开始逐水而居，而井的出现，则让先民摆脱了江
河的束缚，能够在远离水源的地方掘井而居。于是，水
井，便在民族文化中，有了与江河同样的文化地位。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生活在变化，有关水和水
井的文化也在变迁。从逐水而居到挖井取水，再到
自来水流入万千家庭。如同“陈道双子井”那样，有
关水井的传说，依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
价值，流传在一个个村落，恒久不息。

陈道双子井
潘丙磊

馨香一瓣馨香一瓣

高三的一个闷热的晚自习，教室里只有此起彼伏
的翻书声与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翻开《我与地
坛》，彼时的我，满心只想着在高考作文中脱颖而出，
便把这本书当作“作文金句库”来啃食。史铁生笔下
轮椅上深邃的哲思，被我草草提炼成“身残志坚”的
模板，就像把青铜器上精美繁复的饕餮纹，粗暴地拓
印在草稿纸上，简单又生硬，全然没有领悟到其中的
内涵。

时光流转，当我告别高三，步入二十岁的人生新阶
段，再次翻阅《我与地坛》，书页间抖落的星光，照亮着我
前行道路上的迷雾。

遥想当年，那个摇着轮椅闯入地坛的下午，史铁生
先生或许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无数青年精神荒原上
的摆渡人。

他凝视古柏年轮的十五年，恰似当代青年在“内
卷洪流”中的艰难突围。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时
代，同龄人在绩点、职位、薪资的赛道上你追我赶、奋
力狂奔，而他，在地坛的荒草间，与命运展开一场漫
长的对弈。

他曾亲历“每三天一次透析，生死在针管间游走”的
绝望，却将病痛淬炼成“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黑
色幽默。这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就像地坛的野草，即便
被车轮无情碾过，依然能顽强生长，指引着人们在困境
中寻找爱与希望。

地坛的荒草，默默记得史铁生母亲的每个脚印。她
总是以“悄悄躲出去”的姿势，将满心的担忧熬成沉默的
守望，这正是所有中国式母亲的缩影。史铁生先生用十
五年光阴，才读懂母亲那句“出去活动活动”背后的潜台
词。正如我们总在失去后才惊觉——那些被我们忽视
的早餐、摔门而去的背影。

地坛的四季，在史铁生笔下是流动着的哲学。再次
品读，我忽然懂了“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
的深意。

或许，真正的智慧，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学会在等待
中与命运对谈。就像史铁生在轮椅上的坚持，就像地坛
在岁月中的沉淀，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生命的价值，
不在于完满，而在于真实。

合上书页，窗外正值日暮，余晖洒在大地上，给世界
披上一层纱衣。二十岁的我，充满困惑，可这何尝不是
命运赐予我们的哲学入场券？当我们学会在荒芜里打
捞星光，那些被标准化答案碾碎的青春，终将在生命的
褶皱中，谱写出更加动人的诗行。

正如书中所言：“人的生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
好，弹好了就够了。”我们的人生，不应被固定的模式束
缚，而应在不断的探索与感悟中，弹奏属于自己的精彩
乐章。

再遇《我与地坛》
黄英杰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本报讯 近日，在小小说选刊创
刊 40 年庆典活动上，新乡市作家范子
平、赵文辉获得小小说选刊颁发的

“小小说创作 40年”奖章，全国共有 40
名作家获此荣誉。

范子平与赵文辉都有多年的小
小说创作历史。2018 年，河南省小小
说学会评选出“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省
40 篇小小说佳作”，新乡市小小说作
家入选 6篇：范子平《谁怕谁》、赵文辉

《刨树》、田双伶《亲密油条》、安庆《漂
在河床上的麦穗》、张玉玲《风的感
觉》、刘志学《长大了俺都嫁给你》。
中国作家网公布的中国小小说学会
联盟评选出的“改革开放40 年中国小小
说百篇经典”，新乡市有范子平《上大
学去》和赵文辉《刨树》共两篇入
选。范子平、赵文辉还分获第六届和
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作品被几十
个省市选为高考和中招试卷，在全国
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这个庆典活动上，还颁发了其
他奖项的获奖证书。

范子平小小说《金三儿》与新乡
市小小说学会秘书长郑俊甫创作的
小小说《花脸》分获小小说选刊、百
花园、华夏小小说研究院联合评出的
2024 年度优秀作品奖，全国共有 20
名作家获此奖励，其中有 4 名河南省
作家。

《金三儿》原发《北京文学》2024

年 9 期，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
《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同
时转载，被青岛、淄博等地全市高三
统一高考模拟试卷选为阅读题。《花
脸》原发《百花园》2024 年 2 期，被《故
事会》和《小品文选刊》转载。

范子平小小说《最后一课》与新
乡市作家牛新印《一只叫骆驼的狗》
（原发《百花园》）分获河南省小小说
学会评出的“2023-2024 双年度优秀
作品奖”，全省共 10 篇作品获此奖
项，《最后一课》在获奖作品中排序
第一名。

《最后一课》原发《小说林》2023
年 1期，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
刊》同时转载，后被 2024 河南省中考
导向总复习试卷，以及河北、重庆、贵
州、云南等省市一些地方中考和高考
模拟试卷选为阅读题。

新乡市小小说创作队伍实力雄
厚，有 10 多名作家获得各种重要奖
项，赵长春、原上秋、郑俊甫、张志
明等多人的小小说创作都呈井喷
之势。赵长春的袁店河系列小小
说已经引起小小说界的注意。此
前，2025 年 3 月 24 日，河南省作家
协会开会表彰先进，新乡市作协主
席赵长春和新乡市小小说学会会
长范子平获“2024 年先进文学工作
者”奖励证书。全省共有 24 名作家
获此荣誉。 （新文）

新乡市多名小小说作家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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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5 日上午，市作协一
行 16 人走进重庆医药集团新乡有限
公司，与该企业开展党建联动，用主题
党日活动的形式迎接党的生日。

在重庆医药集团新乡有限公司，
与会人员参观了公司的药品仓储、流
通以及质量管控等环节。通过参观，
作家们对企业的经营理念、社会担当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活动过程中，公司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同时也是作家的贾非讲授了以

《追寻红色足迹，景仰家国胸怀》为主
题的党课。贾非以党史与自创诗歌相

结合的形式，通过生动细腻的讲述，带
领与会人员重温红色精神、激发家国
情怀。

市作协一行由作协主席赵长春带
队，作协党支部书记安庆主持活动。
此次活动是市作协党支部自今年 4月
成立以来的首次活动。

此次党建联动，不仅拓宽了文
艺工作者对医药行业的认知，为作
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
时通过文化赋能，也强化了企业党
建的凝聚力，是双方创新党建形式
的一次有益尝试。 （杨秀峰）

文企共建迎“七一”
市作协与重庆医药集团新乡有限公司开展党建联动


